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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於2014年開始執行季內至季節預報計畫，以改進季內至

季節的短期氣候預測，為回顧此計畫過去10年的成果並展望未來，今（112）年由

雷丁大學主辦「2023年季內及季節高峰會」，會議聚焦在「可預報度之機制探討及

處理」、「研究至作業開發」及「系集模式之發展與改進」3大主題。 

本局於會中發表論文「臺灣地區2-3週降雨機率預報之類比後處理技術研

發」。另外，淡江大學與本局合作的論文「利用氣象局開發之熱帶氣旋展期預報

系統監測季內尺度下的全球熱帶氣旋活動」亦於會中發表。透過參與此會，與各

國專家學者交流，更進一步瞭解國際最新科學技術的發展現況與未來趨勢，以及

應用產品的開發與發布策略，同時提升臺灣的國際參與廣度和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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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之全球天氣研

究計畫（World Weather Research Programme, WWRP）及全球氣候研究計畫（World 

Climate Research Programme, WCRP ） 自 2014 年 啟 動 「 季 內 至 季 節 預 報 計 畫

（Subseasonal-to-Seasonal Prediction Project, S2S）」，致力提升季內至季節（時間尺

度：兩週至一季）短期氣候的預報能力與機制探討，並透過多種加值預報產品的

開發，推動預報資訊的應用，同時解決全球氣候服務的相關議題。 

今（112）年適逢 S2S 計畫執行10週年，特地於英國雷丁市之雷丁大學

（University of Reading）舉辦「2023年季內及季節高峰會（S2S Summit 2023）」，本

次會議主要涵蓋3大主題：（一）可預報度之機制探討及處理、（二）研究至作業

開發及（三）系集模式之發展與改進。3大主題再向下細分類別發表，促進各國

學術界、研究機構及作業單位於會中互相交流討論。 

中央氣象局由張惠玲科長帶領，與廖苡珊技佐於會中發表海報論文「Analog 

Post-processing of Week 2-3 Probabilistic Precipitation Forecasts over Taiwan」，中譯為

「臺灣地區2-3週降雨機率預報之類比後處理技術研發」；另一個來自臺灣的團隊

為氣象局委外案「強化熱帶氣旋預報及警報作業整合系統建置案(1/4)」合作之私

立淡江大學水資源及環境工程系的蔡孝忠副教授，亦於會中發表海報「Monitoring 

Global Tropical Cyclone Activities on Subseasonal Timescale using the CWB TC Tracking 

System」，中譯為「利用氣象局開發之熱帶氣旋展期預報系統監測季內尺度下的全

球熱帶氣旋活動」。 

藉由參與本次會議，可以增進國際視野，瞭解目前國際上季內至季節預報的

最新發展現況及未來規劃，知悉各國於該時間尺度下的預報產品發展，提升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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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對於短期氣候監測及預報發展與應用的量能，亦可提升氣象局於國際上在季內

預報產品的能見度，並透過交流討論，促進與其他國際氣候預報作業單位合作的

可能性。此外，也能夠增加氣象局對於舉辦國際型研討會議的作業方式與注意事

項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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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過程 

「2023年季內及季節高峰會（後稱研討會）」為期5天（112年7月3日至7日），

於英國雷丁市之雷丁大學校舉辦。此次張員與廖員參與研討會的行程如下： 

日期 工作摘要 

7月1日 啟程，赴英國雷丁市 

7月2日 準備研討會海報及講解內容 

7月3日至7日 

◼ 參加研討會。完整議程如附錄1。 

◼ 此研討會除開幕演講、討論及海報發表外，會中將3大主題

的口頭發表再細分為各類別，如下所示： 

（一）可預報度之機制探討及處理： 

1、季內振盪（MJO）及遙相關 

2、陸地及氣膠 

3、平流層 

4、降水及熱帶波動 

5、其他過程 

（二）研究至作業開發： 

1、極端事件 

2、技術與校驗 

3、後處理過程 

4、氣候服務 

（三）系集模式之發展與改進： 

1、系集模式與過程 

2、降尺度、機器學習與模式誤差 

◼ 海報發表： 

（一）張員及廖員：編號 B36（展示日期：7月5日至6日），題

目 ：「 Analog Post-processing of Week 2-3 Probabilistic 

Precipitation Forecasts over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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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蔡孝忠副教授：編號 A43（展示日期：7月3日至4日），

