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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每四年召開一次國際季

風研討會(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Monsoons, IWM)，定期對當時所瞭解的季風

科學及重要相關議題進行完整的回顧，並藉由這個研討會來聚集水文氣象作業專家與季風

相關研究學者共同討論，提供研發人員、測報實務作業人員、與季風預報產品後端使用者

的經驗交流平台，以促進季風科學的發展與科研成果的有效應用。第 6次國際季風研討會

(IWM-VI)於 106年 11月 13至 11月 17日在新加坡舉辦，出國人員投遞一份有關熱帶季內

振盪(Madden Julian Oscillation, MJO)對東亞降水影響的研究報告，獲大會接受與會並

給予邀請函。 

參與國際季風研討會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藉由專家報告及研究討論來更深入瞭解國

際目前對季風科學的認識與對測報技術的應用，並關注仍待探究的重要議題。與此同時，

把握機會發表我國在氣候測報技術研發的論文成果，並與各國水文氣象作業專家、研究學

者進行互動研討，以期增進氣象測報技術發展，並提升我國在國際氣象同行之間的參與能

見度。 

世界氣象組織近幾次所舉辦的國際季風研討會將季風議題擴展為所有與預報極端降

水、颱風、乾旱等高影響天氣的全時間尺度聯合議題。可以說現在的國際季風研討會已為

天氣與氣候搭起協同合作的橋樑。現今推行國際季風研討會的組織團隊是天氣與氣候專家

的合作，研討會的內容設計是跨尺度專家的對話平台，更是各國測報實務人員與科研人員

的國際交流管道，建議持續把握可以參加的機會、積極鼓勵同仁整理工作成果來與國際交

流。此外，本次研討會有 2個邀請報告介紹衛星觀測資料在極端降水問題的研究，WMO目

前也有一個正在發起的相關實驗計畫，名為「作業性極端天氣與氣候太空監測」

(Operational Space-based Weather and Climate Extremes Monitoring, SWCEM)，規劃

要從 2018年推出一個 2 年的示範計畫(SWCEM Demonstration Project)來監測西太平洋和

東南亞地區的極端降水事件。衛星資料在氣候的應用愈來愈受到重視，建議鼓勵同仁多關

注 WMO對於此類重要計畫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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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中央氣象局(以下簡稱氣象局)為掌握國際最新的氣象測報技術，並提高區域性天氣

與氣候預報的作業能力，需要把握各種機會來與各國氣象單位、學研機構保持有效的互動，

以期獲得國際最新的發展動態與訊息。職本次奉准出國參加由世界氣象組織(WMO,本文各

英文縮寫名稱對照請見附錄 1)於 106 年 11 月 13 至 11 月 17 日在新加坡舉辦的第 6 次國

際季風研討會(IWM-VI)，經由投遞一份有關熱帶季內振盪(Madden Julian Oscillation, 

MJO)對東亞降水影響的研究報告，獲大會接受與會並給予邀請函(附錄 2)，該論文報告題

目為：Defining the MJO in cold season for its influence on East Asian weather。

參與國際季風研討會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藉由專家報告及研究討論更深入瞭解國際目前對

季風科學的認識與對測報技術的應用，並關注仍待探究的重要議題。與此同時，把握機會

發表我國在氣候測報技術研發的論文成果，並與各國水文氣象作業專家、研究學者進行互

動研討，以期增進氣象測報技術發展，並提升我國在國際氣象同行之間的參與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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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此國際季風研討會是世界氣象組織 (WMO)世界天氣研究計畫 (World Weather 

Research Programme, WWRP)季風委員會(Monsoon Panel)每四年召開一次的研討會議，其

目的是為了定期對當時所瞭解的季風科學與重要相關議題做一次完整的回顧，並藉由這個

研討會來聚集水文氣象作業專家、季風相關研究學者共同討論，提供研發人員、測報實務

作業人員、季風預報產品後端使用者交流經驗與想法的平台，以達成促進季風科學的發展

與科研成果的有效應用。 

此研討會自 1995年在印尼的峇里島首次舉辦，其後依序分別在印度新德里(2000年)、

大陸杭州(2004年)、北京(2008年)、澳門(2013 年)等地舉辦，此次是第六次，地點移至

新加坡，與會者約有 150 名。協助辦理第六次研討會議的單位包括新加坡氣象局、香港中

文大學環境、能源及可持續發展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 Energy and 

Sustainability (IEES)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世界氣候研究計

