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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動機

2. 模式垂直解析度測試實驗

3. 水平解析度(15公里)測試實驗

4. 整合水平與垂直解析度之測試實驗

5. 結論與未來工作



動機

因應中小尺度劇烈天氣之預報需求，預計將現

行作業45/15/5 km模式解析度提升為15/3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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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垂直解析度測試實驗



52層垂直分層

參考EC全球模式垂直分

層設計。

模式層頂：

30百帕10百帕

垂直層數：

45層52層

多數區域都有較現行作

業模式高的解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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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解析度(15公里)測試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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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KM,663x381
6520.61m45KM, 221x127

5909.4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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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之15天校驗(紅: 45km_noda,藍: 15km_noda,綠: 15km_geog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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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之15天校驗(紅: 45km_noda,藍: 15km_noda,綠: 15km_geog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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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公里
■ 15公里
■ 15公里+強化的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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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水平解析度後模式的平均變化
以及放大GWDO後的變化

15km .vs. 4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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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水平與垂直解析度之測試
實驗

2012 6月 & 12月 NoDA



2012/06/04/00~2012/06/15/12



2012/12/04/00~2012/12/15/12



水平解析度15公里 垂直52層
(2012年12月 / D02)

整合測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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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04/00~2012/06/15/12



2012/12/04/00~2012/12/18/12



結 論

根據整合測試結果，高解析度(15 km、52層)模式的預報相
較於45km有較好的表現。

垂直解析度的改變，影響主要集中於高度場高層，其他場無
明顯差異。

水平解析度的增加(45km->15km)，冬季時在東亞區域上的
預報結果是東亞主槽加深，陸地變冷，海洋變暖。

經由重力位拖曳參數的調整，可適度抑制高解析度模式在此
區對東亞主槽過深的預報，改進12月之預報結果，但對於6月
的預報結果則無明顯的幫助。



未來工作

15/3公里高解析度模式準平行作業

15公里資料同化相關測試

台灣地區3公里解析度預報特性分析(物理參

數法的測試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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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謝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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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案 實 驗
個案中放大參考層之GWDO似
乎對於高層的調整仍舊不夠

改變GEOG

10m20m   
(geog20)

10m30m   
(geog30)

改變Cleff

15  5     
(gwd05)

混合改變

g05g20

G07g20

G10g20

G05v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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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04/00~2012/12/08/12 測試結果

․2012/06/04/00~2012/06/15/12 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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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D05 

垂直52層



準平行15-3建置情形



SemiOP
以勤芳出國前所設定好的15-3

進行準平行測試。

D1: 280*280

D2: 331*331

流程與OP25相同，不做資料同

化。

72小時預報，整體流程定可在4

小時(約3小時9分鐘)內完成，使

用192顆核心進行WRF的預報，

費時約9900秒。



SemiOP

安內研發用資源充足，應可不必與作業搶資源，但須確保工作的優
先度，以備不時之需。

每6小時輸出，72小時預報總共需要11.7G(包含DMS key以及原始
檔)

目前可進行D1的綜觀校驗。(轉cold_wrfinput的key為校驗對象)

預報產品的呈現? (Hong’s WEB或者其他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