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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降尺度日資料  Q & A 
科技部-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計畫團隊(簡稱 TCCIP)

長期執行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料的產製與校驗，本期為第三階段，已累積包

括觀測、AR4/AR5 統計降尺度及動力降尺度…等大量的資料組。以下問答

集為針對本期產製完成的統計降尺度日資料，使用者可能提出的問題。依照

問題類型，分為資料產製、資料特性、以及資料應用相關問題。 

 

問答集主要分類 

資料
產製

資料
特性

資料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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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料產製相關問題  

1. TCCIP 計畫過去提供了那些資料？ 

TCCIP對外服務的資料清單如下： 

1. 網格化觀測資料：1960~2015 年全台 5 公里解析度月降雨、月平均

溫度、最高溫月平均及最低溫月平均之網格資料(平均溫度、最高溫、

最低溫僅到 2014年)。 

2. 推估(統計降尺度資料)：IPCC AR4 & AR5大氣海洋環流模式 5公里

解析度推估未來 2020~2100年月溫度、雨量資料。 

3. 推估(動力降尺度資料)：5公里動力降尺度推估(使用 AR4資料)，未

來 2020~2100年前 20名颱風事件時雨量。 

4. 臺灣月降雨指數(TRI-m)*：1901~2000年測站月降雨指數時序。 

5. 臺灣月降雨指數延伸(TRI-mex)*：1885~2010 年測站月降雨指數時

序。 
註 1：IPCC 是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的英文縮

寫。 

註 2：AR4及 AR5分指 IPCC 第四次氣候變遷評估報告以及第五次氣候變遷評估報告的簡稱。 

 

2. 什麼是統計降尺度? 

統計降尺度是以歷史觀測資料為基底，結合全球氣候模式過去同一

時期的歷史推估資料，建立長期且穩定之統計關係，並將此統計關係應

用於未來的推估資料中，空間解析度的高低，取決於歷史觀測資料的解

析度。本組統計降尺度日資料所採用的方法為參考 Wood et al. (2002, 

2004) 與 Maurer (2007) 所發展的偏差校正空間分解法 BCSD (Bias 

correction and spatial disaggregation)中偏差校正的概念，再加入時間

採樣區間(TimeWindow)的技術所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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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何需要統計降尺度日資料？ 

由於氣候變遷衝擊評估需透過全球氣候模式所提供的未來推估資料

進行評估，然而全球氣候模式空間解析度平均大約為 250 公里(經緯度

2.5。左右)，應用上難以提供臺灣小尺度的評估與應用，因此必須透過降

尺度方法將全球氣候模式資料空間降尺度至較高解析度之資料，如 5km 

x 5km(經緯度 0.05。左右)的解析度。過去因為資料與技術的限制，我們

只提供統計降尺度月資料，但在應用需求上，多數仍然需要日時間尺度

的網格化推估資料，像是農業的產量模擬與分析、登革熱病媒蚊的棲地

分布模擬、旅遊或是生活等適合度分析…等。因此，在網格化觀測日資

料產製成熟之後，我們便著手進行統計降尺度日資料技術研發，經過多

時驗證與測試才決定提供服務。 
 

4. 我們做了哪些準備來產製統計降尺度日資料？ 

為了要建置統計降尺度日資料，我們必須先準備好網格化觀測日資

料。為了建置網格化觀測日資料，我們必須先蒐集與均一化全台一千多

個測站日資料，才能建置全台 5km x 5km解析度的網格化觀測日資料，

然後才能將全球氣候模式的原始輸出資料，利用這組全台 5km x 5km解

析度的網格化觀測日資料進行統計降尺度，得到全球氣候模式統計降尺

度後的統計降尺度日資料。 
 

5. 統計降尺度日資料使用了那些全球氣候模式？ 

統計降尺度日資料使用的氣候變遷全球氣候模式資料為參與全球第

5代偶合模式比較計畫(Coupled Model Intercomparison Project Phase 

5，簡稱 CMIP5)之各國氣象中心或學術單位所提供。使用的全球氣候模

式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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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ing Center Model Institution 

