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出國報告 (出國類別: 研討會)  

 

 

 

赴美國參與第 42 屆氣候診斷分析及預

報研討會 (42nd Climate Diagnostics 

and Prediction Workshop)報告書 

 

 

 

 

服務機關：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姓名職稱：劉人鳳 技士 

派赴國家：美國 

出國期間：106年 10月 19日至 10月 31日 

報告日期：107年 1月 8日 



2 
 

摘要 

 

本次出國主要目的在參與由美國家海洋大氣總署所舉辦的「第 42 屆美國氣

候預報中心氣候診斷分析及預報研討會」，該會議內容涵蓋「近期高衝擊的天氣、

氣候和水資源事件回顧」、「次季節至季節尺度（Subseasonal-to-seasonal，S2S）

的極端事件及災害」、「乾旱與洪水事件」、「高緯度與北極地區的變化對於低緯

度地區的影響及連結」及「氣候預測應用在決策支援服務」5大主題。 

本次研討會提供氣象局發展全球模式組一個重要訊息，即在發展全球模式系

集預測系統，系集預報成員數不宜過少，才能有效提升模式預報能力表現。近年來

國際上主要發展客觀綜合性預報技術，從巨量動力模式預報資料中以客觀統計後處

理方法選取出最具參考的預報資料及機率值，提供預報員參考，並發布官方預報產

品；氣象局應積極發展特有之客觀綜合性預報技術，使預報員能在客觀綜合性預報

技術基礎上，提升官方預報能力，並與國際上預報技術接軌。本次會議持續關注於

氣候預測應用在決策支援服務，期望氣象局未來的預報產品能更加符合相關使用者

的需求，實質拉近與民眾的距離，提供更豐富實用的預報資訊，讓氣象或氣候資訊

能降低氣象及氣候災害損失，進一步能提升預報資訊應用經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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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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業務是負責美國 2 週以

上的氣候預報與監測展品發布。中央氣象局(以下簡稱氣象局)氣象科技中心長期預

報課的工作項目亦為中短期氣候預報及監測，主要是針對第 2 週以上至月季長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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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氣候為主題，每年例行舉辦的年度會議，2017年

第 42 屆氣候診斷分析及預報研討會是由奧克拉荷馬大學的氣象學院(The School of 

Meteor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與美國氣候預報中心及美國國家氣象局下

的氣候服務部門(Climate Services Branch，CSB)所合辦，此次會議於奧克拉荷馬州

諾曼市(Norman)舉辦，其會議內容涵蓋以下 5 大主題： 「近期高衝擊的天氣、氣

候和水資源事件回顧」、「次季節至季節尺度（Subseasonal-to-seasonal，S2S）的

極端事件及災害」、「乾旱與洪水事件」、「高緯度與北極地區的變化對於低緯度

地區的影響及連結」及「氣候預測應用在決策支援服務」。 

參加本次會議，能使氣象局及時掌握國際上的氣候監測預報作業未來發展趨

勢與可應用性，並提升氣象局氣候服務之品質。同時藉由參與會議與他國的氣候預

報與學術研究人員進行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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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間的合作與交流。積極參與國際會議與合作，將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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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氣象局提升中短期氣候監測與預報能力，以減緩天氣或氣候系統所帶來的極端重

大自然災害，強化氣候服務品質，進一步能提升預報資訊應用之經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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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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屆氣候診

斷分析及預報研討會 

出國期間：106年 10月 19日至 106年 10月 31日 

10月 19日 至 22日 自臺北出發至美國奧克拉荷馬州諾曼市(休假 2 日提前出國) 

10月 23日至 26日 

國外出差(10/23-10/26參加第 42屆氣候診斷分析及預測研討會) 

