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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春雨研究
測站降雨

春雨

梅雨

東北季風

颱風&熱對流

 鋒面影響日數
和春雨多寡是
成正比。

 春雨佔全年總
雨量將近1/4。

 春雨主要降雨
重點區域在西
北部沿海。

各型態降雨佔年總雨量比例

春雨佔年總雨量百分比

(%)



d4PDF簡介

過
去

未
來

優點:
1. 較高的空間解析度~60KM
2. 局地資料包含地形因素
3. 多組系集成員增加事件樣本數
可以呈現模式的不確定性



研究目的

• 檢視d4PDF模式對台灣春季降雨分布情況。

• 評估模式對大尺度環流特徵的掌握。

• 比較未來春季降雨變化趨勢。

• 為後續資料的應用提供參考。



資料使用
d4PDF: (月資料)
時間: 1986-2005、2081-2100
空間: 台灣(119.25°E-122.15°E、21.375°N-25.5°N) &

東亞季風區(60E-180°E、15S-55°N)
變數:

降雨量 (mm/day)
相對溼度(%)
風場(m/s)
海平面氣壓(hpa) NCEP: (月資料)

時間: 1986-2005、2081-2100
空間: 東亞季風區(60E-180°E、15S-55°N)
變數:

相對溼度(%)
風場(m/s)
海平面氣壓(hpa)

TCCIP_V3: (月資料)
時間: 1986-2005
空間: 台灣(119.25°E-122.15°E、21.375°N-25.5°N)
變數:

降雨量 (mm/day)

模式

觀測



d4PDF季節降雨分布

模式在東北部
降雨有偏多的
情況。

春季
(FMA)

梅雨季
(MJ)

夏季
(JA)

秋季
(SON)

冬季
(DJ)

春季(FMA) 梅雨季(MJ) 夏季(JA) 秋季(SON) 冬季(DJ)

TCCIP

d4PDF

(mm/day)

(mm/day)

地形



春雨主要降雨區域
TCCIP d4PDF

15

(%)

多雨年

少雨年

利用標準化指數以
0.75作為門檻值，
找出多雨年和乾旱

年!

以紅色框框內的網格
點做為春雨重點區域!



春季多雨年&少雨年氣象因子分析 I

700hpa相對溼度 &風場距平

(%)

WET DRY

WET DRY

觀
測

模
式

模式能掌握到與
觀測相似的環流
特徵差異。



春季多雨年&少雨年氣象因子分析 II

海平面氣壓距平

(hpa)

觀
測

模
式

WET DRY

WET DRY

模式能掌握到與
觀測相似的環流
特徵差異。



未來春雨主要降雨區

未來

(%)

 未來台灣西北方沿
海是主要降雨重點
區

 未來春雨對全年的
貢獻六組模式中有
五組是增加。

CCSM4 GFDL-CM3 HadGEM2-AO

MIROC5 MPI-ESM-MR MRI-CGCM3

基期 100組
ENS

世紀末 90組
ENS



二十一世紀末降雨改變率
降雨變化量

CCSM4 GFDL-CM3 HadGEM2-AO

MIROC5 MPI-ESM-MR MRI-CGCM3

(%)

 顯示未來降雨重點
區附近有兩個模式
是增加的，兩個模
式是減少的，兩個
模式不顯著。

二十一世紀末(2081-
2100年)對比二十世
紀末(1986-2005年)
降雨改變率。



未來環流場變化

(%)

CCSM4 GFDL-CM3 HadGEM2-AO

MIROC5 MPI-ESM-MR MRI-CGCM3

700hpa相對溼度改變率&風場變化



模式不確定性分析
模式數量

CCSM4 GFDL-CM3 HadGEM2-AO

MIROC5 MPI-ESM-MR MRI-CGCM3

(組)

 春雨的推估很不確定。

 對春雨重點區域而言，二十
一世紀末降雨增加的發生機
率約57.7%，減少的機率約
42.2%。

 根據AR4在發生機率的分級
上，是屬於About as likely 
as not(33%~66%)的等級。

紅色為降雨增加的成員
數量，藍色為降雨減少
的成員數量，顏色越深
代表個數越多。

73.3% 80% 60%

60% 100% 100%



小結
• d4PDF雖然解析是60公里，但是對台灣地形的空間解析度仍是
不足，在東部和中部山區的降雨會有不合理高估的情況。

• 各季節降雨的貢獻模擬的尚可，且西北部仍為春雨的重點降雨
區。根據此區定義的春季多雨年及少雨年環流特徵的差異，模
式都有掌握到與觀測相似的結果。這部分春雨的推估資料是具
有參考價值的。

• 模式推估未來春季重點區域的降雨減少的可能性為42.2%，增
加的可能性為57.7%。

• 針對這組資料在春季的應用上，各模式的反應各有不同，不確
定性較高。至於在其他季節的應用可再做進一步的評估。

• 未來工作會與CMIP5的模式結果做比對。



簡報完畢
敬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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