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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與方法

將非福衛三號觀測的GPSRO資料納入同化作業。

提升中央氣象局預報系統同化GPSRO折射率觀測的表現。

將目前GSI中預設的觀測誤差調整為適合同化非福衛三號的掩星資料。

經由初始猜測值與觀測值的差，來估計觀測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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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比較加入同化非福衛三號掩星觀測資料後之預報得分

- 比較加入同化非福衛三號掩星觀測資料後之同化之統計狀態

- 調整觀測誤差結構

- 比較調整觀測誤差結構後之同化之統計狀態

- 比較調整觀測誤差結構後之預報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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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加入同化非福衛三號掩星觀測資料後之預報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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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VAR Cost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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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加入同化非福衛三號掩星觀測資料後之同化之統計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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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觀測誤差-理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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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roziers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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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觀測誤差-經驗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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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北半球區域

- 10公里以上，觀測增量標準差減小增加觀測誤差(repe_gps)

- 10公里以下，觀測增量標準差增大減少觀測誤差(repe_gps)

2. 熱帶區域

- 10公里以上，觀測增量標準差增大減少觀測誤差(repe_gps)

- 10公里以下，觀測增量標準差減小增加觀測誤差(repe_gps)

NCEP empir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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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後GPS掩星資料同化之統計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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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結果與實驗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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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結果與實驗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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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在北半球，由Student-t分布95%信賴區間檢驗差異顯著性。結果顯示，
md2_allro 實驗相較於COSMIC 實驗在五天預報的重力位高度場AC score
與溫度場RMSE均有較佳的表現。

在南半球區域，使用md2觀測誤差同化ALLRO實驗的預報表現能夠提升到
與COSMIC 實驗接近。

在福衛三號COSMIC衛星所接收到的資料日益減少之際，可將非福衛三號
衛星所觀測的GPSRO 資料同化納入作業，則可彌補相對觀測數量較少的
海洋地區所減少的GPSRO 觀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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