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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國期間：107 年 12 月 3 日至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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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8 年海峽兩岸青年學術研討會暨全國大氣科學研究生學術論壇」於 107

年 12 月 3 日至 6 日在中國廣州市舉辦，中央氣象局廖乃臻技佐、胡博皓技士、

許乃寧技佐及鄧乃誠技佐等 4 員應國立中央大學之邀請，以青年學者專家身分參

加，會中分別就「臺北盆地地區午後對流暴雨之研究」、「臺灣氣候資料回溯與資

料整理」、「颱風路徑預報指引之發展、評估及相關應用」及「海象資訊應用技術

發展」4 主題發表論文並進行相互交流。兩岸在相似天氣系統影響及背景下，除

可讓雙方青年在氣象相關專業知識上有所提升，更能加強學術研究成果與預報實

務應用的連結，提升氣象預報與觀測資料應用能力，增進對劇烈天氣預警減災等

相關議題之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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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兩岸位置相鄰，互為不同季節主要天氣系統的上游，在氣象上的關係十分密

切。為加強氣象預報及運用，提升彼此在大氣科學研究領域的水準，由國立中央

大學大氣科學系與「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及廣州中山大學於 107 年 12

月 3 日至 6 日，中國大陸廣州市共同舉辦「2018 年海峽兩岸青年學術研討會暨全

國大氣科學研究生學術論壇」。中央氣象局（以下簡稱氣象局）負責我國天氣監

測預報，該局廖乃臻技佐、胡博皓技士、許乃寧技佐及鄧乃誠技佐等 4 員應國立

中央大學之邀請，以青年學者專家身分參加。 

透過兩岸與會人員之交流及討論，在相似天氣系統影響及背景下，除可讓雙

方的青年學者專家在氣象相關專業知識上有所提升，更能加強學術研究成果與預

報實務應用的連結，縮短研發與應用的差距，進而提升氣象預報與觀測資料應用

能力，增進對劇烈天氣預警與減災相關議題之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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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過程 

廖等 4 員此次應邀參加之「2018 年海峽兩岸青年學術研討會暨全國大氣科

學研究生學術論壇」，於 107 年 12 月 3 日（星期一）至 6 日（星期四）在中國大

陸廣州市之廣州白雲湖畔酒店舉辦，詳細議程如附錄 1。除參加研討會及大會安

排之相關參訪行程，並無安排其他行程，行程摘要如表一。 

表一：出國行程摘要 

日期 地點 工作摘要 

107 年 12 月 3 日 臺北-廣州市 
搭機赴廣州市，並抵達研討會

場完成報到手續。 

107 年 12 月 4 日 廣州市 

參加研討會開幕式及進行口頭

報告（廖乃臻技佐、許乃寧技

佐及胡博皓技士報告）。 

107 年 12 月 5 日 廣州市 

上午參加研討會、進行口頭報

告（鄧乃誠技佐報告）及閉幕

式，下午參訪大陸廣州氣象局

及中山大學大氣科學院。 

107 年 12 月 6 日 廣州市-臺北 搭機返回臺北。 

 

以下對參與此次研討會過程，以（一）研討會介紹；（二）發表論文；（三）

參訪行程等 3 方面報告。 

（一）研討會介紹 

本次於中國大陸廣州市舉行之「2018 海峽兩岸青年學術研討會暨全國大氣

科學研究生學術論壇」，除兩岸大氣科學及相關學科領域近 100 位青年學者就各

自專長及專業領域，進行論文發表及口頭簡報外，並邀請數十位兩岸知名學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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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出席擔任學術指導，與青年學者進行討論並給予建議。 

本次研討會於 107 年 12 月 4 日舉行開幕式（與會人員合照如圖 1），因報告

人數較多，故會場分兩處同時進行，並於一日半內完成將近 100 位青年學者口頭

簡報並進行評比，詳細議程如附錄 1。 

 

 

 

 

 

