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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B WEPS  
• WRF模式為基礎的系集預報系統 ，於2011年6月正式上線作業。 
• 每次產生20個成員，每日四次。 

– 初始場擾動 + 邊界條件擾動 + 物理參數法擾動。 
• 初始場擾動： 

– 使用CWB決定性預報為初始猜測場，利用 WRF 3DVAR加入隨機擾動，產生20組初始場擾動。 
• 邊界條件擾動： 

– 由NCEP全球系集預報系統取得10組模式預報場，產生邊界條件擾動。 
• 模式擾動： 

– 物理參數法擾動， 20組物理參數法設定。 

• 模式版本： 
– WRF v3.3.1 
– WPS v3.3.1 
– WRFDA v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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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 由於平均的關係，造成
極值平滑，因此小雨過多，大
雨過少。 
   Probability-
 Matched Mean 



Step 1：系集平均並排序 

Step 3：根據系集成員平均
的排序，將Step 2的數值填
入格點中 

Step 2：將所有的系集成員
個每個格點一起做排序 

    Probability- Matched Mean 



個案分析 

Ensemble  
Mean 

PM 

PM方法對於降雨頻率的調整能解決
系集平均降雨過度平滑的問題。 

Valid time at 14052000 ~ 14052012 



PDF校驗 

• PM方法改善系集平均之大雨降雨頻率值低估的問題 

校驗期間：2014年5月和6月，12小時累積雨量之校驗；真值為雨量站之觀測。 



不同預報時間長度的PM降水預報具有較高的一致性 

2014 五、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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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AS ETS 

PM MEAN 

1. ETS：PM較佳。 
• MEAN和PM在中雨的ETS表現差不多，但在大雨和小雨PM之表現較佳。 

2. Bias：PM較佳。 
• Mean的小雨過多，大雨過少；PM小雨之Bias稍高，但隨著門檻增加而

逐漸高估。 

QPF校驗 

顏色深淺代表不同的預報時間 

PM為較佳的系集加值產品，但存在降雨高估的情形。 

校驗期間：2014年5月和6月，12小時累積雨量之校驗；真值為雨量站之觀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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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系集平均並排序 

Step 3：根據系集成員平均
的排序，將Step 2的數值填
入格點中 

Step 2：將所有的系集成員
個每個格點一起做排序 

MOD-PM： 
當選出之雨量大於15mm，改選擇最小值 

17mm 

MOD_PM 修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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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_PM 個案測試 



• 各系集成員皆有大雨過度預報的現象，使得MOD_PM成效不彰 
– 必須改善EPS之QPF的系統性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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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降雨區間實驗 

• 測試不同累積降雨區間的PM輸出之差異 
• 比較2014年五、六月之PM降雨長期之差異 

– 1 小時、 3 小時、 6 小時及 12 小時累積區間
之預報PM五六月中，在12-24 小時內的12小
時累積降雨。 

 

1h 6h 12h 



對比12小時降雨之高值區
之降雨差異多為正值。 
 

反之，降雨較低處則多出
現負值。 
 

⇨ 累積區間越短，降雨極
值處雨量加強，低降雨
處雨量減少。 

累積降雨區間實驗 



累積降雨區間實驗 

⇨ 累積區間越短，小雨區域之降雨頻率會減少，大雨區域
之頻率則明顯增加。 



累積降雨區間實驗 

1h 6h 12h 

• PM會讓系集降雨高值 
集中在「系集平均高值處」 

• 降雨零值或低值， 
則放在「系集平均低值處」 



結論 

• PM降水產品相較於Mean，有較佳的降水
預報表現。 
–預報得分表現較Mean為佳。 
–能提供較一致性的預報結果。 
–但是在大雨時卻有過度預報的情況。 

• 提升EPS之QPF表現是增進PM預報結果的關鍵 

• 比較累積區間長短之差異 
–累積區間縮短，會造成小雨區間(~10mm)之降
雨量減少，大雨區間(>100mm)之降雨量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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