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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 39 屆美國氣候預報中心氣候診斷分析及預報研討會的內容涵蓋氣候監測、

氣候診斷、氣候模式診斷與改進、季節與年代際的氣候可預報度、颱風與劇烈天氣

的長期預報、預報評估與應用以及預報決策工具的應用。 

本研討會提到美國海洋暨大氣總署積極履行美國氣候行動計畫，成立氣候計

畫辦公室、氣候開放平臺以及將大量氣候資料置入政府資料庫，讓氣候資料更公開

透明，協助全美各行各業應變與調適氣候變遷。會中亦研議氣候服務應用現況與展

望的議題，得知美國氣候中心持續改進極端預報與乾旱指標，第 3週與第 4週預報

作業將是未來的重大策略計畫之一，其採用國際多重模式系集平均的預報方式，本

局在發展氣候模式時，應顧及參考國際上氣候模式發展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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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美國氣候預報中心(Climate Prediction Center，CPC) 隸屬於美國海洋暨大氣總 

署(NOAA)，國家氣象局(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NWS) 下的國家環境預測中心

(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NCEP)，中心主要業務是負責 2 週以

上的氣候預報與監測。中央氣象局氣象預報中心長期預報課的工作項目亦為中短期

氣候監測，主要是針對第 2 週至月季長期的時間尺度預報 。 

氣候診斷分析及預報研討會 (NOAA  Climate Diagnostics and Prediction 

Workshop) 是美國氣候預報中心每年均會舉辦的例行性年度會議，2014 年第 39 屆

氣候診斷分析及預報研討會是由美國聖路易大學(St. Louis University，SLU)與美國

氣候預報中心所合辦，此次會議於美國聖路易市舉辦，其內容涵蓋以下數個主題： 

2014 年氣候回顧、水文氣候監測與預報校驗、氣候服務與應用、極端事件預報與

評估、氣候測試平臺(Climate Test Bed，CTB)與北美系集模式、季內與年際預報(聖

嬰現象、熱帶氣旋、季內震盪、季內預報能力與季風預報能力)。 

參加本次會議，能使本局掌握國際上氣候預報作業未來發展趨勢與可應用性，

提升本局氣候服務之品質。同時藉由參與會議與他國的氣候預報與研究人員進行交

流、相互學習，有助於提升我國氣候監測與預報的能力，並促進國際氣候預報作業

的合作。本局積極參與國際會議與合作，將提升中短期氣候監測與預報能力，以減

緩因氣候系統所帶來的自然災害，並有助於評估水資源和糧食安全的脆弱度，保障

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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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職此次赴美參與研討會過程說明如下表：  

日期 地點與簡要內容 

出國事由： 

參與第 39屆氣候診

斷分析及預報研討會 

出國期間：103年 10月 19日至 103年 10月 28日 

10月 19日  自臺北出發至美國聖路易市 

10月 20日至 23日 

20日：  

 2014 年氣候回顧包含：聖嬰發展現狀與展望、大西洋與東

太平洋的颶風回顧、官方例行性預報技術回顧 

 水文氣候監測、預報與校驗 

 氣候服務與應用 

21日： 

 極端事件預報與評估包含：2013/2014 年美國冷冬的探討、

2014 年加州乾旱的探討、極端降雨與 ENSO 和 PDO 的關

係、乾旱和洪水的個案探討、第 2 週極端災害事件預報改

進等等議題 

 氣候測試平臺(CTB)與北美多重模式系集平均的發展 

 張貼海報論文 

22日： 

 季內與年際預報能力包含：聖嬰現象、熱帶氣旋、季內震

盪、季內預報能力、季風預報能力等等議題 

23日： 

 氣候應用發展以改進氣候服務 

10月 24日至 28日 自美國聖路易市返臺(休假 2日延後返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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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與建議  

