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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土壤含水率觀測資料



土壤含水率與氣象、空品之關聯

圖片來源：Chen and Doudin, 2001 圖片來源：Lents et al., 2012



土壤含水率長期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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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參數-北東眼山通量塔

位置：中興大學惠蓀林場腹地
運作時間：約2007年底
海拔高：約2100公尺
塔高：約60公尺
植物：原生常綠闊葉林(約28公尺高)
觀測項目：
1.不同高度位置微氣象觀測
2.CO2、動量及能量通量
3.土溫、土濕等
4.O3及SO2氣狀污染物
5.長短波幅射



TWHS –北東眼山通量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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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LHL –蓮花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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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CIM (CWB) – Chiayi (2009)

0

20

40

60

80

11/6 12/26 2/14 4/5 5/25 7/14

date

so
il

 m
o

is
tu

re
 (

%
)

0

50

100

p
re

ci
p

it
a

ti
o
n

 (
m

m
)

sw5cm sw10cm sw20cm sw30cm

sw50cm sw100cm sw150cm precipitation

2008 2009

sw=Vw/VT, where Vw is the volume of water; VT is the total volume, including 

the soil, water and void solid. 



地表參數-土壤含水率監測網

氣象
局站

附近
地貌

海拔高
度 (m)

架設深度
(cm)

台中 都會 84
10、30、70、

100、150

日月
潭

森林 1014
10、30、50、

70、80

嘉義
農地
平原

27
10、30、70、

100、150

阿里
山

森林 2413
10、30、70、

100

永康 都會 8
10、30、70、

100、150

高雄
海埔
新生
地

2
10、30、70、

100、150

恆春 都會 22
10、30、70、

100、150

氣象
局站

位置

台北
E121°30'24”

N25°02'22”

新竹
E121°00'22”

N24°49'48”

宜蘭
E121°44'53”

N24°45'56”

花蓮
E121°36'17”

N23°58'37 “

台東
E121°08'48”

N22°48'15 “

目前已架設(儀器測試中) 未來預定地點(規劃中)

測站 附近地貌 架設深度(cm)

北東
眼山

森林
10、20、30、40、

50

台中農
試所

農地平原
10、30、50、70、

100

嘉義農
試所

農地平原 10、30、70、100

、150
都會丘陵

已運作中



土壤含水率埋設過程



中興大學土壤溫溼度資料庫資料存取及分享方式說明

11
個
測
站
資
料

QBOX資料庫系統
需協助條件：
1.固定IP位置
2.可對外網路

透過氣象局既有
內部網路系統

透過 JAVA Web Service or 
ODBC
(Open Database Connectivity)
將Net-CDF資料輸出至國網中心。
需協助條件：
1. 存放位置資料夾及權限

慧技科學公司雲端資料庫伺服器

其他所需資料學者
或研究人員





水稻田土壤含水率與降水

 水稻田約佔台灣面積9%

 Irr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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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matic of an evapotranspiration Scheme

Tsuang and Tu, 
2002



An inverse problem approach





土壤含水率觀測站全球分布

a) from Robock et al., 2000 b) FLUXNET LaThuile Synthesis Dataset



2 m比濕-模擬與再分析資料比較



850 mb比濕-模擬與再分析資料比較



結論

 建立台灣地區土壤含水率網測站資料庫

 利用An inverse problem approach最佳化模擬大氣溫
度/比濕以推估適用於氣象/氣候模擬之台灣/全球代
表性地下水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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