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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及未來展望：
經由這次研究發現，傾斗式雨量觀測及

雷達觀測在華岡地區的偵測能力有限，

希望未來利用更精密的儀器（如M RR

或JW D）來補足雷達的不足，日後更加能

掌握降雨及毛雨的能力來改善目前的觀測

品質及提升預報準確度。品質及提升預報準確度。

資料來源：

華岡測候站

中央氣象局

張偉裕教授

小結：由（圖八）及（圖九）的結果顯示雷達回波在華岡地區下，對降

雨的偵測能力不大理想，尤其是對雨跡的掌握能力更不佳。

小結：降雨通常集中在相對濕度90% ～100% 左右，而雨跡通常集中在

相對濕度80% ～90% 左右。

小結：推測出華岡地區秋冬兩季主要受到東北

季風及地形條件的影響，降雨的次數偏多，雨

跡發生頻率相較於春夏兩季來說也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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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圖八

圖七圖六

圖五圖四

圖三

圖二

圖一
小結：從調查結果了解，大眾可接受預報有

降雨但實際上沒有降雨的失誤，較無法接受預

報沒有降雨但發生降雨的失誤。

大眾對天氣資訊誤差的容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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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溼度 相對溼度預報沒下雨
結果下小雨

預報下小雨
結果下大雨

預報沒下雨
結果下大雨

預報下雨
結果沒下雨

預報下大雨
結果下小雨

回波強度 回波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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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 〉 〈Km 〉

2009-2015夏季雨跡與降雨次數跟相對濕度之關係 2009-2015冬季雨跡與降雨次數跟相對濕度之關係

研究動機：
鑑於大眾對於氣象資訊的期待，與實際氣象觀測有相當的落差，因此藉由問卷調查分析，了解大眾對天氣資訊需求的優先

順序。透過人工觀測與自動觀測在降雨量方面的交叉分析，再利用華岡地區之傾斗式雨量計與雷達觀測資料，探討對雨跡

及降雨觀測的掌握能力，與其所對應的雷達剖面垂直結構。

指導教授：張偉裕 教授

組員：陳冠儒、許嘉真、吳冠伯、丁琦芳、呂芝霖、林妤晨、杜沛倫

雷 爆了!!雷達天氣觀測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