第 39 屆美國氣候預報中心氣候診斷分析及預報研討會，於美國聖路易市舉辦，

為期 4 天(2014 年 10 月 20 日至 23 日)，會議內容主要涵蓋氣候監測、氣候診斷、

氣候模式診斷與改進、季節與年代際的氣候可預報度、颱風與劇烈天氣的長期預報、

預報評估與應用、預報決策工具的應用，有關詳細議程，如附錄。中央氣象局由氣

象科技研究中心盧孟明主任研究員、胡志文副研究員以及中央氣象局第二代二步法

短期氣候預報系統(TCWB2T) 發展團隊發表張貼論文：「Monthly and seasonal 

spring rainfall prediction using the dynamical statistical forecast system TCWB2T-2 

developed at CWB Taiwan, Mong-Ming Lu, Jyh-Wen Hwu, and TCWB2T Team」。 

此次參與第 39 屆氣候診斷分析及預報研討會，於後就美國氣候行動計畫進展、

2014 年聖嬰發展與颶風回顧、預報技術評估與模式發展及氣候服務應用現況與展

望 4部分，說明各部分的學習情形與心得。  

(一) 美國氣候行動計畫進展 (President’s Climate Action Plan，PCAP) 

研討會首先由美國氣候預報中心代主任 Mike Halpert介紹本次研討會主要議程

與研討會主要負責人員， keynote speech 由美國氣候計畫辦公室主任 Dr.Wayne 

Higgins 簡介近年來與未來 NOAA 主要的氣候研究與氣候應用服務項目(圖 1)。近

年來，美國對於氣候資訊服務的需求日益倍增，美國總統歐巴馬(President Obama)

亦積極推展美國氣候行動計畫 (President’s Climate Action Plan，PCAP)。目前

NOAA/CPO 對於美國氣候行動計畫(PCAP)的貢獻包含以下幾個項目：國家氣候評

估(National Climate Assessment)、國家整合乾旱資訊系統(National Integrated drought 

information system)、氣候復原能力之應用套件(Climate resilience toolkit)、啟動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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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計畫(Climate data initiative)、全球氣候服務框架(Global framework for climate 

services)。 

  2013年 6月美國總統歐巴馬於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公布氣候行

動計畫，提出 3 項主要的行動方針：減少碳污染（Cut Carbon Pollution in 

America）；2、做好準備面對氣候變遷衝擊（Prepare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3、領導國際間力量面對全球氣候變遷（Lead 

International Efforts to Address Global Climate Change）。1年後，2014年 6月白宮

再公布 1 份報告，詳細說明執行氣候行動計畫的進展。同年 9 月 23 日美國總統歐

巴馬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的歷年最大規模氣候變遷高峰會上致詞時呼籲，氣候變

遷及與日俱增的威脅是相當急迫的議題，國際間需儘速達成具體性的協議。歐巴馬

亦透過頒發行政命令，要求聯邦各部門在國際發展計畫中納入氣候調適因素。11

月在北京所舉辦的 APEC 會議期間中國大陸與美國兩國共同宣布氣候協議，美國

與中國大陸有必要領導全球對抗氣候變遷，必須提出減碳目標，承諾實質減少碳汙

染，以避免氣候變遷的威脅。而 NOAA 積極實質履行美國總統的氣候行動計畫，

主要 2 項具體成果如下： 

1. 成立氣候計畫辦公室與 climate.gov網站： 

  美國氣候開放平臺網站 Climate.gov（圖 2），提供即時與豐富的氣候相關

資源，透過網頁使美國各州的從事教育人員都能接收到最新的氣候相關訊息，

大幅減少城鄉資源的落差。增加許多氣候調適工具及能更了解與管理氣候相關

風險，使社會與經濟各方面能及早調適氣候變遷。網頁主要分為 4 個方向，(1)

「新聞和特點」：以雜誌報導的風格，邀請專家定期撰寫公眾有興趣的氣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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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適應和減緩等相關議題。(2) 「地圖和數據」：設定主要使用對象為科學家

