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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氣候變遷關鍵指標圖集
Ø參 考 世 界 氣 象 組 織 (WMO) 「 氣 候 變 遷 偵 測 與 指 標 」 專 家 小 組

(ETCCDI) 建議的氣候變遷指標，包含大眾關心且適用於臺灣的極端
高溫、極端低溫、暴雨及乾旱等極端氣候，提供臺灣氣候變遷推估
資訊。

ØAR6統計降尺度版－重點特色：
1. 使用最新AR6統計降尺度日資料
2. 新增全球暖化程度 (Global Warming levels, GWLs) 評估
3. 新增IPCC AR6不確定性評估方法
4. 提供臺灣、四分區、20縣市推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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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關鍵指標
Ø延續2019年出版的圖集指標，以日高溫、日低溫、日降雨量為主要

變數，加值計算成為極端高(低)溫、暴雨及乾旱相關等極端氣候指標

溫度指標 單位

日夜溫差DTR °C

暖晝天數TX90p 天

暖夜天數TN90p 天

冷晝天數TX10p 天

冷夜天數TN10p 天

日高溫最大值TXx °C

日低溫最大值TNx °C

日高溫最小值TXn °C

日低溫最小值TNn °C

極端高溫持續指數HWDI 天

極端低溫持續指數CWDI 天

共計11項溫度指標

指標定義不
變，僅調整
中英文名稱

降雨指標 單位

雨日RR1 天

雨日總降雨量PRCPTOT 毫米

雨日降雨強度SDII 毫米/天

10毫米雨日R10mm 天

20毫米雨日R20mm 天

大雨日R80mm 天

豪雨日R200mm 天

年最大一日降雨量Rx1day 毫米

年最大連續五日累積降雨量Rx5day 毫米

年最長連續不降雨日CDD 天

年最長連續降雨日CWD 天

共計11項降雨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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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集說明－資料來源

資料查詢
資料下載

網格化觀測日資料(NEW) AR6統計降尺度日資料(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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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集說明－情境設定
Ø參考IPCC AR6：
1. 溫室氣體排放情境(SSP-RCPs或SSP排放情境)
2. 全球暖化程度(GWLs)：建立在SSP情境資料的推估結果

暖化評估 分類 應用建議

SSP排放情境
(SSP-RCPs)

SSP1-2.6
SSP2-4.5
SSP3-7.0
SSP5-8.5

GHG低排放量
GHG中排放量
GHG高排放量
GHG極高排放量

• 探討GHG排放量造成長時間的氣候
變遷，或特定時期不同情境之間
的比較

• 適合氣候科學或相關應用領域研
究人員深入分析

全球暖化程度
(GWLs)

GWL 1.5°C (短期內必然發生)
GWL 2°C (可能在中期發生)
GWL 3°C
GWL 4°C

適合大眾瞭解當全球達成/未達成氣
候目標時，暖化所造成的氣候變遷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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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集說明－區域劃分
Ø資料尺度：0.05度網格
Ø區域劃分：與TCCIP資料商店提供氣候資料為相同的四分區、縣市

北部地區
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
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

中部地區
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
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

南部地區
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離)外島地區
澎湖縣

東部地區
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

參考中央氣象局區域劃分

目前暫無金門縣、連江
縣推估資料，TCCIP未來
規劃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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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集說明－不確定性評估
Ø參考IPCC AR6 Atlas對於氣候變遷訊號在空間分布的不確定性評估方法

方法 類別 定義 網格標記

簡單方法

(模式一致性) 

模式一致性高 ≥80%模式變化符號(+/-)與模式系集平均相同 無

模式一致性低 <80%模式變化符號(+/-)與模式系集平均相同
斜線

全球暖化3°C Rx1day在全球暖化3°C相較於基期(1995–2014)
的變化，系集平均的推估結果，所有網格皆為
增加趨勢。
Ø 不確定性評估：
全球暖化3°C有66個系集成員的模擬結果，
若80%以上模式（66×80%≒53）推估皆為增加
趨勢(符號為+)，則有高一致性，圖上不會有標
記；當低於80%模式有一致增加趨勢時，則為
低一致性，網格以斜線 標示

新增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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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最大一日降雨量
Rx1day