23日：  

 近期的天氣/氣候事件回顧：加州由乾旱轉變洪水事件、2016

年 6 月西維吉尼亞州洪水事件、美國龍捲風事件統計分析、

2016-17 年反聖嬰轉為正常狀態、2017 年美國北部高原乾旱

事件、2016 年超強負相位印度洋海溫偶極事件（ Indian 

Ocean Dipole，IOD）、2016 年長江極端降雨的次季節預報

度 

 次季節至季節間的極端事件：大氣河流(Atmospheric River)在

次季節至季節間的預報能力、季內振盪（MJO）與北極渦旋

對北半球冬季影響 

 參與國家氣象中心導覽(National Weather Center tours) 

24日： 

 次季節至季節間的極端事件：聖嬰現象對美國冬季與早春的

龍捲風事件影響、針對美國第 2 週至第 4 週實驗性預報發

展、墨西哥灣與次季節和季節性強雷暴頻率關係、溫帶環流

影響大西洋熱帶氣旋的活動、極端氣候事件預報能力、評估

美國 GEFS模式對於 MJO預報能力、第 2週動力模式預報熱

浪的發展、熱帶氣旋於 GEFS 的預報成效、利用機器學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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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診斷熱帶氣旋誤差。 

 氣候服務：改善及提供德州中南部的次季節預報、區域乾旱

早期預警及評估、美國南部大平原冬季小麥客製化季節預報

產品。 

 張貼海報論文 

25日： 

 高緯度變異：診斷阿拉斯加季節性溫度趨勢與極端事件、使

用北極測站紀錄分析北極溫度趨勢及極端事件、CMIP5 海氣

冰耦合模式偏差、北美多模式對於北極海冰季節預報能力、

CFSv2模式對於北極海冰的多週預報能力。 

26日： 

 乾旱與洪水事件：北美暖季乾旱之季節預報、診斷全球極端

乾旱特徵、預測美國未來乾旱和洪水事件的特點、美國陸地

水文極端事件的長期變化、撒哈拉以南非洲兩個農業氣候帶

的乾旱特徵 

 次季節至季節的可預報度：從展期的 NCEP 全球集合預報系

統改善亞季風預報、NCEP UGCSv1.0.0用於季節至季節預測 

 氣候診斷、預報及分析：使用校正，橋梁和合併（CBaM）

方法對北美溫度和降水進行季節預測、以國際多重系級模式

平均（NMME）開發季節機率預報工具、第 3 週和第 4 週美

國氣溫和降水可預測性的經驗遙相關標準 (Empirical 

teleconnection-based standards)。 

10月 27日至 31日 

自美國奧克拉荷馬州諾曼市返回臺北(10/29 為週日，10/30-10/31 休假

2日延後返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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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屆美國氣候預報中心氣候診斷分析及預報研討會，於美國奧克拉荷馬州

諾曼市舉辦，為期 4 天(2017 年 10 月 23 日至 26 日)，會議內容主要涵蓋近期天氣、

氣候事件回顧、次季節至季節尺度的極端事件及災害、乾旱與洪水事件、高緯度變

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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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報預報決策工具的應用，有關詳細議程，如附錄。氣象局與淡江大學水資源及環