和專家，提供查詢與使用氣候地圖和數據進行相關研究。(3) 「氣候教材」：設

定主要使用對象為正式或非正式教育者，提供相當豐富的互動學習課程材料、

多媒體資源以及專業發展機會。(4) 「協助決策」：主要提供規劃者與決策者，

幫助他們了解與管理與氣候相關的風險和機會。 

  以「新聞和特點」為例，每個月提供 1 個氣候相關主題，邀請相關研究人

員或專家發表專題文章，增加大眾的氣候知識，並認知到氣候變遷下風險評估

與應對的必要性。另外，特別將 ENSO 議題劃分出來，每週發布 1 篇相關文章，

邀請相關資深預報員與研究人員撰寫，例如：以口語化方式，解釋氣候預報單

中的機率值是如何計算；聖嬰現象可能對於全球氣候的影響層面。民眾可在文

章下方提問或發表評論，此交流網站平臺可增加政府與民眾互動交流的機會，

有助於培養民眾的氣候背景知識，並能即時掌握氣候變化的現況。 

2. 啟用氣候資料計畫(Climate Data Initiative)： 

  美國總統歐巴馬提倡將氣候資訊公開，使大眾都能取得大量公開的氣候

資料，提早做好氣候變遷所需因應的充分準備，並防範氣候變遷可能對於未來

的潛在衝擊。2014 年 3 月美國政府積極啟動氣候資料計畫 (Climate Data 

Initiative) ，並建立透明、公開以及完整的即時氣候資料開放平臺

(data.gov/climate) （圖 3），由美國航太總署（NASA）與美國海洋暨大氣總署

（NOAA ）共同主持，讓聯邦的氣候資料更公開透明，協助全美各行各業應變

與調適氣候變遷，共同對抗氣候變遷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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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氣候資料計畫目前涵蓋多達 21 主題共 385 種資料，鼓勵民眾、私人企

業、研究者運用政府大量公開的氣候相關資訊，能進一步了解並發展創新技術，

以支援國家氣候變遷因應對策。例如：建築業者規劃建案位置時，可參考預測

海平面上升的地圖，避免將建案建設在高風險區域。利用視覺模擬工具能有助

於大眾了解氣候變遷所可能產生的變化與調適方式。並尋求與 Google、微軟、

ESRI 合作，使資料庫能迅速且大規模讓民眾取得，並將開發互動地圖、手機

App 等工具與程式，協助全民了解氣候變遷，並幫助美國各地政府防災應變部

門、各行各業都能及時因應氣候變遷所帶來的的風險，並將降低損失。目前許

多企業也都相當有興趣使用氣候資料庫，開發相關產品，將有助於在氣候資訊

領域上創造出更多商機，並受惠於民眾，可說是政府與民間企業雙贏的局面。 

 

(二) 2014年聖嬰發展與颶風回顧 

1. 2014年聖嬰現象的官方預報： 

 2014 年 3 月起，美國氣候中心預報在 2014/2015 年冬季會有聖嬰現象發生

的機會，隨著冬季來臨，美國氣候中心仍預測聖嬰現象會發生，但預報強度修

弱且預期發生時間縮短。推測如果 2014/2015 年聖嬰現象無法如模式預期的發

生，可能與海洋與大氣之間無法配合有相關。另外，值得注意是在 5 月時美國

媒體大肆報導 2014/2015 年有超強聖嬰現象發生，但美國氣候中心從未提及有

超強聖嬰現象會發生。顯見官方預報與媒體報導有所差異存在，因此更需加強

官方預報的普及性與關注媒體報導正確性，以防媒體誤導民眾，並使民眾獲得

最正確與最新的預報資訊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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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聖嬰現象預報的歷史命中情形： 

