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屏東縣第 61 屆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作品說明書 

 

科  別：地球科學科 

 

 

組  別：國中組 

 

 

作品名稱：眼見的雲 VS.雲圖的雲 

 

 

關 鍵 詞：雲屬、可見光雲圖、紅外線雲圖 

 

編號：B5008  

  

 



 2 

目錄 

摘要………………………………………………………………………………….1 

壹、 研究動機……………………………………………………………………1 

貳、 研究目的……………………………………………………………………1 

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1 

肆、 研究過程或方法……………………………………………………………2 

伍、 研究結果與討論………………………………………………………….23 

陸、 結論……………………………………………………………………….23 

柒、 參考文獻與資料………………………………………………………….24



 1 

眼見的雲 VS.雲圖的雲 

摘要 

    本研究在探討從 CWB 上的可見光衛星雲圖和紅外線衛星雲圖資料，來推斷從屏東某個地方

的雲屬，和實際從屏東某個地方上抬頭觀測到的雲屬，是否會因觀測方法、觀測角度和觀測時間

等因素而造成觀測誤差或者其他影響。 

 

 

壹、 研究動機 

    放學時偶爾會抬頭仰望，發現天空上能看到的雲有各種不同的類型，例如較高且透光性佳的

卷狀雲、高度僅次於卷狀雲的高雲、最靠近地面的層狀雲以及垂直對流發展旺盛的直展雲，這時

我的內心就產生了一個疑問：「每天看氣象預報上播報員用來播報的雲圖，好像和實際看到的雲有

所差異，為什麼會這樣呢？｣ 

    九年級的地球科學課程有提及，利用氣象衛星拍攝的雲圖有「可見光衛星雲圖｣和「紅外線衛

星雲圖｣兩種，分別觀測雲的厚度以及雲頂的高度，這時我內心有出現另外幾個疑問：「能否從可

見光和紅外線兩種衛星雲圖的資料來推斷當下能看到的雲屬？｣、「衛星是從地球以外的地方由上

往下觀測，我看到的雲時由下往上觀察，是否會因此導致不同的觀測結果和誤差？｣ 

    於是藉由此次科展的機會，來解決心中的疑惑，也希望能從過程中學習或是發現到不一樣的

科學之美。 

 

 

貳、 研究目的 

一、觀測可見光和紅外線衛星雲圖資料，推測可能雲屬。 

二、利用相機全景模式拍攝當下天空的雲屬。 

三、比對兩種不同的觀測結果是否一致，並進行分析討論。 

 

 

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手機(拍照功能)*1、CWB 紅外線衛星雲圖資料、CWB 可見光衛星雲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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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過程或方法 

紅外線雲圖(圖 1)可以說是這張影像圖上的溫度分布，雲層發展愈低，雲頂溫度愈高，色調愈黑，

雲頂發展愈高，雲頂溫度愈低，色調愈白。若將溫度區分為若干個溫度區間，將每個一溫度區間

給予一種顏色設定，即成為色調強化雲圖。 

圖 2 即為相同時間經過 MB 色調強化處理後的雲圖，此為針對對流雲系而設計，主要目的為強調

對流系統的發展，如圖中即很容易分辨強對流的位置，並可指出對流最強之處。 

以對流胞 A 與對流胞 B 為例，兩者的最高雲頂皆達紫紅色以上，表示雲層發展的高度相近，但是

對流胞 A、B 的雲型發展則有很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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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光衛星雲圖(圖 3)利用雲頂反射太陽光的原理製成，故僅能於白晝進行攝影。可見光衛星雲圖

可顯示雲層覆蓋的面和厚度，比較厚的雲層反射能力強，在可見光衛星雲圖上，會顯示出亮白

色，雲層較薄則顯示暗灰色，還可與紅外線衛星雲圖結合起來，做出更準確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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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第一次觀測(2021/1/20 星期三下午 03:50) 

 

從屏東某地上空觀測和拍照記錄下來的結果，可以發現當下沒什麼雲，但近地平面處有略白的現

象，故推測應該有少量且稀薄的層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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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紅外線雲圖資料可發現，屏東某地上方顏色偏藍，故判斷雲底高度很低，和實際觀測到的層雲

特性是相符合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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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可見光雲圖資料可發現，屏東某地上方顏色偏黑，故判斷雲層厚度很薄，和實際觀測到的層雲

特性是相符合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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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觀測(2021/1/22 星期五下午 04:30) 

 

從屏東某地觀測和拍照記錄下來的結果，當時雲蠻多且遍及整個天空，但高度不會很低而且當時

有飄雨的現象，故推斷應是高層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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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紅外線雲圖資料可發現，屏東某地上方顏色偏深綠，故判斷雲頂高度不低，和實際觀測到的高

層雲是相符合的(O)。 

 

