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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夏季除了颱風帶來豐沛的雨量之外，5、6 月的梅雨季是另一個主要的水資源的來源。

梅雨季中豐沛的雨量能夠舒緩臺灣夏秋兩季缺水的情況，但過大的雨勢（如豪大雨）也可能

釀成水患、土石流等災害危機。因此，為了有效提升防災作業的成效，並減少災害造成的生

命財產損失，預報單位需要不斷精進其定量降水預報，且適當地應用其結果進行防災應變措

施。其中，定量降水預報的準確性，則需不斷進行評估，以提供客觀的量化指標並建立可信

度。在本研究中，利用不同的雨量門檻值與技術得分指標，初步評估 CReSS 模式在 2012 年 5、

6 月梅雨季之定量降水預報能力，並探討降雨事件規模大小對於模式預報能力的影響，及各技

術得分的適用性。 

關鍵字：臺灣梅雨季、定量降水預報、豪（大）雨、技術得分 

 

一、 前言 

梅雨季（5 月中至 6 月中）和颱風季（7 月中至

8月）是臺灣夏季主要的水資源來源（Chen and Chen，

2003），能夠舒緩臺灣夏秋兩季缺水情況，但也可能

因豪大雨的形成而造成災害，因此，梅雨季和颱風季

定量降水預報的準確性及防災應變措施，是很重要的。

在過去 CReSS（Cloud-Resolving Storm Simulator）對

颱風季定量降水預報評估的研究中指出，當有大範圍

的強降水事件發生時，模式的定量降水預報能力較小

雨區的定量降水預報能力為佳（王重傑，2012）。若

依據前人的研究方法，進行梅雨季定量降水預報評估，

也出現隨著雨勢較大、雨區較廣而有較佳的預報能力

趨勢，則對於日後模式定量降水預報結果應用，是有

所幫助的。 

在此次研究中的第二部分，將先簡介使用的資料

及模式設定，而在第三部分，會有觀測及模式的日累

積雨量圖比較和技術得分的結果呈現，最後第四部分

將對 2012 年 5、6 月梅雨季 CReSS 模式的定量降水

預報初步評估做一個小結論。 

 

二、 資料選取與研究方法 

（一）觀測資料與模式設定 

研究中使用的雨量觀測資料為全臺灣中央氣象

局局屬及自動雨量站的逐時雨量資料（約 400 多個雨

量站）。而模式使用的預報場資料則以 NCEP

（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GFS

（Global Forecast System）的即時分析資料為初始場

及其進行的即時預報資料為邊界條件，每 3 小時一筆，

水平解析度為 1° x 1°經緯網格，垂直分層從 1000 至

10 mb 共 26 層，氣象參數包含緯向風場、經向風場、

重力位高度、相對濕度及海平面氣壓等等。 

模式設定為，每日以 00 UTC 為初始時間進行 72

小時的氣象預報，並每小時輸出一筆資料，水平解析

度為 2.5 km，水平格點數為 600 x 480，垂直分層 40

層，垂直平均網格間距 500 m，模式涵蓋之範圍如圖

一中的 IBM1350（18°N - 29°N，115°E - 119°E，紅色

方框），使用的地圖投影方式為藍伯特圓錐投影，及



冷雨的雲微物理過程。 

 

圖一 CReSS 模式在不同電腦上所執行的即時

預報之區域範圍大小。由大至小分別為，ALPS、

IBM1350 及 VORTEX。 

 

（二）研究方法 

選用 2012 年 5、6 月梅雨季期間之雨量觀測資料

和模式定量降水預報結果進行 TS（Threat Score）及

BS（Bias Score）技術得分計算。TS 介於 0 至 1 之間，

當得分越高時，表示模式的定量降水預報能力越好，

相反地，得分越低，模式的預報能力越差。BS 則是

預報和觀測的比值，當比值越接近 1 時，表示預報較

佳；比值大於 1 時，表示有過度預報的情形；而比值

小於 1 時，則是低估預報的情形。計算 TS 和 BS 技

術得分時，使用的雨量門檻值有小雨（0.05、2.5 mm）、

中雨（10、25 mm）、大雨（50、75、100 mm）、豪

雨（130、160 mm）及大豪雨（200、250 mm）。 

TS = H / (O + F - H)        （1） 

BS = F / O            （2） 

 

