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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 y月中 ) 下旬华南前汛期结束后 o影响华南天气系统主要是副热带高压 ∀在这

一天气形势下 o主要降水云系是对流云 o它是人工催化增雨的主要对象 ∀为揭示夏季对流

云结构特征及降水机制 o许多研究者作了大量研究 ∀us世纪 zs年代湖南省气象局用双

经纬仪配合常规雷达对对流云宏观特征进行过观测 ∀usst年福建省气象局陈秋萍 !曾光

平等人利用/ ztv0雷达对夏季对流云回波特征 !生命史进行初步探讨 ∀

新一代天气雷达k≤��� �⁄l提供常规天气雷达所能提供的云雨回波信息外 o还能获

取径向速度和速度谱宽数据 o经过一定的计算和处理可以得到许多有明显气象意义的物

理量 o通过对这些物理量的分析能进一步了解对流云的结构及发展过程 ∀

福建省气象科学研究所和建阳雷达站在科技部和福建省科技厅科研项目支持下于

usst年 z ∗ |月利用福建省建阳新一代天气雷达k≤��� �⁄l对建阳夏季对流云进行连续

观察 o取得大量完整资料 ∀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统计分析和个例分析 o揭示了建阳夏季对流

云特征 o为进一步探讨建阳夏季对流云及其降水形成机制 !结构及人工影响原理 !技术途

径提供有意义的结果 ∀

1  资料收集和处理

usst年 z ∗ |月在福建省建阳市利用新一代天气雷达对 |z块对流云进行连续跟踪

观测 ∀

观测时新一代天气雷达采用 ut模式进行体积扫描 o仰角分别是 s qxβ !t qxβ !u qwβ !

v qwβ !w qvβ !y qsβ !| q|β !tw qxβ !t| qwβ ∀共扫描 |层 ∀

所观测的对流云分别属于二类天气形势 }一类是处在副热带高压或大陆高压控制下

k或其边缘l由局地热对流形成的对流云 ~另一类是副热带高压西伸加强或减弱东撤时由

于局地不稳定而形成的对流云 ∀

本研究所观测到的对流云均具有完整的生命史k即从初生 ψ发展 ψ降水回波 ψ接地

ψ消亡l ∀

本工作对观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和个例分析 ∀统计分析项目有常规雷达回波要素

k如生命史 !水平尺度 !强度等l和降水垂直累积量 ∀个例分析部分着重分析对流云发展的

不同阶段降水垂直累积量以及通过径向速度场分析各层辐散 !辐合 o探讨对流云三个阶段

的流场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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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时根据对流云是否合并 o分成单体和多个单体合并二大类 ∀每一大类又按

初始回波出现高度及回波接地时回波顶位置分类 ∀按初始回波高度分为 v类 }s ε 层以

下 !s ε 层以上 !s ε 层附近 ∀按回波接地时回波顶位置分为二类 }冷云和暖云 ∀

统计分析表明 }

≠ 新一代天气雷达观测表明建阳夏季对流云中 {w qx h左右初始回波出现在 s ε 层

以下 ∀纯暖云降水对流云占 t| qy h ∀混合云降水的对流云占 {s qw h o可见混合云降水是

建阳夏季对流云降水主要机制 ∀

� 纯暖云降水对流云生命史 !尺度 !强度均比回波顶发展超过 s ε 的单体对流云弱 ∀

平均生命史前者为 w{ °¬±o后者为 yx °¬±~平均水平尺度前者为 ts ®° ≅ ts ®° ~后者为

tu ®° ≅ tx ®° ~平均高度前者为 x qt ®° ~后者为 { q{ ®° ~平均强度前者为 wu §�½o后者为

wx §�½∀这一结果与常规雷达观察结果没有很大差异 ∀

多个单体合并对流云占全部对流云的 uy q{ h o其平均生命史 !回波强度 !回波高度 !

水平尺度分别为 ttx °¬± !xx §�½ !tt qx ®° !us ®° ≅ vs ®° o比单体对流云发展旺盛 ∀

≈ 多单体合并对流云降水垂直累积量最大 o发展 ) 成熟阶段平均值达 w q{ ≅ ts
|
®ª

最大值超过 t qs ≅ ts
ts
®ª~云顶超过 s ε 层的单体对流云次之 ~纯暖云对流云最少 ∀

回波参量和降水垂直累积量的统计结果均表明 o多单体合并的对流云是建阳夏季对

流云中最重要降水云型 o蕴含丰富的水资源 o是水资源管理和开发的主要对象 ∀

3  个例分析

通过对多单体合并对流云 !单体对流云个例的发展生命史及流场特点的分析表明 }从

水平流场分析可以看出对流云在初生阶段辐合辐散不明显 ~随着对流云发展 o中低层才出

现弱的辐合 o发展 ) 成熟阶段中低层以上k约 v qs ®°以上l辐合明显加强k如本文中多单

体合并对流云在发展阶段正负速度差值达 wx qx °Π¶l o高层出现强辐散 ~消散阶段 o辐合明

显减弱 !辐散加强 o中低层除对流云移动前方有弱辐合外 o整体为辐散 ∀

从径向速度垂直剖面及反射率因子 °°�!� ��看出在对流云发展阶段前方不断有入

流气流进入云体 o同时有新生单体不断并入主体使对流云不断发展 ∀

由于对流云中有很强的上升气流并伴有闪电 !雷雨 !大风给探测带来极大困难 ∀南方

夏季对流云中微物理特征和流场结构研究比起北方层状云研究显得不足 o远不能满足科

研和业务需要 ∀新一代天气雷达投入使用为探索对流云微结构提供新手段 ∀可以预计随

着新一代天气雷达产品的进一步开发 o对对流云的研究必将有一长足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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