題 目 ：「 Monitoring Global Tropical Cyclone Activities on 

Subseasonal Timescale using the CWB TC Tracking System」 

7月8日至15日 個人休假，並於7/14-7/15返回臺北 

本次研討會於雷丁大學白騎士校區的活動場館（Palmer Building）舉辦，主要

使用1間階梯式演講廳，依序進行演講與口頭發表，該廳可容納400人，實際與會

人數約250人，座位空間隨著新冠肺炎疫情趨緩可屬合宜，惟空氣流通性較差；海

報展示於門廊與走道，每個海報架間距約1公尺且可正反面分別張貼，此間距空

間約可同時容納2-4人，與他國與會者交流與討論時尚屬方便。 

會中，各國（英國、美國、加拿大、德國、法國、瑞士、澳洲、印度、日

本、中國、韓國、印尼、巴西、迦納、以色列及我國…等）的學術單位、研究機

構及作業單位分享其近10年參與 S2S 計畫及使用 S2S 資料庫進行季內至季節之短

期氣候研究與開發的重要成果，內容包含：可預報度之機制探討及處理、研究至

作業開發及系集模式之發展與改進，展示各國單位在這些議題上所做的努力與貢

獻，並與他國與會人員相互交流討論，以得到多方的回饋及建議。 

每天的議程除海報發表的時間固定外，其餘主題與討論大致交錯進行，增添

會議內容的活潑度，於後就各部分說明學習情形與心得。 

S2S 計畫設有網站（http://www.s2sprediction.net/），從此網站中可瞭解 S2S 的背

景、研究議題、參與人員及單位、各子計畫及各區域活動的資訊及線上討論、計

畫報告及發表的論文、開放使用的編程工具、產品及數據資料（由歐洲中期天氣

預報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Medium-Range Weather Forecasts, ECMWF）及中國氣

象局（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CMA）管理）等豐富訊息。 

http://www.s2spredictio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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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開場，WWRP 的 Dr. Chris Davis 說明 S2S 是 WWRP 的一項核心計畫，其

