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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氣候變遷的影響下，極端天氣事件的風險增加，考驗著台灣面對極端降雨的防洪能力。
2019年在台北市區就有幾場因午後對流降雨導致多處積淹水事件發生。為提前淹水預
警，本研究根據中央氣象局b-QPF產品中前12-24小時預報表現最佳的區域系集預報系
統（WRF Ensemble Prediction System, WEPS）根據觀測雨量累積百分比以模式產品
統計（Model Output Statistics，MOS）進行調整後再進行SOBEK淹水模擬。結果表
明，此方法能在保留預報性質的情況下大幅提升淹水模擬預報的效能。

簡介 Introduction 研究方法 Methodology

背景事件與場域 Background and Description
• 20190722降雨事件（後簡稱0722事件）

• 最大降雨時間：16:00 LTC
• 最大時雨量：大安森林公園（CAAH60）136.5毫米。
• 災情：於台北市大安區、中山區、中正區等造成超過200起淹水通報災情案件。

WEPS雨量資料處理

利用SOBEK進行一維下水道水位與二維地表漫
地流淹水深度及範圍模擬演算與分析

比較調整前後及不同調整間距之SOBEK淹水模擬結果

研究結果 Result
研究結果顯示，經由觀測累積百分比方法調整後的雨量預報數值，其在水文水理模式進行下水道水位與地表淹
水範圍模擬結果，皆與實際觀測資料較為符合，意即此預報雨量之調整方法，可供未來研發預警系統時參考使
用。未來應用於都市洪水預警時，將能有效提升防災應變、水情研判資料的準確性。

圖一、研究場域
台北市第1排水分區與第2排水分區。
包含台北市大同區、中山區、松山區、
萬華區、中正區、大安區等8個行政區。
水位站包含錦洲1、忠孝2、中山5、
建國7、新生8等5個水位站。
根據雨量站徐升法劃分後，包含淹水
最嚴重的區域的雨量站有台北
(466920)、公館(C1A730)、信義
(C0AC70)等3個雨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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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雨量調整結果
圖為以201907211800UTC為起始預報時間之201907220000-201907222300LTC台北測站466920)WEPS
系集雨量歷線。(a)原始系集雨量歷線、(b)以5mm為雨量間隔、0722事件作為依據調整後之雨量歷線、(c) 以
10 mm為雨量間隔、0722事件作為依據調整後之雨量歷線、(d) 以5mm為雨量間隔、0821事件交叉調整後之
雨量歷線、(e) 以10mm為雨量間隔、0821事件交叉調整後之雨量歷線。圖中黑色點虛線為實際觀測雨量歷線、
其他不同顏色實線為不同系集之雨量歷線。結果顯示，調整後相較於未調整雨量資料峰值有較為準確的趨勢。
尤其以WEPS_o在雨量峰值與峰值時間的評鑑指標分析表現皆較佳。

圖五、水位計模擬結果
WEPS_o、WEPS_r與WEPS_Pro在水位計忠孝2之觀測值與依5mm作為雨
量間隔，並依0722事件作為調整值的SOBEK一維模擬水位結果。圖中深灰
色虛線為地面高程。結果表明，調整後相對於調整前的水位歷線皆有較佳的
淹水警示效果。

圖六、二維淹水深度及範圍模擬結果
以201907211800UTC為起始時間，WEPS_r系集預報原始資料及調整後SOBEK二維淹水模擬結果。紅色框為
0722事件有淹水通報區域。結果顯示在調整後，相較於調整前原始資料之模擬結果，能較成功模擬出淹水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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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MOS將WEPS雨量預報數值以
觀測雨量累積百分比進行調整
調整時設定兩個變數：
• 給定不同與兩調整間距(b)
• 根據不同降水事件之雨量累積百分比進行調整
共計得到4種不同調整結果：
1.以0722事件累積百分比、b=5mm調整
2.以0722事件累積百分比、b=10mm調整
3.以0821事件累積百分比、b=5mm調整
4.以0821事件累積百分比、b=10mm調整

圖二、調整雨量資料流程圖
分別以不同雨量間距計算系集預報雨量累積百分比
與觀測雨量累積百分比分布。並以觀測雨量累積百
分比為基準，當預報累積百分比小於或等於觀測累
積百分比時，將預報累積雨量調整成觀測雨量該間
距的數值。

圖三、調整方法的參數計算公式與表
以b=10mm為例，分別計算出的觀測累積百分比
與預報累積百分比如下表所示。舉例來說當原始預
報雨量為15mm，對應到的與報累積百分比為
99.54%。接著對應當觀測累積百分比大於99.54%
的最小值，為99.76%，則最後調整後的雨量值則
為90mm。也就是以此調整方法可將原先15mm的
雨量調整為90mm。
以累積百分比進行調整可以保留預報雨量資料中相
對於整體預報資料分布的情形，調整後為相應的觀
測雨量資料，相比過去將數值直接放大的作法，更
能代表預報模式中雨量值得意義。

結論 Conclusion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能得到以下三個主要結論：
• 根據WEPS資料特性，能提供前12-24小時之預報資料，方便下游防災單位應變。
• 根據評鑑指標分析，經由觀測累積百分比方法調整後的雨量預報數值，其水理模式模擬結果皆與實際觀測資料較為符合。
• 相較於不同雨量間距，根據哪個事件的觀測雨量累積百分比調整的結果影響較大。
經由本研究方法調整後的雨量值、淹水模擬結果皆與實際觀測資料較為符合，可供未來研發預警系統時參考使用。未來應用
於都市洪水預警時，將能有效提升防災應變、水情研判資料的準確性。

圖六、評鑑指標分析結果
本研究選用均方根誤差(RMSE)、平均絕對誤差(MAE)、相關係數(R)與最大
峰值差異(Max.)作為分析的評鑑指標。上圖可見調整後在Max.表現上皆有明
顯較調整前佳。作為淹水模擬之輸入值能有效提升淹水預報準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