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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里與5公里統計降尺度日資料差異
1. 1公里和5公里資料相比，主要的優缺點是什麼？
2. 兩種解析度資料的降尺度方法是否相同? 趨勢是否一致?
3. 解析度提升至1公里後，能看到哪些過去看不到的現象？
4. 溫度資料上，兩種解析度有何差異？是否建議繼續使用5公里即可？
5. 為何兩種解析度降雨資料在山區差異更明顯？

➢資料規格、不確定性與應用建議
1. 1公里資料包含哪些情境和資料格式？
2. 資料的品質和不確定性如何？
3. 1公里的高解析度資料適合用在哪些領域？
4. 如何選擇該用1公里還是5公里的資料？

➢資料服務方式
1. 如何取得1公里的資料？下載方式和過去一樣嗎？
2. 1公里資料量很大，處理上有什麼建議？ 是否會提供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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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里與5公里
統計降尺度日資料差異

1. 1公里和5公里資料相比，主要的優缺點是什麼？

2. 兩種解析度資料的降尺度方法是否相同? 趨勢是否一致?

3. 解析度提升至1公里後，能看到哪些過去看不到的現象？

4. 溫度資料上，兩種解析度有何差異？是否建議繼續使用5公里即可？

5. 為何兩種解析度降雨資料在山區差異更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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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里和5公里資料相比，主要的優缺點是什麼？

適合都市、鄉鎮或流域等小尺度研究 

全臺資料約2.2TB

凸顯高溫、強降雨熱點
極端事件分析仍建議使用動力降尺度資料

適合全臺、跨縣市的大尺度研究 

全臺資料約85GB

資料較均質化



➢核心方法相同，但1公里資
料的降尺度過程使用了1公
里網格化觀測資料 (OBS 0.01°)，
5公里的降尺度則用5公里
網格化觀測資料(OBS 0.05°)

➢5公里網格化觀測資料由1
公里資料計算而來 (remapping)，
因此大趨勢會一致

➢但1公里因可呈現更多細節，
因此可能特定區域趨勢會有
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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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解析度資料的降尺度方法是否相同? 趨勢是否一致?

降尺度流程示意圖

進行資料檢核時，先將0.01º資料
內插至0.05º，再與原0.05º比較

CMIP6 0.01º資料



➢1公里資料更可以看到該網格內的空間變化細節，但全臺尺度上的分布
與5公里相似

➢以年最大降雨為例，全臺趨勢相似，網格尺度能看到過去看不到的局部
峰值，但仍比測站觀測極值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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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度提升至1公里後，能看到哪些過去看不到的現象？

* 年分：1985-2014，單位：mm/day



➢溫度的空間變化通常比降雨來得平滑，因此對於多數應用情境，5公里
的溫度資料已足夠使用；若您的研究需要分析精細的局部溫度分布或
極端高溫指標，1公里溫度資料將是更好的選擇

➢以高溫超過36℃天數為例，1公里資料在GWL情境中高溫天數皆上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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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資料上，兩種解析度有何差異？是否建議繼續使用5公里即可？

* 年分：1987-2022，單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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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兩種解析度降雨資料在山區差異更明顯？

➢ 兩組統計降尺度資料的差異主要來
自建立統計關係的網格化觀測資料，
5公里的觀測資料由1公里資料進行
空間平均後得到，因此1公里資料能
保留更多的極端細節

➢ 山區和平地的差異可能來自兩個層
面的交互影響
1. 地形對降雨的影響：山區本身

降雨的空間變異性較大，受地
形抬升、迎風坡與背風側效應
影響，1公里資料更容易保留
細節呈現出更高的極端值

2. 測站密度：山區的測站密度低，
網格與測站間的距離越遠，雨
量遞減量越大，所以山區的1
公理和5公里資料差異較大。
反之，平地測站較密，網格資
料間的性質較相近，差異相對
較小



資料規格、不確定性與
應用建議

1. 1公里資料包含哪些情境和資料格式？

2. 資料的品質和不確定性如何？

3. 1公里的高解析度資料適合用在哪些領域？

4. 如何選擇該用1公里還是5公里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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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與5公里相同提供4種SSP和4種GWL資料組

➢格式：與5公里相同提供CSV檔案，針對較大的全臺資料另提供nc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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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里資料包含哪些情境和資料格式？

雲端資料
工具

氣候變遷
資料商店

SSP1-2.6、SSP2-4.5、
SSP3-7.0、SSP5-8.5

無

溫室氣體排放情境

自訂

縣市

空間範圍

CSV

CSV

資料格式全球暖化程度

GWL 1.5℃、GWL 2℃、
GWL 3℃、GWL 4℃

GWL 1.5℃、GWL 2℃、
GWL 3℃、GWL 4℃Coming soon



➢資料驗證：資料皆經過交叉驗證，並與地面觀測站的歷史資料進行比
對，以確保其可靠性

➢不確定性：不確定性的來源與5公里資料基本相同 。其程度會因區域測
站密度而異，例如在測站較稀疏的山區，不確定性可能相對較高。詳
細資訊可參考TCCIP的「網格化觀測資料與統計降尺度不確定性分析說
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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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的品質和不確定性如何？

https://tccip.ncdr.nat.gov.tw/km_publish_data_document_one.aspx?dd_id=20210609213136
https://tccip.ncdr.nat.gov.tw/km_publish_data_document_one.aspx?dd_id=20210609213136


➢此資料特別適合需要精細空間資訊的氣候變遷風險與衝擊評估，但
若目標為短延時強降雨、颱風降雨等極端降雨事件，建議使用動力
降尺度資料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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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里的高解析度資料適合用在哪些領域？



若需要分析的是
大區域、大尺度
的整體趨勢，5
公里資料可能就
足夠，且計算效
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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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選擇該用1公里還是5公里的資料？

研究對象是特定
城市、集水區或
鄉鎮，需要評估
局部衝擊或極端
值，1公里的資
料可能會更合適



資料服務方式
1. 如何取得1公里的資料？下載方式和過去一樣嗎？

2. 1公里資料量很大，處理上有什麼建議？ 是否會提供月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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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取得1公里的資料？下載方式和過去一樣嗎？

➢統計降尺度提升至1公里後資料量大幅提升，因此壓縮為資料商店所需
之CSV檔案尚需一段時間

➢目前提供雲端資料與雲端連結2種下載方式，使用者填寫表單送出申請
後，約1週可取得下載連結

Coming soon



➢建議選擇較小的分析區域：專注於小尺度空間的模擬與分析，可充
分發揮此資料的特性，這樣不僅能得到精細的結果，也能有效提升
分析效率

➢CSV格式能用Excel、R、Python等軟體分析，但受限於個人電腦的
記憶體容量，建議分析的空間不宜超過一個縣市的範圍，以免出現
記憶體不足的問題

➢後續月資料產製完畢後將陸續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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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里資料量很大，處理上有什麼建議？ 是否會提供月資料?



感謝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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