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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對流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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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TCCIP (左)、OK+Cressman(中)、 氣象局累積雨量圖(右)

此研究最終目標是想要計算不規則範圍內，午後對流降水在不同低層風場下，降水強度、分布變化，希望先透過「等距」、「不
受測站分布不均」影響的雨量資料，計算午後對流個案降水熱區，並作為後續分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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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日比較2019年5至9月: TCCIP、當日測站資料普通克利金法(OK,

Ordinary Kriging)內插至1km後，再參考洪等(2020)透過Cressman法
逐次縮小影響半徑(20、15、10、7.5、5、2.5km)修正、氣象局三種
資料之日累積雨量分布，部分個案如(圖一)2022年5月18日整體平均
RNSE相較於TCCIP低，故選用自己產製的資料作為後續分析使用。

⚫ 網格資料比對

0-5m/s 5-10m/s 10-15m/s

N 8 (9.4) 8 (4.2) 1 (1.9)

NE 31 (9,3) 49 (4.0) 10 (5.6)

E 52  (7.1) 20 (5.5) -

SE 40 (10.2) 23 (6.6) -

S 27 (10.8) 26 (9.7) 1 (3.7)

SW 69 (10.1) 78 (4.6) 12 (10.3)

W 17 (14.5) 16 (13.7) 2 (29.3)

NW 5 (3.5) 1 (1.8) -

1. 2019年5至9月TCCIP_1公里網格日觀測資料
2. 中央氣象局測站日雨量資料(測站資料皆分析時段之9成以上可使用)
3. ERA5 reanalysis 00Z之1000-900hPa UV風場

⚫ 使用資料

參考朱等(2017):分別將2017-2022年5至9

月颱風行經(118°~123°E, 20°~26°N)以及
鋒面行經(119°~122°E, 21°~25°N)個案去
除(圖二)，再透過雷達回波與衛星雲圖將
遠方有大範圍>30BZ回波移入臺灣西南部
的個案濾除，得到午後對流個案，以其降
水分布(圖三)西南部降水熱區(黑框區域)分
析降水隨風場的變化。

⚫ 個案篩選、分析區域選定

圖二、颱風(紅)、鋒面(藍)濾除範圍示意圖 圖三、颱風(a)、鋒面(b)、雨帶移入(c)、午後對流(d)降水空間分布

1.取118.5-123.5E°,20.5-26.5N°(圖4紅框)，
並去除地形上空格點(紅點)，計算每層平均
風場，依八方位風向分類，得出每日於每層
的大致風向。
2.每層最接近平均風向及其兩相鄰風向三者
間網格數最多者，訂為當天於該層場的主要
風場(圖5-1)。
3. 各層間環境風向之網格數最多者作為當日
低層風場(圖5-2) 。

⚫ 低層風場定義

圖4、訂定低層風場的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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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一個案單層風向訂定方式

圖5-2、一個案各層風向統計結果

由2017-2022年5至9月午後對流個案可知:

1.西南部午後對流個案主要以低層東北、
西南風個案為主，降水集中於西南風個案
(表一)。
2.大於10m/s的個案，風速較弱，降水反而
較多;小於10m/s個案則反之(表二)。
3. 期望能申請TCCIP這段時間1km網格雨量
資料，對結果進行比對，以利後續分析。

⚫ 初步結果與未來工作
表一、午後對流各低層風向日數與降雨量 表二、午後對流各低層風向風速日數

與單位面積平均日雨量

日數(占比) 網格總雨量(占比)
單位面積

平均日雨量
N 17 (3.4%) 420877   (2.3%) 5.5

NE 90 (18.1%) 2488610 (13.6%) 6.0

E 72 (14.5%) 2190922 (11.9%) 6.6

SE 63 (12.7%) 2564541 (14.0%) 8.9

S 54 (10.9%) 2513180 (13.7%) 10.1

SW 160 (32.2%) 5684773 (31.0%) 7.7

W 35 (7.0%) 2408732 (13.1%) 15.0

NW 6 (1.2%) 70051   (0.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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