畫(World Climate Research Programme, WCRP)的全球能量與水循環組(The Global 

Energy and Water Exchanges, GEWEX)以及氣候變化及可預報度組(Climate Vari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CLIVAR)聯合季風工作組(GEWEX-CLIVAR Monsoons Panel)、熱帶季

內振盪任務專案組(Madden-Julian Oscillation Task Force)、次季節暨季節指導組

(Subseasonal to Seasonal Steering Group)、海洋大陸年科學指導委員會(Years of 

Maritime Continent Scientific Steering Committee)、以及 Th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由協辦的單位可看出世界氣象組織(WMO)的世界天氣研究計劃(WWRP)

與世界氣候研究計畫(WCRP)的密切合作。 

世界氣象組織季風委員會(Monsoon Panel)主席張智北教授是享譽國際的卓越科學家，

自第三次國際季風研討會以來，連續 4屆擔任本研討會國際組織委員會主席，統籌大會的

舉行，不只促進天氣與氣候專家的合作，也將季風研討議題從過去較為侷限的定位擴展為

所有與預報極端降水、颱風、乾旱等高影響天氣的全時間尺度聯合議題，促進了跨尺度專

家的交流與合作，並且也推動將每一次研討會所邀請的論文報告經同行專家審查後集結成

專書出版。該專書名稱為：The Global Monsoon System: Research and Forecast。除了

第 1冊(2004年第三次研討會)是以 WMO的技術文件(WMO TD 1266)在 2005 年出刊外，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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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2008年第四次研討會)及第 3冊(2011年第五次研討會)分別在 2011年及 2016年由 Th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出版，屬於該出版公司”World Scientific 

Series on Asia-Pacific Weather and Climate”叢書系列。張教授連續多年在氣象科學

界的貢獻獲得相當高的評價及讚譽，他在美國加州蒙特羅市海軍研究院任教多年，目前為

該校特聘名譽教授。氣象局在過去 30 年推動的氣象現代化發展，張教授是最主要的協助

者。除了建議氣象局應重視科技發展和科技人才的培訓，張教授也時常鼓勵氣象局同仁參

與國際活動，此次職即在張教授協助下，得以參與由世界氣象組織主辦的國際季風研討會。

職此次出國經費除由氣象局提供外，亦得到國立臺灣大學所執行科技部計畫的協助支應。 

本研討會於 106年 11月 13日至 17日共舉行 5天，職出國時間為 106 年 11月 12至

18日。除了參加研討會外，並無安排其他行程。行程摘要如表一。 

 

日期 地點 工作摘要 

106年 11月 12日 臺北-新加坡 赴新加坡 

106年 11月 13日至 17日 新加坡 參與「Sixth WMO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Monsoons 」研討會議，並發

