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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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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站觀測的品質需要被檢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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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空觀測值：
 在天氣條件極為晴朗下，該時間該位置可能達到的觀
測值

 當多年同時間皆為晴空觀測值時，其觀測值特性可視
為該時間可能達到的觀測極值

 採用測站針對雲量(CD11，主要在08、11、14、17
時觀測)、日照時數(SS01)的觀測數據

 晴空資料定義：CD11=0或1之前後1小時內，
SS01=1.0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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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空模型值：
 使用理論式或經驗式，計算在晴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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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慮時間、坐標、高程、氣溫、氣壓、相對濕度、臭
氧等等，本研究採用Yang(2005)的晴空模型計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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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2014~2019年間測站記錄，分析本島平地人工
站共22站之晴空觀測值
 用以建置分季分時，不分測站的合理值門檻
 2~4月為春季、5~7月為夏季、8~10月為秋季、

11~1月為冬季
 不分季節10時比例最高
約佔12%

 以2015年~2019年測站氣象因子時觀測資料計算
各站晴空模型值
 用以建置分月分時，各測站的合理值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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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覈資料來源(預報中心common檔)
 輻射值為每日自00時起的累積值

 即時資料的問題
 每次的檔案測站可能不一致
 null、space



Manysplendid Infotech,Ltd.

本研究建置機制

連續時間上無法
計算時輻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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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平地測站晴空觀測值建置分季分時通用門檻
 以測站晴空模型值建置分月分時門檻
 篩取所需資料，如
 平地測站春季上午10時之晴空觀測值
 台北站三月上午10時之晴空模擬值

 計算兩資料集的平均值、標準偏差
 分別以 為上限門檻
 以兩資料集上限門檻的大值做為該測站該月份該時間
的檢覈上限門檻值

2µ 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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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用門檻

 測站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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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衛星估計輻射入
射場為初始猜值

計算衛星估計與通過
檢覈測站觀測之差異

估計地面網格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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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8月1日00時~8月8日15時為例進行說明
 聯集此時段資料，作業機環境包含37站，主要為人工
站及部分合作站

 -99：本時刻缺值
 70：無前時刻資料
 40：高於物理極限值
 41：高於上限門檻值
 51：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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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8月1日00時~8月8日15時為例進行說明
 聯集此時段資料，docker環境共88站，包含更多合
作站

 存在無有效資料測站
 合作站未通過檢覈比
例大多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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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衛星為底
整合測站檢覈結果進行內插流程

以晴空模型值為底
整合測站檢覈結果進行內插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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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中，利用測站觀測資料與模型，建置測站輻
射檢覈上限門檻值，並以衛星估計輻射場為初始猜
值，進行與測站觀測值的整合

 在所測試的檢覈時段中，以合作站未通過檢覈比例
較高，除了數站完全無資料外，在連續時間記錄上
也出現中斷情況

 整體而言，人工站未通過檢覈情況零星，合作站未
通過比例約3%，甚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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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輻射測站數量不多，穩定觀測品質之測站亦少，未
來建議可納入更多測站(如合作站、工研院測站等)
之資料並進行資料檢視

 檢覈機制仍需逐步擴充，例如相鄰測站空間檢覈，
或是自身測站多因子的檢覈機制

 本研究以衛星反演地面入射場為底建置地面分析場，
其分佈較為細緻，為較佳之初始猜值及建置流程，
然而在考量衛星設備維護、調整等停機時間時，為
使供應下游之流程不致中斷，可考慮以晴空模型值
為底的產製方式做為備援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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