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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本研究嘗試利用台灣測站溫度和氣壓資料的時間序列，經由Temporal-Empirical Orthogonal Function（T-EOF）統計預報方法與時間極大伴隨變異的預報方法(temporal maximum covariance method, T-MCA)，針對台灣地區進行短期氣候統計預報。


結果顯示，T-EOF預報方法雖不能有效預報出台灣地區各測站的溫度和壓力的變化，但仍能看出T-EOF方法隨時間不會迅速衰退。測站的溫度變化主要由低頻的震盪週期所主導，但仍受高頻的震盪週期影響，導致預報結果呈現長期趨勢。測站氣壓變化的主導週期皆小於一年，以致於氣壓的預報結果並不理想。


為了判斷時間上的延遲對於濾除雜訊是否有所幫助，於是採用了SSA-TEOF方法和MSSA-TEOF方法來預報各測站的溫度，結果顯示，不論使用哪個方法，其主分量的預報皆不佳，導致測站預報的結果不理想。


就T-MCA預報方法預報台灣地區溫度的結果來看，此方法只能預報出長期趨勢，無法預報短期細微的變化。因此，仍不能改進T-EOF預報方法的缺點。


綜觀本研究，T-EOF方法對於週期性較長的時間序列有較佳的掌控能力，而且相關係數不會隨時間迅速衰退。T-MCA方法能預報出長期的氣候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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