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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t||{年夏季中日合作开展了淮河流域能量与水分循环试验 k � ��∞÷l o该试验和

�� � ∞其他试验的探空加密观测资料作为原始资料的一部分经过同化分析 o得到了 �� � ∞

再分析资料 ∀该文就是以 t||{年 y ∗ {月我国江淮地区的天气过程为背景 o对 �� � ∞和

�≤∞°两组不同的再分析资料的基本要素场 !导数场 !降水量场和地面通量场用气候诊断和

统计的方法进行了对比分析 ∀结果表明 o在对流层低层和中高层 �� � ∞再分析资料的基本

要素场及地面的降水场和通量场较 �≤∞°再分析资料更为准确 ~�� � ∞再分析资料能很好

地反映出西南涡东移并影响江淮大暴雨的重要天气特征 o而 �≤∞°资料则反映不出这一现

象 ∀同时还得到 o�� � ∞再分析资料优于 �≤∞°再分析资料的主要原因是 �� � ∞的资料同

化系统中加入了包括 � ��∞÷ 等气象科学试验的探空加密观测资料 ∀因此 o该文证实了

�� � ∞的外场加密观测试验 ) � ��∞÷ 等开展的必要性 o说明增加观测资料的时空分辨率

对于提高我国天气气候的预报准确率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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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亚洲季风试验k�� � ∞l是全球能量和水分循环试验k�∞ • ∞÷l的重要组成部分 o而

�� � ∞本身由淮河流域能量与水分循环试验 k � ��∞÷l≈t  !第二次青藏高原试验

k×�°∞÷l !及在西伯利亚地区开展的气象科学试验等组成 ∀ �� � ∞再分析资料是 �� � ∞

的研究成果 o其再分析同化系统使用了 ×utv�vs 模式 ot qt版本的 �� � ∞再分析数据所

含有的原始资料k输入模式的初始资料l除了全球通讯系统k�×≥l的数据外 o还包括

×�°∞÷ 和 � ��∞÷ 的无线电探空加密观测资料 o以及 ×�°∞÷ 和 � ��∞÷ 试验区之间的区

域 !东南亚地区和鄂霍次克海地区的无线电探空加密观测资料 o另外还包括印尼 !泰国和

印度区域的风廓线仪资料 ∀其中 �×≥数据为常规数据 o它包括全球无线电测风资料 !综

合海洋资料 !飞机观测资料 !卫星探测资料 !微波特殊探测r图像k≥≥ � r�l资料和卫星观测

风资料等 ∀ �≤∞°再分析同化系统所用的模式是 ×yu�u{全球谱模式 o其加入模式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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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资料仅包括 �×≥数据 ∀ �≤∞°再分析资料是目前使用频率较高的资料 o但它自身存在

不够准确精细的缺点≈u ∗ x  ∀

因为淮河流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区域之一 o因此有必要在这里介绍一下 � ��∞÷ ∀

