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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研究目的

• 時間序列檢核

• 空間檢核
• Barometric formula
• Universal Kriging(UK)

檢核方法

結果分析



 發展一逐時氣壓資料檢核方法
 僅利用測站氣壓、溫度、地理位置等資訊

 檢核流程包含
 時序檢核
 觀察測站氣壓時間序列之情形，如前一小時氣壓、前一日氣壓或前幾
日之氣壓平均

 利用空間內插之估計值進行檢核
 計算測站理論氣壓值(Barometric formula)
 移除系統性偏差得校正值
 再以克利金法(Kriging technique)內插氣壓觀測與校正值差值

研究目的



前1小時無觀測 前1小時為異常 前1小時為正常

提列為
嫌疑犯

利用時序檢核無法
判定合理性

比對前一日
同一小時氣壓

比對前3天至前10天
同一小時之氣壓平均值

比對氣候值

比對前一小時的氣壓

判斷是否為高低壓系統
通過與颱風中心移出後

的氣壓快速回升

氣壓檢核流程

判斷是否短時間內氣壓
持續的增加或減少

利用空間內插估計
該時間的氣壓
並比對其差異

時序檢核





1. 時間序列檢核機制
基本門檻
 與前小時之氣壓差值是否小於 3 hPa
 與前一日同一小時之氣壓差值是否小於 5 hPa

高/低壓系統進入、移出判斷機制
 氣壓變化量可能超出基本門檻
 利用時氣壓變化梯度，避免誤判

低壓中心通過後，氣壓快速回升判斷機制
 利用時氣壓變化梯度判斷是否回彈
 利用近期正常資料平均值輔助判斷是否回復正常值

2. 空間檢核機制
壓高公式求得氣壓理論值，並移除系統性偏差
採OSSE，以克利金法進行氣壓差值估計

氣壓觀測檢核技術



氣壓時間序列檢核



 觀察氣壓資料一般無高、低氣壓系統的影響之下，逐時
氣壓變化不容易超過3hPa，逐日氣壓變化不容易超過
5hPa，故氣壓觀測值與前一小時之氣壓差距小於3hPa或
與前一日氣壓差距小於5hPa，將被視為合理的觀測記錄

 氣壓無大幅度變化，但與前一小時或前一日氣壓不夠接
近，則使用檢核時間點前6小時之資料估計趨勢，判斷是
否因幾個小時內的持續增加或持續減少所致

 若前一小時氣壓被判斷為異常，則不與前一小時之氣壓
進行比較，而與其正常氣壓水準進行差異比較

氣壓時間序列檢核-基本門檻設定



 為判斷為颱風系統所造成還是異常值，將取檢核
時間點的測站氣壓值與其正常情況下的氣壓平均
值進行比較，若差距很小，則判定其為颱風過境
後氣壓迅速回升至正常水準

氣壓時間序列檢核



氣壓空間檢核



 格點氣壓值 = 氣壓理論值(ptheory) + 差值面化(△pgrid)

氣壓空間內插檢核 – 網格氣壓估計

氣壓差值 =
觀測 - (理論 - 系統性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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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壓理論公式

 通用克利金法估計氣壓差值

 測站氣壓估計值

F/

theory latLFhE
latLEPp

1

0 







⋅++
⋅+

=

( ) ( )
⇒














===

=∀=+++⋅

∑∑∑

∑

===

=

0
1

0
11

0321
1

    &      &   1

2 1i  

latlatlonlon

n,,,dcovlatvlonvvdcov

n

i
ii

n

i
ii

n

i
i

iii

n

j
ijj

λλλ

λ L

KJ/mol 3148kg/mol 02880m/s819 2 ⋅==≈ .R,.M,.g

MgRbL,MgRbF,MgRbE yh === 0

∑
=

=
n

i
i,residualiresidual pp

1

λ

residualtheory ppp̂ +=

氣壓空間內插檢核 – 測站氣壓估計



氣壓空間內插檢核 –
氣壓理論值系統性偏差估計與訂定檢核門檻

 以73侯逐時計算氣壓理論值與觀測值之平均誤差
 正常情況下，較少發生誤差超過3hPa之情形，
示意圖如下





氣壓檢核成效



歷史資料檢核成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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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資料檢核成效-1/2



近期資料檢核成效-2/2
與鄰近站之
氣壓變化差異大



氣壓檢核案例討論



氣壓資料檢核現況-氣壓估計值具有偏差

存在系統性偏差，重新進行偏差的估計



南庄C0E430
大河C0E850

獅潭C0E820

是否為鄰近測站的影響?



 檢核中出現觀測值和估計值的差距在5hPa以內
而被提列為嫌疑犯，此為該站應存在未移除的
系統性偏差所致。

 檢核時點前一小時缺測且天氣系統移入時，容
易產生誤判。

 檢核流程的測試中，除了重新計算各站的系統
性偏差外，可調整或增加判斷天氣系統移入的
方法、修正空間檢核的門檻或增加嫌疑犯剔除
機制，降低誤判率

分析與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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