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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國氣象局現正致力開發新一代天氣預報模式系統，為促進新版模式順利由測試

開發階段轉移到上線作業，並提供模式開發者與使用者交流的平臺，美國環境模擬中

心舉辦「第 8 屆美國環境預測中心系集模式使用者研討會」，討論全球模式系集預報系

統、系集產品的應用、展期預報及應用、國際交流合作等議題。 

中央氣象局 (以下簡稱氣象局) 目前正與美國環境預測中心密切進行技術合作，

全力開發涵蓋天氣至氣候尺度的無縫隙統合預報系統。此行觀察到美國氣象局發展新

一代天氣預報模式系統的歷程，模式改版上線前均經過全面而完整的評估流程。建議

氣象局可以和學界進行更緊密的合作，由氣象局提出作業需求，學界協助提供科學創

新的支持，共同形成合作團隊，以加速模式從發展到上線的進程；同時定期舉辦模式使

用者研討會，讓使用者有機會可以直接面對研發人員給予回饋，研發人員也可以直接

面對使用者了解其需求，充分溝通交換意見以達成共識，如此才能產製符合使用者需

求的產品，提供完善的氣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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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美國氣象局現正致力開發新一代天氣預報模式系統  (Next Generation Global 

Prediction System, 以下簡稱 NGGPS)，新版全球模式 FV3 已於 108 年 6 月 12 日正式上

線，未來預報系統將以此模式為核心，由單一決定性預報發展至系集預報，以涵蓋預報

不確定性，同時與海洋模式進行耦合發展氣候預報系統，以達成無縫隙預報的目標。 

為促進新版模式順利由測試開發階段轉移到上線作業，並提供模式開發者與使用

者交流的平臺，美國環境模擬中心 (Environmental Modeling Center, 以下簡稱 EMC) 訂

於 108 年 8 月 27 日至 8 月 29 日舉辦「第 8 屆美國環境預測中心系集模式使用者研討

會 (The 8th NCEP Ensemble Users Workshop)」，討論主題包括全球模式系集預報系統、

系集產品的應用、展期預報及應用、國際交流合作等。 

氣象局目前正與美國環境預測中心 (National Center of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 

以下簡稱 NCEP) 密切進行技術合作，全力開發涵蓋天氣至氣候尺度的無縫隙統合預報

系統。參加此研討會可了解全球模式系集預報系統發展現況與未來規劃，探討在現有

科技能力下將預報時間延長之可行性，並積極尋求未來可能的國際合作機會，同時研

習最新的系集模式後處理技術，並了解其應用層面，以產製符合使用者需求的產品，提

供完善的氣候服務。 

二、過程  

陳員本次出國研習期間除參加「第 8 屆美國環境預測中心系集模式使用者研討會」

發表張貼論文「An Introduction to Week-2 Forecast Guidance of Temperature Extremes of 

Central Weather Bureau」外，同時也拜會美國氣候預測中心 (Climate Prediction Center, 

以下簡稱 CPC) 以及與環境模擬中心相關人員進行技術交流。行程安排及工作摘要如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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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工作摘要 

