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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暖化加劇，近年來臺灣極端高溫天氣愈加頻繁，自動氣象站記錄到的最高溫度屢

破紀錄。為了分析臺灣過去長期的極端高溫變化，經常使用國科會「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

訊與調適知識平台」(TCCIP) 提供的網格化觀測溫度資料。該資料建立在地面測站資料的

基礎上，擁有六十年以上的資料長度，可彌補早期無測站分布區域的歷史溫度資訊。然而，

網格化資料與測站資料特性存在差異，除了網格化方法是造成資料本質差異的主因，進一

步分析也發現，部分的誤差是來自於使用不同來源的測站日資料與時資料所造成。  
 
由於網格化資料為面化資料，測站資料為點資料，本質上不應直接比對。但在使用網

格化資料評估極端事件或指標時，相對於測站觀測結果有明顯差異，特別是以特定溫度作

為門檻值的極端天氣頻率有低估情形。為解決上述問題，本研究使用中央氣象署提供的署

屬有人站、自動站及農業站之日絕對最高溫資料，經過資料檢核與品管後，作為評估網格

化最高溫資料的參考資料。參考中央氣象署將36°C作為發布高溫燈號的門檻值，本研究使

用高溫36°C天數來評估網格化資料與測站觀測的差異，在使用網格化資料進行極端溫度門

檻值事件分析時，發展一套系統性方法以減少網格與測站誤差。 
 
比較網格化資料與測站資料的結果顯示，網格化資料的高溫分布區域與測站觀測相

似，但高溫出現頻率明顯低估。為改善此一情形，本研究針對各測站與最近網格點資料，

使用經驗累積分布函數與核密度分布映射法，並非直接校正網格點資料分布，而是調整各

網格點的高溫門檻值，使其與測站36°C天數接近一致。根據這些調整後的門檻值，經過網

格點篩選後再進行網格化，得到一組網格化門檻值。利用本研究產製的網格化門檻值，重

新計算網格化溫度資料的高溫天數，作為修正的高溫36°C天數。結果顯示，高溫事件頻率

在臺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區、花東縱谷及臺東沿岸等區域有顯著改善。本研究也將網格化

門檻值應用至CMIP6統計降尺度日資料，重新計算未來高溫天數變化。修正結果與原始資

料相比，極端高溫分布區域變得更廣且出現頻率更高。 
 
高溫36°C天數是評估全球暖化下臺灣極端高溫變化的重要指標之一。根據本研究結

果，可以得到更接近實際觀測的極端高溫事件頻率，亦能對模式推估結果進行修正，提供

更合理的未來高溫天數推估，有助於評估氣候變遷造成的高溫衝擊與調適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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