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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測站點到網格點的全天空輻射估計
• 全值內插

–由測站觀測值直接推估
• 差值內插

–先給定一個面域的猜測值，再由其與測站觀測
的差值(或比值)去修訂前述猜測值

–猜測值可以是：數值模式輸出、衛星觀測推估、
晴空地面輻射推估…





地外輻射量▪晴空地面輻射

• 地外輻射量
–太陽常數、日地距離、經緯度、時角…等等
–可計算出每日每小時每個經緯度空間點，在大
氣層頂所接收到的輻射量

• 晴空模型
–在晴朗(無雲)條件下，地外輻射量穿透大氣層
後，抵達地面所接收的輻射量



晴空地面輻射

• 四個主要因子
–臭氧吸收
–水氣吸收
–大氣分子散射

(Rayleigh scattering)
–懸浮微粒散射及吸收

(aerosol effect)

• 有簡單可靠的參數法可運用估計



Yang(2005)的晴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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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比較-台北站20160208~20160211-雲量、日照時數

由雲量(左圖)及日照時數(右圖)可知，0208-0210為
較佳晴空條件，0211有較高雲量觀測，日照時數較
低
輸入氣象因子計算(氣壓、氣溫、相對濕度、臭氧)，
可得晴空條件輻射推估值



參數比較-台北站20160208~20160211-CSRad



0211屬非晴空條件，觀測值
較模型晴空計算值為低
0208-0210則觀測值與模型
晴空計算值接近



晴空模型小結

• 以台北測站2016 0208-0210 的氣象觀測因
子配合Yang晴空模型計算，在晴空條件下
計算值與觀測值接近，顯示此模型應可描
述晴空條件下的全天空輻射值



晴空資料檢視

• 以測站觀測雲量、日照時數，挑選晴空條件
• 測站選擇：

– 初步考量本島人工站共24站
– 淡水、永康無雲量觀測
– 玉山、阿里山因地勢高，初步不納入篩選
– 剩餘本島20站，2014-2017四年間有效晴空資料共

24987筆
• 以20站資料建立離群值門檻

– 以分季不分測站資料，逐時建立
– 設定離群值門檻為平均值+/-2倍標準差



晴空資料離群值門檻表



花蓮：
離群值資料多且分散分
佈，2017仍有許多離群
值資料



梧棲：
上午11時於冬季多有離
群值資料，且2017仍持
續存在





2016020912



校驗資料說明

• 十處工研院輻射測計
• 蒐集之資料的重疊時段僅有2017年12月
• 每日上午7時至下午18時
• 單站最大資料筆數為31x12=372



霧峰區公所輻射觀測校驗



屏東蜈蜞民宅輻射觀測校驗



結論與建議

• 使用地面測站觀測之輻射值，建立本島輻
射地面分析場

• 本研究所採用之晴空模型計算值與觀測值
比較，顯示於高量值時略微低估，然其相
關性甚高

• 本研究同時透過晴空資料挑選出測站觀測
於統計上之離群值，然離群值並不代表錯
誤，未來需要進一步進行檢覈



結論與建議

• 本研究之推估流程以2017年12月工研院測
站之觀測輻射記錄進行校驗，結果顯示該
月份不分時間點之相關係數可達0.95以上

• 唯此時段於中南部地區一般而言處於較晴
朗穩定的天氣條件，因此在統計表現上尚
可接受，未來需要以更多不同時段資料進
行校驗

• 建議進一步可參考其他可應用之空間資料
(如衛星反演資料)進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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