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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與目的

2. 資料說明與檢核

3. 基準站與衛星差異特性

4. 整合方式



本研究蒐集2023年1月至12月的台電日射量觀測基準站點觀測資料與
中央氣象署向日葵衛星推估日射量網格資料(以下稱HS)，針對測站
點之空間位置、季節與逐時差異進行分析。

嘗試發展整合基準站觀測值與衛星推估日射量網格資料的客觀分析
技術

112年綠能數值氣象預報後處理應用分析



日射量資料時間 2023.01-2023.12
◦逐10分鐘頻率

◦台電公司基準站觀測
 配合向日葵資料10分鐘資料頻率(W/m2)，
處理成10分鐘一筆

◦基準站點的空間分布圖
 架設位置多為服務所樓頂

◦ CWA向日葵衛星推估日射量網格資料
(HS)內插至基準站
 2022/12/月中之後向日葵八號改為向日葵九號



檢核處理-剔除不合理觀測條件
◦基準站不合理之負值(>=0)

◦日出前與日落後之非零正值
 使用CWA各地日出、日落時刻估算資訊

◦日出~日落間的零值
 僅傳輸斷訊才可能為零值

No. 1 No. 1 No. 48



No.18
二崙服務所

HS最高值900至1000

基準站最高值超過1000



由左至右、上至下分別為編號為1至48的基準站



No.32 No.41 No.48

3個測站與多數樣態不同，原因為資料量少

路竹服務所 澎湖區處營業大樓 金湖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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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集中對角線

HS較高估

NOV DEC

衛星推估值似乎存在一最大值



多數基準站盒鬚圖為這樣形態，近中午時段IQR較早晚時間高

平均略低編號28

玉井服務所



中午期間，除4月份衛星呈現微高估外，其餘月份皆略低估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6~10月份的盒鬚圖相較其他月份為寬可能與局部小範圍系統有關
JUL AUG SEP

OCT NOV DEC



15 37 47

這三站在5-9月間日出前及日落後有較高的觀測值(不合理)
，懷疑受到光害影響。



已知基準站與HS量值有差異

日射量在經度或緯度有空間趨勢的可能



最佳線性不偏估估計法
◦具有確保測站處的空間內插估計值=觀測值的特性

依據套配資料所得的半變異數圖計算權重係數

◦以半變異數圖代表測站觀測資料間的空間相關性

權重係數計算原理

◦不偏估：BLUE (Best Linear Unbiased Estimation)

◦最小估計誤差變異數 (Least square error variance)

◦依面化範圍內網格點期望值的假設

 已知常數平均值 : 簡單克利金 (Simple Kriging, SK)

 未知常數平均值 : 普通克利金 (Ordinary Kriging, OK)

 趨勢函數 : 通用克利金 (Universal Kriging, UK)

 Ex. 溫度隨高度與緯度之線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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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測站日射量與HS網格資料差值是否具空間趨勢
◦ 以當下觀測進行分析

◦ 若無空間趨勢，則利用SK或OK網格化差值，再疊加H8日射量網格資料
 假設斜率=0,係數的P值<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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