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災害防救科ㄾ中心 

Part I:  TCCIP計畫ᶉ紹 



氣候變遷᳇大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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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䱯 

IPCC AR5的訊息 

 

TCCIP的角色 

 

⊮灣的氣候變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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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 報告緣由  

 IPCC 濑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政府間氣候變遷⫆門委員會濒由世界氣
象組織濑WMO濒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濑UNEP濒
於1988ⴲ所成立 

 

提供決策者客觀的資訊來源，包含 
 氣候變恞的成因 

 ⯴環境與社會經濟的潛在衝擊 

 ⏖能的因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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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 報告的貢獻 

第一次報告濑FAR, 

1990濒 
⯴UNFCCCƋ聯合國氣候變恞公約ƌⅎ容產生重要影響 

第ᵊ次報告濑SAR, 

1996濒 
⯴京都議定書協議ⅎ容產生重大影響 

第᳇次報告濑TAR, 

2001濒 
聚焦㖣衝擊的問題，並強調調適的重要性 

第四次報告濑AR4, 

2007濒 
針⯴後京都議定書時代，提出增㺒㎎制在2°C的終極目標 

第五次報告濑AR5, 

2013-2014濒 
檢視2°C的目標，並為2015巴黎協議ƋParis 2015 

agreementƌ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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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氣㵩變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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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到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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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循環觀測指標 
CO2濃度目前已弒
400ppm 與300萬ⴲ
前相⋊ 

海洋酸⇔情況越來
越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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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5新情境Ƽ代表濃度途徑 ƽ 
Representative Concentration Pathways (RC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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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 AR4與AR5 㗨來氣候變遷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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㗨來㵩度推估變⇔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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㗨來㵩度與雨量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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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ⴱ面㗨來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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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季風區的降雨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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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雨增多 
• 降雨強度增強 
• 季風較早䙣生 
• 季風較晚結束 
• 季風的䙣生時期較長 
 



颱風變⇔推估結果 

東亞季風區的降雨濑ⴱ均降
雨與極端降雨濒都㗇增加趨
勢Ʋ 

 

西⇕太ⴱ洋地區颱風的氣候
變遷推估的不確定性較高，
ⴱ均而言，颱風䔺生頻率減
少，強烈颱風䔺生機率⊭能
增加，降雨部分也是增加的
機率較高Ʋ但㨢部份的不確
定性也較大Ʋ 

 

颱
風
頻
率 

強
烈
颱
風
頻
率 

颱
風
強
度 

颱
風
降
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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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ⴱ面升趨勢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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㗨來推估之㵩度與海ⴱ面高度 

㵩度：最嚴重升2.6～4.8度 
 
海ⴱ面升：最嚴重升0.45～0.82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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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與趨勢走向 

進一㨣變遷的⊭能性 

21世紀早期 21世紀後期 

豪大雨ᵉ件: 
䔺生的頻率Ʊ強度及/或降雨量增
加 

⏖能 許多陸地地
⌧ 

非常⏖能 大部分中緯度
陸地地⌧及潮濕熱帶地⌧ 

乾旱的強度及/或持續時間增加 

ἵ⏖信度 ⏖能(中等⏖信度) ⌧域尺
度到⅏球尺度  

強烈熱帶氣旋活動增加 

ἵ⏖信度 比較⏖能 西⋾⤑⹚洋及
⋾大西洋海域 

極端高海ⴱ面䔺生率及/或程度增
加 

⏖能 非常⏖能 

㗨來變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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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 Assessment Report 5 (AR5) 
WGII: Impact,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亞洲主要風險：水災⫌致之社會衝擊濑基礎建設Ʊ
生計濒Ʊ㵩度相關之健康風險濑死亡率濒Ʊ乾旱⫌
致之水資源及糧食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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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ㄾ部氣候變遷᳇大主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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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恞調適科技計畫 (TaiCCAT) 

脆弱度評估˚調適治理 計畫期限: 100, 101, 102~104 

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ⴱ⊮建置計畫 (TCCIP) 

臺灣氣候變恞資料/資訊提供 計畫期限:  99~101, 102~104 

氣候變恞研究聯盟-氣候變恞實驗室 (CCliCS) 