CSIRO-BOM ACCESS1.0 CSIRO (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sation, Australia), and BOM (Bureau of 

Meteorology, Australia) 

ACCESS1.3 

BCC BCC-CSM1.1 Beijing Climate Center,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BCC-CSM1.1(m) 

GCESS BNU-ESM College of Global Change and Earth System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CCCma CanCM4 Canadian Centre for Climate Modelling and Analysis 

CanESM2 

NCAR CCSM4 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NSF-DOE-NCAR CESM1(BGC)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Department of Energy, 

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CESM1(CAM5) 

CESM1(CAM5.1, 

FV2) 

CESM1(FAST 

CHEM) 

CESM1(WACCM) 

CMCC CMCC-CESM Centro Euro-Mediterraneo per I Cambiamenti Climatici 

CMCC-CM 

CMCC-CMS 

CNRM-CERFACS CNRM-CM5 Centre National de Recherches Meteorologiques / 

Centre Europeen de Recherche et Formation Avancees 

en Calcul Scientifique 

CSIRO-QCCCE CSIRO-Mk3.6.0 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sation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Queensland 

Climate Change Centre of Excellence 

EC-EARTH EC-EARTH EC-EARTH consortium 

LASG-CESS FGOALS-g2 LASG, Institute of Atmospheric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CESS, Tsinghua University 

LASG-IAP FGOALS-s2 LASG, Institute of Atmospheric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FIO FIO-ESM The First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SOA, China 

NOAA GFDL GFDL-CM2.1 Geophysical Fluid Dynamics Laboratory 

GFDL-CM3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15-historical-access1-0.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16-historical-access1-3.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17-historical-bcc-csm1-1.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18-historical-bcc-csm1-1-m.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19-historical-bnu-esm.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20-historical-cancm4.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21-historical-canesm2.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22-historical-ccsm4.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23-historical-cesm1-bgc.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24-historical-cesm1-cam5.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25-historical-cesm1-cam5-1-fv2.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25-historical-cesm1-cam5-1-fv2.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26-historical-cesm1-fast-chem.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26-historical-cesm1-fast-chem.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27-historical-cesm1-waccm.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28-historical-cmcc-cesm.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29-historical-cmcc-cm.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31-historical-cmcc-cms.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30-historical-cnrm-cm5.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32-historical-csiro-mk3-6-0.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33-historical-ec-earth.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34-historical-fgoals-g2.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35-historical-fgoals-s2.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36-historical-fio-esm.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37-historical-gfdl-cm2-1.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38-historical-gfdl-cm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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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ing Center Model Institution 

GFDL-ESM2G 

GFDL-ESM2M 

NASA GISS GISS-E2-H NASA Goddard Institute for Space Studies 

GISS-E2-H-CC 

GISS-E2-R 

GISS-E2-R-CC 

MOHC (additional 

realizations by 

INPE) 

HadCM3 Met Office Hadley Centre (additional HadGEM2-ES 

realizations contributed by Instituto Nacional de 

Pesquisas Espaciais) 

HadGEM2-CC 

HadGEM2-ES 

NIMR/KMA HadGEM2-AO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teorological Research/Kore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INM INM-CM4 Institute for Numerical Mathematics 

IPSL IPSL-CM5A-LR Institut Pierre-Simon Laplace 

IPSL-CM5A-MR 

IPSL-CM5B-LR 

MIROC MIROC4h Atmosphere and Ocean Research Institute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 and Japan Agency for Marine-Ear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ROC5 

MIROC-ESM Japan Agency for Marine-Ear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tmosphere and Ocean Research Institute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and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 

MIROC-ESM-

CHEM 

MPI-M MPI-ESM-LR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Meteorology (MPI-M) 

MPI-ESM-MR 

MPI-ESM-P 

MRI MRI-AGCM3.2H Meteor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MRI-AGCM3.2S 

