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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日 逐週 逐月

模式名稱 EC/HRES CWB/GFS EC/ENS CWB/GEPS NCEP/GEFS NCEP/CFSv2 CWB/CFSv1

空間解析度 10公里 25公里 40公里 40公里 50公里 110公里 110公里

預報天數 9天 15天 45天 45天 15天 9個月 9個月

QPEplus上的氣象模式
• 預報時間越長，空間解析度越低

• 模式無法解析網格內的降雨量值

• 以系集來表示不確定性



25公里
40公里 110公里



https://qpeplus.cwb.gov.tw/WRA/
需帳密



以翡翠水庫為例，集水區的雨量是透過計算所
有系集成員包含集水區之所有模式格點的雨量
平均而求得。

翡翠水庫未來15天的逐12小時降雨預報

• 預報的初始時間：2020年1月12日00UTC (臺
灣地方時為早上8點)

• 紅色線：系集平均

• 綠色區間：系集平均加減一個標準差的範圍

• 藍色線：系集最大與最小值範圍。





CWB/GFS模式
• 25公里
• 15天預報
• 可預報度9天(梅雨季)

預
報
初
始
時
間

預報日期



CWB/GEPS模式
• 40公里
• 45天預報，21個成員
• 可預報度8-10天



EC/ENS模式
• 40公里
• 45天預報
• 51個成員

NCEP/GEFS模式
• 50公里
• 15天預報
• 21個成員

NCEP/CFSv2模式
• 110公里
• 45天預報
• 16個成員

• 可看出雨區大致分布，但量值僅供參考
• 無法得知逐日變化
• 可預報度約2週



CWB/CFSv1模式
• 110公里
• 9個月預報
• 30個成員

• 天氣預報看的是絕對值，氣候預報看的是相對值 (偏離正常有多少)
• 可以預測未來一季的降雨趨勢，無法預測雨下在哪一天
• 因為具不確定性，預測以機率形式來表示



臺灣16個測站降水三分類機率分布
• 偏少(B，藍色)、正常(N，綠色)、偏多(A，紅色)。
• 有顏色代表有預報能力，無顏色代表無預報能力。
• 此產品是採用模式預報雨量值線性內插到臺灣各測站(距離權重反比法)，再根據預報值與
歷史預報30年(1982-2011)得到預報月份的三分類類別(B或N或A)，利用30個系集成員得到
機率值大小。

Precipitation: 雨量
fcst2019: 預報年為2019年
Ini12: 模式使用的初始值月份為12月
Lead0: 預報第一個月(也就是1月)
1mn:此為1個月的預報

左邊為測站名字淡水(Tanshui)
模式三分類預報機率為
偏少0.33(藍色B)
正常0.42(綠色N)
偏多0.25(紅色A)

同圖左，但基隆站(Keelung)，
在歷史預報期間無預報能力，為空心柱狀圖
偏少0.42(B)
正常0.33(N)
偏多0.25(A)



NCEP/GEFS模式
• 50公里
• 15天預報
• 21個成員

EC/ENS模式
• 40公里
• 45天預報
• 51個成員

臺灣附近區域平均降雨
• 可得知未來45天內大概哪幾天會下雨 (預報時間越長，不確定性越高)
• 無法得知雨下在哪個地方 (範圍涵蓋海上)
• 系集成員的分散程度代表各種可能雨型
• 量值僅供參考



過去觀測 未來預報

• 冷色線為北、中、南、東4個代表站實際觀測
• 暖色線為前幾天的模式系集平均預報
• 黑色線為最新的模式系集平均預報
• 灰色線為最新的模式系集各成員預報





個案經驗分享



梅雨個案

• 106年6月2日

• 雨量熱區：基隆北海岸、中部山區、南部山區



14天前 13天前

12天前

14天前已有預報訊號，但後續幾日並未持續顯示此預報訊號



10天前 9天前

8天前

10天至8天前各預報成員看法逐漸趨向一致，雨量預報訊號持續

但無法得知雨會下在哪裡!!!



第2週累積降雨預測 第1週累積降雨預測

由於時間序列圖無法確認雨區的水平分布狀況，故使用空間分布圖彌補時間序列圖之不足

低解析度 (NCEP) 高解析度 (ECMWF)

第1週可參考逐日降雨預測 (模式初始場：5月31日，6月1日產出)



颱風個案

• 106年7月29~31日

• 尼莎、海棠接連侵臺



14天前無訊號
南
方
雲
系+

午
後
雷
陣
雨

11天前無訊號

7天前 2天前
量值增加

7天前開始有預報訊號且持續，但正確影響時間2天前才有辦法掌握
備註：模式颱風路徑之預報必須”合理”，才能有”合理”之雨量預報



第1週累積降雨預測

第1週逐日降雨預測與實際觀測

• 由週累積降雨圖無法得知逐日降雨情形

• 即使是1天前的降雨預測仍與實際觀測有落差
– 預報與觀測之雨型(rainfall pattern)相當，
但降雨中心無法掌握



秋颱個案

• 106年10月13~15日

• 卡努颱風與東北季風共伴

*颱風環流與東北季風之“共伴”效應導致東北部、東部發生豪大雨，
在颱風中心沿巴士海峽通過時最為明顯。



14天前無訊號 12天前無訊號

6天前 2天前

熱
帶
低
壓
外
圍
環
流

看似有明顯降雨訊號，仍需搭配量值做進一步研判

*為因應汛期與非汛期雨量有“巨大”差異，此時序圖縱座標雨量上限(如下圖之箭頭所指)之變異性甚大，
請稍做確認其一致性或不一致性



春雨個案

• 106年3月8日

• 雨量熱區：中部以北山區



14天前無訊號 7天前無訊號

5天前 2天前

誤
報

模式對春雨之雨量預報相較於梅雨及颱風較無能力，可預報度之前置時間
(leading time)較短



結語

• 14天前尚無法預測降雨
–例如，1月1日無法預測1月15日

• 7天前大致可以看到趨勢
–可以預測未來的降雨趨勢

–可以了解大致的雨區分布，但無法掌握雨量中心之確切地點

• 3天前可以大致確定降雨日期及分布狀況
–但無法準確掌握量值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