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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要介绍 了上海 ��� 综合应用 网 �������情况
，

分析了该网从 ����年 �月投入正常运

行 后
，

获取的 ����年入梅前后长江三角洲地区高分辨率可降水量 �����资料
，

描述 了 ���

所反映的长江 三角洲地区 的入梅过程和特点
，

以及把 ������� 同化到中尺度数值预报模式初

始场中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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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区 ��� 综合应用 网 �������

长江 中 下游地区
，

是低纬度海洋上的暖湿气流与北方冷空气经常相遇并长期相持的地带
，

该地区湿度

大
，

雨水多
，

雷暴雨频繁
，

有时还受台风的影响
。

因此
，

对长江三角洲地区雷暴雨天气的预报研究是我 国

气象学研究的一大主要任务 然而
，

大气中的水汽具有很高的时空变化特性 长江三角洲地区只有上海宝

山
、

江苏南京
、

射阳和浙江杭州 �个探空 ���������� 站
，

侮个探空站一般一天只释放两次探空气球
，

时

空分辨率低
，

对于 监测中
、

小尺度的雷暴雨显然是不够的 一系列的实验 已经证明
，

地基 ���测定可降水

量 ����� 具有与 ���������� 和水汽辐射计 �����相同的精度
，

其误差小于 ��� 匡��
。

地基 ���

的优点是方便
、

经济
、

可以提供高分辨率的连续 ��� 序列等
，

且不受天气状况的影响 ���
。

上海 ���综

合应用网的建立为改善长江三角洲地区天气预报资料匣乏 的局面提供 了便利条件
。

上海地区 ���综合应用 网于 ����年 �月投入正常运行 其宗 旨是
，

把全球定位系统 ���这一跨世

纪 的高新技术综合应用于上海地区的气象服务
、

大地测量
、

地壳形变
、

地面沉降的监测和城市地理信息系统

�����的运用
，

并可推广到交通智能化管理
、

电离层变化监测和城市规划等方面
。

该网 由 �� 个地面 ���

基准站和一个中心处理站组成
，

中心处理站设在上海天文台
，

�� 个地面 ���基准站分别分布在江
、

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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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上海 ���综合应用 网站点分布图

皖
、

沪长江三角洲地区
，

形成一个以上海为中心
、

覆盖整个长江 三角洲地区的 ��� 综合服务网 测站分布

如图 �所示
。

上海 ���综合应用 网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地基 ���气象学服务
，

这也是我 国第
」

个应用于气象学

研究和应用的 ���综合服务网
�

它可 以为上海地试提供高精度
、

高时空分辨率
、

全天候
、

近实时
、

几 乎连

续的可降水量变化序列
，

并由此逐步形成一个新的上海地区灾害性天气监测预报系统
。

该网的 �� 个基准站
�

上海 �个 �市测绘院
����

、

松江佘 山 �����
、

宝 山 ���、 、

浦东新区气象站 �����

和奉贤气象站 �����
� 江苏省 �个 �东山 �

���
、

高邮 �
���

、

常州 �
��� 和东台 �����

�
安徽省 �个 �

‘
今鞍

山 ���
�

、

宣城 ���� 和黄山 �����
�
浙江省 �个 �杭州 ���

� 和舟 ，�������
。

长江三角洲地区 的 � 个站

�江苏
、

安徽和浙江 �省内的站�全设在气象站内
，

间距为 ��、 �����
，

平均间距为 ��� �� 卜海地区

�个站的间距为 ��、 ����
，

平均间距为 ����
�

其中
，

上海宝 山和浙江杭州有 ���������� 站

这些基准站均配置 ������
一

�� 双频 ���接收机和 ����气象仪器
。

���观测资料和气 象资料

下载到当地 计算机后进行格式转换
、

����缩和打包
，

每半小时传输到中心处理站 一次
。

中心处理站收到 ��个

站的数据后
，

解压
、

装配数据
，

上网取星历
，

利用改进的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 ���工� 软件
，

以平滑窗为

��� 的滚动处理方法
，

短半小时计算 一次最新的可降水量
，

并实时地传输到气象部 门 在 正常情况 下
，

上

述所有过程都 已实现全 自动化运行
，

� 数据处理

我们利用改进 了的 ����� 软件和 工�� 的超快速产 品 ��� ����������
�
��� �������

�
�轨道

，

在

�、 �个网外远距离 �大于 ������测站的辅助下
，

计算各站上空的绝对 ���
。

在处理时考虑了海潮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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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计算 ��� 的影响
。