境工程學系蔡孝忠助理教授合作之「106 年度西北太平洋熱帶氣旋展期預報應用系

統」的委外案，投稿本次會議並由蔡孝忠助理教授代表發表計畫成果：

「Evaluations of western North Pacific tropical cyclone forecasts from the NCEP 

GEFSv11 reforecasts」。 

在研討會開始的前一個週末，美國奧克拉荷馬州諾曼市剛發生一個龍捲風事

件，雖然國家氣象局已發布 8次龍捲風警報，但因龍捲風襲擊市中心房舍及當地賭

場大樓，仍造成房屋損毀，賭場大樓屋頂損壞，大量雨水灌入並造成停電，賭場必

須關閉維修，所幸無人員傷亡(圖 1 及圖 2)。在研討會正式開始首日，大會也針對

此次事件特別聲明，並告知與會人員由於舉辦研討會的地方正是大樓的龍捲風避難

所(圖 3)，因此無須擔心龍捲風侵襲所造成的威脅，也成為本次研討會的小插曲。 

此次參與第 42屆氣候診斷分析及預報研討會(圖 3)，研討會主要分為 5大主題，

分別為「近期高衝擊的天氣、氣候和水資源事件回顧」、「次季節至季節尺度

（Subseasonal-to-seasonal，S2S）的極端事件及災害」、「乾旱與洪水事件」、

「高緯度與北極地區的變化對於低緯度地區的影響及連結」及「氣候預測應用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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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支援服務」，研討會並於第一天下午安排參與國家氣象中心導覽 (National 

Weather Center tours)(圖 4)，於後將說明各部分的學習情形與心得。 

 

(一) 近期高衝擊的天氣、氣候和水資源事件回顧 

有關「近期高衝擊的天氣、氣候和水資源事件回顧」主題，包含美國加州

由乾旱轉變洪水事件、2016年 6月西維吉尼亞州洪水事件、美國龍捲風事件統

計分析、2016-17年反聖嬰轉為正常狀態、2017年美國北部高原乾旱事件、

2016年超強負相位印度洋海溫偶極事件（Indian Ocean Dipole，IOD）、2016

年長江極端降雨的次季節預報度…等等報告內容，以下將摘錄幾篇重點報告。 

美國氣候預測中心(NOAA/NWS/NCEP/CPC)主任 David DeWitt提出近年幾

個成功的預報實驗產品，例如美國氣候預測中心於 2015年開始發布第 3至 4週

實驗性展望，每週發布一次實驗性溫度及雨量展望，每週發布一次，並從 2017

年 5月已正式作業化；另外第 3至 4週北極海冰預報能力提升、增加使用者友

善互動操作介面及新一代的再分析資料(CORe Reanalysis)皆是成功將實驗性產

品順利提升為作業化產品的實例。另一個重要訊息是美國於 2017年 4月 18日

正式通過天氣研究和預報創新法，根據天氣法案(Weather Bill)，NOAA須於

2018年 10月 18日前正式向國會報告，提出 NOAA對於次季節和季節預報的

規劃和準備，如何繼續發展次季節和季節預測及相關產品的具體研究計畫和目

標。David DeWitt認為向國會報告天氣法案的場合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向社會大

眾展現目前美國氣象機構的作業產品預測能力，並且期望能夠完整呈述闡明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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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持續地透過學術研究來強化作業預報產品並改善未來預報需求，使作業預報