108 年 8 月 25 日 啟程赴美 

108 年 8 月 26 日 與美國環境預測中心人員進行技術交流 

108 年 8 月 27 日

至 8 月 29 日 

參加「第 8 屆美國環境預測中心系集模式使用者研討會」 

108 年 8 月 30 日

至 31 日 

自美國返回臺北 

（一）、技術交流 

1. CPC 小組討論 

為因應氣象局發展展期預報的需求，透過 CPC 監測作業組 Dr. Zengzhen 

Hu 安排，邀請 CPC 預報作業組 Dr. Daniel Harnos 介紹 CPC 第 3 至 4 週展望及

熱帶災害展望，監測作業組組長 Dr. Wanqiu Wang 亦抽空陪同參與討論。 

CPC 目前每週發布 1 次 3 至 4 週展望，提供溫度及雨量 2 分類 (高溫/低

溫、多雨/少雨) 機率預報。進行預報作業的過程中，首先回顧目前的氣候狀態，

包括聖嬰現象 (El Niño and Southern Oscillation, 以下簡稱 ENSO)、季內振盪 

(Madden and Julian Oscillation, 以下簡稱 MJO) 、平流層增暖  (Sudden 

Stratospheric Warming, 以下簡稱 SSW)、北極振盪 /北大西洋振盪  (Arctic 

Oscillation/North Atlantic Oscillation, 以下簡稱 AO/NAO) 以及邊界條件 (如土

壤濕度、海平面溫度、海冰/雪蓋) 的影響。對單點預報來說，須考慮第 2 週展

望和前一報 3 至 4 週展望的一致性，同時參考動力模式預報指引 (CFSv2、

ECMWF、JMA、SubX 計畫模式) 和統計模式預報指引 (線性複迴歸、建構類

比法)，預報變數包含氣溫、雨量、500hPa 高度場的距平和機率，另外也會參

考各預報指引過去的預報表現 (以 Heidke 技術得分來評估)，之後再使用大氣

科學研究大學聯盟 (University Corporation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UCAR)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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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 GEMPAK 軟體中的 NMAP 套件產製 3 至 4 週展望。 

熱帶災害展望亦為每週發布 1 次，但 6 至 11 月期間每週針對太平洋至大

西洋會加報 1 次。預報時段涵蓋未來 2 週，提供溫度及雨量 3 分類 (高溫/正常

/低溫、多雨/正常/少雨) 機率預報。預報流程會先考慮 MJO、ENSO 等大尺度

環境，及國家颶風中心 (National Hurricane Center, NHC)、聯合颱風警報中心 

(Joint Typhoon Warning Center, JTWC) 發布的熱帶氣旋生成展望，並參考 CFSv2

和 ECMWF 模式的降雨預報指引、在 MJO 影響下的降雨形態、ECMWF/CFSv2

及氣象局提供的 NCEP GEFS 之 TC tracker 結果，另外也會參考各預報指引過

去的降雨預報表現 (以 Heidke 技術得分來評估)，之後再使用 ArcGIS 軟體產製

熱帶災害展望。 

2. EMC 小組討論 

由於今年5月Dr. Yuejian Zhu來臺訪問時，氣象局長期預報課曾提出GEFS

模式第 2 週預報在華南地區相較於其他模式 (ECMWF、CFSv2) 有偏暖的預報

誤差，因此 EMC 系集預報組的 Dr. Bo Cui 針對此問題進行分析以探討原因。 

Dr. Yuejian Zhu 認為近地面氣溫是模式診斷場而非預報場，同時模式採取

的陸表參數化不同可能也是原因之一。Dr. Bo Cui 說明 GEFS 模式採取的預報

偏差校正包括校正近期預報偏差及歷史預報偏差，第 1、2 週預報採用近期預

報偏差校正的比例分別為 60%、20%，顯示第 2 週以上預報需要有歷史預報來

校正預報偏差，但近期預報和歷史預報計算偏差所使用的分析場並不完全相同，

前者使用的模式初始分析場解析度較低，比後者使用的 NCEP GDAS 分析場要

暖，也比歐洲中期天氣預報中心 (European Centre for Medium-Range Weather 

Forecasts, ECMWF) 模式的初始分析場要暖。換句話說，GEFS、ECMWF 近地

面氣溫的模式初始分析場與 NCEP GDAS 分析場就已存在差異，然而目前並沒

有足夠好的觀測資料來驗證這些分析場何者較為接近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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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造成 GEFS 預報偏暖誤差原因可能包括偏差校正的分析場不同以

及陸表參數化不同，一致使用更接近實際觀測的分析場以及改善陸表參數化則

是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 

（二）、第 8 屆美國環境預測中心系集模式使用者研討會 

為促進新版模式順利由測試開發階段轉移到上線作業，EMC 每 2 年舉辦

1 次系集模式使用者研討會，提供模式開發者與使用者交流的平臺，今年為第

8 屆。以下摘錄與氣象局長期預報業務發展較相關的重點： 

1. NCEP 系集模式回顧與展望 

NOAA/NWS/OSTI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gration) 的 Dr. 

