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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導航衛星系統反射訊號接收儀(GNSS-R)衛星，係藉由蒐集由海面反射的全球導航

衛星訊號，利用海面粗糙度造成訊號反射的物理特徵來量測海表面風速，其相較於先進散

射計(ASCAT)衛星，具有訊號較不受降水和雲層衰減影響之優勢；然而，此反演技術之正

確性，有賴於海氣交互作用過程機制的理解。本研究以112年8月的蘇拉颱風為案例，將

GNSS-R和ASCAT衛星反演的海表面風速，與歐洲中期天氣預報中心再分析數據集（ERA5）
進行比對分析，評估兩種反演技術於特定天氣條件下之表現。 

分析結果顯示在天氣穩定且海表面風速較小時，GNSS-R、ASCAT和ERA5的數據差異

不大；但隨著颱風接近且海表面風速增強時，ASCAT之資料品質明顯下降，應為信號受降

水和雲層增多導致衰減增加所致，而GNSS-R則是隨著海表面風速之增強，其與ERA5的數

據偏差亦隨之增加，顯示當海面粗糙度達到某個程度時，此反演技術的可信度將會降低。

本研究結果顯示，GNSS-R反演海表面風速技術雖在劇烈天氣下能持續觀測，但仍有其侷限

性。未來若能針對GNSS-R因海面粗糙度增加造成數據誤差增大的情況，進一步建立不同風

速區間海面粗糙度與海表面風速的經驗方程式，應可提升此反演技術的準確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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