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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氣象局內目前極短預報(0~6小時內)之雨量預報已有不少產品，如 0~1小時內使用雷達

產生的延時預報 QPESUMS，以及 6 小時內利用極短期雷達資料同化產生初始場，再以高

解析中尺度動力模式進行快速同化更新之預報產品，供下游端即時預警。然而，極短期強

降水事件及劇烈天氣發生時，如溫度、濕度、風向與風速等天氣要素都可能迅速產生變化。

因此，本研究嘗試以逐格點觀測資料為依據，篩選多模式與系集模式資料溫度輸出資料，

並以誤差較小者進行客觀統計預報方法測試，評估即時修正天氣預報的可行性。 

實驗方式為測試以模式預報誤差與模式預報趨勢為參考依據，進行多模式或系集模式

之預報整合。特別於強降水事件及劇烈天氣發生時，依據不同處理流程、方法之極短期預

報表現，建立極短期溫度自動預報指引產製的方案，並可作為露點溫度與相對濕度預報應

用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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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天氣變化影響人們生活甚鉅，目前氣象局內已

經有許多極短期降雨預報相關產品，如0~1小時內的

雷達觀測資料產生的QPESUMS延時預報，6小時以

內的雷達資料同化產生初始場，再以高解析中尺度

動力模式進行快速更新之模式預報產品，供下游端

使用者使用，然而，及短期強降水事件或是劇烈天氣

發生時，天氣要素如:溫度、濕度、風向風速等都有

可能因為極短期天氣現象而產生迅速的變化。因此，

本研究使用預報中心網格化觀測資料作為真實場，

篩選氣象局系集預報系統與決定性預報，進行客觀

統計預報法，並且即時修正數值模式的預報可預報

度。首先於使用資料與研究方法中簡述本研究使用

之數值模式預報場與分析場，以及客觀融合統計方

法，最後則為研究總結與未來工作。 

二、使用資料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收集氣象局內區域系集預報模式(CWB 

WEPS)、區域決定性預報模式(CWB WRFD)以及

TWRF(颱風預報版WRFD)。其中，CWB WEPS區域

系集預報模式有20個成員加上WRFD與TWRF，總共

22個模式，各模式簡介如表1。 

觀測資料的部份，本研究收集預報中心開發之

高解析地面氣象分析場資料做為真實場，網格解析

度為2.5公里，共有260X260個網格點，每小時一筆資

料。 

本研究於啟動極短期溫度統計預報時會抓取縣

在時間點最近5報預報至這個時間點系集預報成員，

因此，會有110個系集預報成員，這些成員會再各自

抓取8~15天前的預報與觀測計算平均誤差後進行

BiasCorrection ， 可 能 到 另 一 組 110 個 經 過

BiasCorrection的系集成員，因此，後續的統計預報融

合指引中的 ShortTerm1、 ShortTerm2只會用到

BiasCorrection後的系集成員，而 ShortTerm4、

ShortTerm6、ShortTerm8、ShortTerm10則會只用到未

校正與校正後的共計220個成員進行統計預報。 

(一)  統計預報融合指引: 

本研究設計6種統計融合預報指引，各指引作法

詳述如下: 

1. ShortTerm 1:校驗各系集成員與最近1小時觀

測的絕對誤差(Mean Absolute Error)，取MAE

最小前10名系集成員，將其平均即為新的預

報結果。 

2. ShortTerm 2:校驗各系集成員與最近2小時觀

測的趨勢絕對誤差，取趨勢的絕對誤差最小

的前10名系集成員，將趨勢平均後加上啟報

時間時的觀測資料作為最新預報值。 

3. ShortTerm 4: 同 ShortTerm 1 ， 再 加 入

BiasCorrection後的系集成員一起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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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hortTerm 6: 同 ShortTerm 2 ， 再 加 入

BiasCorrection後的系集成員一起評估。 

5. ShortTerm 8:綜合ShortTerm4 & 6的方法一起

評估取最小的前10名系集成員，將其平均即

為新的預報結果。 

6. ShortTerm 10:校驗各系集成員與最近1小時

觀測絕對誤差，以及與最近2小時觀測絕對

誤差，將兩組誤差平均之後取前10名系集成

員，將其平均即為新的預報結果 

 

 

(二) 泰勒圖(TaylorDiagram) 