產品的效果更精進(圖 5及圖 6)。 

美國氣候預測中心的 Michelle L’ Heureux回顧 2016/17年反聖嬰事件回復

到正常的發展過程，回顧國際多重模式系集平均(NMME)於 2016 年夏季預報時，

對於 2016/17年反聖嬰事件預報過冷，而對於 2017年夏季又預報過暖，其中

2017年 9月為預報目標月份時，甚至是 NMME自 1982年以來獲得最低機率預

報得分，顯示模式無法即時掌握 2016/17年海溫變化趨勢。 

哥倫比亞大學的 Michael K. Tippett針對美國龍捲風的長期趨勢作分析，針

對美國大型、大範圍且可持續 1至 3天的天氣型態稱為「龍捲風爆發」(tornado 

outbreak)，研究初步成果顯示每年龍捲風爆發的次數並沒有長期明顯變化趨勢，

但龍捲風爆發事件包含的龍捲風個數卻是有增加趨勢。 

澳洲氣象局的 Catherine Ganter報告有關 2016年超強負相位印度洋海溫偶

極事件（Indian Ocean Dipole，IOD），模式於 2016年 3月至 4月預測超強負

IOD事件，超強負 IOD事件於 5月底發展，於 7月達到 50年以來最低值，11

月超強 IOD 事件結束，超強負 IOD 事件導致澳洲多雨，尤其是在澳洲東半部，

但東非卻是歷經嚴重乾旱；因此同一氣候事件對全球不同區域，造成的影響大

不同。如同 ENSO 與極區主要氣候的變異現象地理位置主要在熱帶地區及極區，

雖距離臺灣相當遙遠，但 ENSO能透過影響颱風的生成位置與路徑、大氣環流

傳遞能量或遙相關，其所造成的結果，並隨各 ENSO事件的差異不同，對臺灣

也有不同層面的影響。因此近年氣象局也積極建立不同氣候事件，對於臺灣的

影響，讓預報員能有概念模式及提供預報指引，當預報某個事件即將發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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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迅速掌握可能對臺灣產生的影響及關連性，有助於更即時準確修正預報產

品。 

(二) 次季節至季節尺度（Subseasonal-to-seasonal，S2S）的極端事件及災害 

聖嬰現象對美國冬季與早春的龍捲風事件影響、針對美國第 2 至第 4 週

實驗性預報發展、墨西哥灣與次季節和季節性強雷暴頻率關係、溫帶環流影響

大西洋熱帶氣旋的活動、極端氣候事件預報能力、評估美國 GEFS 模式對於

MJO 預報能力、第 2 週動力模式預報熱浪的發展、熱帶氣旋於 GEFS 的預報

成效及利用機器學習方法診斷熱帶氣旋誤差等等報告內容，以下摘錄幾篇重點

報告。 

美國氣候預測中心的 Hui Wang評估目前美國第 2至 4週極端天氣預測實

驗產品，主要使用美國 GEFS 模式的 16 天重預報資料(1996 年至 2012 年)，將

Supercell Composite Parameter (SCP)作為預報因子，使用混合模式 (Hybrid 

dynamical – statistical model)交叉驗證在過去重預報期間模式預報能力，顯示

預報能力於第 1週後迅速下降，第 2週預報能力遠低於第 1週。未來將展期至

第 3 至 4 週模式極端天氣指引，嘗試使用 CFSv2 的 45 天預報資料，計畫找出

第 3至 4週其他可能預報因子，以利提高極端天氣預測能力。 

美國模式預報研發中心(Environmental Modeling Center，EMC)的 Wei Li評

估美國 GEFSv11 模式對於季內振盪(Madden Julian Oscillation，MJO)預報能力，

比較數種實驗模式，顯示有經過校正及加入 scale aware convection scheme皆有

改善 MJO 預報技術，而氣象參數預報能力分別是高層風場(U200)最佳，其次

是低層風場(U850)及外逸長波輻射(OLR)。而改善最多的地方是熱帶西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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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印度洋地區。至於比較系集成員的多寡，11 個預報系集成員與 21 個預報系

集成員的 MJO 預報技術差異不大，但只有 5 個預報系集成員則表現明顯下降。

因此在發展氣象局全球模式 45 天系集預測系統，如未來計畫產製重預報資料

時，或許可以將此分析結果納入考慮，系集預報成員至少大於 11 個，可能有

助於日後分析。Yuejian Zhu評估 GEFS模式第 2至 4週預報能力，比較預報系

集成員數目，21 個與 11 個差異不大，但如果只有 5 個預報系集成員則預報技

術分數有明顯下降，並通過 95%顯著性檢定。 

(三) 氣候預測應用在決策支援服務 

本主題主要為氣候服務，包含改善及提供德州中南部的次季節預報、區

域乾旱早期預警及評估、美國南部大平原冬季小麥客製化季節預報產品等等報

告內容，以下摘錄幾篇重點報告。 

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的 Toni Klemm 與 Renee McPherson，發展美國南部