表張貼論文報告。 

106年 11月 18日 新加坡-臺北 返回臺北 

表一：出國行程摘要 

本研討會共 5天的詳細議程如附錄 3，除了各地專家提供以口頭型式或張貼論文型式

發表研究提供研討之外，另有安排 4個主題的訓練課程，雖然這是 WMO提供給氣象水文作

業預報員的教育訓練機會，部分與會科學家們也深感興趣。以下對參與此研討會的過程，

以(一)研討內容(二)訓練課程(三)發表張貼論文等 3個方面分節報告。 

(一) 研討內容 

本次研討會共設計有 4大科學主題，分別為：(1)區域季風與氣候(Regional Monsoon 

and Climate)、(2)中尺度與高影響天氣(Mesoscale and High Impact Weather)、(3)季

內變化與次季節暨月季預報(Intraseasonal Variability and S2S Prediction)、(4)數

值模擬(Modeling)。根據大會整理的論文集，本研討會共收錄 38篇邀請論文報告、46篇

口頭報告及 85篇張貼論文。簡易議程表可見於附錄 3.1，邀請論文報告名冊清單可見於附



 7 

錄 3.2。邀請論文的報告時間僅為 20分鐘、其他獲接受的口頭報告更只有 12分鐘，考驗

報告者的簡報技巧與聽講者的專注程度。 

第 1天(11月 13日)的研討從區域季風與氣候的科學主題開始，由大會特別邀請報告

的專家們提供各區域季風的重要研究回顧，包含印度季風、東亞季風、南亞季風、美洲季

風、中非季風、澳洲季風。來自各區域關心季風議題的人，除了自己所在的地區外，也可

以聽聽世界其他季風區所關心的議題。有些是大尺度的共同問題，有些則是區域性的特徵。

其中王斌教授從主模態的角度討論亞洲季風的年際變化機制及模式可預報度。大陸的青年

學者王林博士給了東亞冬季風的研究回顧，他分別從年際變化、年代際變化、季內變化等

3個重要時間尺度來分別整理目前科研的認識，報告相當精彩。在年際變化的問題中提到

常見研究的做法是使用季風指標，也指出利用主要模態來討論的方式。最後提到一些研究

是從次季節來看年際變化的問題，王博士對於此部分的解說所引用的論文之一正是本局盧

孟明主任研究員與張智北教授的合作研究(2009)成果。在年代際變化方面，在略提早期的

研究之後，王博士介紹了近 2年科學家對此問題的探討重心之一是海冰對東亞季風的可能

衝擊及影響機制，提到要解釋其中連結，大氣的阻塞行為可能是重要的因素。在季內變化

方面，王博士摘錄出近 2年的相關研究，說明東亞冬季環流與氣溫變化存在明顯季內變化

訊號，強調此現象可能源自受到來自歐亞大陸透過低頻羅士培波的影響，當氣流來到南海

及西北太平洋時，海氣的交互作用也可能促發海溫的季內變化。短短 20 分鐘，王博士對

東亞冬季風的整理令我印象深刻。 

由於季風是一個跨時空尺度的問題，如同王博士所提，在氣候研究中，透過主模態是

一個常見手段，如何尋找主模態亦是研究人員的考慮重點。Prof. Kyung-Ja Ha是來自韓

國的著名氣候專家，她的邀請報告介紹了用非線性的方法來分類主模態，主要使用一種分

群演算法稱為自組織映射圖 Self-Organizing Map (SOM)法，這是屬於類神經一類的方法。

SOM近年在大氣科學界開始有一些應用，職也特別好奇這個工具的效果。Prof. Ha研究夏

季季風問題，在報告中說明他們使用季風環流指標，藉由 SOM分群技術，找出東亞、西太

平洋有 4個模態，第 1個模態的特徵可代表初夏的梅雨前期，第 2個模態則反應 6月中至

7月底的環流特徵，此時，梅雨雨帶北抬，掛在增強的西北太平洋副高北緣，第 3個及第

4個模態反應的是後夏環流的特徵，一個被稱為西北太平洋副高模態，另一個則被稱為季

風渦旋模態。透過這些主模態，科學家分別探討機制及可預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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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季風與氣候的科學主題中，有幾個報告被安排在第 4天(11月 16 日)上午，李天