模式能力建構˚基礎研究 計畫期限: 100~104 



TCCIP在國家所扮演的角色 

國䔺會 
氣候變遷調適政策 
䱯領與行動方案 
 濑102~106濒 

調適科ㄾƱ評估ㄾ術 

科ㄾ部 
氣候變遷調適科ㄾ 
濑TaiCCAT 濒 

資料應用 
資料服務 

調
適
行
動
方
案
推
動 

科ㄾ部 
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ⴱ⊮

建置計畫濑TCCIP濒 
 濑99~101, 102~104濒 

科ㄾ部 
氣候變遷實驗室 
濑CCliCs 濒 

科學研究社群 

‴他調適部門 
研究計畫/團隊 

 濑如農委會Ʊ疾管局Ʊ能源局Ʊ林
務局Ʊ教育部濒 

水利署 
氣候變遷⫋水環境之

衝擊與調適 

NCDR 
防災領域應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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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CIP-II 計畫推動架構 

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ⴱ⊮  
科ㄾ部  

中央氣象局 

學術研䙣 

國際接軌 應用研究 

水利署Ʊ農試所… 

中研院環境變遷中心 

師大Ʊ⊮大Ʊ交大Ʊ
中大Ʊ⇕Ⳁ大Ʊ彰師
大Ʊ長榮大… 

國家災害防救科ㄾ中心 
• 規劃運作 
• 整合學術界研究能量 
• 培育優秀人才 

政策䱯領調適
行動領域 

強
⋽ 

新
增 

能
源
產
業 

健
康 

農
業
、
生
態 

海
岸 

水
資
源 

維
生
基
礎

設
㖤 

土
地 

災
害 

IPCC CMIP5資料 

CORDEX-EA 資料 

日㗪氣候變遷創生計畫 
高解析氣候模式濑20KM濒資料 

高解析度AGCM 
(GFDL HiRAM, NCAR CA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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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CIP-II 團隊分工架構 
氣候變遷資料Ʊㄾ術Ʊ知識與服務整合架構圖 

Team1 
觀測與模式資料分析 

Team2 
降尺度推估資料產製 

Team3 
使用者資料應用研究Ʊ不確定性分析 

Team4 
資料服務Ʊ使用者溝廘Ʊ成果推廣 

CMIP5資料˚高解析度GCM 

降尺度資料 
現象分析需求 

模式特性與結果分析 

氣象資料收集與建置 

應用經驗/知識 關鍵技術/工⅞ 

㎏估資料 
/變恞趨勢 

觀測資料 
/變恞趨勢 
/科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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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㗪資料數位⇔ 

 紙㗪資料(超過1300萬筆資料)： 

− 所㛰測站逐時雨量資料  

− 所㛰測站日資料補齊 

      日資料計23項，各站䙢錄項目不一 

Ƌ⹚均測站氣壓˚最高測站氣壓˚最ἵ測
站氣壓˚⹚均氣㺒˚氣㺒日較差˚最高氣
㺒˚最ἵ氣㺒˚⹚均露點㺒度˚⹚均水氣
壓˚最大水氣壓˚最⯶水氣壓˚⹚均相⯴
濕度˚最⯶相⯴濕度˚⹚均風風速˚⹚均
風風向˚最大⹚均風風速˚最大⹚均風風
向˚降水量˚降水時數˚最大⌨分鐘降水
量˚最大一⯶時降水量˚日照時數˚日照
率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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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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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局 農田水利會 水利署 台電 

為 為 為 

⏗灣雨量測站㛯資料1187個測站ἴ置分ⷪ圖，圓
點為測站ἴ置，色階為海拔高度，單ἴ是公尺˛ 



(a) ⸜總雨量之時間序列與變化趨勢ˤ (b) 100⸜ˣ50⸜ˣ30⸜變化幅度ˤ 

實心長條圖表示變化趨勢通過95%的信心度檢定炻空心長條則表示㛒通過ˤ 

臺灣平地年均雨量變遷 
(臺北ǵ臺中ǵ臺南ǵ恆春ǵ臺東ǵ花蓮六個具百年以上測站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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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島⹚均的⹛總降雨日數不論是在100⹛˚50⹛與30⹛都㛰明顯下降的趨勢˛ 

• 100年趨勢為每10年減少4⤐，30年則增至每10年減少6⤐ 

臺灣平地年總降雨日數有減少趨勢 

(a) ⸜總降雨日數之時間序列與變化趨勢ˤ (b) 100⸜ˣ50⸜ˣ30⸜變化幅度ˤ 

實心長條圖表示變化趨勢通過95%的信心度檢定炻空心長條則表示㛒通過ˤ 
27 



臺灣地⌧大豪雨日數在近30ⴲ㗇明顯增多的趨勢，大約㛰50~60⹛怘期的
⹛代際變⋽現象˛⫍雨日數則大幅度減少，百⹛趨勢為每10⹛減少2⤐，而
近30⹛增加為每10⹛減少4⤐˛ 

 臺灣大豪雨日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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Ȩ台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2011ȩ 