为了更好地理解梅雨锋区多尺度云系的能量与水分循环过程以及他们与地面水文过程的

相互作用 o从而搞清梅雨区云系的多尺度动力学及其与东亚季风的关系 ot||{年中日合

作开展了 �� � ∞在淮河流域的能量与水分循环试验 o即 � ��∞÷ o试验期为 x月 t日到 {

月 vt日 o在整个试验期对水文和气象的多种要素进行了强化观测k�ƒ�l o并在 y ∗ z月进

行了加密观测k��°l ∀试验观测所得到的探空资料加入了 �� � ∞的资料同化系统中 o其

探空系统由我国东部及中部 tw个省市气象局的 ut个高空探测站组成 o在 �ƒ�期间kx月

和 {月l每日观测 u次 o所得探空资料与 �×≥在淮河流域的探空资料相同 o在 ��°期间ky

∗ z月l每日观测 w次 o所得探空资料比 �×≥的探空资料多出 sy }ss和 t{ }ss两个时次的

观测资料 ∀

而 t||{年夏季淮河流域所处的大尺度天气背景形势又是比较特殊的 ∀t||{年是

t||z年开始的特强厄尔尼诺现象的次年 o南海季风强度偏弱 o西太平洋副高脊线位置偏

南 o而中高纬度上空的大气环流呈经向分布 o极涡 !鄂霍次克海阻高等天气系统持续异常 o

这使得季风雨带长时间维持在长江及邻近地区 o造成该地区 ws多年未遇的全流域大洪

水≈y  ∀

本文的目的就是利用相同分辨率的两组同化资料进行对比分析 o揭示有加密观测资

料的 �� � ∞再分析资料和不含加密观测资料的 �≤∞°再分析资料的差别 o以及它们对

于揭示江淮梅雨和亚洲季风系统及其关系又有何异同之处 ∀

t  资  料

�� � ∞和 �≤∞°水平分辨率为 u qxβ ≅ u qxβ的再分析资料 o包括每日 w个时次的高度

场 !风场 !比湿场 !降水量 !潜热通量和感热通量等再分析资料 ∀文中使用 t||{年逐日全

国 zss多站点实测降水资料和 ���� 的 u qxβ分辨率 ��� 资料 ∀所用资料时段为 }t||{

年 y ∗ {月 ∀空间范围为 }东西方向包括 ysβ ∗ twsβ∞~南北方向包括 xβ≥ ∗ zxβ�~垂直方向

包括 tsss !|ux !{xs !zss !yss !xss !wss !vss !uxs !uss !txs !tss !zs !xs !vs !us和 ts

«°¤共 tz层等压面 ∀

u  �� � ∞与 �≤∞°再分析资料的对比研究

我们把夏季江淮地区的天气时段分为有雨和无雨时段 o有雨时段又分为梅雨期和非

梅雨期 ~无雨时段分为梅雨间断期和非梅雨间断期 ∀我们以此划分为基础 o对两组资料在

不同时期的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 ∀

2 q1  高度场的对比分析

由图tk¤l可以看出k图tk¤l和k¥l中各层高度场相对差值由
tss

tss
≅

Η�� �∞ p Η�≤∞°

( Η�� �∞ n Η�≤∞°)/ u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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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得出 ,其中 Η�� � ∞表示 �� � ∞资料的高度场值 oΗ�≤∞°表示 �≤∞°资料的高度场值l o