中原因是因為季內至季節的時間尺度對於災害的預警或減少具重大意義，他也特

別提到 WWRP 將於2024年至2027年以 S2S 成功的項目為基礎，應用至農業和環

境，稱為 SAGE 計畫（S2S Applications for aGriculture and Environment），聚焦在全球

農業、水資源、健康與再生能源議題上，預報極端天氣、傳達具不確定的情形下

的合適作為、客製化產品及提供有效指標。澳洲氣象局的 Gilbert Brunet 也提及模

式的預報能力取決於對於大氣環流的模擬及遙相關的掌握，且熱帶的強迫機制對

於中緯度的氣候現象十分重要，必須重視聖嬰現象和海洋大陸在模式裡的表現。 

◼ 口頭發表 

（一） 可預報度之機制探討及處理： 

Dr. Cristiana Stan 的研究顯示，S2S 預報系統可改進預報 MJO 的能力，其中說

明模式可成功預報在大尺度環流下 MJO 的影響，也可以預報在 MJO 影響下的颱

風活動，而前者的預報成效較後者好；對於對流層路徑預報較平流層路徑預報

好；模式能反應不同的 MJO 相位對於地表溫度有明顯的關聯性。此外，他也建議

探討大氣的遙相關在極端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探討平流層與海洋的變化在大

氣的遙相關中扮演什麼角色。 

Dr. June-Yi Lee 提 到 北 半 球 夏 季 季 內 振 盪 （ Boreal Summer Intraseasonal 

Oscillation, BSISO）對於亞洲季風區及印度洋區域的極端降雨十分重要，海氣交互

作用對於 BSISO 的傳播具重要角色，經向的海表面溫度梯度和水氣梯度是提供

BSISO 對流活動往北傳播的有利要素。此外，在西北太平洋，在聖嬰發展年的夏

季，和 BSISO 相關的對流活動會比較強烈，且有時間尺度在30-60天往北傳播的特

徵。自2013年夏季起，亞太經合會氣候中心（APEC Climate Center, APCC）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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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SO 有即時監測與預報，其中也包含使用氣象局的氣候模式，結果顯示對於兩

種 BSISO（BSISO1及 BSISO2），模式分別具有10-20天及7-15天的預報能力，而目

前的 S2S 預報模式對於1-2週前預報極端事件的技術仍有限，部分原因是模式表現

季內振盪和多重尺度系統的交互作用存在誤差。 

Dr. Robert W. Lee 探討1979年至2018年冬半年的聖嬰、反聖嬰及正常年下 MJO

對於北大西洋振盪（North Atlantic Oscillation, NAO）的遙相關，顯示在聖嬰年， 

MJO 透過對流層裡強烈的羅士比波傳播加強正值的 NAO；在反聖嬰年，則透過平

流層的強烈極渦加強負值的 NAO。 

Dr. Xiangbo Feng 探討熱帶氣旋發生與加強的前兆，從氣候的再分析資料中發

現，向西移動的赤道波可能有60-70%是形成熱帶氣旋的前兆，再進一步發現，當

風暴與向西移動的赤道波同相位時，風暴增強的速率會增加，但若赤道波在其他

相位時，風暴強度增加較慢，甚至會減弱。然而，與熱帶氣旋相關的波動最多可

以在2週前被識別。 

Dr. Kieran Mark Rainwater Hunt 研究 BSISO 對季風低壓系統（Low Pressure 

Systems, LPS）的非線性強化，研究區域為印度，透過再分析資料研究，BSISO 的

相位與 LPS 降雨和傳播之間有顯著關係，例如：BSISO 在相位5時，印度北部的

LPS 產生的降雨量增加了51%，向西北傳播的速度也加快了20%。 

（二） 研究至作業開發： 

Dr. Christopher J. White 提及透過 ECMWF 的 S2S 預報系統進行熱浪、寒潮、強

降雨及熱帶與溫帶氣旋等個案極端事件研究，其中，在2018年7月於歐洲發生的熱

浪，從4週、3週至2週前的模式預測，系集成員對於大於90百分位的溫度預測可自

30%、60%進展至90%，研究也顯示熱浪是在季內尺度下最能夠預測的極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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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S 預報在許多使用者眼下仍算是新的領域，但 S2S 預報能對於災害決策制定提

供額外的價值也越來越受到關注，雖然目前要到應用端仍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但近期有許多個案研究的論文，特別是對於極端事件的預測，都說明 S2S 預報有