  回顧 1982年至 2013年共有 10次聖嬰現象及 12次反聖嬰現象發生在冬季，

其他年份則為正常年。分析過去國際多重模式系集平均(National Multi-Model 

Ensemble，NMME) 於 9月預報當年冬季(10月至 12月)聖嬰現象，顯示模式預

報聖嬰現象只有 2012 年為假預報(false alarm)，也就是模式預報聖嬰現象，但

實際觀測卻是未發生聖嬰現象；另外，模式也有 4 次預報失誤(misses)，模式

沒有預報到聖嬰或反聖嬰現象發生(1994 年、2000 年、2005 年及 2008 年)。值

得特別注意是模式的預報失誤或假預報大多是在 2000 年以後發生的，因此預

報技術在 2000 年之後明顯降低，顯見近年來聖嬰預報的不確定性增加。另外，

當國際多重模式系集平均(National Multi-Model Ensemble，NMME) 於 6月預報

當年冬季聖嬰現象，模式預報聖嬰現象則有 3 次假預報與 8 次預報失誤，顯示

模式預報時間越遠離預報目標時間，預報失誤與假預報次數明顯增加。 

3. 2012年至 2014年模式預報聖嬰現象的延遲特性： 

模式針對動力模式預報 2014 年聖嬰有以下幾點分析：(1) 2013 年夏至秋季

模式預報 Nino3.4 海溫與實際觀測值接近，但對於 2013/2014 年冬季的冷海溫

卻無預報能力；(2)2014 年 5 月至 7 月 Nino3.4 海溫，模式(7 個月前、4 個月前、

1 個月前)與觀測值接近，但進入夏季後，觀測值轉冷，模式卻仍預報偏暖。從

2012 年至 2014 年，動力模式顯示有延遲預報特性，當預報月份越長，延遲的

現象越明顯，此外，預報較實際觀測值偏暖。 

統計模式顯示，預報過暖的現象較動力模式佳，整體都比動力模式預報偏

冷，統計模式較實際觀測亦有延遲預報現象。預報延遲時間越接近預報目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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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預報技術越佳。動力模式較統計模式在預報目標延遲 1 個與 4 個月有較高

相關係數，但延遲 7 個月則兩種模式皆無預報能力。動力模式預報過暖，導致

平均絕對誤差增大。因此模式對於未來幾個月內的聖嬰現象預報，仍有其參考

性；但對於聖嬰現象的轉變與正確強度，模式仍有很大改善空間。 

4. 聖嬰現象強弱與熱帶海溫分布型態關連： 

   研究顯示聖嬰現象強弱與熱帶海溫分布型態有關連性，當聖嬰現象偏弱時，

趨向中太平洋聖嬰型態；當聖嬰現象偏強時，趨向東太平洋聖嬰型態。 

5. 2014年大西洋颶風生成數偏少： 

   美國官方於 2014 年 5 月預測 2014 年大西洋颶風與大型颶風的生成數較氣

候值偏少機率最高，2014 年統計僅有 6 個颶風(Hurricanes)生成，2014 年是自

1993年以來第 1次低於氣候平均值。推斷造成大西洋颶風生成數偏少的因素包

含：強垂直風切、乾沉降空氣、弱大西洋 ITCZ、非洲的東風噴流偏弱、非洲

東風波偏弱導致 2014年大西洋的颶風數偏少。 

6. 2014年東太平洋颶風生成數偏多： 

   美國官方於 2014 年 5 月預測東太平洋 2014 年的颶風生成數高於氣候平均

值，2014 年統計共有 15 個颶風生成，雖已經預報熱帶風暴、颶風、大型颶風

個數會高於氣候平均值，但實際上超過氣候平均值更多，推斷是因為 2014 年

東太平洋的暖海溫、弱垂直風切、非常強的 ITCZ、高層輻散場及持續高層脊

場，導致 2014年東太平洋的颶風生成數明顯偏多。 

(三) 預報技術評估與模式發展 

1. 氣候測試平臺中心(Climate Test Bed，CTB)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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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氣候預測中心的氣候測試平臺中心，主要使命是持續改進例行性氣候