泰勒圖(Taylor，2001)是一種比較多模式模擬結

果與觀測資料之間差異的方式，圖中以相關係數、

距離平均均方根誤差和標準差三種量值組成，用

以一次比較多種模式與觀測資料的相近程度，以

及模式之平一輛相對於觀測資料之變異幅度，具

有可能同時比較多種模式特性的優點。 

假設以O代表觀測資料；F代表模式資料，兩者相

關係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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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F 和

O 分別代表模式與觀測的標準差，N代

表區域內的格點數或單點一段時間的資料筆數。 

模式和觀測之距離平均均方根誤差計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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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把模式相對於觀測的相關係數、標準差以及距離平

均均方根誤差同時點繪於泰勒圖上，如圖1中泰勒圖

示意圖。八個模式雨量值在泰勒圖中的分布，對應到

不同圓心角的在圓周上的刻度代表相關係數，x與y

軸線上標示的刻度及以刻度為半徑形成的圓弧代表標

準差，以x軸上“observed”為圓心往外擴展的圓弧其半

徑長度（標示在弧線上）代表均方根誤差。如圖中顯

示模式F標準差約3.3 mm/day，與觀測的相關係數為

0.65，均方根誤差約為2.6 mm/day。因此，泰勒圖的

分析結果可顯示多模式模擬結果與觀測的差異。 

 

三、結果分析 

本研究將以個案校驗的方式瞭解各指引於不同

天氣形態下的預報能力，平均絕對誤差逐預報時序

圖與泰勒圖會以各指引預報第1~6小時分6張圖，平

均24小時以及所有格點來看各指引的綜合預報表現。 

2019年3月7日低溫個案:圖2、3顯示各預報指引

隨著預報越遠的時間，其預報能力逐漸下降。各指引

中以ShortTerm2、ShortTerm6、ShortTerm8，有比較小

的平均絕對誤差以及比較高的相關性。 

2020年6月28日降雨降溫個案:圖4、5顯示預報第

1個小時 ShortTerm1、 ShortTerm2、 ShortTerm6、

ShortTerm8有較好的預報表現，隨著預報時間拉長則

是以ShortTerm1預報表現較好。 

2020年6月29日降雨降溫個案:圖6、7顯示預報第

1~4個小時ShortTerm2、ShortTerm6、ShortTerm8有較

好的預報表現，第4小時以後各指引則表現相當。 

四、總結與未來工作 

本研究嘗試使用設計的6種統計融合預報指引

針對3個極短期天氣現象有發生快速變化的個案日

進行預報測試，可以看到以高低溫個案來看主要以

ShortTerm2、ShortTerm6、ShortTerm8有較好的預報表

現，而降雨降溫個案則是以ShortTerm1表現較好。在

整個過程中，我們也發現目前設計的預報指引中，若

是以預報與觀測絕對誤差來排名系集成員，則前10

名的成員主要會以經過BiasCorrection的成員為主組

成新的預報值，若是以預報與觀測的趨勢絕對誤差

來排名的話，則會是以未經過BiasCorrection的成員

為主，這是因為目前本研究使用的BiasCorrection方

法為簡單逐小時抓取前15天的預報與觀測值計算其

平均誤差後給予最新的預報做校正，但是不同天氣

系統，模式模擬特性改變造成誤差行為不同，若僅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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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統計數值動力模式過去連續時間資料得到的系統

性偏差為一平均狀態，不易代表不同天氣系統的模

式偏差特性，因此，經過BiasCorrection後的系集成員

有可能反而修正後表現得更不理想，如圖9，未來將

研擬其他BiasCorrection方法與統計融合預報指引，

以期待能在極短時天氣變化時提供更好的預報產品，

後續也會將這些方法測試推展至露點溫度與相對濕

度，觀察其預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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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圖 

表 1 使用資料列表 

 

 

圖 2 2019 年 3 月 7日低溫個案，各指引逐預報時間所有格點平均絕對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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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019 年 3 月 7日低溫個案逐預報時間泰勒圖 

 

圖 4 2020 年 6 月 28 日降雨降溫個案， 

各指引逐預報時間所有格點平均絕對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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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020 年 6 月 28 日降雨降溫個案逐預報時間泰勒圖 

 

 

圖 6 2020 年 6 月 29 日高溫個案，各指引逐預報時間所有格點平均絕對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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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2020 年 6 月 29 日高溫個案逐預報時間泰勒圖 

 

 

圖 8 綜合 3個案各指引逐預報時間所有格點平均絕對誤差 



 

 8 

 

圖 9 BiasCorrection 前後差異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