MRI-CGCM3 

NCC NorESM1-M Norwegian Climate Centre 

NorESM1-ME 

資料來源：氣候變遷研究聯盟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39-historical-gfdl-esm2g.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40-historical-gfdl-esm2m.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41-historical-giss-e2-h.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42-historical-giss-e2-h-cc.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43-historical-giss-e2-r.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44-historical-giss-e2-r-cc.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45-historical-hadcm3.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46-historical-hadgem2-cc.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47-historical-hadgem2-es.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48-historical-hadgem2-ao.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49-historical-inmcm4.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50-historical-ipsl-cm5a-lr.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51-historical-ipsl-cm5a-mr.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52-historical-ipsl-cm5b-lr.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53-historical-miroc4h.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54-historical-miroc5.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55-historical-miroc-esm.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56-historical-miroc-esm-chem.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56-historical-miroc-esm-chem.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57-historical-mpi-esm-lr.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58-historical-mpi-esm-mr.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59-historical-mpi-esm-p.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60-historical-mri-cgcm3.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61-historical-noresm1-m.html
http://cclics.rcec.sinica.edu.tw/index.php/databases/data/72-coupled-model-intercomparison-project-cmip5/historical-1850-at-least-2005/362-historical-noresm1-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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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氣候變遷排放情境又是如何界定的? 

氣候變遷排放情境之界定是以輻射強迫力在 2100 年與 1750 年之

間的差異量當作指標性的數值來區分四組未來氣候變遷排放情境。

RCP2.6的情境代表輻射強迫力在2100年增加了 2.6W/m2，而RCP4.5、

RCP6.0與 RCP8.5則是輻射強迫力分別增加了 4.5、6.0與 8.5 W/m2。

在這四種情境中，RCP2.6是個暖化減緩的情境；RCP4.5與 RCP6.0是

屬於穩定的情境；RCP8.5則是個溫室氣體高度排放的情境。(詳細說明

可參考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2017，第 1.8節) 
 

7. 我們是否能夠提供輻射量、濕度……等統計降尺度日資料？ 

目前我們僅提供最高溫、最低溫、均溫以及降雨量等 4個參數的統

計降尺度日資料，原因在於這 4個參數有足夠的測站觀測資料，並已建

置網格化觀測資料，才能夠產製統計降尺度日資料。其他測站資料相對

不足的參數如輻射量、濕度…等，需能夠產製網格化觀測資料之後，才

能進一步產製統計降尺度日資料提供服務。 
 

8. 我們是否能夠提供對應測站的日最高、最低溫、輻射量、濕

度……等統計降尺度資料？ 
我們尚未進行對應測站的各種參數統計降尺度。對應測站的統計降

尺度，須重新使用全球氣候模式推估資料，並使用類似分位數映射法

(Quantile mapping)方法進行偏差校正，處理的數據繁雜且量大，目前仍

在審慎評估使用者需求的效益以決定是否進行對應測站的統計降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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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特性相關問題  

1. 統計降尺度日資料與網格化觀測資料比較表現如何？ 

統計降尺度日資料在降尺度的過程中，以網格化觀測資料為基底做

強度上的偏差修正。整體而言模式模擬溫度的變化趨勢較一致且較符合

觀測結果，降雨量的空間變化受地形影響且發生較為區域性，而降雨量

各別模式呈現差異度較大，童等人(2018)有完整的評估結果。 
 

2. 新版(日)資料(TCCIP3_SD_5km_daily_v1)與舊版(月)資料

(TCCIP2_SD_5km_monthly_v2)不同在哪裡? 

統計降尺度資料產製的 AR5模式來源資料，月時間尺度的模擬結果

反映氣候季節的變化情況，為各國氣候組織成員參與 CMIP5 最基礎必

要提供的模擬資料；而舊版(月)資料則是依照資料庫現有模式個數所產

製。而日時間尺度資料則依各成員依研究考量開放提供。新版(日)資料與

舊版(月)資料模式個數統計如表 1。21 世紀末未來推估的結果，日資料

較能呈現極端降雨與更細緻未來推估變化，溫度的差異方面，兩組資料

趨勢一致，但降雨量則差異較明顯(如圖 2)。 
表 1. 統計降尺度舊版(月)資料與新版(日)資料組，4 組暖化情境的模式個數統計。(詳

細說明請參考附件一) 
 

版本 模式個數 

舊版月資料 
historical(41)、RCP2.6(26)、RCP4.5(38)、
RCP6.0(21)、RCP8.5(41) 

新版日資料 
historical(34)、RCP2.6(22)、RCP4.5(30)、
RCP6.0(17)、RCP8.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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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舊版(月)資料與新版(日)資料於不同暖化情境下，21 世紀末(2081-2100)相對於基

期(1986-2005)的溫度(℃)差異，與降雨(%)改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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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什麼兩組的氣候平均值不同? 