助於提供應用端有用的資訊。 

Dr. Chia-Ying Lee 表示在熱帶及亞熱帶地區，熱帶氣旋降雨（Tropical Cyclone 

Precipitation, TCP）會對全年雨量帶來重要貢獻，也常造成極端降雨事件。其研究

團隊評估了戈達德地球觀測系統-次季節至季節（Goddard Earth Observing System-

Subseasonal to Seasonal, GEOS-S2S）第2版預報模式和 WMO S2S 模式在 TCP 總雨量

上的表現，結果顯示與衛星降雨產品（CMORPH）比較，兩模式都可以合理的模

擬 TCP 的空間分布型態，而在與觀測的相關性上，GEOS-S2S 的預報模式表現較

WMO S2S 模式還高，但兩者在1-4週前的 TCP 預報均在北太平洋有乾誤差，在東

北和西北太平洋會有濕誤差。 

Dr. Hélène Vérèmes 提到 PISSARO 計畫（網址：http://en.pissaro.re）是辦理西南

印度洋在季內尺度下的天氣與海洋預報應用計畫，而為了開發預報熱帶氣旋災害

及強降雨潛勢客製化產品，科學家、預報員及人道組織展開了合作。西南印度洋

的有人居住區依據不同的預報等級區分成不同的權重區域，不同權重會有相對應

的潛在行動，類型包括：加強監測、警告和準備行動。面化的預報產品每週提供

1次，每次會為未來3週提供決策輔助地圖。 

Dr. Andrew W. Robertson 介紹全球季內降水及溫度機率預報的多模式即時系統

（網址：http://iridl.ldeo.columbia.edu/maproom/Global/ForecastsS2S/index.html）。這個

系統使用 SubX（Subseasonal Experiment）資料庫，並基於3個 NOAA 的系集預報模

式（GEFSv12、CFSv2及 ESRL-FIM）開發，在組合成多模式系集（Multi-Model 

http://en.pissaro.re/
http://iridl.ldeo.columbia.edu/maproom/Global/ForecastsS2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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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semble, MME）機率預報之前，會利用邏輯斯迴歸進行每週和每兩週的雨量和溫

度系集平均校正，每星期五會出未來第1、2、3、4週、2-3週及3-4週的預報。 

博士生 Miss Nina Horat 展示他們的團隊開發了將機器學習方法和氣象過程結

合的機率後處理方法，用以改進 ECMWF 的季內預報。他們的研究是基於卷積神

經網絡架構（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的後處理方法，此 CNN 模型利用

多個氣象變數的全球預報場做為 CNN 模型的輸入，預報第3-4週及5-6週的平均氣

溫和累積雨量的3分類機率，結果優於 ECMWF 的預報且能反映 ECMWF 過度信心

的情形。 

Dr. Chen Schwartz 提到 S2S 東南亞試驗計畫（S2S Southeast Asia Pilot project, 

S2S-SEA）目的在探索季節展望對該地區災害管理的適用性。在 S2S-SEA 下，開

發的第1個產品是每兩週1次的展望指導文件，是東盟專業氣象中心（ASMC）每

兩週向東盟災害管理人道主義援助協調中心（AHA）提供未來1-3週強降雨可能性

增加的書面展望；第2個產品是為 AHA 的災害管理反應系統（DMRS）開發的災

害監測工具，用於顯示當地災害的即時訊息，著重監測和觀測。 

（三） 系集模式之發展與改進： 

Dr. Yukei Takaya 表示在季內的時間尺度下，預報的不確定性來自於初始場的

不確定性及預報模式的誤差，S2S 的系集計畫需要評估和改進能夠代表初始條件

不確定性的方法。為優化有限的電腦資源下的作業預報，S2S 系集預報系統的初

始化策略是一個重要的領域，例如使用 lagged ensemble 初始化。 

Dr. Tongwen Wu 介紹中國氣象局發展的 CMA-CPSv3氣候預報系統，用於預報

每週的季內至季節預報、每月的月度至年度預報，此系統是基於北京氣候中心的

BCC-CSM2-HR 氣候系統（是大氣-海洋-陸地-海冰的耦合模式）發展而來，大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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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解析度約45公里、海洋的水平解析度是0.25*0.25度、56層垂直層、最高可達

0.092hPa。會中介紹 CMA-CPSv3系統在中國月、季的2米溫度及降雨的預報得分。 

Dr. Frederic Vitart 表示 ECMWF 的展期預報，由過去每週2次（週一和週四 00 

UTC）更新，由51個系集成員組成，可預報46天，水平解析度在15天內是18公

里、15天後是36公里，於2023年升級至每天更新、由101個系集成員組成、預報46

天、水平解析度均是36公里，與預報15天、由51個系集成員組成、水平解析度9公

里的系統分開運行。會中也介紹於升級後，在季內尺度的 MJO 及颱風侵襲潛勢預

報都有更好的表現。預計未來將朝200或300個系集成員邁進，預期可以對第3、4

週有更好的預報技術。 

Dr. Andrea Molod 提到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的模式與同化辦公室用 GEOS-