氣候圖集導讀－觀測資料的氣候平均值(以年最大一日降雨量為例)

②區域之氣候平均值

區域平均的氣候值，可作
為未來推估變化的比較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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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標名稱&空間分布圖
以觀測資料呈現基期1995–2014年的
空間分布情形，瞭解指標過去的氣
候平均狀態，以及不同區域之間的
差異



暖化不嚴重(1.5°C)時，多數網格呈現模

式一致性低；當暖化非常嚴重(4°C)，全
臺幾乎都呈現高一致性。

隨著暖化程度愈嚴重，年最大一日降雨

量增加愈多。

全球暖化程度推估結果：空間分布(以年最大一日降雨量為例)

藉由空間分布瞭解不同
GWLs下相對於基期的變遷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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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集平均推估

不確定性評估

已知暖化會造成極端降雨增加，但相較
於極端降雨年際變化來說暖化(1.5–2°C)
造成變化程度不夠大，仍有部分模式推
估為減少趨勢，因此模式一致性較低，
符合降雨推估具有更高不確定性的結果

，以及每一網格呈現
的不確定性評估

全球暖化1.5°C 全球暖化2°C

全球暖化3°C 全球暖化4°C



全球暖化程度推估結果：空間分布(以暖晝天數為例)

觀測 (基期1995–2014)

變化 (天)

全球暖化1.5°C 全球暖化2°C

全球暖化3°C 全球暖化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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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臺灣區域的暖化趨勢是很明確
的，幾乎所有模式推估暖晝天數皆
為增加，所有網格都顯示模式一致
性高

在全球暖化1.5–4°C相較於基期的推
估變化，隨著暖化程度愈嚴重，暖
晝天數明顯增加

系集平均推估

不確定性評估

TX90p



全球暖化程度推估結果：區域平均的推估資訊(盒鬚圖)

Ø 基期的氣候平均值
Ø 不同GWLs相較於基期
(1995–2014)的變化率

– 系集平均
– 中位數
– 25-75百分位數
– 5-95百分位數

臺灣 氣候值：242.8毫米

變
化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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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P排放情境推估結果：空間分布

① SSP排放情境 低排放 極高排放

②時期

以 SSP5-8.5在長期 (2081–
2100)推估變化，全臺皆
增加20%以上，且模式一
致性高

GHGSSP1-2.6 SSP2-4.5 SSP3-7.0 SSP5-8.5
短
期(2021– 2040)

中
期(2041– 2060)

長
期(2081–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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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P排放情境推估結果：時間序列

① SSP排放情境

ØSSP排放情境的推估
時間序列 (區域平均)
– 中位數
– 25-75百分位數
– 5-95百分位數

Ø20年移動平均：
– 2030(2021–2040)
– 2050(2041–2060)
– 2090(2081–2100)

短
期

中
期

長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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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P排放情境的推估盒鬚圖(區域平均)

Ø 基期的氣候平均值

Ø 不同時期、不同SSP情境推估，相
較於基期(1995–2014)的變化率：
– 系集平均
– 中位數
– 25-75百分位數
– 5-95百分位數

氣候值：242.8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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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CIP互動式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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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服務/氣候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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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式圖集：AR6統計降尺度版

SSP排放情境 GWLs



AR5圖集(2019)

AR6版互動式圖集介面靈活、功能更完善

Ø 提供區域平均推估資訊
Ø 提供系集平均推估結果

Ø 提供所有網格完整推估資訊
Ø 提供個別模式、多模式系集統計結果
Ø 提供時間序列、空間分布、統計圖

AR6圖集(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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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P排放情境推估結果：單一網格

單一網格的時間序列 (SS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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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P排放情境推估結果：功能介紹

左鍵按住向右拖曳

可任意放大時間區間 可開/關要顯示的統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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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P排放情境推估結果：區域平均

對照圖集電子檔

區域平均的時間序列、統計圖 (SS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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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P排放情境推估結果：空間分布

Ø 顯示每一網格點

的推估數值

Ø 在地圖上標記出

空間上的最大值、

最小值的網格位

置

空間分布(SS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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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L推估結果：統計圖、空間分布

單一網格、區域平均、空間分布(GW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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