�� � ∞和 �≤∞°两组资料的日平均高度场在北纬约 uxβ ∗ ysβ�的对流层低层差别较大 o

如图中 {xs «°¤k实线l和 zss «°¤k长虚线l的高度场相对差值所示 o其中在 � ��∞÷ 试验

区k图中 vsβ ∗ wsβ�之间的区域l这两个层次的高度场相对差值达峰值 o经计算图中 {xs

«°¤和 zss «°¤的高度场相对差值之格点平均值分别为 s qu{ h和 s qtu h ~两组再分析资

料在低纬度的对流层顶也有较明显差别 o如图中 tss «°¤k实心短虚线l的高度场相对差

值所示 o其高度场相对差值的格点平均为 s qtw h ~两组资料在对流层中高层差异很小 o如

图中 xss «°¤k空心短虚线 owss ∗ uss «°¤层次的相关图略l的高度场相对差值所示 o其高

图 t  t||{年夏季 �� � ∞资料与 �≤∞°资料的高度场对比分析

k¤l为 �� � ∞和 �≤∞°两组再分析资料 {xs «°¤k实线l !zss «°¤k长虚线l !xss «°¤k空心短虚线l和

tss «°¤k实心短虚线l高度场相对差值的季节平均ky ∗ {月 o每日 w个时次l纬向平均ktssβ ∗ tusβ∞l剖

面图 ok¥l为两组资料的 {xs «°¤高度场分别在 ss }ssk�× ≤ o下同 ~细实线l !sy }ssk粗实线l !tu }ssk空

心短虚线l和 t{ }ssk点虚线lw个时次的相对差值季节平均ky ∗ {月l 纬向平均k同k¤ll剖面图 ok¦l

和k§l分别为淮河流域入梅前后 y月 uy日和 z月 u日的白昼平均 ��� 场k阴影区 o单位 }• #°p ul

与 sy }ss �� � ∞资料k实线l和 �≤∞°资料k虚线l的高度场 x{{ §¤ª³°等值线

vwt u期  韩荣青等 }�� � ∞再分析资料与 �≤∞°再分析资料在 t||{年 � ��∞÷ 试验期的对比分析    



度场相对差值的格点平均仅为 s qsw h ∀由图 tk¥l可以看出 o单个时次的 �� � ∞和

�≤∞°资料 o以 sy }ssk�× ≤ o下同 o图中粗实线l和 t{ }ssk图中点虚线l的高度场相对差值

较大 o其 {xs «°¤高度场相对差值的格点平均分别为 s qvw h和 s qwu h ~而 ss }ss和 tu }ss

的高度场相对差值已较小 o其 {xs «°¤高度场相对差值的格点平均分别为 s quv h 和

s qu| h ∀各个层次情况相同 o图中仅示 {xs «°¤的情况 ∀其原因可能主要是因为 �≤∞°

资料所含有的 �×≥探空资料仅包括 ss }ss和 tu }ss两个时次的观测资料 o而 �� � ∞资

料在诸多试验区的高空资料含有 ss }ss !sy }ss !tu }ss和 t{ }ss共 w个时次的探空观测资

料 ∀在分别对比各个时次的 �� � ∞和 �≤∞°资料时 o与图 tk¤l所示相同 o我们也得出 o

在各个时次两组资料的高度场相对差值在对流层低层和对流层顶 tss «°¤及以上层次较

大 o在对流层中高层高度场相对差值较小 ∀

  鉴于两组再分析资料的差别主要体现在 sy }ss和 t{ }ss o而大尺度天气过程的变化

特征在时 !日时间尺度上具有连续性 o故在对比两组资料的差异时 o我们可以选 sy }ss或

t{ }ss的要素场参照 ��� 场或实况 uw «降水量 o来分析 �� � ∞和 �≤∞°高度场资料哪

一个更能准确地反映实际情况 ∀图 tk¦l和k§l中 o�≤∞°资料的 x{{ §¤ª³°内有明显的强

对流活动 o而 �� � ∞资料的 x{{ §¤ª³°所包围的地区为晴空区 o因此 �� � ∞资料的 xss

«°¤高度场与 ��� 场配合得较好≈z  o这表明 �� � ∞资料的高度场对西太平洋副高的描

述更符合实际情况kwss !vss和 uss «°¤高度场分析略l ∀

可以看出 o�� � ∞资料的高度场在对流层中高层较 �≤∞° 资料的高度场更准确

kt{ }ss两组资料的情况类似 sy }ssl o两组资料在对流层低层的准确性在随后的散度场和

垂直速度场的分析对比中可以得到 o在对流层 tss «°¤及以上层次 o还难于判断出两组资

料哪一个更准确 o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2 q2  散度场和垂直速度场的对比分析