圖 1：「2018 海峽兩岸青年學術研討會暨全國大氣科學研究生學術論壇」合影 

（廖員為第 3 排左 10 者、許員為第 5 排左 11 者、胡員為第 5 排左 12 者、鄧員為第 5 排左 13 者） 

（二）發表論文 

廖乃臻技佐、許乃寧技佐及胡博皓技士 3 員均於 107 年 12 月 4 日進行口頭

簡報，論文摘要及簡報如附錄 2a、2b 及 2c。 

其中廖員就弱綜觀環境下臺北盆地內之夏季午後對流暴雨事件，在前人提出

之氣象預報因子基礎上，以對流熱力機制為出發點，分析可能影響臺北盆地內午

後對流暴雨造成之原因，期能有助於改善夏季午後對流暴雨預報（圖 2 上）。 

許員針對颱風路徑預報作業，應用貝氏模型平均法(Bayesian Model Averagin, 

BMA) ，產製各個模式成員預報誤差機率密度函數(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運

用最大似然法則(Maximum Likehood) 進行權重整合，以取得最佳預報準確度的路

徑，除探討氣象局如何應用 BMA 方法於颱風路徑預報，並與各類型預報方法比

較及在近期颱風校驗之成效（圖 2 中），在研討會閉幕式時，許乃寧技佐獲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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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優秀論文三等獎的肯定（圖 4）。 

胡員部分則是報告關於氣象局自 99 年起規劃氣象觀測資料的回溯建檔，以

建立電子化氣候資料庫。氣候資料回溯過程繁瑣，依其步驟可以分為資料盤點、

資料建檔、資料檢核與資料庫查詢及應用。檢核系統包含基礎的資料格式檢查、

時間序列檢核、空間檢核與統計檢核等，檢核機制另包含資料一致性檢查與資料

整補介面，期能提供檢核人員方便的操作介面，有效把關數位化觀測資料的品質

（圖 2 下）。 

 

 

 

 

 

 

 

 

 

 

 

 

 

 

 

 

 

 

 

圖 2 上：廖乃臻技佐報告、中：許乃寧技佐報告、下：胡博皓技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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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乃誠技佐則於 107 年 12 月 5 日進行口頭報告，論文摘要及簡報詳如附錄

2d。鄧員分享氣象局已完成建置之潮位觀測網、布放近海資料浮標觀測網等工作，

以掌握臺灣附近海域即時海象，並且發展海象預報作業系統，完成多尺度波浪模

式、海流模式、海溫模式及暴潮預報等作業化模式，以及逐年積極地改善模式之

解析度與誤差等工作。在航運海況方面，報告氣象局推廣海氣象資訊在海上航安

方面之應用，及自 100 年起陸續推出 33 航線藍色公路海氣象資訊服務之業務。 

 

 

 

 

 

 

圖 3：鄧乃誠技佐報告 

 

 

 

 

 

 

 

圖 4：許乃寧技佐獲頒大會優秀論文三等獎（左圖照片中右 10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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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訪行程 

107 年 12 月 5 日上午研討會閉幕式後，廖等 4 員及其他臺灣與會人員，在下

午由大會安排至「廣州氣象局」、其轄下之「廣東省突發事件預警信息發布中心」

及「廣州中山大學大氣科學學院」、參訪。 

「廣州氣象局」轄下之「廣東省突發事件預警信息發布中心」，建有完善的

情資整合平台，將災害相關訊息迅速整合供指揮官做最即時之研判。該中心整合

的資訊範圍及領域相當廣泛，例如：氣象預報、道路資訊、淹水範圍、船舶位置、

土石流潛勢、學校資訊、民宅資訊，甚至是各地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等，並經由統一之資訊傳遞系統，可以快速、確實且有效地傳遞出

去。 

參訪「廣州氣象局」氣象預報中心、生態氣象中心，及區域數值天氣預報重

點實驗室等，除了解「廣州氣象局」目前氣象發展及著重項目，並再次見識其完

整及強大的硬體設施。 

此段行程結束後，一行人至廣州中山大學大氣科學學院參觀。中山大學大氣

科學學院於 104 年 10 月整合原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中的大氣科學系、中山大學