 

圖二 在一個已知區域 N 及一段雨量累積時間

中，在任一降雨門檻值下，觀測超過門檻值的區域為

虛線橢圓 O，預報超過門檻值的區域為實線橢圓 F，

O 和 F 的交集區域 H 為命中區。 

 

將 5、6 月的日累積雨量值依高低分成四組（A - 

D），組別以四個雨量門檻值 50（A）、25（B）、10

（C）、1（D） mm 為基準，分別統計全臺雨量觀測

站超過此四門檻值占總測站數的百分比，再進一步計

算此百分比大於 10%（約 40 個雨量站）的天數，即

個案數目，並在各組中挑選有豪雨成災或雨量值為前

三名的個案進行技術得分計算，以討論技術得分是否

能夠反應出隨著雨勢較大、雨區較廣而模式有較佳的

定量降水預報能力。 

 

三、 個案觀測與模式預報結果 

統計在 2012 年 5、6 月中，觀測雨量值達各門檻

值的百分比分別為，A 組（50 mm）31%、B 組（25 mm）

49%、C 組（10 mm）72%及 D 組（1 mm）85%，而

在 A 組中有 8%的百分比達豪雨門檻值 130 mm，其

中包含 2012 年臺北地區 612 水災。從 A 組、B 組和

C 組中各挑選 2 或 3 天為個案，進行技術得分計算及

結果比較，A 組：6/10、6/11、6/12；B 組：6/3、6/28；

C 組：5/26、6/4。 

（一）A 組 

6/10 降雨主要分布

在中南部，日累積雨量超

過300 mm。TS：小雨0.6 – 

0.7；中雨 0.4 – 0.5；大雨

0.3 - 0.4；豪雨 0.3 – 0.4；

大豪雨 0.1 – 0.2。BS：6/8

在大雨以上之降雨門檻

有低估的情形，而小雨和

中雨有高估的情形；6/9 在各降雨門檻皆有高估的

情形；6/10 除了大豪雨降雨門檻有低估的情形，其

餘門檻皆是高估。以 6/10 00 UTC 的定量降水預報

較佳，TS 在各降雨門檻皆大於 0.4 且 BS 最接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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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全 臺 皆 有 降

雨，而以北中南部山區最

大，日累積雨量超過 300 

mm。TS：小雨 0.7 – 0.8；

中雨 0.5 – 0.6；大雨 0.2 - 

0.4；豪雨 0.2 – 0.3；大豪

雨 0.1 – 0.2。BS：6/9 在

大雨以上之降雨門檻有

低估的情形，小雨和中雨則接近 1；6/10 與 6/9 有

相似的情形；6/11 除了豪雨和大豪雨降雨門檻有低

估的情形，其餘門檻皆是高估。以 6/11 00 UTC 的

定量降水預報較佳，TS 在各降雨門檻皆大於 0.3

且 BS 最接近 1。 

 

