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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灣地處西北太平洋海域最易受颱風襲擊的區域之一，每年因颱風造成的經

濟財產損失相當龐大。如欲減少災害損失，首重颱風預報之準確度，尤以路徑預

報為重。有較佳的路徑預報，對於颱風來襲時所帶來之強降水預測必有所幫助。

系集預報提供了一個相當良好的預報方法，如 Fovell et al.（2007）所提出的研究

指出，改變積雲參數法及微物理參數法所組合成不同降水物理過程進行系集預報 

，針對 2005 年侵襲美國南部的 Rita 颶風模擬，可以得到路徑的分布（spread），

並提供颶風未來可能侵襲區域的預報依據，與美國國家颶風中心發布之多種模式

（multi-model）預報結果相同。延續前述研究概念，本研究針對 2008 侵襲臺灣

的辛樂克與薔蜜颱風進行模擬，以期可以提供較佳的路徑預報。 

  本研究使用WRF模式 3.0.1版模擬，選用了Kain-Fritsch、Betts-Miller-Janjic 、 

Grell-Devenyi 和 New Grell 等 4 種積雲參數法及 Kessler、LFO、WSM3 和 WSM6 

等 4 種微物理參數法組合成 16 種不同降水物理過程產生系集預報結果，以 JTWC

最佳颱風路徑做為比較依據，並與世界主要全球預報模式 NCEP、JMA、UK 和

EC 等比較優劣，再使用統計方法找到最佳參數法組合。 

  研究結果發現：第一、使用不同降水物理過程所得到之系集預報結果，可以

獲得路徑的分布，提供颱風未來移動行進方向之預報；第二、根據統計結果發現，

當積雲參數法選擇Kain-Fritsch參數法及微物理法選擇WSM3參數法時可以獲得

最小平均路徑誤差，因此可以提供為最佳參數法之組合；第三、當積雲參數法固

定在 Kain-Fritsch 時的四組參數法組合，可以產生最佳系集預報。 

  另外，由於實驗中颱風模擬強度不足，因此使用渦旋植入法加強颱風初始強

度，以期得到較佳的預報結果。實驗結果發現：第一、渦旋植入後可以使得路徑

分布縮小，並對於預報後期的結果可有效改善；第二、根據統計結果所選出四組

新的參數法組合所產生之系集預報，雖可提供較佳預報結果，但無法明顯增進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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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渦旋植入法時積雲參數法固定在 Kain-Fritsch 的四組參數法組合所產生之系

集預報；第三、統計結果發現，使用渦旋植入法後，當選用 Grell-Devenyi 積雲

參數法及 WSM3 微物理參數法時可以得到最小平均路徑誤差，並且優於未進行

渦旋植入前 Kain-Fritsch 積雲參數法及 WSM3 微物理參數法之組合，因此可以作

為渦旋植入後最佳之物理參數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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