季風與環境研究中心和中山大學地球氣候與環境系統研究院等學科機構而成立，

學生人數眾多，從學士、碩士到博士皆有完整的人才培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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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於「廣東省突發事件預警信息發布中心」前合影 

（廖員為第 2 排左 1 者、許員為第 3 排左 2 者、胡員為第 4 排左 1 者、鄧員為第 3 排左 1 者） 

 

 

 

 

 

 

 

 

 

 

 

圖 6：於廣州中山大學大氣科學院前合影 

（廖員為第 3 排右 1 者、許員為第 2 排右 2 者、胡員為第 3 排右 2 者、鄧員為第 2 排右 1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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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得與建議 

廖等 4 員所發表之論文皆引發與會人員興趣及廣泛討論，在研討會交流過

程，可於颱風或暴雨等相似天氣系統事件的研究經驗中，增進參與人員本身業務

所需的知識，亦有助於進一步了解兩岸於大氣科學領域發展之異同，且因中國大

陸地理環境及地形多樣化，造就了更多元的天氣現象，也使得如高原及沙漠地區

等氣候議題，或是冬季降雪事件之探討，均是我國較少觸及之領域，除擴大 4 位

與會人員之視野，更可了解對岸在氣象發展上之現況。 

研討會期間，廖等 4 員亦在大會安排下參訪了廣州中山大學大氣科學學院、

「廣州氣象局」及其轄下之「廣東省突發事件預警信息發布中心」，瞭解中國大

陸同樣投入許多資源在氣象領域之人才養成與科技發展及應用，並在學術與實務

應用之間形成相當好的連結。另「廣州氣象局」除一般性的天氣預報外，也為人

民及企業提供多樣化及客製化服務，例如生態氣象中心所提供的傳統農業氣象觀

測業務服務及遊樂園區氣象預報；而在防災資訊的匯集、整合、判斷、決策及傳

遞部分也有一套完整的系統，訊息由上至下、由裡至外，能快速且確實地傳送予

人民，並能於短時間內進行相關防災作業及措施，達到災害預警之功能。可見為

了人民的福祉及生命財產安全，兩岸政府在氣象領域的現代化、科技化發展趨勢

均有相同的認知。 

透過兩岸與會人員之交流及討論，在相似天氣系統影響及背景下，除可讓雙

方青年學者專家在氣象相關專業知識上有所提升，更能加強學術研究成果與預報

實務應用的連結，縮短研發與應用的差距，進而提升我氣象預報與觀測資料應用

能力，增進對劇烈天氣預警與減災議題之了解，以強化氣象相關業務之推動與發

展，建議後續中央氣象局能再派年輕同仁參加相似之兩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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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研討會議程（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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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發表論文摘要 

2a：廖乃臻技佐 

弱綜觀環境下臺北盆地內之夏季午後對流暴雨事件探討 

廖乃臻  郭鴻基  李育棋 

naijane@cwb.gov.tw 

摘   要 

本研究針對弱綜觀環境下臺北盆地之夏季午後對流暴雨事件，在 Lin et al. 