大平原冬季小麥的客製化季節預報產品，提出目前季節預報產品對於農業相關

用戶的五大限制，分別是低時間分辨率、低空間分辨率、不確定性及準確性低、

艱深難以理解、預測資訊與農業無直接相關性。此研究採用線上問卷調查方式，

詢問種植冬季小麥的農業相關用戶最關注的氣象參數是雨量，其次則是連續降

雨日數。並且由線上問卷調查結果分析顯示種植冬麥時間為 9月，收成冬麥是

在隔年 7 月，因此種植冬麥的農業相關用戶，最重視 9 月至 12 月的季節預報。

因此，提供相關用戶合時合宜的預報相關產品資訊，才能有效提升預報資訊應

用之經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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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農業部農業研究服務中心(USDA/Southern Plains Climate Hub)的主任

David Brown 報告為因應美國氣候中心於 2016 年 4 月發布反聖嬰監測(La Niña 

watch)，氣候上發生典型反聖嬰事件下，美國南部大平原預期將偏乾及偏暖，

美國農業部積極規劃召開數場與相關用戶端的研討會，及時提供預報資訊及歷

史的區域氣候情況，傳遞乾旱早期預警和教育的工具和資源，並徵求相關用戶

對乾旱管理挑戰和戰略的看法。每場研討會都依據地區性利益相關者需求差異

而有所調整，提供客製化的需求及討論。 

 

(四) 北極氣候變異與中緯度連結的預測歸因 

北極氣候變異與中緯度連結的預測歸因內容包含：診斷阿拉斯加季節性

溫度趨勢與極端事件、使用北極測站紀錄分析北極溫度趨勢及極端事件、

CMIP5 海氣冰耦合模式偏差、北美多模式對於北極海冰季節預報能力、

CFSv2 模式對於北極海冰的多週預報能力等等報告內容，以下摘錄幾篇重點

報告。 

美國氣候中心的 Kirstin Harnos 診斷國際多重模式對於北極海冰面積預報

能力，分析顯示使用國際多重模式能減少模式預報海冰面積的誤差，而模式

須能掌握海冰面積的長期趨勢才能改善預報能力。並發現模式近幾年的 9 月

方均根差(Root-mean-square error，RMSE)較大，模式無法準確掌握海冰面積

即時變化趨勢，後續還需要更多研究去深入了解可能機制。 

美國氣候中心的 Laura M. Ciasto 的報告中，統計顯示季內振盪東移至相

位 4 時，對流在東半球，大多為正北極振盪(AO)，但當 MJO 東移行至相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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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對流在西半球，大多為負北極振盪(AO)。但 MJO 與 AO 關係並沒有明顯

受到平流層極地渦漩(Stratospheric Polar Vortex，SPV)變化影響。分析多模式

次季節至季節計畫(Sub-seasonal to Seasonal，S2S)的各家模式分別對 MJO、

AO及 SPV的預報能力，顯示有關 MJO預報，大部分模式預報 10天內相關係

數高達 0.8，預報 10天至 20天內距平相關係數仍有達到 0.5。針對 AO預報，

大部分模式預報 10 天內相關係數高達 0.7，預報 10 天後距平相關係數迅速下

降，預報 20 天相關係數已下降至 0.3 至 0.4。模式對於 SPV 預報能力較佳，

預報 20 天內相關係數大多能維持在 0.8 左右，只有澳洲及日本模式相關係數

較低。 

(五) 乾旱與洪水事件 

北美暖季乾旱之季節預報、診斷全球極端乾旱特徵、預測美國未來乾旱

和洪水事件的特點、美國陸地水文極端事件的長期變化、撒哈拉以南非洲兩個

農業氣候帶的乾旱特徵等等報告內容，以下摘錄幾篇重點報告。 

NASA 全球模擬與同化辦公室的 Hailan Wang，提出透過了解駐性羅士陪

波(Stationary Rossby waves)，有助於改善暖季北美乾旱的次季節預報。研究指

出模式需要能正確模擬中高緯度的噴流及預測駐性羅士陪波的來源，並移除掉

模式系統性誤差，的確有增加暖季北美乾旱的次季節預報能力。 

美國奧克拉荷馬州大學的 Elinor R. Martin 模擬未來美國乾旱及洪水事件

特徵，模式預測未來洪水區域會越濕且持續時間越長，反之乾旱區域會越乾且

持續時間亦增長，此現象不僅僅發生在美國，研究亦顯示在全球其他區域也有

此長期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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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參與國家氣象中心導覽(National Weather center tours) 