S2S 第2版及第3版（預計在2024年初發表）預報模式來進行可預報度的研究，重

點1是關注在陸地及大氣耦合的可預報度，研究結果顯示當陸地邊界層（地表至

行星邊界層）耦合（稱為 atmospheric leg）活躍的時候，可提升美東地區2-4週前的

預報能力；重點2是關注在研究天氣至季內至季節的無縫隙可預報度，目前統計

技術：平均預測時間（Average Predictability Time, APT）正在起步發展中。 

◼ 海報發表 

張員及廖員於7月5日至6日發表海報論文，題目為「Analog Post-processing of 

Week 2-3 Probabilistic Precipitation Forecasts over Taiwan」，中譯為「臺灣地區2-3週降

雨機率預報之類比後處理技術研發」，摘要如附錄2-1。此論文主要是利用類比統

計後處理技術（Analog Postprocessing technique）解決臺灣地區產期極端降雨預報

的困境，包括：（一）錯誤的降雨位置與量值，並且無法提供細尺度降雨特徵。

（二）系集成員的離散度不足，限制了降雨預報的可用性。在這研究中，我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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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簡單克利金方法（Simple Kriging Method）得到高解析（解析度為1公里）觀測降

雨分析場，進而讓類比統計後處理過程不單是進行偏差修正，同時也將預報場降

尺度到1公里的高解網格。長期的預報校正成效評估顯示：校正後的系集離散度

可以合理地反映預報的不確定性，且讓系集降雨預報的頻率分佈更接近真實觀

測。此外，相較於未校正的降雨機率預報，校正後的預報有較佳的可信度與區辨

能力，並可讓更多的使用者得到更高的經濟效益。此研究成果已完成論文撰寫，

並完成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全球系統實驗室（NOAA/GSL）內部審查，即將

投稿至國際期刊 Monthly Weather Review。 

在研討會中，我們針對類比統計後處理技術的優點及限制，與各國科學家進

行交流，包括：加拿大環境及氣候變遷部的 Dr. Hai Lin、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 Dr. 

Chia-Ying Lee、德國卡爾斯魯爾理工學院的 Nina Horat、日本氣象廳的 Dr. Masashi 

Sumitomo、雷丁大學 Dr. Xiangbo Feng 等人，大家對此方法的展期降雨預報校正成

效也都給予正面肯定。 

另外，本局委外案「強化熱帶氣旋預報及警報作業整合系統建置案(1/4)」合

作的蔡孝忠副教授，亦於7月3日至4日張貼海報發表，題目為「Monitoring Global 

Tropical Cyclone Activities on Subseasonal Timescale using the CWB TC Tracking 

System」，中譯為「利用氣象局開發之熱帶氣旋展期預報系統監測季內尺度下的全

球熱帶氣旋活動」，摘要如附錄2-2。 

蔡副教授主要介紹與氣象局合作開發的「熱帶氣旋展期預報系統（TC 

Tracker）」，網址：https://tctracker.cwa.gov.tw/，結合4種模式：歐洲的 ECMWF、美

國的 NCEP GEFSv12、CFSv2、氣象局的 CWA1T1，分別自動化對於即時預報資料

進行未來1-4週全球的熱帶氣旋活動的偵測與預報，並運用歷史再預報資料評估與

https://tctracker.cw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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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驗預報技術，此外也介紹近期開發的颱風系集路徑群集分類及颱風季內侵襲潛

勢預報產品。在研討會中蔡副教授與各國科學家交流討論，包括：WMO 的 Dr. 

Munehiko Yamaguchi、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 Dr. Chia-Ying Lee、日本氣象廳的 Dr. 