Yuan Xue 提到系集的設計是用來模擬初始條件和模式不確定性的預報誤差來

源，初始條件不確定性來自 singular vector 或 breeding vector 及資料同化，模式

不確定性來自隨機方案、擾動參數以及多模式系集，因此利用再預報來估計系

集的特性 (信賴度、準確度及模式偏差)。美國目前正發展整合預報系統，也就

是以 NGGPS 為核心，整合資料同化，發展小時尺度的預警系統、日尺度的速

報系統、週尺度的天氣預報系統、月尺度的季內預報系統、年尺度的季節預報

系統，前 2 者為區域尺度、後 3 者為全球尺度，產品均包括耦合系集、再分析

及再預報。 

一般而言，多模式系集的表現優於單一模式，但基於資源上的考量，多數

作業中心多採取單一模式系集的策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加速模式發展。

初步評估 NAEFS (多模式系集) 預報技術優於 GEFS (單一模式系集)，但 GEFS

可望在未來幾年迎頭趕上。季內預報系統新版模式 (GEFSv13) 預計 2023 年上

線，採用 FV3 大氣模式、MOM6 海洋模式、CICE5 海冰模式、WW3 波浪模

式、GOCART 氣溶膠模式完全耦合，每週進行資料同化，同時具有 20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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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再分析和再預報資料，提供未來 45 天預報。季節預報系統新版模式 (SFSv1) 

預計 2024 年上線，採用完全耦合及資料同化，具有 30 年以上的再分析和再預

報資料，提供未來 15 個月預報；模式發展將會著重在耦合資料同化、大氣-海

洋-海冰-陸地交互作用、平流層過程、模式不確定性及邊界層參數化，並採取

學術研發單位和作業單位共享資源、共同發展的策略。對於系集議題而言，需

要多少系集成員、採用同一初始時間或不同初始時間產生系集的策略目前尚未

有定論。 

NOAA/NWS/NCEP/EMC 的 Dr. Xiaqiong Zhou 介紹 NCEP GEFS 的發展。

GEFSv1 1992 年上線，於 1994 年開始提供 16 天預報迄今，期間不斷改進系集

預報技術以涵蓋不確定性，同時提高模式水平解析度和垂直解析度，並增加系

集成員，預計 2020 年 GEFSv12 上線，提供 35 天預報。若以評估北半球 500hPa

高度場來代表 GEFS 預報能力，2000 至 2018 年由 6 天進步到 10 天，但 GEFS

仍存在一些問題有待克服，包括夏季時模式在美國本土有偏暖偏乾的預報誤差、

熱帶氣旋強度預報太弱、路徑預報不夠涵蓋所有不確定性等。 

GEFSv12 與 v11 的不同在於 v12 為非靜力模式、熱帶氣旋未採取重新定

位、水平解析度由 50 公里提高到 25 公里、預報時間由 16 天增加到 35 天、系

集成員由 21 個增加到 31 個，海洋作用力的海溫由固定改為變動，物理過程考

慮水氣和臭氧光化學反應，同時加入了更多微物理過程，代表模式的不確定性

則由 STTP (stochastic total tendency perturbation) 改為 SPPT (stochastically 

perturbed physics tendencies) 加上 SKEB (stochastic energy backscatter) 方案。目

前規劃 10 天以內預報解析度為 0.25 經緯度，每 3 小時輸出 1 次；10 天以上至

35 天預報解析度為 0.5 經緯度，每 6 小時輸出 1 次。2020 年上線時一併提供

30 年的再預報資料，包括每天 5 個成員的 16 天預報，以及每週 11 個成員的

35 天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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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 GEFSv12 的預報能力，2017-2018 年熱帶氣旋 7 天內路徑預報除了