國家氣象中心位於美國奧克拉荷馬州諾曼市，有將近 500 位員工在國家

天氣中心服務，一年平均有 3 萬名參觀者，並與當地藝術家合作，展出當地

藝術家與氣象相關資訊的畫作，結合藝術及科學。首先導覽員從 1 樓開始介

紹，1 樓包含參觀中心、SOS 展場、大型會議室及提供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學

生上課的教室，1樓的戶外有數台雷達車，未來將會以新型雷達 flat radar取代

傳統雷達，可以減少掃描時間策略（圖 4）；接著前往 2 樓參觀地區天氣預報

作業中心監測室(WFO warming and forecast operation)，每個監測室設有多個大

大小小的監控螢幕同時觀看，並以一天三班的輪班制度來輪替；最後搭乘電

梯抵達位於頂樓的 360 度景觀台，由於美國奧克拉荷馬州地形相當平坦，視

野相當廣闊，如有龍捲風發生時，觀測研究員亦會上頂樓直接肉眼觀測。 

針對於結合當地藝術家與氣象相關資訊的藝術作品，不僅能美化辦公區

域，並且也能吸引參觀者目光，是一個很好的設計想法，值得氣象局參考。

此外，結合國家氣象中心位於奧克拉荷馬大學校園內，因此能讓奧克拉荷馬

大學的學生們能與作業單位近距離學習，並真正了解實際氣象作業的操作及

應用，雙方並能有效分享及運用資源，將科學與教育融合，並達到最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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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與建議  

職此次赴美國奧克拉荷馬州諾曼市參加第 42 屆美國氣候預報中心氣候診斷分

析及預報研討會 (42nd NOAA Climate Diagnostics and Prediction Workshop) ，4天

的會議內容主要涵蓋「近期高影響的天氣、氣候和水資源事件回顧」、「次季節至

季節尺度（Subseasonal-to-seasonal，S2S）的極端事件及災害」、「乾旱與洪水事

件」、「高緯度與北極地區的變化對於低緯度地區的影響及連結」及「氣候預測應

用在決策支援服務」5個主題。 

透過本次會議報告，多位美國模式預報研發中心 (Environmental Modeling 

Center，EMC)的研究員們評估美國 GEFSv11 模式預報能力，並進行系集成員數多

寡測試，測試結果顯示 11 個預報系集成員與 21 個預報系集成員的 MJO 預報技術

差異不大，但表現明顯優於只有 5個預報系集成員。因此提供氣象局全球模式組一

個重要訊息，在發展全球模式 45 天系集預測系統，如未來計畫產製重預報資料時，

或許可以將此分析結果納入考慮，在氣象局有限運算資源，期望產製重預報資料的

系集預報成員數至少大於 11個，將大大有助於提升模式預報表現。 

氣象局氣象科技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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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課內的中短期氣候預報仍主要以經驗法則加上主觀判定，決定機率

值並發布官方預報產品，因此無法客觀判斷在使用多種模式時，在不同季節與不同

環流狀況下預報人員所需做的適當調整與修正。近年來國際上主要發展客觀綜合性

預報(consolidation)技術，從大量動力模式預報資料中以客觀統計後處理方法選取

出最精華的預報資料及機率值，提供預報員參考，並發布官方預報產品。此外，澳

洲的 Andrew Schepen 與 Q. J. Wang 博士亦發展 CBaM (Calibration, Brig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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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gin)模式後處理方法，目前美國氣候中心也積極將 NMME 模式預報資料套用

