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氣候變遷資料服務為導向的資料管理計畫
劉子明 博士科技部 - 「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計畫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司

2021 研究資料管理工作坊



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計畫架構
臺 灣 氣 候 變 遷 推 估 資 訊 與 調 適 知 識 平 台科 技 部中央氣象局

學術研發

國際接軌 氣候服務

水利署、農試所、疾管署、水試所…

中研院環境變遷中心
師大、臺大、交大、中大、海大、高科大、…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 規劃運作
• 整合學術界研究能量
• 培育人才

調適政策Government
IPCC 資料

德國氣候服務中心
日本氣候變遷計畫
高解析度 AGCM/CORDEX

科研支援Research
產業應用Industry 民眾科普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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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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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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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觀測網格資料1961-2020
長期氣候變遷趨勢

未來百年氣候推估2021-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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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管理計畫？

該如何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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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文獻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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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易找尋 (Findable) ：
– F1 ：（詮釋）資料被分配一個全球唯一和持久的標識符號
– F2 ：資料用豐富的詮釋資料描述（由 R1 定義）
– F3 ：詮釋資料清楚而明確地包括它描述的資料的標識符號
– F4 ： （詮釋）資料在可搜索資源中註冊或索引n 易取得 (Accessible) ：
– A1 ： （詮釋）資料可以通過其標識符號使用標準化的通訊協定來檢索

• A1.1 協定是開放的，自由的，普遍可實現的
• A1.2 該協定允許在必要時進行認證和授權程序

– A2 ：詮釋資料是可訪問的，即使資料不再可用n 易整合 (Interoperable) ：
– I1 ： （詮釋）資料使用正式的，可訪問的，共享的，廣泛適用的知識表示語言
– I2 ： （詮釋）資料使用符合 FAIR 原則的詞彙表
– I3 ： （詮釋）資料包括合格引用其他（詮釋）資料n 再應用 (Reusable) ：
– R1 ：詮釋（資料）用多個準確和相關的屬性進行了豐富的描述

• R1.1 ： （詮釋）資料發佈時具有清晰可訪問的資料使用許可證
• R1.2 ： （詮釋）資料與詳細的出處相關聯
• R1.3 ： （詮釋）資料符合相關領域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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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資料管理願景 -FAIR 原則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data201618.pdf

Wilkinson et al., M.D. 2016, The FAIR Guiding Principles for scientific data management and stewardship, Scientific Data 3, 160018



第二步：管理，從現有資料開始
indable

ccessible

nteroperable

e-usable

易找尋

易取得

易整合

再應用

品質控管
說明文件 /生產履歷
檔案儲存

資料進退場機制
資料維護

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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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整理
品質控管
說明文件 /生產履歷
檔案儲存

資料進退場機制
資料維護

資料整理
• 資料清查
• 建立資料目錄
• 標準格式
• 統一變數名稱
• 版本區分
• 檔案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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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整合

再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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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控管
品質控管
說明文件 /生產履歷
檔案儲存

資料進退場機制
資料維護

資料整理

• 資料檢核
• 共享程式
• 統一輸出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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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足資料說明文件 /生產履歷
品質控管
說明文件 /生產履歷
檔案儲存

資料進退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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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儲存
品質控管
說明文件 /生產履歷
檔案儲存

資料進退場機制
資料維護

資料整理

• 建立資料目錄
• 版本區分
• 檔案命名
• 儲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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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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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進退場機制
品質控管
說明文件 /生產履歷
檔案儲存

資料進退場機制
資料維護

資料整理 indable

ccessible

nteroperable

e-usable

易找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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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整合

再應用

16



資料維護
品質控管
說明文件 /生產履歷
檔案儲存

資料進退場機制
資料維護

資料整理 ind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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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資料服務為導向的資料管理

以人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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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管理切入的主軸 -DCC 資料管理生命週期

https://www.dcc.ac.uk/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DCCLifecycle.pdf19



以資料管理生命週期作為骨幹

資料管理生命週期

規劃 產製

檢核

儲存發布

以使用者需求出發

SOP

SOP

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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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資料是否重複
確認資料是否已經存在 ?

上游資料來源 ?
資料使用者 ?

中繼資料是否保存 ?
由誰協助檢核 ?
存放位置在哪 ?

是直接使用 否規劃產製

需要那些說明文件 ?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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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資料上游來源
確認資料是否已經存在 ?

上游資料來源 ?

資料使用者 ?
中繼資料是否保存 ?

由誰協助檢核 ?
存放位置在哪 ?

有直接使用 否蒐集資料

需要那些說明文件 ?

規劃

22



確認使用對象

TEAM1Team1成員 計畫內部其他 Team 及外部助理 外部申請線上服務及外單位申請

確認資料是否已經存在 ?
上游資料來源 ?