預報與產品，目標是將學術研究成果能真正改進例行性的氣候預報作業與產品

發布。近年來，氣候測試平臺中心持續評估 CFSv2 的模式的預報表現，並陸

續有 23 篇相關文章發表，利用各種實驗方法改進季內震盪(MJO)或聖嬰現象、

趨勢、阻塞高壓等現象的預報，並參考各國(NCEP、ECMWF、JMA、加拿大)

的動力模式，持續改善模式的可信度；另一方面，從 2011 年積極與其他研究

單位合作，計畫 NCEP CFSv3的發展。 

2. 國際多重模式系集(National Multi-Model Ensemble，NMME)的發展： 

  多重模式系集平均是目前 NCEP 主要採用的預報方式，以多重模式之系集

平均作為預報結果，能減少模式誤差並增加預報技術。目前國際多重模式系集

已包含超過 100個預報成員，即時產製月資料有 8種變數，每月提供超過 2500

張預報圖集。國際多重模式系集的提供者包括 NOAA/NCEP、NOAA/GFDL、 

IRI、 NCAR、 NASA/GMAO及 Canada's CMC，2014年各組織仍持續更新改善

模式版本(FLOR、CCSM4、CESM、CMC)。 

   目前國際系集模式系集主要透過以下 3 種網頁管道提供大眾使用：(1)美國

氣候中心官網包含：國際多重模式系集的預報與校驗、(2)IRI 的氣候資料圖書

網 頁 包 含 ： 8 種 變 數 的 30 年 再 分 析 月 資 料

(http://iridl.ldeo.columbia.edu/SOURCES/.Models/.NMME/)、(3)NCAR 網頁包括

27 種 變 數 的 日 資 料 、 9 種 海 冰 與 海 洋 變 數 的 月 資 料

(https://www.earthsystemgrid.org/search.html?freeText=NMME，預計 2015年 3月

資料齊全)。 

https://www.earthsystemgrid.org/search.html?freeText=N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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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例行作業預報技術評估： 

   回顧 2014 年美國氣候中心對於例行作業預報的表現，溫度方面較 2012 年

與 2013年的預報技術低，主要原因是 2013/2014 年秋冬季的溫度預報不佳；月

溫度預報技術較季溫度預報佳，季節雨量預報較佳。 

4. 第 3週與第 4週預報作業的開發： 

   美國氣候中心從 2014 年底開始發展第 3 週與第 4 週實驗性預報產品，此

項開發是發布第 3 週與第 4 週例行性預報作業的前置作業，發布第 3 週與第 4

週例行性預報作業是美國氣候中心未來 5年(2015年至 2020年)的重大策略計畫

之一。但會議中也提到正式官方發布第 3 週與第 4 週的預報仍有許多挑戰，例

如：發布頻率、發布形式、模式的可預報度。美國氣候預報中心 Muthuvel 

Chelliah 報告實驗性未來第 3 週與第 4 週的趨勢預報，以此種方式預報第 3 週

與 第 4 週 的 預 報 技 術 與 能 力 ， 並 提 供 網 頁 供 參 考

http://www.cpc.ncep.noaa.gov/products/people/muthu/weeks.3-4.forecast/。 

5. 天氣與氣候間的橋梁-土壤溼度模式： 

   為延伸預報長度，大氣(天氣)的可預報度約 10 天，海洋(氣候)的可預報度

約為 2 個月以上，因此陸地(土壤濕度)是天氣與氣候之間的極佳橋梁，可預報

度介於 10 天至 2 個月之間。因此，使用土壤與大氣耦合模式能增加預報準確

性，將有助於銜接天氣與氣候之間的預報空窗。而目前現階段，也需要增加美

國以及全球對於土壤濕度的觀測資料，以增加模式觀測的資料密集度。 

長期預報課參考的動力與統計模式種類與資料來源與美國大致相同。課內的預

報主要是參考動力模式，若動力模式預報結果不佳，預報技術也將下降，因此若有

http://www.cpc.ncep.noaa.gov/products/people/muthu/weeks.3-4.fore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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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校驗方式有助於修正預報的結果。但由於目前課內所參考的動力模式大多是