研究表明
，

是否考虑海潮模型
，

对于靠近海边的浙江和上海各站差别较大
，

���

的偏差平均达 ��� ��
，

最大将近 ���
�

为 了检验 ���连续监测的 ��� 的可靠性
，

我们对上海宝山和浙江杭州两个探空站进行了加密观测
，

将这两个站每天释放探空气球的次数从 �次增加到 �次
，

然后把 ������� 与两个探空站加密观测的资

料进行 比对
。

宝 山的 ���站和探空站相距约 ���
，

杭州的 ���站和探空站位于同一观测站内
，

因此具

有很好的可比性
。

统计表明 ������� 与 ���������� 的结果符合得很好
。

对于上海宝山站 �������

相对于 ���������� 的 ��� 为 �
�

����
，

平均偏差为 �
�

����
� 对于浙江杭州站

，

������� 相对于

���������� 的 ��� 为 �����
，

平均偏差为 �
�

����
。

这说明我们用于监测梅雨季节的 �������

的计算结果是可靠的

� 上海 ��� 综合应用 网监测 的入梅过程

长江中下游地区
，

平均每年 �月中旬入梅
，
�月上旬出梅

，

历时 ��余 �
，

入梅后空气湿度增加
，

阴

雨绵绵
，

暴雨频繁
，

对入梅的实时监测和准确预报是气象服务的一项重要任务
。

我们利用连续运行的上海

地区 ���气象服务网 ��个基准站的 ���观测资料
，

对长江三角洲地区 ����年的入梅过程进行跟踪监

测
，

每 ����� 给出一组 ��个基准站上空可降水量的变化图像
。

图 �显示了 ����年年积 日 ���、 ��� �即

� 月 �� 日 、 � 月 �� 日�黄山等 �个站 的可降水量的连续变化过程
。

从图 �可以看出
，

����年长江三

角洲地区各站的入梅 �期是 �月 �� 日 �即年积 日 ����
，

在短短半天内长江三角洲的各个测站先后入梅
，

入梅时梅个测站上空的可降水量急剧增加
，

在七八个小时内所有测站上空的可降水量均从入梅前的平均 ��

�� 急剧上升到入梅后的 ��、 ����
，

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着这样的高位
，

表明该地区的天气转

折进入梅季是在很短时间内完成的
。

������� 资料详细地反映出了这次入梅过程
，

而时空分辨率较低

的 ���������� 资料是无法反映这一细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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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上海 ���综合应用 网监测的 ����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入梅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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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图 � 还可 以看 出
，

�尸� 测得的 尸�� 反映出了 ����年上海周边地区从安徽黄 山
、

安徽宣城
、

安

徽 马鞍山
、

浙江舟山
，

经上海佘 山
、

上海奉贤
、

上海浦东
，

到江苏高邮
、

江苏东台
，

即 自西南到东北的入梅

过程
�

这次入梅过程长江以北地区 �江苏高邮
、

东台�比长江 以南地区降雨少
、

梅季不 明显
、

持续时间短
，

这 一天气现象与实际的长江三角洲梅雨季节的特征非常符合
�

� 同化 ������� 资料到中尺度数值预报模式中的试验

为了检验 ������� 对优化中尺度数值预报模式 ��� 的初始场
，

提高数值预报质量 的作用
，

我们

选取 了 ����年 �月 �� 日 ��时 、 �� 日 ��时一次暴雨过程进行 比对试验 以 �� 日 ��时为初始场
，

分

不加入 ��个站的 ������� 资料 �如图 �所 示�和加入 ��个站的 ������� 资料 �如图 �所小�两

种情况生成初始场
，

然后进行 ��积分
，

输出长江三角洲区域的 ��累积雨量分布
，

并分别与实际 雨量分

布 比较
。

实际情况是在浙江北部地区有
一

个 ��雨量达 ���� 的暴雨中心和江苏丹 阳地伏有一个 ��雨

量达 ���� 的大雨中心 对浙江北部的暴雨中心
，

起始场加入和不加入 ������� 资料的 ���预报

结果大致相同
。

预报 ���� 的暴雨中心位于杭州湾
，

比实际降雨位置偏北 一点
，

但雨量相同
。

而对丹阳

地区的大雨中心
，

两种预报结果相差较大 起始场未加入 ������� 资料的预报结果是
，

在江苏
、

浙江

和安徽交界处的长兴地区有一个 �� 雨量达 ���� 的暴雨中心
，

与实际降雨量和地点出入较大
�
起始场

加入 ������� 资料的预报结果是
，

在江苏
、

丹阳和会坛之间有一个 ���� 的大 雨中心
，

这与实际的

降雨地点和雨量均符合得很好

试验结果表明
，

由于 ������� 资料空间密度高
，

可优化初始场分析
，

提高雨量预报能 力
。

由此 可

见
，

������� 在短期雷暴雨预报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

图 � 无 ���资料的 ���预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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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愁愁图 � ������� 同化到数值预报模式 ���后的预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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