ᶳ載䵚址: www.ncdr.nat.gov.tw/  

或 www.nsc.gov.tw  

第一章  全球氣候變遷觀測 

第ᵊ章 東亞／西⇕太ⴱ洋氣候變遷 

第᳇章  氣候自然變異與ⴲ代際變⇔ 

第四章  臺灣地區氣候變遷 

第五章  㗨來氣候變遷推估 

第章  氣候變遷與災害衝擊 

相關成果已納入經建會氣候變怟政策䵙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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㗨來的氣候變遷推估資料 
統計降尺度 
 
動力降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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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尺度示意圖 

動力降尺度 統計降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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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降尺度 

 GCM空間解析度不夠細緻，無法
解析⏗灣各縣ⷩ尺度之氣候變恞
狀況˛ 

 需輔以降尺度技術，⯮GCM氣候
變恞訊息⯵入⏗灣各縣ⷩ已怙堳
氣候變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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㗨來情境推估-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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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地表氣㺒⹚均變⋽ (ºC) 
⌧域 季節 最⯶ 10 25 50 75 90 最大 

⋾ 
臺 
灣 

冬(DJF) 1.1 1.4 1.9 2.4 2.9 3 3.7 

春(MAM) 1.6 1.7 1.9 2.3 2.6 2.7 3.5 

夏(JJA) 1.2 1.4 1.9 2.3 2.6 3 3.6 

秋(SON) 1.3 1.4 2 2.2 2.7 3 3.5 

中 
臺 
灣 

冬(DJF) 1.1 1.3 1.8 2.3 2.7 3.1 3.4 

春(MAM) 1.6 1.6 1.9 2.3 2.6 2.8 3.5 

夏(JJA) 1.2 1.4 1.9 2.2 2.6 3 3.6 

秋(SON) 1.3 1.4 2 2.2 2.7 2.9 3.4 

南 
臺 
灣 

冬(DJF) 1 1.4 1.8 2.2 2.5 2.9 3.2 

春(MAM) 1.5 1.6 1.8 2.2 2.4 2.7 3.3 

夏(JJA) 1.2 1.3 1.9 2.1 2.5 2.9 3.7 

秋(SON) 1.2 1.4 1.9 2.1 2.6 2.8 3.4 

東 
臺 
灣 

冬(DJF) 1 1.3 1.9 2.3 2.7 2.9 3.5 

春(MAM) 1.6 1.6 1.8 2.2 2.6 2.7 3.5 

夏(JJA) 1.2 1.3 1.9 2.2 2.6 2.9 3.7 

秋(SON) 1.2 1.4 2 2.2 2.7 2.9 3.5 

區域季節平均變化中位數介於
2.1℃~2.4℃間，北臺灣較南臺灣的增
溫幅度略高，而秋季較其他季節略低 

A1B情境臺灣地區㗨來㵩度變⇔推估 
(2080~2099ⴲ減去1980~1999ⴲⴱ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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㗨來情境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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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量⹚均百分比變⋽ (%) 
⌧域 季節 最⯶ 10 25 50 75 90 最大 

⋾ 
臺 
灣 

冬(DJF) -39 -34 -21 -13 0 6 30 

春(MAM) -24 -23 -15 -3 8 13 20 

夏(JJA) -12 -10 -3 13 26 36 43 

秋(SON) -25 -23 -12 -3 11 14 38 

中 
臺 
灣 

冬(DJF) -41 -38 -22 -15 0 6 34 

春(MAM) -27 -26 -18 -3 8 11 29 

夏(JJA) -9 -8 -4 15 28 34 47 

秋(SON) -26 -20 -11 -2 14 18 47 

南 
臺 
灣 

冬(DJF) -37 -35 -23 -16 -2 6 35 

春(MAM) -31 -29 -22 -7 4 10 35 

夏(JJA) -16 -14 -3 19 28 34 52 

秋(SON) -25 -20 -9 -1 15 22 55 

東 
臺 
灣 

冬(DJF) -37 -34 -20 -15 -1 6 26 

春(MAM) -27 -26 -19 -4 6 10 28 

夏(JJA) -14 -12 -3 16 28 33 43 

秋(SON) -24 -21 -11 -3 13 18 48 

降水量變化部分㚱標記顏色的表示其至少㚱3/4以ᶲ的模
式都㚱相同的符號炻橘色為減少ˤ 

模式推估岔來冬季平均雨量
多半是減少的，夏季平均雨
量多是增加的Ƕ對於臺灣岔
來的水資源調配是一大挑戰Ƕ 

A1B情境臺灣地區㗨來雨量變⇔推估 
(2080~2099ⴲ減去1980~1999ⴲⴱ均) 

