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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前人研究

• 個案介紹

• 儀器簡介

• 資料時間

• 雨滴粒徑特性分析與討論

• 第一部分(21:00~22:16 (LST))

• 第二部分(22:07~23:06 (LST))

• 結論



前人研究

• Tokay et al. (2013)利用半年的觀測資料，比較了撞擊式雨
滴譜儀(JWD)、一維雷射式光學雨滴譜儀(Parsivel)以及第
三代二維光學式雨滴譜儀(2DVD)的儀器觀測特性，並指出
雨滴粒徑分布的觀測結果與儀器本身的特性息息相關，所
以在分析雨滴譜時，要注意選用的雨滴譜儀類型。

• 曾與鳳(2012)經由終端落速分析指出，在小雨滴的時候，
Parsivel所觀測到的終端落速較高，2DVD所觀測到的終端
落速較低。Parsivel由於觀測到的小雨滴終端落速較大，
使得單位空間中的雨滴數量較少。2DVD則由於所觀測到
的小雨滴終端落速小，使得單位空間中的雨滴數較多，與
Parsivel所觀測到的數目相距甚大。



個案介紹

• 2012年6月11日晚間一道結構完整的梅雨鋒面南下，
前緣與北移至桃園上空旺盛的西南氣流交會，兩大系
統同時夾帶豐沛的水氣，在短時間內累積很高的時雨
量，造成桃竹地區多處發生淹水情況。為了瞭解此個
案的降雨特徵，利用中央大學觀測坪的撞擊式雨滴譜
儀(JWD)、一維雷射式光學雨滴譜儀(Parsivel)以及第
三代二維光學式雨滴譜儀(2DVD)的觀測資料進行此
個案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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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簡介
撞擊式雨滴譜儀(JWD)

一維雷射式光學雨滴譜儀(Parsivel)

第三代二維光學式雨滴譜儀(2DVD)



資料蒐集時間

• 南港

• 翡翠

• 霞雲

• 中央 ( 資料缺失時間：2012/06/11 23:07 ~ 2012/06/12 12:32 )

JWD

• 中央 ( 資料缺失時間：2012/06/11 22:16:48 ~ 2012/06/12 15:04:54 )

2DVD

• 中央 ( 資料缺失時間：2012/06/12 00:00 ~ 2012/06/12 14:45 )

Parsivel

• 中央(資料缺失時間：2012/06/13 09:03)

10米塔資料



分析時間

• 由於2012年6月11日當晚強降水事件伴隨雷電發生，中央大學觀
測坪受到雷擊影響，導致雨滴譜儀異常而停止觀測，每台儀器
停止的時間皆不相同，因此本研究根據現有的資料將分析時間
分成兩部分：

• 第一部分為21:00~22:17(LST)，此時可分析的資料為JWD、
2DVD和Parsivel。

• 第二部分為22:07~23:06(LST)，此時可分析的資料為JWD和
Parsivel。

• 雖然受限於儀器故障導致資料缺失很多，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從
現有資料中了解一些資訊：

• 第一部分的資料比對可以提供三種雨滴譜儀的觀測特性。

• 第二部分剛好包含最強降水發生的時間，因此可以分析最強降水
發生時的雨滴譜變化，也可以比較JWD和Parsivel在強降水觀測
上的情況與限制。



Part 1.
21:00~22:16 (LST)
Parsivel、2DVD、JWD



平均雨滴濃度
Parsivel在小雨滴的觀測濃度有嚴
重低估的情形，主要是因為觀測到
的小雨滴落速偏快

JWD下凹：背景雜訊
Tokay et al.(2013)



雨滴濃度隨時間變化
2DVD

(Parsivel)

2DVD

(JWD)

Parsivel

JWD

分布大致上相同
但是對小雨滴濃度的
掌握程度不同



累積雨量(強降水發生前)
• TB表現有延遲現象 • JWD雨量表現稍微偏低



Part 2.
22:07~23:06 (LST)
Parsivel、JWD



平均雨滴濃度



5分鐘平均雨滴濃度變化



雨滴濃度隨時間變化



不同時間尺度的累積雨量



結論(觀測比較)

• Parsivel在粒徑<1mm時，雨滴濃度會嚴重低估，是因為小雨滴的落
速偏快。

• 從雨滴濃度時序圖可以看到明顯的降水週期變化，當有對流通過時，
中大雨滴的濃度會隨之增加，但JWD和Parsivel在小雨滴濃度表現
卻不同，JWD的小雨滴濃度會降低，Parsivel卻有增加的情況。

• Parsivel在強降水時中大雨滴容易會有高估的情況發生，主要是因
為Parsivel的儀器限制導致雨滴誤判。

• 比較雨滴濃度時序的變化和降雨率趨勢，Parisivel的表現較為一致，
相反的，JWD完全沒有抓到最大雨發生的特徵。

• 降雨率方面，兩種雨滴譜儀估計的降雨率和10米塔傾斗式雨量計的
變化趨勢一致，但是雨量上卻存在很大的落差，有可能是雨滴譜儀
在強降水的觀測限制造成，但也不排除傾斗式雨量計在豪雨會有高
估的情況發生，詳細的發生原因還要再做進一步的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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