東太平洋外，在大西洋和西北太平洋GEFSv12預報誤差均較GEFSv11來得小，

強度預報誤差則在所有洋面均有改善。美國本土的 9 天內定量降水機率預報能

力已經和 ECMWF 相當，且大幅減少夏季的偏暖誤差。若跟 GEFSv11+ (SubX

計畫版本) 比較，GEFSv12 (FV3 版本) 在 MJO 的預報技術較優。 

2. 全球系集預報系統 

ECMWF 的 Dr. Simon Lang 介紹該中心的系集預報，ECMWF 的 15 天中

期預報模式共有 51 個成員，水平解析度約 18 公里，垂直共 91 層，與 NEMO

海洋模式、LIM2 海冰模式、WAM 波浪模式耦合，初始場採用 9 公里水平解析

度、垂直 137 層的資料同化，並加入 ORAS5 海洋資料同化及波浪資料同化，

初始擾動場透過 EDA (ensemble of data assimilation) 和 SV (singular vector) 產

生，模式偏差由 SPPT (stochastically perturbed physics tendencies) 來表示，每週

同時進行兩次水平解析度約 36 公里的 15-46 天展期預報。至於 2-7 個月的季節

預報則使用 SEAS5 模式，水平解析度亦約 36 公里。 

若以 2018 至 2019 年春季中緯度 850hPa 溫度預報技術來比較各主要作業

中心模式預報能力，15 天內預報以 ECMWF (歐洲) 最優，其次依序為 CMC (加

拿大)、JMA (日本)、NCEP (美國)、UKMO (英國)。使用 ERA5 做為初始資料

的 4 週預報表現普遍比使用 ERA-interim 初始資料來得好。 

3. 展期預測與應用 

NOAA/NWS/NCEP/CPC 的 Dr. David Dewitt 回顧展期預報。目前 CPC 展

期預報產品除了第 2 週、第 3 至 4 週展望之外，還包括全球熱帶災害展望 

(Global Tropics Hazards and Benefits Outlook) 及第 2 週災害展望  (Week-2 

Probabilistic Hazards Outlook)，因此需要第 6 至 35 天的系集預報系統。此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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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報系統須包括至少 20 年、5 個成員的再預報資料，再預報和即時預報所使用

的邊界條件 (如土壤濕度、上層海洋溫度、海冰等) 必須一致；預報系統更新

時必須針對 CPC 產品所需要的變數 (氣溫、雨量) 以及影響展期預報的遙相關 

(ENSO、MJO、AO、NAO、PNA、SSW) 進行預報技術評估。根據評估，目前

模式已知的預報誤差包括 CFSv2 模式對 ENSO 的誤報、展期模式對熱帶地區

雨量強度及分布預報有系統性誤差、CMIP5 模式在熱帶也有 double ITCZ 的系

統性誤差。 

NOAA/NWS/NCEP/CPC 的 Dr. Emerson LaJoie 針對 NAEFS 模式第 2 週

即時預報及參與 SubX 計畫模式的第 3 至 4 週再預報資料，進行北美地區預報

技術評估。在第 2 週預報方面，ECMWF (歐洲) 模式預報表現較 GEFS (美國) 

和 ECCC (加拿大) 好，但經過偏差修正的 NAEFS (多模式系集) 比 ECMWF 

(單一模式系集) 好。利用再分析資料進行校正 (calibration) 的預報指引比只經

簡單偏差修正 (bias correction) 的預報指引獲得較高的預報技術。在第 3-4 週

預報方面，SubX 多模式系集預報表現最好，在個別模式中 GEFS 表現最好。

未來可以進一步努力的方向包括利用再分析資料進行校正、多模式的整合技術

等。 

NOAA/NWS/NCEP/EMC 的 Dr. Wei Li 比較 GEFSv11+ 和 GEFSv12 在展

期預報的表現，兩版本的差異在於對流參數化、微物理過程、系集成員數以及

GEFSv12 海溫加入了日變化。經過 1 年即時預報的評估結果，GEFSv12 MJO

的可預報天數比 GEFSv11+多 3 天，改善了 MJO 傳播速度太慢的問題，但仍然

比實際觀測慢，然而振幅卻有偏強的誤差。評估 11 年再預報的模式表現，經

偏差修正後可提升MJO可預報天數達 5天，GEFSv12 MJO可預報天數比CFSv2

多 2 天，NAO 和 PNA 可預報天數則比 CFSv2 多 3 天。 

NOAA/NWS/NCEP/EMC 的 Dr. Hong Guan 說明 GEFS 再分析及再預報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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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目前的產製進度。為符合水文單位應用需求，GEFSv12 再預報資料預計產製