因为 �� � ∞再分析同化系统加入了 ×�°∞÷ 和 � ��∞÷ 以及 ×�°∞÷ 和 � ��∞÷ 之

间区域的探空加密观测资料 o而在 π坐标系中难以将这些区域k青藏高原至江淮地区l在

对流层低层的天气形势表现在同一张图上 o因而我们计算了 Ρ坐标中由青藏高原经西南

地区直至江淮地区的散度场 o以便分析在这些地区的 �� � ∞再分析资料与不含上述探空

加密观测资料的 �≤∞°再分析资料有什么差异 ∀

图 uk¤l是 t||{年 y ∗ z月逐日 sy }ss Ρ坐标系中 s qzx层次沿 vsβ�的 �� � ∞资料

散度场与实况 uw «降水量的时间2经度剖面图 o图 uk¥l 也是 Ρ坐标系中同样情况下的

�≤∞°资料散度场与实况 uw «降水量时间2经度剖面图 o其中散度指 Ρ坐标中的 �#k πσ

ς
ψ

«)项 ,表示单位体积气柱在单位时间内空气质量的辐合辐散 ,其中 πσ指地表面气压 , ς
ψ

«

指在 Ρ坐标系中等 Ρ面上的水平风速 ∀ �#k πσ ς
ψ

«l项类似于 ζ 坐标中的项 �#(Θ ς
ψ

«l ∀

在图 uk¤l和k¥l中只绘出了散度的负值区 o表示辐合 ∀可以看出 o图 uk¤l和k¥l最明显的

差别是在 tsuβ∞左右到 tusβ∞附近的区间内k相对应我国四川盆地西部到江南地区之

间l o�� � ∞资料的风场辐合区与实际降水区在空间和时间上配合得较为一致 ∀同时可

以看出我国西南地区有低压天气系统东移并影响江南地区发生降水的天气特征 o但

�≤∞°资料在此区间的风场辐合区与实际降水区配合得很不好 o也无从体现西南地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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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u  k¤l为 t||{年 y ∗ z月 sy }ss Ρ坐标系中 s qzx层次沿 vsβ�的 �� � ∞资料负散度

与实测 uw «降水量时间2经度剖面图 ok¥l 为 Ρ坐标系中相同情况下

�≤∞°资料负散度与实测 uw «降水量时间2经度剖面图 ∀

k图中等值线表示负散度 o单位为 °¤#¶p t o阴影区为 uw «降水量 o单位为 °°l

压天气系统东移并影响江南地区降水的天气特征 ∀另外 o在 |wβ∞附近的青藏高原地区 o

与实况降水区相对应两组资料都表现有较强的风场辐合区 o尤其从图 uk¤l�� � ∞资料的

风场辐合与降水剖面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o青藏高原以东下游地区的风场辐合和降水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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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原上 |wβ∞附近的对流层低层低压天气系统有关 ∀如图 uk¤l中 y月 ut日左右在高原

上 |wβ∞附近有风场的辐合产生并伴有降水 o到 y月 uy日左右 o高原的风场辐合仍在加

强 o而其下游地区在随后直到 z月初的几日都有明显降水发生 ∀

图 v  t||{年 y月 uz ∗ u|日逐日 sy }ss π坐标垂直速度纬向kuz qxβ�l剖面图与

实况 uw «降水量k黑色柱体 o单位为 °°l

图k¤l为 �� � ∞资料与实况降水 o图k¥l为 �≤∞°资料与实况降水 ∀

k黑色柱体及带下划线的数字表示 uzβ ∗ u{β�纬带上的最大实况 uw «降水量 o

单位为 °° ∀等值线及其数字为 π坐标垂直速度 o单位 }°¤#¶p 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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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v是 t||{年 y月 uz ∗ u|日江淮第一次入梅开始时 o实测 uw «降水量分别与两组

资料的 π 坐标垂直速度纬向剖面图 ∀其中垂直速度是分别用两组资料 tt层等压面的

υ !ϖ风场根据 π坐标质量守恒方程计算得到的 o垂直速度范围取在沿 uz qxβ�上的 |ux ∗

tss «°¤和 tssβ ∗ tusβ∞的剖面上 ∀uw «实测降水量取为 uzβ ∗ u{β�纬带上的最大实况

单站降水量 o其东西方向也取在 tssβ ∗ tusβ∞之间 o与垂直速度相配 ∀由图 vk¤l的 uz日 !