外國模式產出圖形，而非原始模式的預報數據資料，故無法評估過去校驗的結果，

因此無法判斷在使用模式時，在不同季節與不同環流狀況下預報人員所需做的調整

與修正。本局氣象科技研究中心每月提供長期預報課本局模式的預報與校驗結果，

也透過統計與動力降尺度，針對臺灣的各個區域提供適當的預報建議，但本局模式

仍有很大發展空間，發展氣候預報模式須投入更多的資源與人力，才能進行校驗結

果與改進預報技術。若本局的模式逐漸成熟，有機會加入 IMME，透過國際合作，

更能增進模式改進的速度與維持本國的氣候預報能力。  

 

(四) 氣候服務應用現況與展望 

1. 氣候服務的進展： 

   美國氣候中心網頁提供即時國際多重模式系集的 SPI 乾旱指標預報，以互

動式網頁方式呈現，網頁可點選不同模式乾旱指標預報結果與客製化圖形呈現，

並進一步提供完整的誤差校驗與空間降尺度資訊，相關資訊可參考以下連結 ：

http://www.cpc.ncep.noaa.gov/products/Drought/Monitoring/spi_outlooks.sht

ml。 

   目前美國氣候中心持續改進極端預報的產品呈現方式，包含 15 種極端事

件的預報，網頁上方首先利用互動式圖形呈現，下方再以文字部分呈現，最後

也可以透過連結到更多詳細資訊與圖檔。 

2. 新整合即時全球日雨量資料： 

http://www.cpc.ncep.noaa.gov/products/Drought/Monitoring/spi_outlooks.shtml
http://www.cpc.ncep.noaa.gov/products/Drought/Monitoring/spi_outlook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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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氣候中心會議中提及未來將提供 1 組新整合即時全球日雨量資料，主

要是結合以下四種資料來源(CPC daily gauge analysis, GPCC monthly gauge 

analysis, HIRS OLR data, and the CMORPH high resolution satellite estimate)，資

料長度為 1979年至 2013 年(共 35年)，資料解析度為 0.25度 x0.25度，此組新

的整合雨量資料，經美國氣候中心內部測試顯示資料品質是合理的(可掌握到降

雨事件的強度變異)且資料隨時間變化的齊一性(Homogeneity)。此組資料可以

改善之前 4 種資料的缺點，並保留 4 種資料的優點，大大增進時間空間的解析

度且隨時間變化有齊一性。未來也會有更完整測試，並診斷此組資料在陸地模

式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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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職此次赴美國聖路易市參加第 39 屆美國氣候預報中心氣候診斷分析及預報研