6/12 全 臺 皆 有 降

雨，而以北中南部山區最

大，日累積雨量超過 300 

mm。TS：小雨 0.8 – 0.9；

中雨 0.7 – 0.8；大雨 0.4 - 

0.5；豪雨 0.2 – 0.3；大豪

雨 0.1 – 0.2。BS：6/10 各

降雨門檻值皆接近 1；

6/11 在大雨以上之降雨門檻皆有過度預報的情

形，小雨和中雨則接近 1；6/12 在大雨以上之降雨

門檻皆有低估預報的情形，小雨和中雨則接近 1。

以 6/11 00 UTC 的定量降水預報較佳，TS 在各降雨

門檻皆大於 0.2，然而 BS 最接近 1 則是 6/10。 

（二）B 組 

6/3 在宜蘭地區有強

降雨發生，雨量達 200 

mm。TS：小雨 0.2 – 0.3；

中雨 0.1 – 0.2；大雨、豪

雨和大豪雨小於 0.1。

BS：6/1 – 6/3 除了小雨門

檻接近 1，其餘皆為低估

情形。以 6/3 00 UTC 的

定量降水預報較佳，小雨和中雨門檻 TS 為 0.2 – 

0.4，大雨為 0.1 – 0.2，而豪雨及大豪雨街小於 0.1。 

6/28 在屏東地區有

豪雨發生。TS：小雨和中

雨 0.2 – 0.4；大雨和豪雨

小於 0.1。BS：6/26 – 6/28

在小雨有高估情形 BS 為

3，其餘皆為低估情形。 

 

（三）C 組 

5/26 在北部和南部

地區有小雨和中雨發

生。TS：小雨 0.4 – 0.5；

中雨約 0.1。BS：5/24 和

5/25 在小雨和中雨門檻

有高估情形 BS為 3；5/26

則小於 1 的低估情形。 

 

6/4 在北部地區有小

雨和中雨發生。TS：小雨

0.2 – 0.4；中雨小於 0.2。

BS：6/2 小雨和中雨門檻

有高估情形 BS 大於 2；

6/3 和 6/4 皆為小於 1 的

低估情形。 

 

  



表一 模式對各個案的雨量預報圖。 

個案日期 
模式預報日期 

（第 3 天預報） 

模式預報日期 

（第 2 天預報） 

模式預報日期 

（當天預報） 

A 組 

6/10 

   

6/11 

   

6/12 

   



表一（續） 模式對各個案的雨量預報圖。 

  

個案日期 
模式預報日期 

（第 3 天預報） 

模式預報日期 

（第 2 天預報） 

模式預報日期 

（當天預報） 

B 組 

6/3 

   

6/28 

   

C 組 

5/26 

   

6/4 

   



四、 總結 

在本次 CReSS 模式對 2012 年 5、6 月臺灣梅雨

季定量降水預報初步評估的結果中，挑選出 7 個個案，

並分成 A、B、C 三組雨勢大小不同，降雨範圍大小

不同的組別，並將預評估的降雨門檻值分成小雨、中

雨、大雨、豪雨和大豪雨，進行 TS 及 BS 技術得分

計算。 

從技術得分的計算結果，7 個個案的 TS 得分皆

有隨降雨門檻值增加而 TS 得分降低的趨勢。然而，

當雨勢較大且降雨範圍較廣時（A 組），在小雨和中

雨的 TS 得分相較於強降水集中（B 組）或降雨量較

少（C 組）時的 TS 得分高。在大雨以上的降雨門檻

TS 得分之比較，從模式預報和觀測雨量圖來看，因

為降雨位置的誤差和低估預報的情形，使得當降雨範

圍較大時（A 組）的 TS 得分，相對於降雨集中時（B

組）的 TS 得分為高。在 BS 得分方面，當雨勢較大

且降雨範圍較廣時（A 組），相較於 B 和 C 組的 BS

得分，其在各雨量門檻的 BS 得分較為接近 1，而模

式在 A、B、C 組中在小雨和中雨門檻皆有高估的情

形。 

從 TS 和 BS 得分的初步結果中，暫時推論當有

強降水且雨區範圍大的情形發生時，CReSS 模式的

定量降水預報結果是較佳，其在小雨和中雨門檻值的

TS 得分達 0.5，大雨和豪雨門檻的 TS 得分達 0.2，

而 BS 得分在高估的情形時，未超過 2。另外，模式

的第二天或當天的預報結果較佳。 

從TS和BS得分結果反推回模式預報的可信度，

暫時推論當模式的雨量預報結果有較大範圍的強降

水時（A 組），較有可信度，而當強降水集中時（B

組）則要考慮降雨位置，再進一步應用在豪雨防災應

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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