u{日和 u|日可看出 o在降水区有 �� � ∞资料垂直速度场的上升运动与之相对应 o在图 v

k¥l的 uz日 !u{日和 u|日图形中 �≤∞°资料的垂直速度场却在 tsuβ∞附近的降水区显

示有下沉运动 ∀在图 v中降水量明显增大时 o�� � ∞资料的垂直速度也增大 o�≤∞°资料

的垂直速度场却没有相应变化 o而且在江南地区无降水时 o图 v¥中 �≤∞°资料显示有较

强的上升运动 ∀由此我们得出 o�� � ∞资料的垂直速度与实测降水配合较好 o而 �≤∞°

资料的垂直速度与实测降水却不相匹配 ∀另外 o我们将图 v和vu qxβ�上同样的垂直速度

与实测 uw «降水k图略l进行了对比分析 o结果表明在对流层低层 �� � ∞资料的垂直速

度显示出了西南涡和实际雨区相伴东移进入江淮地区的天气特征 o而 �≤∞°资料却对这

一特征没有反映出来 ∀

2 q3  淮河地区水汽收支的对比分析

我们分别用 �� � ∞和 �≤∞° u qxβ ≅ u qxβ水平分辨率的资料 o计算了 t||{年 y ∗ {月

逐日 ss }ss !sy }ss !tu }ss 和 t{ }ss 共 w 个时次的淮河流域水汽收支k净流入水汽通

量l≈{  ∀其中所计算的淮河流域水汽收支的水平范围为 vu qxβ ∗ vx qsβ�ottu qxβ ∗ tus qsβ

∞o垂直范围为从地面到 vss «°¤∀

由图 wk¤l可看出 oy月的 tt日和 u|日及 z月的 t日和 ty日都是淮河地区降水峰值

日 o在图 wk¥l !k¦l和k§l 相对应的这些天中 o�� � ∞资料的水汽收支也出现了峰值 o其中

图 wk¥l和k¦l中 �� � ∞资料的水汽收支最大值都出现在 y月 u|日 o图 wk§l中 �� � ∞资

料的夜间水汽收支最大值出现在 y月 tt日 o不难看出 �� � ∞资料的水汽收支演变符合

于实际大气降水的变化 ∀而 �≤∞°资料 sy }ss和 t{ }ss的水汽收支演变与实际降水的变

图 w  t||{年 y ∗ {月淮河流域 ty站平均降水量和 �� � ∞与 �≤∞°资料水汽收支逐日演变

k¤l为淮河流域 y ∗ {月 ty站平均的 uw «降水量演变 ∀k¥l !k¦l和k§l为两组资料

分别在 y ∗ {月 ss }ss !sy }ss和 t{ }ss淮河流域的水汽收支逐日演变

k实线为 �� � ∞资料 o虚线为 �≤∞°资料 o其中纵坐标单位 }w ®ª#¶p t#®°p 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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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w

化配合得并不很好 o如图 wk¦l中 �≤∞°资料的水汽收支最大值出现在 z月 x日 o而这一

日及前后几天中并无明显降水 o再如图 wk§l中的 z月 w日 o也是连续几日无明显降水时

�≤∞°资料的水汽收支出现了较高值 ~另外图 wk§l中 z月 t日和 ty日 �≤∞°资料的水汽

收支在降水日并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 o而相应 �� � ∞资料的水汽收支却依然随着实际

