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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 颱風豪雨是產生嚴重災害的重要原因



七股
雷達站

取自NCDR氣象組研究成果

是什麼原因造成低估？
1. 波束部份遮蔽
2. 地形增強降雨
3. 特殊降雨過程

(R=300R1.4)

雷達山區雨量嚴重低估



supersite

C-Pol Radar

Equipment List：
2011 Disdrometers
2012 Sounding system
2012 Vertical S-band Radar*
2013 C-Pol radar
2014 BL Wind profiler
2015 Aerosonde, drift sonde

Wind profiler
sounding

Verti-S

旗山溪

DSD

五里埔／關山村

杉林區集來

西南山區豪雨觀測實驗



TORI Precipitation Research Radar



Item Specification

Frequency C Band

Transmitter Magnetron
Dual Polarization

Pulse Width 0.5-2.0 μs

Pulse Repetition 
Frequency

200-2000 HZ

Minimum 
Discernable
Signal

-114 dBM

Peak Power 250 kW

Antenna Diameter 4.2m
Gain > 40 dB
AZ 0-360°
EL -1-90°

TPRR 主要規格

Simultaneous Mode



先從怪異回波開始

在特定方位角上，回波圖偶
爾會出現一些的特殊現象 ─ 
醒目的紫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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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遮蔽後的降雨訊號

弱回波降雨之ΦDP仍具有靈敏性

Z=200R1.6 ，30dBZ ~ 2.7 mm/hr
Z=32.5R1.65，30dBZ ~ 8.0 mm/hr
R=35.4KDP

0.8，0.15°/km ~ 7.8 mm/hr

0.5°仰角



9

電磁波束打到地面的情形

高雄壽山
330 m

訊號處理方
法仍待加強

0.5°仰角



TPRR雷達附近的反射率

0.5度

1.45度

2.4度

旗尾山

尾寮山



3.3

4.3

避雷針

Phi_DP的變動程度
3.3度比4.3度大，

Rho_hv通過山脈
變動程度3.3度比
4.3度大，但兩者
都相當接近1。

3.3度仰角的資料
使用Rho_hv及
Phi_DP標準差的濾
除方式，300度方
位角的資料仍是會
保留下來的。

方位角300度單一波束資料

Phi_DP標準差

Rho_hv

Phi_DP



傳播相位差 PH相關係數 RH

雷達反射率 ZH 徑向速度 VR 頻譜寬 SW

差分反射率 ZDR

3.3度仰角
衰減現象明顯

3.3度仰角
無明顯梯度

3.3度仰角
無明顯梯度

3.3度仰角
明顯不同
值變大

3.3度仰角
值略降低
仍靠近1.0

向上傳播

方位角300度RHI資料



地形增強降雨? 

雷達反射率
5組RHI的平
均值



還是受地形回波影響假象？



總結與未來工作

1. 遠處的小山丘仍可能造成反射率衰減訂正過度修正問題。
• 波束因地面雜訊造成反射率衰減訂正錯誤之辨識技術

• 準確標定資料受獨立山丘地形雜訊影響位置的技術

2. 波束經山脈部份遮蔽後之降雨資料，使用回波相關係數學
（Rho_hv<0.95）及傳播相位差標準差（Phi_DP SD>5度）
仍無法剔除

• 因為某些部份遮蔽後的差分反射率資料完全不對，需辨識技術

3. 地形反射率顯然會向上影響
• 被影響的高度，被影響的程度大小，可否估計？

4. 改進山區豪雨估計精確度仍待處理的問題
• 溼天線罩對反射率衰減量的估計方法及改進

• 因豪雨通常伴隨較強風速，校驗時如何考慮風漂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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