明教授介紹了在聖嬰年時西北太平洋反氣旋距平的形成理論，另外海洋大陸區的各尺度天

氣變化現象是當前發熱的科學主題，海洋大陸區的對全球季風系統的重要性近年備受重視，

主持海洋大陸年(YMC)計畫的 Prof. Kunio Yoneyama 介紹了計畫現況。臺灣學界在科技部

支持下也參與了這個國際計畫，臺灣大學隋中興老師擔任「南海-海洋大陸區對流與大尺

度環流交互作用」總計畫主持人，在大會中介紹相關工作，說明臺灣與國際團隊共同進行

觀測、分享資料，並就南海-海洋大陸區水氣傳輸與對流的交互作用發展的合作研究。在

此節中還有張智北教授的報告是介紹海洋大陸區降水預報的問題，主要討論 ENSO 的影響

與地形的角色。報告中有提到東南亞國家區域預報論壇(ASEAN Climate Outlook Forums, 

ASEANCOF)也特別吸引職之注意。WMO 下有幾個區域預報論壇(The Regional Climate 

Outlook Forum)，在東亞方面有中、日、韓及蒙古輪流主辦的東亞區域預報論壇(East Asia 

Climate Outlook Forum, EASCOF)。目前臺灣並沒有參加這類的國際預報論壇。 

中尺度與高影響天氣科學主題安排在第 2天(11月 14日)，以及第 4 天下午(11月 16

日)。研討的議題包含日變化、邊界層、颱風、暴雨、熱浪、龍捲風。此節主題有 2個報告

討論到臺灣天氣，其一是臺灣大學周仲島教授對於夏季北臺灣暴雨的研究，另一個是著名

雷達專家 Prof. Michael M. Bell 介紹起因於颱風的極端降水研究，他在報告中以臺灣於

莫拉克颱風期間的定量降水預報(QPF)圖說明相關問題。Prof. Bell 同時也是大會邀請的

訓練課程講師，在 2017 年曾來氣象局訪問。在中尺度與高影響天氣科學主題下，有 2 個

報告提到來自衛星觀測的雨量推估資料 TRMM(Tropical Rainfall Measuring Mission)，

其中 Prof. Yukari N. Takayabu 介紹衛星觀測資料在極端降水問題的研究。在暖化議題

下，科學家探討熱帶極端降水，透過衛星攜帶的測雨雷達可以有機會以 3 維的角度來檢視

熱帶降水。衛星資料在氣候研究的應用愈來愈受到重視，最近在 WMO就有一個正在發起的

相關實驗計畫，名為「作業性極端天氣與氣候太空監測」(Operational Space-based 

Weather and Climate Extremes Monitoring, SWCEM)。WMO對於這個 SWCEM 已規劃要從

2018年推出一個 2年的示範計畫(SWCEM Demonstration Project)，相關組織工作即將開

始。根據了解，這個試驗計畫會在西太平洋和東南亞地區實行，以監測與降水有關的極端

事件為主。極端降水包含過多的雨水或乾旱現象都是防災所需的重要資訊，對於 WMO這個

示範計畫的發展，氣象局也密切注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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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內變化與次季節暨月季預報(S2S)科學主題安排在第 3 天(11 月 15 日)，共有 8 個

邀請報告。由於熱帶季內振盪(MJO)是提供次季節可預報度最重要的物理參考來源，此節

大部分的報告也圍繞在對於 MJO的探討，包含 MJO 波動的移行、MJO的理論、MJO的模擬、

預報與評估方法、海氣交互作用、以及中緯度波動對 MJO的影響。 

MJO是大範圍熱帶深對流結合中低緯度氣流變化的向東移行現象，大約以 30至 60天

完成一個乾溼變化的循環。由於大尺度熱帶對流是趨動全球環流變化相當重要的熱源強迫

力，MJO的移行即代表了此熱源強迫力在季節內時間尺度的移動變化，其將連動熱帶以外

的大氣環流，並帶來對中高緯度天氣的影響。要運用這個自然波動帶來的天氣預報可參考

資訊，需要了解 MJO波動的傳播理論，並能以數值方式成功模擬及預測其形成與移動變化。

不過，地球環境在包含大氣、海洋、陸地等多種變因之間的複雜交互作用下，即使一個似

乎具備共有特徵的自然波動，往往還是會出現多種樣貌，因此這類科學探討常存在很大的

挑戰性，需要不斷的驗證已知的理論並修正不足。對於次季節暨月季預報的短期氣候預報

而言，MJO 及 ENSO 這 2 個具準周期的自然波動是可提供預報參考的最重要的大氣海洋波

動現象，科學家們經由過去幾個年代的研究努力，不只對此 2個重要波動的理論達到一定

程度的了解，也使其能被落實在預報實務應用上，只是改進不足的工作仍需持續進行。一

般認為：目前對於 ENSO 的瞭解已達到比較成熟，數值模式也有預報技術，但對於 MJO 的

預報則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間。此節的各項討論皆面向這些挑戰，其中有 2 位邀請報告者的

研究工作特別吸引職的注意，一位是任教於紐約州立大學阿爾巴尼分校(University at 

Albany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大氣環境科學系的 Prof. Paul Roundy，他在

中緯度波動對 MJO 的影響有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團隊也時常參與美國氣候預報中心