30 年，但分成初始分析場和擾動設定不同的 2 個時期 (1989 至 1999 年及 2000

至 2018 年 )，再分析資料則由 NOAA/ESRL/PSD (Earth System Research 

Laboratory’s Physical Sciences Division) 產製 1999 至 2019 年。目前遇到的挑戰

包括電腦資源可能不足以達成於 2019 年底完成所有再預報資料產製的任務，

須尋求雲端計算資源的解決方案，以及需要充足的儲存空間以存取大量資料。 

4. 產品發展和使用者意見回饋的討論 

目前美國氣象局所使用的大氣系集預報系統包括負責 2 天預報 3 公里解

析度的 HREF (High Resolution Ensemble Forecast system)、3.5 天預報 16 公里解

析度的 SREF (Short-Range Ensemble Forecast system)、16 天預報 25 公里解析

度的 GEFS (Global Ensemble Forecast System)，未來規劃將由 GEFS 取代 SREF，

但遭受到許多 SREF 使用者的質疑，認為 GEFS 目前無法充分描述對流尺度和

邊界層熱力過程，未能滿足劇烈天氣及航空氣象的需求，同時尚未解決 3 天以

內預報無法涵蓋所有不確定的問題。為回應 SREF 使用者的質疑，

NOAA/NWS/NCEP/EMC 的 Dr. Jacob Carley 認為在 GEFS 取代 SREF 前應經

過詳細評估，並提出幾項建議： 

(1) 結合 GEFS 和 HREF：由 GEFS 產製目前 SREF 的產品，或是 HREF 延長

預報時間以涵蓋 SREF，希望能減少 SREF 下架的衝擊。 

(2) 透過 NOAA Testbeds 的機制評估 GEFS 和 HREF 是否可以取代 SREF。 

NOAA/NWS/NCEP/SPC (Storm Prediction Center) 的 Dr. Isreal Jirak 則對

系集產品發展的分工合作提出了幾點想法： 

(1) NOAA/NWS/NCEP/EMC 負責發展最好的系集模式，進行模式診斷，輸出

最常用的層場，同時只要提供基本的系集結果 (平均、散度、機率)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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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進行統計後處理。 

(2) NOAA/NWS/NCEP 下其他各中心根據自身的任務需求發展統計後處理產

品，例如風暴預測中心 (Storm Prediction Center, SPC) 發展雷陣雨、劇烈

天氣預報，航空天氣中心 (Aviation Weather Center, AWC) 發展能見度、

雲冪高度預報，天氣預測中心 (Weather Prediction Center, WPC) 發展雨量

和雪量預報。 

(3) NOAA/NWS/OSTI/MDL (Meteorological Development Laboratory) 負責發

展上述各中心未涵蓋的統計後處理 (例如偏差修正、誤差校正) 產品。 

(4) NOAA 其他實驗室及學界共同參與上述各單位的合作發展。 

三、心得與建議 

此次出國研習期間與 CPC 和 EMC 技術人員進行交流討論，並參加第 8 屆 NCEP

系集模式使用者研討會學習新知，獲益良多。研習心得與建議如下： 

(一) 觀察美國氣象局發展 NGGPS 的歷程，其清晰的邏輯性思維、實事求是的科學精

神與嚴謹的工作脈絡非常值得我們學習。EMC 主任 Dr. Brian Gross 提到模式成功

發展的關鍵因素包括： 

1. 建置整合預報系統 (Unified Forecast System)：由團隊共同合作發展海氣耦合、

全面的地球模擬系統，預報範圍涵蓋局地至全球，預報時間由小時延伸至季節。

此預報系統不但呼應天氣企業  (Weather Enterprise) 的概念，同時也支援

NOAA 數值天氣預報作業的應用。更重要的是，所有決策的形成，全部透過充

分的討論、詳細的評估而取得共識，完全公開透明且基於客觀事實。 

2. 執行策略實行計畫 (Strategic Implementation Plan)：由 EMC 和 NOAA 的工作

夥伴共同主導，訂定近期行動計畫並據以執行，以達成階段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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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立地球預測創新中心 (Earth Prediction Innovation Center)：透過團隊合作的能

