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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University of Montana, URL:https://www.ntsg.umt.edu/images/biome-bgc



微氣象參數

❖ 依據不同的研究⽬的，我們需要測量（以直接或間接的）參數來指引環境狀態
或是通量，像是：

❖ 環境狀態：氣溫、⼤氣相對濕度、⼤氣壓⼒、降⾬量、風速、風向...

❖ 能量通量：長短波輻射量、光合作⽤有效輻射量

❖ 物質通量：⼆氧化碳、⽔、甲烷氣體濃度



低頻度資料
❖ 測量參數：氣溫、氣壓、RH、⼟
溫、⼟壤濕度...

❖ 取樣頻度通常是 1s 以上，再計算
成 1/10/30 min 統計值

❖ 資料記錄器整合為具規格化的⽂
字檔(.csv/.txt)

❖ 在⽣豐電廠的觀測項⽬中，我們
可以提供⼀般使⽤的資料，包含
⽇期時間及衍⽣參數，⼤約有20
欄的參數，每⽇48筆。

❖ real-time monitoring 是有機會的



低頻度資料

❖ 不同⼟地利⽤類型的⼟壤呼吸觀測

❖ 觀測⽅式：⼟壤氣室法觀測⼆氧化
碳、⽔分、甲烷通量

❖ 每⽉⼀次固定點測量、每點三重複

❖ 取樣頻度：1 Hz

❖ 原始檔為具規格化的⽂字檔(.json)

❖ ⼀般使⽤時匯出統計值為⽂字
檔.txt，包含⽇期時間及衍⽣參
數，⼤約有15欄的參數。



⾼頻度資料
❖ 通量觀測：⽔、⼆氧化碳、甲烷
通量

❖ 觀測⽅式：渦度相關法

❖ 取樣頻度：10 Hz (20 Hz)，通常
以 30 min為⼀筆原始檔

❖ 原始檔為檔案群(.ghg/.zip) 來源:AmeriFlux, URL: https://ess.science.energy.gov/ameriflux/



⾼頻度資料
❖ ⼀般使⽤時會依模型、環境條
件、時間區間將原始檔案再整理
計算，產出第⼆次的檔案群

❖ 其中統計值為⽂字檔.csv，包含⽇
期時間及衍⽣參數，⼤約有120欄
的參數。

來源:Launiainen (2011) Canopy processes, fluxes and microclimate in a pine forest

來源:Metzer (2018) Surface-Atmosphere Exchange in a Box.



後設(詮釋)資料
❖ 細節很重要！ 
量什麼︖⽤什麼量︖ 
在哪裡量︖多久量⼀次︖

❖ ⾼頻度的資料通常已內含後設
資料

❖ 低頻度的資料我們通常另外以
描述性⽂字存檔紀錄 .txt/.doc

❖ 資料記錄器的程式於編寫時皆
附說明，或是以截圖標注

❖ 儀器校正的數位/紙本檔案，皆
另外儲存。



倉儲

❖ 本地端：NAS in Lab

❖ 遠端：Dropbox

❖ Protocol: sftp/http/Rsync

❖ 資料 -> 資訊： 
⽬前的使⽤需求，還沒有設置規格化
的資料庫，未來可視CIRES研究⼈
員、電廠及公眾需求，挑選適合的參
數、資料表另作倉儲、展⽰、交換。

來源:⽩益豪⽼師

來源:KNB, URL:https://knb.ecoinformatic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