(Climate Prediction Center, CPC)的監測預報討論會，並熱心提供即時評論。另一位是

任教於紐約石溪大學(Stony Brook University)的 Prof. Hyemi Kim，她探討的問題是模

式對於 MJO的預報能力及需要突破的挑戰，這是所有致力於次季節預報的模式發展者關心

的問題，氣象局亦然。這 2位學者的報告內容及研究議題皆與氣象局目前發展次季節預報

業務的相關工作有關，職也在會場把握機會向其請益。 

數值模擬(Modeling)科學主題安排在第 5天(11月 17日)，在這節的第一個報告是談

雲解析模式，大會邀請日本名古屋大學的 Prof. Kazuhisa Tsuboki 介紹了他們所發展的

CReSS(Cloud Resolving Storm Simulator) 雲解析風暴模式。對於降水或颱風這類高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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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天氣的探討，特別需要這種具有高解析模擬能力的模式。對於全球季風降水問題研究，

也需要高解析模式，此節第 2 個報告邀請 Dr. Akio Kitoh 介紹日本氣象廳氣象研究所

(Meteor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MRI)發展的高解析(20km, 60km)大氣環流模式

MRI-AGCMs。上述 2 個模式在國內都有使用者，師範大學王重傑老師團隊利用 CReSS 模式

做了許多有關定量降水預報的評估及颱風降水相關的研究；而 MRI-AGCMs 的資料則常見用

於對未來區域氣候變遷的推估。本節還有 2個邀請報告學者是世界氣候研究計畫(WCRP)的

GEWEX-CLIVAR Monsoons Panel 季風工作組的重要成員，他們介紹了當前在氣候模擬問題

的挑戰，並提出應對的努力方向及相關科學計畫。在前述的區域季風與氣候科學主題中，

也有 3位學者是 GEWEX-CLIVAR Monsoons Panel 季風工作組的重要成員。 

(二) 訓練課程 

本研討會另有安排 WMO 針對作業性季風研究與預報議題的 4 場訓練課程，這是特別

為氣象水文作業單位預報員所設計，提供預報員了解季風預報相關的最新研究結果與發展

技術。4場訓練課程名稱可見於附錄 3.2，內容簡述如下：(1)熱帶對流與季風對流，由 Prof. 

Richard Johnson 講授。(2) 使用 APCC CIT(CLimate Information ToolKit)操作多模式

統計降尺度預報，由 2位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氣候中心(APEC Climate Center, APCC)的同

事講授。(3)雷達氣象，由 Prof. Michael M. Bell 講授。(4)包含 MJO與熱帶波動的熱帶

預報應用，由法國氣象局的 Mr. Thierry Lefort 講授。4場課程安排於第 2天及第 5天

下午，其中前 3場與研討會同時間平行進行。在分身乏術下，職選擇仍以聽取研討會報告

為主。季風對流與雷達氣象的講義有公告於網路上，職也將其資訊轉知局內同事，提供參

考。職最感興趣並能全程參與的是第 4場的熱帶預報應用，講師使用北卡羅來納大學氣候

研究協力中心(North Carolina Institute for Climate Studies, NCICS)建置的 MJO與

熱帶波動監測網站 (http://monitor.cicsnc.org/mjo/current/)產品圖，並以幾個設定

的問題出發來引導思考。講師也介紹了 CPC 的全球熱帶危險災害與助益預報(Global 

Tropics Hazards and Benefits Outlook)，並邀請 APCC 負責夏季季內震盪預報計畫

(Boreal summer intraseasonal oscillation, BSISO)預報的 Dr. Hae Jeong Kim上台一

起說明 MJO與 BSISO的差別。此課程談的是比較基礎的概念，有關提到的熱帶波動監測網

站及相關產品，氣象局負責氣候監測業務的同事都已相當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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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張貼論文發表 

職參與此次研討會的論文題目為：Defining the MJO in cold season for its 

influence on East Asian weather(附錄 4)，隋中興教授與張智北教授為共同作者。職

選擇在此會議以張貼論文的方式發表，不過大會另有提供論文張貼者可選擇是否上台以

2.5分鐘介紹研究工作。雖然知道只能用一頁短講是一個挑戰，職還是報名把握了這個磨

練機會。大會安排張貼論文的專屬討論時間為第 3天及第 4天的下午議程的最後一節，期

間駐足觀看職所貼海報並進行討論的大約有 10 人，包含學者及氣象作業單位人員，其中

在與新加坡氣象局所屬氣候研究中心(Centre for Climate Research Singapore，CCRS)