統計降尺度資料的產製建立於相對應的觀測資料與降尺度方法，此

2 大因素影響此兩組降尺度資料的未來推估趨勢。兩組統計降尺度資料

所使用的觀測資料對應如下表： 

統計降尺度資料組 使用的觀測資料組 

TCCIP2_SD_5km_monthly_v2 TCCIP2_OBS_5km_monthly_v2 

TCCIP3_SD_5km_daily_v1 TCCIP2_OBS_5km_daily_v2 

 

■ 使用觀測資料不同 

網格化觀測資料是訓練降尺度方法的基準，觀測資料版本更新後自

然降尺度資料也將有所不同。由於蒐集測站點資料豐富度、與更好的網

格 化 方 法 更 新 演 進 ( 翁 與 楊 ， 2012 、 2018) ， 雖 然 舊 版

(TCCIP2_OBS_5km_monthly_v2) 與 新 版

(TCCIP2_OBS_5km_daily_v2)觀測網格資料各季節的氣候平均值空間

差異不明顯，但依然有強度上的不同(如下圖 1)，特別是觀測網格資料舊

版夏季降雨量明顯大於新版的氣候值。同樣的在各季節逐年的變化值也

有類似的差異變化(如下圖 2)，以致推估的兩組資料平均氣候值有所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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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觀測網格降雨量舊版與新版資料各季節氣候平均的空間分布，及差異值(舊版減

新版)。 

圖 2. 臺灣觀測網格資料區域平均後之時間序列圖，其中藍線為舊版、紅線為新版。

(舊版略高於新版，各季平均差異為春季(MAM)0.87mm/day 、夏季(JJA)2.07 

mm/day 、秋季(SON)1.47 mm/day 、冬季(DJF)0.71 mm/d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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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降尺度方法不同 

舊版(月)資料(TCCIP2_SD_5km_monthly_v2)採用 Wood et  al.  

(2002, 2004) 與  Maurer (2007) 所發展的偏差校正空間分解法(Bias 

Correction and Spatial Disaggregation, BCSD)，透過兩階段降尺度至 5

公里網格(如下圖 3)；而新版(日)資料(TCCIP3_SD_5km_daily_v1)降尺

度則是一階段降尺度再加入時間採樣區間(Time Window)的技術，先空

間內差(SD, Spatial Disaggregation)再做偏差修正(BC, Bias Correction)。

主要目的為保留日資料的強降雨及無雨日變化的訊號。圖 4是以 AR5的

MRI-CGCM3 全球模式資料做新、舊版本降尺度方法比較，兩種方法的

降尺度結果空間分布差異不明顯，但使用舊版(月)的方法，強度大於新版

(日)方法的結果。 

4. 新版統計降尺度日資料(TCCIP3_SD_5km_daily_v1)優點在

哪裡? 

日資料可提供更多短時間變化的細節，如：強降雨、連續降雨、乾

旱日數、熱浪寒潮天數…等。以下圖 1 為例，月資料僅能得到「平均氣

候」的變化資訊，包含平均雨量、溫度的變化；日資料可更進一步推估

「極端事件」的未來改變情況，如：年最大降雨量、最長無雨日、年最

低溫度、年最高溫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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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月資料與日資料可得到的未來推估資訊不同。 

 

5. 統計降尺度降雨與溫度日資料，歷史氣候模擬表現如何？ 

日資料組在降尺度的過程中，以觀測資料為基底做強度上的偏差修

正。降雨量的空間變化受地形影響且發生較為區域性，整體而言模式模

擬溫度的變化趨勢較一致且較符合觀測結果，而降雨量各別模式呈現差

異度較大，童等人(2018)有完整的評估結果。 
 

6. 新日資料(TCCIP3_SD_5km_daily_v1)相對於過去月資料，在

近未來(2021-2040)的變化趨勢是否相同?  