從可見光雲圖資料可發現，屏東某地上方顏色略白，故推斷雲層厚度不薄，和實際觀測到的高層

雲特性是相符合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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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觀測(2021/1/25 星期一下午 03:00) 

 

從屏東某地觀測和拍照記錄下來的結果，當時天空幾乎沒什麼雲(很藍)，只有偏西方一隅有一朵

高積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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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紅外線雲圖資料可發現，屏東某地上方顏色偏藍，故判斷雲頂高度很低，和實際觀測到的高積

雲特性是不太符合的(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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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可見光雲圖資料可發現，屏東某地上方顏色偏黑，故推斷雲層厚度很薄，和實際觀測到的高積

雲特性是不太符合的(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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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觀測(2021/1/26 星期二下午 03:10) 

 

從屏東某地觀測和拍照記錄下來的結果，天空藍中帶白，好像有一層薄暮蓋住天空，所以推測應

該是很薄的層雲。 

 



 13 

從紅外線雲圖資料可發現，屏東某地上方顏色偏藍，故判斷雲頂高度很低，和實際觀測到的層雲

特性是相符合的(O)。 

 

從可見光雲圖資料可發現，屏東某地上方顏色略灰，故推斷雲層厚度介於中間，和實際觀測到的

層雲特性是不太符合的(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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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觀測(2021/1/27 星期三下午 01:00) 

 

從屏東某地觀測和拍照記錄下來的結果，天空藍中帶白，好像有一層薄暮蓋住天空，所以推測應

該是很薄的層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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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紅外線雲圖資料可發現，屏東某地上方顏色偏藍，故判斷雲頂高度很低，和實際觀測到的層雲

特性是相符合的(O)。 

 

從可見光雲圖資料可發現，屏東某地上方顏色灰，故推斷雲層厚度很薄，和實際觀測到的層雲特

性是相符合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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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觀測(2021/2/18 星期四上午 10:20) 

 

 

從屏東某地觀測和拍照記錄下來的結果，發現天空布滿了許多的層積雲，更高處有少量的卷積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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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積雲。 

 

從紅外線雲圖資料可發現，屏東某地上方顏色偏白，推測雲頂高度很高，和實際觀測到的層積雲

特性是不太符合的(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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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可見光雲圖資料可發現，屏東某地上方顏色偏白，推測雲層厚度是厚，和實際觀測到的層積雲

特性是相符合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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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觀測(2021/2/18 星期五上午 10:00) 

 

 

 

從屏東某地觀測和拍照記錄下來的結果，地平線一隅有幾多很低的層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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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紅外線雲圖資料可發現，屏東某地上方顏色偏藍，故推測雲頂高度很低，和實際觀測到的層雲

特性是相符合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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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可見光雲圖資料可發現，屏東某地上方顏色偏黑，推測雲層厚度是薄，和實際觀測到的層雲特

性是相符合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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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與討論 

 第一次觀

測 

第二次觀

測 

第三次觀

測 

第四次觀

測 

第五次觀

測 

第六次觀

測 

第七次觀

測 

可見光   X   Ｘ  

紅外線   X Ｘ    

(代表肉眼和雲圖符合，Ｘ代表肉眼和雲圖不符合) 

 

  從統計表格發現，第一、二、五和七次的結果是一致的，其中一五七三次是天空沒多少雲的

情形，第二次是整片天空都是雲。 

 

    另外四和六次各有一種雲圖和觀測不相符，第四次是不明顯的層雲，第六次是同時有多種雲

存在。 

 

    最後第三次是兩種雲圖都不相符，是有一朵高積雲存在的緣故。 

 

    還有從統計表格可發現可見光雲圖和紅外線雲圖各出現兩次不符合的情況。 

 

    可見光雲圖會有差異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以下幾點：1.觀測時間的差別，因為觀測時間不同會

造成太陽的位置不同，所以訊號會有差異。2.可見光不用色調強化是因為太陽所在位置的地方訊

號會特別強導致一半很鮮豔一半很平淡。 

 

    紅外線雲圖會有差異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以下幾點：1.太小的雲，解析度不夠無法看見。2.雲如

果太薄，會使下方其他雲的紅外線輻射容易穿透而使其看見的高度會比原本的高度為低。3. MB

色調強化處理後的雲圖，此為針對對流雲系而設計，主要目的為強調對流系統的發展。 

    再來兩者共同問題，可見光雲圖最高解析度 1 公里，紅外線雲圖最高解析度 4 公里，所以當

雲太小太少時，其實是無法判別的。 

     

陸、結論 

    從實驗得知，用肉眼觀測和衛星觀測的結果還是會有差，受限於觀測尺度、時間和判斷雲屬

各項差異，如果今天雲很多且很單一那肉眼和衛星的觀測有較大機率相符合的，如果今天雲很少

或是有不同種類的雲屬，則有很大概率肉眼和衛星觀測結果會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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