資深主力科學家 Dr. Bertrand Timbal的討論過程，也發展出對未來可能合作的想法。藉

由多次向不同人的介紹及回答各式的詢問，職也逐步改進表達方式使說明清楚。整個過程

覺得很充實，一些提問也帶來想法的刺激。 

職發表的研究工作主要是討論描述 MJO 所用的指標，目前廣受使用的是一種被設計

可在全年各季通用的簡稱為 RMM(Real-time Multivariate MJO)的即時多變數熱帶季內振

盪指數指標，職研究 MJO 對冬季東亞降水的影響，發現全年通用的 RMM 指標雖然可描述

MJO 在熱帶的移行，但對於在熱帶之外與 MJO 相關的降水或環流變化的辨識力有所不足。

由於與 MJO相關的降水或環流在冬季有明顯的南北不對稱特徵，我們在論文中提出使用奇

異值分解(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 SVD)方法在 2維資料求取冬季對流-環流耦合

模態，如此做出的 MJO指標可更佳的描述究 MJO 對冬季東亞降水的影響。以一個量化的結

果做為說明，過去在資料分析及理論研究已指出 MJO進行至印度洋至海洋大陸為溼相位時，

相關環流配置將帶來有利東亞降水的條件。如果使用 RMM指標來辨識溼相位，估計出東亞

降水正距平的機率約為 5-7成，而且個案之間的差異分布在較大範圍。而如果使用 SVD指

標，則估計出的東亞降水正距平機率可穩定達到 7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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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與建議  

天氣與氣候在過去很長的時間被視為兩個可獨立討論的議題，季風也常被定義是一

個月以上的季節特徵或更長時期的變化。大約在近十年左右，長、短期天氣無縫預報的需

求及氣象科技的進步，促進次季節預報的能力發展，也為天氣與氣候搭起橋樑。世界氣象

組織近幾次所舉辦的國際季風研討會也扮演搭建橋樑的角色，將季風議題從以前較為侷限

的定位擴展為所有與預報極端降水、颱風、乾旱等高影響天氣的全時間尺度聯合議題。我

們關心季風區域的降水與氣溫變化，特別是高影響性的極端天氣與氣候事件，這些成因可

以是中尺度、綜觀尺度、次季節尺度、月季尺度、甚至更長期的氣候變遷問題的共同作用

或相互影響。現今推行國際季風研討會的組織團隊是天氣與氣候專家的合作，研討會的內

容設計是跨尺度專家的對話平台，更是各國測報實務人員與科研人員的國際交流管道，建

議持續把握參加此類研討會的機會。在此次會議，職不只增廣見聞，也藉由研究成果與大

家技術交流，同時主動向國際專家攀談請益，過程中所受到的鼓舞都令人深覺必須再更加

努力，在專業上更精進。 

最後，整理 3項建議如下： 

1. 世界氣象組織國際季風研討會是各國測報實務人員與科研人員的國際交流管道，建議

持續把握參加機會。 

2. 建議積極鼓勵氣象局同仁整理工作成果進行國際交流。 

3. 本次研討會有 2 個邀請報告介紹衛星觀測資料在極端降水問題的研究，WMO 目前也有

一個正在發起的相關實驗計畫，名為「作業性極端天氣與氣候太空監測」，規劃要從 2018

年推出一個 2 年的示範計畫監測在西太平洋和東南亞地區的極端降水事件。衛星資料

在氣候的應用愈來愈受到重視，建議鼓勵氣象局同仁多關注 WMO 對於此類重要計畫的

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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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英文縮寫名稱對照表 

 

 
英文縮寫 英文全名 中文名稱 

APCC APEC Climate Center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氣候中心 