CBaM 模式後處理方法，並評估對美國地區域報表現，預期未來將正式上線；於會

議上並有機會與美國氣候中心的 Sarah Strazzo博士討論及交流，Sarah Strazzo博士

並表示未來有計畫將此方法套用範圍擴大到全球。近年氣象局也著手發展客觀綜合

性預報技術，但受限於重預報模式資料的取得不易及技術方法的多方嘗試，期望未

來能增加資源及人力，並加強與國際上相關研究人員與顧問交流，將有利於發展氣

象局之客觀綜合性預報技術，使預報員能在客觀綜合性預報技術基礎上，提升官方

預報能力。 

氣象局氣象科技研究中心每月提供預報員氣象局全球模式的預報與校驗結果，

也透過統計與動力降尺度，針對臺灣的各區域提供適當的預報建議，的確有助於中

長期預報產品發布，但氣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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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進行模式校驗結果評估與改進預報技術。NCEP 目前主要採

用國際多重模式系集平均的預報方式，研究顯示以此方法能有效降低模式誤差並提

升預報技術能力。氣象局在未來發展氣候模式時，如能參考國際上氣候模式發展的

趨勢，透過國際合作及交流互惠，預期將更能增進模式改進的速度與維持本國的氣

候預報能力。 

氣候診斷分析及預報研討會是美國氣候預報中心每年例行舉辦的年度會議，

會議上提供相當最即時及豐富的各國長期預報作業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資訊，建議

氣象局持續派員參與此年度例行性會議，以了解國際上氣候預報的作業現況與研究

趨勢，將有助於氣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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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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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聞。透過參與本次研討會的機會，再度與相關人員針對於 2016/2017 年反聖嬰現

象模式表現、CBaM 模式後處理方法與第 2至 4 週預報作業發展等議題，有更深入

的討論與交流，對氣象局長期預報業務有相當助益。 

氣象局過去幾年積極執行「氣候變遷應用服務能力發展」計畫，並於 107年至

110 年繼續執行「農漁業健康環境形塑-運用客製化天氣與氣候資訊」計畫，計畫

目標希望能了解氣象及氣候資訊在不同應用領域所能發揮的最大經濟價值及效應。

目前透過論壇形式有助於相關用戶了解氣象局預報產品及其應用上限制，同時在了

解相關用戶端具體明確的需求後，將可做為未來規劃預報產品的重要參考依據。期

望未來氣象局的預報產品能更加符合相關用戶的需求，實質拉近與民眾的距離，提

供更豐富實用的預報資訊，讓氣象或氣候資訊能具體降低氣象及氣候災害損失，進

一步能提升預報資訊應用經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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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美聯社報導 2017 年 10 月 22 日美國奧克拉荷馬州諾曼市(Norman)遭 EF1

級龍捲風襲擊造成建築物損毀(參考網

址:http://www.atlanticbb.net/news/read/article/the_associated_press-

weather_service_oklahoma_hit_with_as_many_as_4_tor-ap) 

 
圖 2：美聯社報導 2017 年 10 月 22 日美國奧克拉荷馬州諾曼市(Norman)遭 EF1

級龍捲風襲擊，當地賭場屋頂部分倒塌，電力中斷被迫關閉並進行搶修。(參考網

址: https://igaming.org/images/casino/casino_news/image_large_1321.jpg) 

 

http://www.atlanticbb.net/news/read/article/the_associated_press-weather_service_oklahoma_hit_with_as_many_as_4_tor-ap
http://www.atlanticbb.net/news/read/article/the_associated_press-weather_service_oklahoma_hit_with_as_many_as_4_tor-ap
https://igaming.org/images/casino/casino_news/image_large_132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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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第 42 屆氣候診斷分析及預報研討會(42nd Climate Diagnostics and 

Prediction Workshop)舉辦於美國奧克拉荷馬州諾曼市(Norman)的國家氣象

中心(National Weather center) 

 

 
圖 4：研討會於第一天下午安排參訪國家氣象中心導覽(National Weather center 

t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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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天氣法案之背景說明 

 
圖 6：天氣法案：NOAA 需向美國國會提出具提報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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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第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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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