（2011, 2012） 提出之氣象預報因子基礎上，以周（et al. 2016）提出雷雨檢查表

進行分析。本研究以對流熱力機制為出發點，分析其他可能影響臺北盆地內午後

對流暴雨造成之原因。 

初步針對 2015-2017 年 7-8 月份共 186 天中，排除鋒面、颱風、熱帶低壓影

響之個案，以及外部移入系統、非短延時降水的持續性雲系，以當地降水時間 12-

18 時為篩選條件，共得 137 個夏季弱綜觀個案。其中極端降水 (Extreme-PR；雙

北區域河谷及盆地內測站時雨量大於等於 40mm) 個案有 25 個；降水 (PR；雙北

區域河谷及盆地內測站時雨量超過 0mm 且不超過 40mm) 有 52 個；無降水 (No-

PR；符合篩選條件但雙北區域河谷或盆地內任一測站皆未下雨) 個案有 60 個。

針對以上個案，利用臺北盆地內測站之地面觀測資料及探空資料，計算盆地內地

面水氣輻合通量 (Moisture Flux Convergence, MFC) 及其他熱力因子，並結合雷雨

檢查表 (周 et al. 2016) 進行分析。 

上述 137 個個案分析結果顯示：比對實際降水情況，以當地時間 10 時為基

準，結合地面水氣輻合通量(MFC)與雷雨檢查表可得預報得分為 0.68；結合當地

時間 8 時探空資訊 (K-Index 或中層溫度露點差) 與雷雨檢查表可得預報得分為

0.7；均高於原先僅使用雷雨檢查表的結果 (0.5），顯示地面水氣輻合通量(MFC)及

探空資訊皆提供良好的氣象預報因子。此外，在當地時間 10 時之地面水氣輻合

通量(MFC)亦顯示良好預報參考價值，可將夏季午後對流降水的預報參考時間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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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數小時，有助於改善夏季午後對流暴雨預報。 

關鍵字：臺北盆地、雷雨檢查表、午後對流降雨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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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nderstorm characteristics under weak synoptic-scale forcing over Taiwan Island. Wea. Forecasting, 26, 

44–60. 

——, ——, ——, ——, and ——, 2012: Objective prediction of warm season afternoon thunderstorms in 

northern Taiwan using a fuzzy logic approach. Wea. Forecasting, 27, 1178–1197. 

周仲島、高聿正、修榮光、鍾吉俊、李宗融、郭鴻基，2016：臺北都會區豪雨型午後雷暴的觀

測特徵與預報挑戰：2015 年 6 月 14 日個案研究。大氣科學，44(1)，57-82。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b：胡博皓技士 

臺灣氣候資料回溯與資料整集 

胡博皓 

中央氣象局 

摘   要 

臺灣自 1897 年起正式氣象觀測，早期觀測資料以紙本紀錄，部分氣象觀測

站在 1990 年代起開始傳送數位化的觀測資料，2000 年後全面改由網路傳輸氣象

觀測資料，由於早期資料查詢及應用不易，為方便、有效地提供各種研發和作業

應用，自 2010 年起規劃氣象觀測資料的回溯建檔，以建立電子化氣候資料庫。

氣候資料回溯過程繁瑣，依其步驟可以分為資料盤點、資料建檔、資料檢核和資

料庫查詢及應用。 

由於數位化後的資料數量龐大，僅靠人工檢核是無法滿足的，因此需開發檢

核系統，檢核系統包含基礎的資料格式檢查、時間序列檢核、空間檢核與統計檢

核等，檢核機制另外包含資料一致性檢查與資料整補介面，期能提供檢核人員方

便的操作介面，有效把關數位化觀測資料的品質。 

觀測點位資料，雖然分散於全臺各地，地理分布較不均勻，下游應用不易，

為了滿足使用者需求，近年積極發展網格化氣象觀測資料技術，並在資料產出後

回饋到資料檢覈作業。氣象觀測資料回溯工作迄今已完成 90%以上之觀測資料建

檔與 60%的天氣圖數位化，預計在 2 年內可以完成各氣象站小時觀測資料至少 2

6 項的以及天氣圖全數位化工作，資料回溯係後續研究領域所需的基本資料，資

料的檢覈與詮釋資料的建立亦是成敗關鍵，我們期許將資料回溯達到最佳的正確

性與完整性，提供後續氣候研究應用。未來持續推動觀測資料、天氣圖以及詮釋

資料的回溯，強化資料保存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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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許乃寧技佐 

應用貝氏模型平均法於太平洋颱風路徑預報

之探討 
 

 

許乃寧
1     

賈愛玫
1    

張博雄
1     

陳昱璁
2
   馮智勇

2
 

中央氣象局
1  
多采科技有限公司

2
 

 

 