Yuhei Takaya、印度氣象局的 Dr. D. R. Pattanaik、法國留尼旺大學的 Dr. Hélène 

Vérèmes、美國亞利桑納大學的 Dr. Christopher Castro 等人，各國專家對於此系統可

處理全球即時預報資料、提供重點資訊及歷史再預報的評估結果能和即時預報產

品做連結給予很高的評價，同時也促進了本局和他國氣象單位合作的可能性。 

◼ 討論 

會議最後，各國的科學家及專家學者在基於過去10年參與 S2S 計畫進行研究

與開發的豐富經驗下，在可預報度探討與處理、研究至作業開發及模式發展等相

關議題提出建議、需求及挑戰，整理列舉如下： 

◎ 可預報度探討與處理 

⚫ 需要更加瞭解平流層可能帶來的影響 

⚫ 需要更加探討 MJO 的遙相關（非絕熱過程和波動及遙相關在模式中

過弱） 

⚫ 預報極端事件的大小仍具挑戰 

⚫ 模式對於表示熱帶-溫帶的遙相關及對流層-平流層路徑能力仍有限 

⚫ 需要強化模式中的陸地、海洋、海氣交互作用、對流層-平流層交互

作用、模式初始化等過程 

◎ 研究至作業開發 

⚫ 應多思考即時資料的可用性 

⚫ 應彌合研究和作業預報間的差距，以及試驗計畫和真實世界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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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提高使用者在 S2S 的模式技術和預報不確定性的溝通 

⚫ 因應使用者需求客製化預報產品，但須注意作業中心可負荷的人力 

⚫ 作業化的預報產品應自動化產出，並加入技術可信度的訊息 

◎ 模式發展 

⚫ 需要雲端計算設施來處理及共享數據並減少資料傳輸 

⚫ 應持續維護數據資料並思考開放即時資料存取的可能 

⚫ 應取捨模式的解析度及系集成員個數 

⚫ 整合無縫隙預報 

⚫ 接受機器學習：在可預報度研究、建模、後處理、降尺度上使用機

器學習，但需要校驗、有動力或資料驅動的基礎、有足夠的歷史再

預報資料進行訓練，重點應著重在具科學的基礎上進行機器學習

（不落於如黑盒子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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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得與建議 

S2S 計畫在 WMO 的主持下自2014年啟動，過去10年匯集全球各地學術、研究

及作業單位的科學家及專家學者，相互合作，積極使用 S2S 資料庫進行季內至季

節的研究與開發，特別選在滿10週年的今年，在 WWRP 和 WCRP 的指導下，由英

國雷丁大學主辦「2023年季內及季節高峰會」，會中將 S2S 計畫的各項子計畫融合

於3大主題：（一）可預報度之機制探討及處理、（二）研究至作業開發及（三）

系集模式之發展與改進，進行發表與交流討論。 

本次研討會以學術界參與的人數最多，其次是研究和作業單位，發表內容範

疇廣泛，透過參與此會議，除了瞭解目前國際上短期氣候預報的發展現況外，更

擴張對於S2S研究與開發的眼界，知曉國際各界以模式為出發點，探討與發展 S2S

模式的表現、改進、預報及應用…等，而氣象局在 S2S 的發展領域，除了長期預

報員參與其中外，需要更多優秀的模式發展人員及科學研究人員一同投入參與。 

經由參與本次研討會瞭解氣象局在進行 S2S 分析或預報時，除了長年持續關

注臺灣周圍主要的大尺度系統、印度洋、海洋大陸、季內振盪、聖嬰現象的發展

監測、預報及影響外，仍需強化增進瞭解熱帶-中緯度系統的遙相關、海氣交互作

用及平流層可能帶來的影響、各模式的特性與誤差來源及預報技術，並增加與國

際上的科學家及他國作業單位專家的交流討論的機會，相信對於氣象局的短期氣

候預報有更好的判斷依據。 

此外，研討會中表示對於模式發展需改進模式預報的不確定性及模式誤差，

在科學架構下運用機器學習於建模、後處理方法及降尺度上，以及發展無縫隙預

報等，也都是目前本局努力及未來挑戰的方向，可透由多與國際上的專家學者相

互交流，提升我國發展的氣候模式預報的能力並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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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至作業開發的部分，本次透過在會議中進行海報發表，提升本局發展季