36 



最新CMIP5 㗆均㵩Ʊ
㗆降雨5Km降尺度資
料產製，目前結果顯
示，與一期資料
濑CMIP3濒比較，趨

勢類似，⊮灣依
舊呈現豐越豐，
枯越枯的趨勢！ 
 

暖⇔越嚴重，
降雨分ⳁ不均
的趨勢越明顯！ 

最新氣候變遷推估資料產製 
統計降尺度  - IPCC AR5濑CMIP5濒資料產製及加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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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高解析度模式引進 



高解析全球模式(HiRAM) 
濑中研院環變中心提供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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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降尺度 

ㄽ接MRI高解析度模式
資料之研究區域 

1 

2 

⌧域氣候模式
較能凸顯⏗灣
特殊地形效應
⯴降雨之影響 

GCM 

WRF 

模式中⊮灣地形解析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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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降尺度 (強降雨日數) 

> 350 mm/day > 200 mm/day > 130 mm/day > 50mm/day > 1 mm/day 

強降雨日數增加 降雨日數減少 

目前 

世紀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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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FEB MAR APL MAY JUN JUL AUG SEP OCT NOV DEC Total Per Year 

1979-2003 0 0 0 2 5 12 23 21 15 6 3 1 88 3.52 

2015-2039 0 0 1 2 3 8 23 20 16 6 1 1 81 3.24 

2075-2099 0 0 1 1 8 8 19 22 9 10 3 1 82 3.28 

1992-2010 0 0 0 1 3 10 20 37 23 11 2 0 107 5.63 

 110 E  115 E  120 E  125 E  130 E 
 15 N 

 20 N 

 25 N 

 30 N 

侵臺颱風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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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ipitation of top 6 typhoons in 

2075-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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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 淡水河 大䓚㹒 濁水㹒 曾文㹒 高屏㹒 

1979-2003 

561.24 mm 511.19 mm 420.87 mm 345.12 mm 462.25 mm 

2015-2039 

424.75 mm 472.56 mm 458.69 mm 374.87 mm 425.03 mm 

2075-2099 

448.76 mm 598.17 mm 593.21 mm 607.13 mm 720.10 mm 

五大流域前10⋋強降雨颱風的ⴱ均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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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_max > 37 oC  
Present Day    Near Future   End of Century 

Change  
Near Future   End of Century 

極端高㺒 
(7˚8㛯) 
的頻率 內陸都

市地區
頻率增
加最為
顯著 

觀測值
1979-2003 

現在   

1979-2003 

世紀岕
2075-2099 

世紀岕 

改變值 

夏季
日最
高溫 

高山地
區暖化
最為顯
著 

動力模式資料應用:地面日最高㵩度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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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 Present  (1979~2003) 

• Near future (2015~2039) 

• End of century (2075~2099) 

 

Resolution Output Variables 

3 hourly  

3D (x, y, p)  
風場ǵ重力位ǵ氣溫ǵ相對濕度ǵ水汽ǵ雲水ǵ雲冰ǵ雨水ǵ雪 

3 hourly  

2D (x, y) 

地面降水ǵ地形高度ǵ地面氣壓ǵ海平面氣壓ǵ地表10米水平風場ǵ
地表2米氣溫ǵ地表2米水汽ǵ海表面洋溫ǵ整層水汽ǵ整層雲水ǵ整
層雲冰ǵ整層雨水ǵ整層雪 

Hourly  

2D (x, y) 

地表  ：可感熱通量ǵ潛熱通量ǵ溫度 

２米高 ：氣溫ǵ水汽 

10米高 ：水平風場  

輻射通量：地表向下短波ǵ地表向下長波ǵ晴空地表向下短波ǵ晴空
地表向下長波ǵ頂層向上短波ǵ頂層向上長波ǵ晴空頂層
向上短波ǵ晴空頂層向上長波 

地面降水ǵ地形高度ǵ地面氣壓ǵ海表面洋溫ǵ地表逕流ǵ地底逕流ǵ
邊界層高度 

Daily 

2D (x,y) 

地表  ：最低氣溫ǵ最高氣溫ǵ反照率ǵ發射率 

２米高 ：最低氣溫ǵ最高氣溫ǵ最低水汽量ǵ最高水汽量 

10米高 ：最小水平風場ǵ最大水平風場 

輻射通量：地表向下(向上)短波ǵ地表向下(向上)長波ǵ晴空地表向
下短波ǵ晴空地表向下長波ǵ頂層向上(向下)短波ǵ頂層
向上(向下)長波ǵ晴空頂層向上短波ǵ晴空頂層向上長波 

日照長度 

動力降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