討會 (39th NOAA Climate Diagnostics and Prediction Workshop) ，會議內容主要涵

蓋氣候監測、氣候診斷、氣候模式診斷與改進、季節與年代際的氣候可預報度、颱

風與劇烈天氣的長期預報、預報評估與應用以及預報決策工具的應用。本報告就美

國氣候行動計畫進展、2014 年聖嬰發展與颶風回顧、預報技術評估與模式發展以

及氣候服務應用現況與展望 4部分，進一步說明學習情形與心得。 

2013年美國總統歐巴馬於喬治城大學公布氣候行動計畫(The Presiden’s Climate 

Action Plan)，提出 3 項主要的氣候行動方針：減少碳污染、做好準備面對氣候變

遷衝擊、領導國際間力量面對全球氣候變遷。1 年後，2014 年 6 月白宮公布詳細報

告，說明這一年內氣候行動計畫的進展，美國總統歐巴馬並在同年 9月的氣候變遷

高峰會上數度強調氣候變遷及與日俱增的威脅是相當急迫的議題，呼籲國際間需儘

速達成具體性的協議，11 月在北京舉辦的 APEC 會議期間中國大陸與美國兩國共

同宣布氣候協議。近年來，國際間對於氣候議題相當重視，並積極研擬具體方案，

以因應氣候變遷下各國所需的調適與風險評估。臺灣未來需積極研擬氣候變遷政策，

思考排放量的政策，與國際關注議題及政策接軌。 

從 2014年 3月份起美國氣候中心的官方預報顯示，2014/2015年冬季有聖嬰現

象發生的機會，隨著冬季來臨，預報強度有修弱且預期發生時間縮短。值得注意是

在 2014 年 5 月時，美國媒體大肆報導 2014/2015 年有超強聖嬰現象發生，但美國

氣候中心從未提及有超強聖嬰現象會發生，因此更需加強官方預報的普及性與關注

媒體報導正確性，使民眾獲得最正確與最新的預報資訊。另外，研究亦顯示聖嬰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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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強弱與熱帶海溫分布型態有關連性，當聖嬰現象偏弱時，趨向中太平洋聖嬰型態；

當聖嬰現象偏強時，趨向東太平洋聖嬰型態。2014 年大西洋颶風生成數偏少；而

東太平洋颶風生成數明顯偏多。颶風生成數的變化，初步推斷可能與以下幾個因素

相關：垂直風切、海溫變化、ITCZ、東風噴流、高層槽脊場配置。 

會議中特別針對氣候服務應用現況與展望的議題，美國氣候中心持續改進極

端預報的產品、SPI 的乾旱指標預報呈現方式，並預計未來將提供 1 組整合 4 種雨

量資料來源的即時全球日雨量資料，將可大幅增進時間空間的解析度且隨時間變化

有齊一性。 

美國氣候預測中心持續評估 CFSv2 預報技術，並積極計畫 NCEP CFSv3 的發

展。美國氣候中心從 2014 年底開始發展第 3 週與第 4 週實驗性預報產品，發布第

3週與第 4週例行性預報作業是美國氣候中心未來 5年(2015年至 2020年)的重大策

略計畫之一。土壤資訊是天氣與氣候之間的極佳橋梁，可預報度介於 10 天至 2 個

月之間，因此，未來土壤與大氣耦合模式將有助於銜接天氣與氣候之間的預報空窗。

NCEP 目前主要是主要採用國際多重模式系集平均的預報方式，以此方式的預報結

果，能減少模式誤差並增加預報技術。國際多重模式系集平均目前已包含超過 100

個預報成員，即時月資料有 8種變數。中央氣象局在未來發展氣候模式時，建議也

能參考國際上氣候模式發展的趨勢。並進一步讓國際間感受到臺灣對於發展氣候模

式的決心與國際建立合作關係的積極態度。 

氣候診斷分析及預報研討會是美國氣候預報中心每年均會舉辦的例行性年度

會議，會議上提供相當豐富的各國長期預報作業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資訊，建議本

局持續派員參與本會議，以了解國際上氣候預報的作業現況與研究趨勢，將有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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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長期預報作業與模式發展。職此次參與氣候診斷分析及預報研討會，了解國際

上的長期預報作業現況與發展，並充實相關氣候背景知識與增廣見聞。由於 2013

年曾赴美參與美國氣候預報中心季風訓練 (Monsoon Training Desk)課程，與美國氣

候中心研究與預報人員有實務交流與學習的經驗，透過參與本次研討會的機會，再

度與相關人員(圖 4)針對於 2014/2015 年聖嬰現象模式表現與長期預報作業發展等

議題，有更深入的討論與交流，對本局預報中心長期預報業務有相當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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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美國氣候計畫辦公室主任 Dr. Wayne Higgins 簡介 NOAA 主要的氣候研究與

氣候應用服務項目 

 

圖 2：美國氣候開放平臺網頁 www.climate.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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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美國政府資料整合計畫網頁 www.data.gov 

 

 
圖 4：職(左 1)與美國氣候預測中心研究員 Dr. Dan Collins 與 Dr. Emily Becker (左

2 與右 2)及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Dr. Nathaniel C. Johnson(右 1)合照 

http://www.dat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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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第 39屆美國氣候預報中心氣候診斷分析及預報研討會之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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