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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氣候變遷，為了國家環境永續發展，大規模設置再生能源已經成為必然的趨勢。我

國政府陸續推動再生能源政策，民國108年我國政府以民國114年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達

20GW、風力發電以4.2GW累計設置量及再生能源發電占比達20％為目標，帶動我國產業升級

轉型。隨著以受天候影響，如太陽能和電力負載曲線圖，白天太陽能再生能源占比增加後，

需要進行儲能太陽能發電的預測，所以再生能源預測技術和儲能的發展，已被公認為是因應

並降低能源轉型過程中對電力系統造成衝擊的重要關鍵。

    國際能源總署「太陽能發電系統計劃-最先進的光伏(Photovoltaic) 和太陽能預報」報

告中，重點關注短時間範圍內的太陽能和光伏預測，範圍從提前幾分鐘到提前數天。多種資

源用於生成太陽能和光伏預報，包括天氣觀測、光伏系統數據、衛星雲圖和全天空影像觀測

和數值天氣預報NWP模式。這些方法的有用性取決於所考慮的預報時間，非常短期即期預報0

到6小時是利用即時觀測，主要為全天空影像觀測和衛星雲圖表現最佳，而NWP模式對預測時

間超過6小時則至關重要。

    利用中央氣象局新建置的全天空照相儀，於局屬測站位置，例如新屋等共九個測站，本

研究使用110年10月15日至11月15日、共一個月的資料，蒐集國內外參考文獻為基礎而開發

出本土化的雲辨識方法，主要利用RBR方法和HSV色彩空間進行雲和天空區分，S>0.07為晴

空；82<S為薄雲；82為厚雲，其辨識結果對於大多數的全天空影像皆可有效且正確地辨識晴

空與有雲的天空狀態。另外建立各種雲底高度量測或推算方法（包含雙相機測距、單相機結

合氣象模式、紅外線與衛星雲圖資料），並評估各種方法計算結果，並利用無人機影像定位

和魚眼轉化公式進行全天空影像網格化並定位影像雲量區域範圍，未來需結合雲網格化和雲

高，有效建立雲三維資料，作為後續雲資料提供氣象之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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