內預報的後處理方法及熱帶氣旋展期預報系統的能見度，會中得到許多正面的評

價與回饋，瞭解氣象局所發展的方法與產品具有即時預報作業的可用性，同時也

促進合作契機。另由於臺灣非聯合國的成員國，限縮臺灣科研人員參與國際官方

氣象組織的活動或較不易得到口頭發表的機會，但仍建議多鼓勵氣象局人員參與

國際會議，瞭解與學習國際上科研的現況與最新發展，以培訓及開拓人員的視

野，並分享技術發展與應用成果，進一步爭取交流與合作互惠的機會。 

綜整本次會議專家學者所提出的建議、需求及未來挑戰如頁11-12「討論」，

會中也提醒在發展客製化產品時，應先評估所需資源和作業人力；產品開發時，

應在作業單位、學術單位及使用者3方間建立橋樑並有效交流討論；產品發布

後，應提高使用者在 S2S 的模式技術和預報不確定性的溝通。氣象局可善用這些

有用訊息，檢視和規劃模式與科學研究的業務發展及預報產品的開發，另關注

WWRP 於明年開始推動的 SAGE 計畫，瞭解 WMO 推動 S2S 應用的方向及行動。 

最後，英國致力2030年達到減碳目標，2050年達成淨零排放，於本次研討會

中也有展現相關作為，雷丁大學校園各處設有宣傳標示，研討會相關資訊以網頁

公告並以電子郵件通知與會者，不另外提供紙本手冊；會議中提供環保杯自行取

用；主辦人多次在會中宣傳「Running Out of Time relay」（一項在英國民間關心氣

候行動的大型接力活動），該活動於會議最後1天接力路跑至校園，歡迎大家響

應，展現本次研討會不僅由各國專家學者發表 S2S 的科學進展，同時也展示英國

在氣候變遷議題上具體落實國家政策，並透過民間活動加以倡議，此精神令人印

象深刻，也值得我們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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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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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1、本局發表之海報論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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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2、與本局合作發表之海報論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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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研討會相關照片 

圖1、雷丁大學主辦人 Dr. Steven Woolnough 為研討會開啟序幕 

 

圖2、張惠玲科長(左1)、廖苡珊技佐(右2)、李亭萱助理研究員(右1)與淡江大學蔡

孝忠副教授(中)於演講廳外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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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張惠玲科長(右起)、李亭萱助理研究員、廖苡珊技佐於論文海報前合影。 

 

圖4、張惠玲科長與日本氣象廳（Japan Meteorological Agency）的 Dr. Masashi 

Sumitomo 於論文海報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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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張惠玲科長與迦納共和國氣象廳（Ghana Meteorological Agency）的 Maureen 

Abla Ahiataku 於其論文海報前合影。 

圖6、張惠玲科長與瑞士伯恩大學（University of Bern）的 Dr. Monika Feldmann 於

其論文海報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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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蔡孝忠副教授發表與本局合作的「熱帶氣旋展期預報系統」海報，並提供

網址及 QR code 給與會科學家即時上網連結。 

圖8、蔡孝忠副教授為美國亞利桑納大學（University of Arizona）的 Dr. Christopher 

Castro 講解與本局合作的「熱帶氣旋展期預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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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廖苡珊技佐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Dr. Chia-Ying Lee 於

活動會場合影。 

圖10、雷丁大學主辦人 Dr. Steven Woolnough 在會議中宣傳「Running Out of Time 

relay」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