摘    要 

颱風路徑預報作業參考多個數值模式之決定性預報及系集預報，並由後

處理整合成更佳的指引產品，已為各氣象作業單位常用的方式。除了最基本

之系集平均法，近年利用(多)系集模式經校驗統計挑選成員再平均也漸為主

流，例如Dong and Zhang (2016)提出之OBEST (Observation-Based Ensemble 

Subsetting Technique) 方法，係以系集成員之12小時預報誤差校驗，選取誤差

較小的部分成員平均後得到另種路徑預報指引，實證上此方法在前3日所表

現之路徑預報會較一般系集平均為佳。 

氣象局目前作業接收來自國內外主要數值模式及其系集之路徑預報資

料，如ECMWF、NCEP及本局全球與區域模式。各模式皆有其優點，例如ECMWF

預報穩定度高、NCEP可提供每日4次預報、而本局區域模式的高解析度(3km)有利

於颱風結構之模擬，因此如何整合不同模式之優點建立預報作業最佳的客觀指引，

為提升颱風路徑預報準確度重要項目之一。 

    有鑑於此，近年來本局除了建立類似OBEST的方法之外，同時也引進貝氏模

型平均法(Bayesian Model Averagin，以下簡稱BMA)，此方法乃藉由產製各個模式

成員預報誤差機率密度函數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運用最大似然法則

(Maximum Likehood) 進行權重整合，以取得最佳預報準確度的路徑。本報告將探

討本局如何應用BMA方法於颱風路徑預報，並與上述各類型預報方法比較及在

近期颱風校驗之成效。 

關鍵字：貝氏模型平均 颱風路徑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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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鄧乃誠技佐 

海象資訊應用技術發展-潮汐預報與航運海況 
 

鄧乃誠
1   

黃士哲
1   

陳進益
1   

朱啟豪
1   

滕春慈
1   

林勝豐
2 

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
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洋環境工程系
2
 

 

摘    要 

海象包括波浪、潮位、海溫、海流及海氣交互作用，以及颱風引發的長浪、

暴潮或是地震造成之海嘯等。這些海洋的諸多現象與人們遊憩、漁釣、觀光、航

行、養殖漁業等生活皆息息相關、密不可分，也常對民眾生命財產造成威脅。海

洋對於颱風、氣候等議題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近年來越來越受到重視。 

過去一段時間本局已完成建置潮位觀測網、布放近海資料浮標觀測網等工作，

以掌握臺灣附近海域即時海象，並且發展海象預報作業系統，完成多尺度波浪模

式、海流模式、海溫模式及暴潮預報等作業化模式，並積極地逐年改善模式之解

析度與誤差。如何將龐大繁雜的海象資料轉化成人們易於使用、理解之圖型化網

頁產品，並定期發布，以提供觀光遊憩、漁業發展、海上航行安全、防災救難等

所需，且推廣到各界使用是本局現階段努力的目標。本報告將介紹發展潮汐預報

與航運海況應用技術之歷程以及一些成果。 

在潮汐預報方面，過去本局將長年各地觀測之潮位資料，經過潮汐調和分析

方法之運算得出各地之「天文潮」，發布出版潮汐表。近年本局利用潮時分區方

法進一步計算，發展出高精度「鄉鎮潮汐預報」的資料；訂定「大、中、小潮」

分級標準，改善區域潮差預報合理性；針對「年度大潮、超級大潮」發展預警技

術。也嘗試將潮汐預報資料疊上地形高程，繪製出「海岸潮線」隨時間變化的地

理資訊圖形，並使用無人空拍機進行預報潮線之驗正。 

在航運海況方面，為推廣海氣象資訊在海上航安方面之應用，自 2011 年起

氣象局陸續推出 33 航線藍色公路海氣象資訊服務，深獲航運業者及民眾好評，

隨著兩岸交流日益頻繁，海上運輸與遊憩也越來越發達，我們也增加了兩岸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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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線的藍色公路海況。藍色公路海氣象資訊服務除了提供航線起迄地點的即時觀

測資料外，也提供航路沿線未來 24 小時分區段、逐時的風速、風向、波高、波

向及霧況等預報資訊。而為使民眾更易取得相關資訊，也可利用行動載具下載「生

活氣象 APP」隨時隨地查詢。 

關鍵字：潮汐預報 藍色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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