ASEANCOF ASEAN Climate Outlook Forum 東南亞國家區域預報論壇 

BSISO 
Boreal summer intraseasonal 

oscillation 
夏季季內震盪 

CCRS 
Centre for Climate Research 

Singapore 
新加坡氣象局氣候研究中心 

CLIVAR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氣候變化及可預報度 

CPC Climate Prediction Center 美國氣候預測中心 

CReSS 
 Cloud Resolving Storm 

Simulator 
雲解析風暴模式 

ENSO El Niño–Southern Oscillation 聖嬰現象 

EASCOF 
East Asia winter Climate 

Outlook Forum  
東亞區域預報論壇 

GEWEX 
The Global Energy and Water 

Exchanges 
全球能量與水循環 

GTH 
Global Tropics Hazards and 

Benefits Outlook 

全球熱帶危險災害與助益預

報 

IWM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Monsoons 
國際季風研討會 

MJO Madden and Julian oscillation 熱帶季內振盪 

MRI 
Meteor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日本氣象廳氣象研究所 

RMM 
Real-time Multivariate MJO 

Index 

即時多變數熱帶季內振盪指

數 

QPF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 
定量降水預報 

S2S Subseasonal to Seasonal 次季節暨月季尺度季節 

SOM Self-Organizing Map 自組織映射圖 

SVD 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奇異值分解 

SWCEM 

Operational Space-based 

Weather and Climate Extremes 

Monitoring 

作業性極端天氣與氣候太空

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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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縮寫 英文全名 中文名稱 

TRMM 
Tropical Rainfall Measuring 

Mission 
熱帶降雨測量任務 

WMO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世界氣象組織 

WWRP 
 World Weather Research 

Programme 
世界天氣研究計畫 

WCRP 
World Climate Research 

Programm 
世界氣候研究計畫 

YMC Years of Maritime Continent 海洋大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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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第六次世界氣象組織國際季風研討會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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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第六次世界氣象組織國際季風研討會議程 

 

附錄 3.1 簡易議程表 

https://www.wmo.int/pages/prog/arep/wwrp/new/documents/IWM-

6Program_updated3oct2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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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2 邀請論文報告名冊清單 

https://www.wmo.int/pages/prog/arep/wwrp/tmr/documents/IWM6InvitedReviews_7jul2

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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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參加第六次世界氣象組織國際季風研討會發表論文摘要 

Defining the MJO in cold season for its influence on East Asian weather 

【91-P】Yun-Lan Chen1, Chung-Hsiung Sui1, Chih-Pei Chang2 

1. Pacific Science Association 

2. Department of Meteorology,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USA 

Correspondence E-mail Address: yunlan.chen@gmail.com 

ABSTRACT 

East Asia coastal region (EA) winter rainfall has been found modulated by MJO. Researchers 

used the all-season Real-time Multivariate MJO (RMM) index (Wheeler and Hendon, 2004) as the 

MJO proxy and found the EA rainfall probability i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in phase 2–3, when 

the MJO-related active convection center is located near the Indian Ocean (Jeong et al.,2008; 

Jia et al.,2011). Nevertheless, there still exist quite large spread condition in this MJO-EA 

rainfall relationship. A comparison between wet EA and dry EA cases in the same RMM phase shows 

the convection anomalies over Philippine Sea area might be crucial. This leads us to perform 

a systematic analysis to search for an MJO index that can describe more precisely the MJO 

influence on subtropical EA rainfall.  

For this purpose, we use the same variables and the same data filtering approach as that 

in defining RMM index except that we use two-dimensional fields of OLR and zonal winds at 

850hPa and 200 hPa within global tropics (30̊ N-30̊ S). We apply SVD to the variables for boreal 

winter data (December – March, 1979-2016) to derive two groups of singular vectors of 2-D 

spatial pattern of OLR and corresponding zonal wind fields at 850hPa and 200hPa. The two 

singular vectors and the corresponding expansion coefficients are used to describe the spatial-

temporal variation of the MJO.  

The results from the MJO phase composite analysis show winter rainfall response over 

subtropical East Asia is better captured by SVD index than RMM index. We also found EA wet 

phase can start before the tropical active convection appear over Indian Ocean, this finding 

is less noticed from previous studies. Our study reveals the East Asian rainfall is more 

related to dry condition over Philippine Sea highlights the important of the Western Pacific 

suppressed mode in the MJO-EA rainfall relationship. Our current results suggest that 2-D 

heating distribution over tropical Indo-Pacific warm pool might be crucial in determining the 

extratropical response to the MJO heating and the SVD index might help to present a more 

realistic and robust winter MJO-EA rainfall composite m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