量，加速從研發應用到作業、再由作業回饋給研發的過程，甚至是以作業的需

求來驅動研發的主題，研發的成果可以進一步應用到作業。整合預報系統可以

做為學界研究的模式選擇之一，而學界開發的整合預報系統也可以成為未來可

能的作業模式。在合作團隊的形成過程中，必須對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及責任有

共同的認知，地球預測創新中心扮演協助研發單位的角色而非取代，彼此之間

的關係是合作而非競爭。 

氣象局全球模式發展的歷程也類似美國氣象局，策略上採取和 EMC 及中央

研究院環境變遷中心技術合作，共同發展無縫隙整合系集預報系統，同時訂定階

段性目標及行動方案據以執行。主要差別在於美國模式發展過程中，不管是選取

動力核心、物理參數化方案，甚至到需要多少系集成員才能涵蓋預測的不確定

性……等，任何改變的前後均會進行詳細的評估，確保有充分的證據支持才會進

行改版，因此對於每一階段預報技術的提升，很清楚地知道是因為增加模式解析

度，還是改善資料同化系統或是物理參數化。即使是多模式系集預報，也會透過

評估來決定所有模式都採用，還是只選取其中幾個模式。每一個決定背後都可以

說出它的道理，不會出現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形。 

以與 EMC 系集預報組交流討論的過程為例，當我們使用者提出問題 (GEFS

模式氣溫預報有偏暖誤差)，EMC 系集預報組非常重視，即使工作相當繁忙，但

仍抽空立即針對可能的原因實際進行測試，而不是只憑臆測或想當然耳。每一個

研究課題只為解決一個問題，目標單一而清楚，最後獲得結論，知道模式未來可

以進一步改進的方向。科學的進步其實就是一點一滴累積在平日紮實的研究基礎

上。 

所有模式改版上線前均應經過全面而完整的評估流程。受限於資源不足，研

發人力有限，氣象局需要花更長的時間，才有辦法對氣候模式進行全面而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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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建議氣象局可以跟學界進行更緊密的合作，由氣象局提出作業需求，學界

協助提供科學創新的支持，共同形成合作團隊，以加速模式從發展到上線的進程。 

(二) NCEP 舉辦系集模式使用者研討會是為了促進新版模式順利由測試開發階段轉移

到上線作業，同時提供模式開發者與使用者交流的機會。在研討會中無論是 NCEP

轄下各作業中心或是美國氣象局各區域中心，均分享各自使用系集模式預報產品

的經驗，並提出對系集模式的需求 (或願望清單)。 

以 SREF 未來將被 GEFS 取代的討論為例，SREF 使用者提出目前 GEFS 仍

然無法讓他們放心使用的理由，將促使 GEFS 模式發展者進一步改善模式，以滿

足使用者需求。此外，美國同樣也存在著不同單位的工作有可能重複的情形，藉

由溝通平台把握機會，公開進行意見交流與討論，釐清彼此之間的工作權責與範

疇，以避免資源的浪費。 

透過系集模式使用者研討會，類似這樣的問題可以有機會在公共場合多方交

換意見，並充分進行討論以達成共識，進而形成決策。每個人都清楚工作方向與

目標以及自身工作價值，在工作中可以得到成就感。建議氣象局可以舉辦類似的

使用者研討會或論壇，讓產品使用者可以有機會直接面對產品發展者給予回饋，

產品發展者也可以直接面對產品使用者並了解其需求，之後的發展就會走在正確

的道路上，不會迷失方向。 

(三) GEFSv12 模式預計於 2020 年第 4 季上線，此模式空間解析度為 25 公里，共有 31

個預報成員，可提供未來 35 天預報。30 年再預報資料預計於 2019 年底產製完

成，提供每週一次 11 個成員的 35 天預報。除了氣象局目前正在發展的 GEPS 模

式外，此模式未來將會是提供展期預報的主力。建議氣象局透過與 EMC 的合作

取得再預報資料，先行評估此模式對影響臺灣的大尺度氣候系統 (如東亞季風) 

及颱風的展期預報能力，進一步利用再預報資料進行偏差修正、降尺度等統計後

處理，發展適用於臺灣地區的加值型產品，及早因應 GEFSv12 模式上線所需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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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調整。 

附錄 1、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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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研討會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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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活動照片 

 

與 CPC 人員進行技術交流，上排由左至右分別為 Dr. Zengzhen Hu、Dr. Wanqiu Wang

及 Dr. Daniel Harnos。 

 

 

與 CPC 人員進行技術交流，上排由左至右分別為 Dr. Wanqiu Wang、Dr. Zengzhen Hu

及 Dr. Emerson LaJo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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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EMC 人員 Dr. Yuejian Zhu 進行技術交流。 

 

 

與李清縢博士於「第 8 屆美國環境預測中心系集模式使用者研討會」發表張貼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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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氣象局南方區域中心 Dr. Greg Patrick 在演講中提到氣象局發展的 CWB TC tracker

系統 (http://tafislx2.cwb.gov.tw/NcepGens/)。 

 

http://tafislx2.cwb.gov.tw/NcepGe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