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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普高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 嘿颱風，你假不假 - 颱風假預測之大數據分析 

一、摘要 

  「颱風假」在每年的七~九月間常成為民眾熱門話題，雖然氣象上有詳細的颱風假判

斷標準，但是否放假的決策總是困擾民眾。為了讓民眾有更好的事前規劃，我們跨學科領

域，利用資訊科技所學 Python 建立一套預測颱風假的模型，考慮包括雨量、風速、颱風

路徑、區域等多變項因素。首先利用爬蟲程式技術收集大量的氣象數據和相關資訊，並整

合了颱風的預測路徑。而後，我們使用大數據分析和機器學習工具建立了預測模型，提前

預測颱風假的發佈時機。並加入政治變因。旨在創造出具有前瞻功能的預測系統。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台灣位於亞熱帶，每年經歷 20 到 30 個颱風生成，其中更有 4 到 5 個會直接影響台

灣，造成嚴重的生命財產損害。」（吳俊傑，2021）因此，台灣政府需仔細考慮是否應當

放颱風假。 除了取決於氣象局提供的最低標準，台灣地形多變，地區間存在巨大差異，需

要更謹慎的應對措施。此外，部分政治因素也可能影響到縣市政府首長的決定。 

  「近年來，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的快速發展，可以應用於各種科學領域來幫助解決問

題，在天氣預報上也有其可應用之處。」（楊天瑞，2021）為了更有效地應對颱風，我們

希望能夠運用程式開發，建立一套綜合性的準則，以協助各地區判斷是否應該放颱風假。

這個程式可以根據氣象數據、地理特徵、政治因素等多種變因，自動分析並提供建議，來

預測是否應該停止上班上課，使颱風災害和損失最小化。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利用決策樹來剖析各變因對颱風假的影響 

（二）透過機器學習及大數據分析預測是否放颱風假 

（三）利用機器學習完成颱風假預測系統的開發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我們採用系統性的科學方法進行規劃，實驗按照文獻分析法、定性分析法、實證研究

方法進行。如下圖一、二所示。根據下圖一，首先我們利用爬蟲抓取歷年的颱風資料，並

輸出成 Excel 檔。接下來我們利用下圖二的四個模型去製作颱風假的預測模型，並測驗其

與真實數據的準確度。最後，我們製作加入政治因素的模型，並比對其前後差異進行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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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研究流程圖                                                圖二、系統實作流程圖 

 

（一）爬蟲程式撰寫 

 

圖三、爬蟲程式 

  利用爬蟲將資料從交通部中央氣象署的颱風資料庫中，把歷次颱風的名稱和日期找出

來、列出最大風速、累積雨量、侵台路徑等資訊並匯入模型。下圖四為爬蟲出來的資料。 

 

圖四、颱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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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資料預處理 

圖 五 使 用 OneHotEncoding 和

LabelEncoding 進行資料預處理。OneHot 

Encoding 拆分每個路徑成獨立標籤，而

Label Encoding 將強度等級表示為 0、1、

2。 

 

圖六、模型準確度和混淆矩陣之程式 

圖六中使用了 Scikit-Learn 庫中的混淆矩

（confusion_matrix）和 Seaborn 庫中的

熱力圖（heatmap）來評估多個模型的預

測效果。  模型的預測結果將被添加到 

predictions 列表中並計算該模型的準確

度。我們可以藉由此部分得到圖八中每個

模型的準確度和圖七中四個模型的混淆矩

陣。 

 

 

圖七、混淆矩陣 

左上角為 TP（True Positive）實際為正

例，模型預測也為正例。 

右上角為 FN（False Negative）實際為正

例，但模型預測為負例 

左下角為 FP（False Positive）實際為負

例，但模型預測為正例。 

右下角為 TN（True Negative）實際為負

例，模型預測也為負例。 

由圖六可以得知跟圖七相通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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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實測後準確度 

  由上圖八，我們可以知道模型2（隨機森林）的準確度最高，模型 3（SVC）的準確度

次之，模型 1（邏輯回歸）第三，模型 4（KNeighborsClassifier）為末。在本次實作中並

不以單一模型為標準，而是呈現此四模型的判斷結果供民眾參考。 

由下表三可得知準確度由大到小分別是：隨機森林＞SVC＞KNeighborsClassifier＞

邏輯回歸，且隨機森林的錯誤率非常之低。 

表 三：邏輯回歸、隨機森林分類器、支持向量機分類器、K 最近鄰分類器比較

 

 

（二）決策樹模型 

  採用決策樹模型，找出影響颱風假的最大變因。如下圖九每個內部節點表示對數據的

一個測試，每個分支代表測試的一個結果。每個節點上，決策樹根據某一個特徵的某個閾

值進行分割。並且我們使用特徵重要性排名，排序出影響颱風假的前三大因素。雖決策樹

在訓練數據上表現得很好，但有時過於複雜對新數據的泛化能力不足。在接受未接觸過的

數據時，準確度會下降，所以本次實作我們並未使用此方式去呈現，僅使用決策樹剖析各

變因對颱風假的影響程度。如下圖九可知對颱風假影響最大的為最大風速、累積雨量、路

徑。 

 

圖九、決策樹 



5 

 

圖十、加入選舉變因 

  我們想了解縣市政府是否會因地方選舉等因素而去決定颱風假與否。像是：放了假，

當天卻無風無雨、達放假標準卻不放，使民眾損失慘重。這些會成社會上的輿論，進而影

響民調，於是我們認為選縣市首長那年，颱風假較容易施行。所以我們在原模型基礎上又

加了一個變因－當年是否為選舉年，根據上圖十我們看見了加入選舉年（election）的資

料。 

表四、是否為選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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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表四，有三個案例在選舉年時呈現較高的放假機率，顯示選舉年受到特殊環境

或條件的影響，促使當局傾向休假措施。然而，其中一個強颱風案例未考慮選舉年變數反

而顯示更高的放假機率，趨勢可能受到氣象事件和其他因素的影響，因此解讀仍需謹慎。 

 

（三）研究結果 

1、本研究結合氣象和政治因素建立全面模型，迅速預測颱風假。 以隨機森林為最佳預測

模型，正確率近 100%。 

2、分析最大風速和累積雨量，加入侵台路徑、颱風強度、選舉年提升預測力。從結果得

知，影響颱風假最大的變因是最大風力。 

3、從研究結果得知，政治因素影響偏高，顯示放颱風假的機率仍與政治因素有一定關

聯。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一）結論 

１、實驗結果可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可用於颱風來臨時自行預測放假結果。 

２、政府放假準確率平均達八成以上，雖然部分人認為政府放假不準確，但實驗結果顯

示政府放假準確率高。 

３、政治因素雖會降低些許放假準確度，但總體而言，政府並未亂放假 

（二）生活應用 

１、可開發颱風防災智能系統，結合氣象數據、政治事件資訊和其他相關資訊。 

２、提供更全面的颱風假機率預測和應對建議。 

３、這樣的系統有望在颱風來臨時提供更具效益的應急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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