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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海上交通安全

圖片來源：中央氣象局網頁



105 年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

105年10月4-6日

 將觀測資料輸入至模式後，可有效改善預測結果。

觀測與預測技術之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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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接觸式
遙測

岸邊X-band 雷達

高頻雷達：適用於外海大範圍海域衛星：適用於外海極大範圍海域

光學攝影機：適用於能見度佳之近岸環境

非接觸式遙測技術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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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頻雷達觀測技術現況

WERA系統SeaSonde系統

Toh, K.W.D. (2005) " Evaluation of surface current mapping performance by 
SeaSonde high frequency radar through simulations "
Gurgel, K.W. (1999) "Wellen Radar (WERA): a new ground-wave HF radar for ocean remote sen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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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海域高頻雷達觀測現況

 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海軍軍官學校與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SeaSonde系統

WERA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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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港的WERA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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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A雷達資料分析及探討

單一距離單元之雷達回波都卜勒能譜 不同距離單元之雷達回波都卜勒能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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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列天線辨識訊號方位之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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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列天線辨識訊號方位之解算-Beam 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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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訊號方位辨識技術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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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空間訊號
方位辨識技術

讀取原始觀測資料

透過迴圈將原始觀測資料解碼成為
不同距離單元與天線所對應的複數回波時序列

求解目標訊號方位到達(DOA)函數

利用傅立葉轉換計算上述時序列的能譜

選定頻率條件，並針對上述之能譜進行濾波

針對上述濾波結果求取自譜與交錯譜

求取共變異數矩陣

從共變異數矩陣解算特徵向量

透過特徵向量判定雜訊子空間與訊號子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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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辨識訊號方位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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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徑向流解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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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高頻雷達方位辨識技術
台北港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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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向流之合成

The use of HF radar surface currents for computing Lagrangian trajectories: benefits and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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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有別於國外之商業軟體，本研究嘗試將MUSIC此一演算
法引入陣列式高頻雷達觀測資料的解算過程中，藉以更
有效進行訊號之方位辨識。

 分析結果證實了MUSIC演算法所解算之訊號方向分布較
為集中，這更有助於解算出高準確度徑向海面流速資訊。

 本研究透過徑向流合成技術，自行分析台北港兩站高頻
雷達資料。所取得之流場向量與漲退潮之特徵一致。未
來將透過現場流場資料進行更完整的比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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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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