各情境下近未來(2021-2040)期間，暖化趨勢並無明顯差異，溫度與

降水的各情境變化情形亦趨於一致。是因為暖化驅動力(如溫室氣體作用)

在近未來對於各個氣候模式作用還不明顯，但到 2050 年以後則會開始

不同暖化情境就會有明顯差異。整體而言新、舊版本長期趨勢分析結果

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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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推估資料的限制條件與注意事項? 

由於 CMIP 模式都是大氣海洋耦合模式，海溫的變化是由模式內部

動力產生，所以在資料使用上即使模式歷史模擬資料有各個年份標註，

但是必須注意其與實際觀測資料並不相同，不可直接與觀測資料比對，

僅能就某段氣候時期(至少 20年)的統計特性加以比較。此外是模式資料

降尺度的時空解析度增加時，往往會使變異量加大（也就是雜訊震幅增

加），相對的氣候變遷的訊號就顯得不那麼強，或是未來推估變動較小

的氣候時段(如：近未來 2021-2040)與情境(如：RCP2.6)時，會出現訊

噪比值較小(即雜訊震幅接近或大於暖化趨勢)，在應用上必須了解其侷

限。 
 

8. 氣候模式的日雨量資料是否可「預報未來」的降雨? 

不能。未來推估是屬於氣候變遷的模擬，並不作預報。故在資料使

用上僅能針對未來相對於現在(基期)的變化來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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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應用相關問題  

1. 日資料提供那麼多 GCM，是否有建議的挑選方法? 

在資源足夠的情況下建議使用所有模式，因多模式、多情境，其結

果有利於提高氣候變遷衝擊評估之可信度，資料更精進且降低不確定性；

若情況必須得進行挑選，則建議針對研究內容的預設情況先進行模式評

估後再做決定；不建議僅使用單一模式或系集平均做為結果代表。 
 

2. 應用評估上，該如何面對資料的更新? 

在推估資料推陳出新及降尺度方法精進的當下，為配合國際趨勢及

滿足使用者需求，計畫會持續推出資料更新版本，建議使用資料的相關

衝擊報告也須持續更新，提高評估的準確性。 
 

3. 日資料是否可以直接應用於各領域?該注意甚麼? 

日資料有經過網格化觀測資料之偏差校正，可以直接應用於各領域，

但不建議當作測站資料使用，因網格化資料是低估於測站資料(如下圖 1)，

而日資料又是根據網格化觀測資料進行降尺度，故網格資料相對於測站

資料是同樣是低估的，因 5公里解析度網格(25平方公里)相對於測站單

點，面與點是一定有差距，特別是降雨量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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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北站觀測資料年最大降雨量(mm/day)逐年變化。【藍色長條圖為測站值；灰色

則是最近觀測網格值。黑色實線為測站 11 年滑動平均值；藍色虛線為 55 年長期

趨勢；紅色虛線為近 30 年趨勢】 

因此，建議使用者在應用網格推估資料時，圖 2 所示之方法，可利

用未來降雨推估以觀測氣候值 X(1+降雨改變率)；而溫度則是觀測氣候

值+溫度改變量。 

 
圖 2. 應用推估資料示意圖。將觀測氣候值疊加推估的降雨改變率(%)，得到未來的降雨

量(mm/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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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資料是否可以用於防災設計應用? 

日資料目的為評估未來極端氣候的變化趨勢，可用於在面對全球暖

化下，區域排水的防護設施設計，建議可應用多組模式的結果，提供以

機率的方式呈現相關的訊息，但若為短延時的極端暴雨事件評估，建議

使用動力降尺度小時降雨模擬。 
 

5. 對於平台上所提供之資料以外的需求，該如何取得? 

可於平台上加入會員後，在技術支援的項目內，有提供進階資料需

求供使用者填寫，計畫團隊在收到需求後會有專人與您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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