確認資料使用者 ?

中繼資料是否保存 ?
由誰協助檢核 ?
存放位置在哪 ?

需要那些說明文件 ?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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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資料保存價值
確認資料是否已經存在 ?
上游資料來源 ?
資料使用者 ?

中繼資料是否保存 ?

由誰協助檢核 ?
存放位置在哪 ?

有考慮存放位置 否暫存使用後刪除

需要那些說明文件 ?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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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規劃

TEAM1Team1成員 計畫內部其他 Team 及外部助理

確認資料是否已經存在 ?
上游資料來源 ?

確認資料使用者 ?
中繼資料是否保存 ?

由誰協助檢核 ?

存放位置在哪 ?
需要那些說明文件 ?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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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供給使用者
確認資料是否已經存在 ?
上游資料來源 ?
資料使用者 ?

中繼資料是否保存 ?
由誰協助檢核 ?
存放位置在哪 ?

工作站規劃存放位置 NAS21_ 資料服務 /01_TEAM1
需要那些說明文件 ?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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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文件要求
確認資料是否已經存在 ?
上游資料來源 ?
資料使用者 ?

中繼資料是否保存 ?
由誰協助檢核 ?
存放位置在哪 ?

需要那些說明文件 ?
TEAM1註記在檔案內 計畫內部撰寫簡易版說明文件 外部申請生產履歷 &說明文件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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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製流程 SOP
TEAM1Team1成員 計畫內部其他 Team 及外部助理 外部申請線上服務及外單位申請
上游 / 原始資料蒐集
程式撰寫

應用資料輸出

格式轉換

判斷使用者 中繼資料輸出

應用資料輸出

說明文件&生產履歷

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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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申請線上服務及外單位申請計畫內部TEAM1Team1成員

後處理輸出資料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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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流程 SOP

時程預估

程式編寫

測試輸出

程式運行

進度追蹤
輸出

壓縮上傳

資料上架

產製者檢核

第二方檢核

小組長抽檢

打包下載

檔名更改

壓縮上傳

轉換格式

檢核



TEAM1Team1成員

資料倉儲
計畫內部其他 Team 及外部助理 外部申請線上服務及外單位申請

儲存

30



外部申請線上服務及外單位申請計畫內部TEAM1Team1成員

資料改版 /修正流程

輸出
內部通知

填寫紀錄
上傳檢核

通知/公告

通知

上架

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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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研究資料的開放與服務

資料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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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目前已將網格化觀測月資料，作為 Open Data 開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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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服務政策與資料分級

開放資料：網格化觀測月資料

氣候變遷資料商店
不確定性較高的資料

測試中資料，需與本計畫洽詢討論
Level 3進階資料

Level 4測試資料

Level 1 開放資料

Level 2限制開放資料



第五步：滾動修正資料管理計畫

滾動修正永遠是管理的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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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新增【資料命名規則】於資料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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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計畫發現有兩組同質性資料，需要加以區分
n模擬資料因上游輸入資料不同，命名應有所區分
n 計畫相關成果成熟，應定期進行“資料提供服務規劃”，服務的資料命名應有系統性

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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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命名規則 -組長、管理者、負責人、團隊關係

組長 顧問 資料產製或負責人

Team1 or 2 or 3

提供命名規則與諮詢 規劃命名 討論提案

提交提案核請定案
37



不同階層資料命名

一階資料

二階資料

三階資料

AR5統計降尺度日資料代碼 : (AR5_SD)

測站偏差修正降雨資料 (AR5_SD)代碼 : (AR5_SD-ST_BC) 測站偏差修正降雨資料 (AR6_SD)代碼 : (AR6_SD-ST_BC)

AR6統計降尺度日資料代碼 : (AR6_SD)

HydroImpact模擬流量資料 (ST_BC-AR5_SD)(AR5_SD-ST_BC-HydroImpact)

附加代碼 : 建立每組資料之簡稱 (代碼 ) ，其下游所產製之資料名稱皆附帶其代碼，可持續疊加並以” -”連接

HydroImpact模擬流量資料 (ST_BC-AR6_SD)(AR6_SD-ST_BC-HydroImpact)
優點 : 與上游資料關係清楚缺點 : 一般使用者不易理解，代碼相近易搞混，依資料加值次數可能變極其複雜 38



第六步：資料寄存來完善 FAIR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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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以 FAIR 原則作為資料管理願景
n 以人為本的資料服務導向進行資料管理
n擬定資料服務政策與資料分級加速資料開放與服務n 持續滾動修正資料管理計畫
n 資料寄存完善 FAIR 原則 -Findable

總結

40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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