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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由於海洋上的氣象測站稀少，且在1987年9月後關島飛機停止颱風觀測，使得颱風的實際氣象觀測資料缺乏，因此對颱風的中心定位、最大風速和暴風半徑的估算就必須仰賴衛星資料。


本研究是應用SSM/I中的85GHz垂直極化頻道來進行颱風中心定位，而因微波具有高透雲性，因此從其亮度溫度圖上可清晰判斷出颱風的暖心區域，能彌補傳統上用可見光和紅外線衛星雲圖在對於颱風沒有眼心生成或環流中心被雲覆蓋無法清晰判斷時可能的定位誤差。此外，颱風的侵襲對人民財產損害影響甚巨，為求能更有效率且精準的預報颱風動向，自動化的颱風參數估算作業是未來值得研究的方向。而其中第一步就是必須準確定位颱風中心，方法是將颱風在85GHz頻道所呈現的亮度溫度分布做特徵分析和分類，區分為有暖心的影像和無暖心的影像，其中無暖心的影像可由是否有雨帶包圍中心，而再細分成兩種方法定位。結果顯示，用有暖心影像方法定位的，平均差距為38.36km，而在無暖心影像時的定位，平均差距則為66.35km，有效提高定位的準確度與處理速度。


在海面風速估算方面，引用的是Hollinger(1989)的反演式，和蔡(1996)碩士論文所做的修正式，將距離颱風中心111公里範圍內，反演出的最大風速前五個值做平均，視為颱風最大風速，並與JTWC所公布的最大風速做比較，分析兩者的變化趨勢是否相同。另也對颱風暴風半徑進行分析，所估算的暴風半徑為各方位角內自颱風中心向外一直到平均風速為17.2m/s處的距離。其結果發現，當在定位中心比較準的有暖心影像中，所再反演的最大風速，也同樣呈現與JTWC相比後會有比較小的差距，在無暖心影像中的差異則會比較大，顯示颱風中心定位的準確度，的確會影響接續再反演的颱風參數資料，且當颱風有增強或減弱時，SSM/I所反演的風速也能反應其變化趨勢。而在研究最大暴風半徑方面，所反演的結果與不同強度颱風個案做相較，仍可合理的估算出颱風暴風半徑，但由於比較的資料不多，其準確度則需再探討。最後在敏督利颱風個案中，初步的嘗試與｢追風計畫｣的探空儀器資料做比對，其結果發現，利用SSM/I衛星資料反演風速的準確度並不差，但仍做更一進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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