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氣象資料開放平臺的資料擷取
● 在中央氣象局的氣象資料開放平台網頁註冊免費的帳號來獲得授權碼

– 劉奕的作法是直接深入解析資料底層
● 直接處理網頁上的文字
● 不需要另外註冊帳號就可以獲得中央氣象局的資料

– 個人覺得透過註冊帳號後取得的資料來源比較穩定，而且不會因氣象局改變資料欄位位置而需要修改程式
● 程式概括

– 1. 下載並解壓縮CWB官方檔案
– 2. 轉換原始檔案並擷取資料 (利用xmltodict 第三方模組 )

– 3. 壓縮並備份資料
– 4. 合併新舊資料 (使用強大的pandas第三方模組 )

● 每日新增並合併前次海象監測資料 (csv) http://60.249.144.60:8084 

http://60.249.144.60:8084/


  

處理好的 csv 資料 ( 龍洞潮位站 )



  

氣象資料開放平臺的授權碼



  

1. 下載並解壓縮 CWB 官方檔案

https://opendata.cwb.gov.tw/fileapi/v1/opendataapi/O-B0075-002?Authorization=CWB-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downloadType=WEB&format=ZIP

網址

下載 zip 格式的檔案

解壓縮 zip 檔案

以上為開放資料的完整網址，記得 xxx-xxx-xxx-xxx-xxx 換成真正的授權碼



  

2. 轉換原始檔案並擷取資料
收集 xml 輸入檔案
命名 csv 輸出檔名

轉成 python 程式語言
原生的資料格式並查表

生成 csv 檔案需要的檔頭

產生 csv 檔案︰
寫檔頭
一行接著一行寫入 ( 一行 = 一天 )



  

3. 壓縮並備份資料
即時生成檔案名稱

設定最高壓縮率

產生 zip 壓縮檔︰
收集要被寫入的檔案 (*.csv)

寫入不包含路徑的檔案



  

4. 合併新舊資料
收集最新的 csv 檔案

準備舊的 csv 檔案

將新和舊的 csv 檔案
轉成 pandas 的資料結構

根據 dataTime 欄位
來合併新和舊的紀錄
並生成合併好的 c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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