降水日的出现而增大 ∀

  表 t是依据图 w中的要素计算得到的相关系数 o从表中可以看出 o�� � ∞资料的水

汽收支与实际降水的相关无论在哪一时次都比 �≤∞°资料的水汽收支与降水的相关要

明显地大 ∀两组资料的共同点是在夜间与降水的相关都较白昼低 ∀在 sy }ss o�� � ∞资

料的水汽收支与降水相关系数最大 o而 �≤∞°资料的水汽收支在 ss }ss与降水相关最大 ∀

但两组资料在 ss }ss的差别最小k如图 wk¥l所示l o其相关系数达 s q{y ∀

表 1  淮河流域水汽收支和降水量( Ρ)相关系数表

时次 ss }ss sy }ss tu }ss t{ }ss

�� � ∞与 Ρ s qxu s qyv s qxt s qv|

�≤∞°与 Ρ s qxs s qwt s qvu s qtu

�� � ∞与 �≤∞° s q{y s qz| s q{s s qzu

2 q4  降水资料的对比分析

在图 xk¤l中 o�� � ∞模拟的降水量k实线l与实际降水量k虚线l更接近 o而 �≤∞°资

料的降水量k点线l误差较大 o同样在图 xk¥l中可看出虚线k实际降水减 �≤∞°资料降水l

的绝对值大于实线k实际降水减 �� � ∞资料降水l的绝对值 ∀此外 o值得注意的是 o在图

xk¤l和k¥l中 o到 {月以后 o�� � ∞资料在淮河流域的平均降水量与实况降水量的差别有

所增大 o这是因为 � ��∞÷ 试验的加密观测在 z月底已结束而在 {月的探空观测资料与

常规 �×≥探空资料相同的原因 o从此处也足见 � ��∞÷ 外场加密观测试验的重要性 o而

且也揭示出 �� � ∞资料比 �≤∞°资料准确的原因 o主要是 �� � ∞的再分析同化系统包

含了诸多试验中的探空加密观测资料 o而不是因为 �� � ∞和 �≤∞°再分析同化方案不

同 ∀关于这一点 o在下文地面通量的对比分析中能再次得到验证 ∀

{wt                 应  用  气  象  学  报             tx卷  



图 x  t||{年 y ∗ {月淮河地区kvu qxβ ∗ vx qsβ�ottu qxβ ∗ tus qsβ∞lty站平均的

实况 uw «降水k虚线l !淮河地区平均的 �� � ∞k实线l和 �≤∞°k点线l资料 uw «

降水逐日演变k¤l及其实况降水减 �� � ∞资料降水的差值k实线l和实况

降水减 �≤∞°资料降水的差值k虚线l逐日演变k¥l

2 q5  地面通量资料的对比分析

在降水日地表与近地面大气的湿度差减小 o使得水汽蒸发减小 ~并且由于大气中水汽

凝结释放潜热的过程发生 o使得大气的比湿进一步增加从而抑制地面向大气的水汽蒸发 o

这都会导致潜热通量降低 ∀由图 yk¤l我们可以看到 o在 y月 tt日 !z月 t日和 u{日等降

水日中k降水日可参考图 wk¤ll�� � ∞资料的潜热通量均有所降低 o而 �≤∞°资料的潜热

通量却在增大 o这与实际降水过程不相符合 ∀通过计算 sy }ss两组资料的潜热通量k如图

yk¤l所示l分别与淮河流域 ty站平均降水量的相关 o得出 �� � ∞资料的潜热通量与降水

的同期相关系数为 p s qt{ o�≤∞°资料的净潜热通量与降水的同期相关系数为 p s qsx ~

�� � ∞资料的潜热通量与滞后一日的降水相关系数为 s qut o�≤∞°资料的净潜热通量与

滞后一日的降水相关系数为 s qst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o�� � ∞资料的潜热通量要比

�≤∞°资料的潜热通量更符合实际情况 ∀但两组资料的潜热通量与实况降水相关程度都

较低 o其原因可能是潜热通量不仅仅与降水有关 o它是一个受多因子影响的复杂物理量 ∀

同样 o因为在降水日地表与近地面大气的温度差减小而导致感热通量也会降低 o那么

由图 y k¥l可看出 o在 y月 tt日 !z月 ty日 !uu日 !{月 v日 !|日及 tw日等峰值降水日中

k参照图 wk ¤ll o�� � ∞资料的感热通量都有减少的变化 o而 �≤∞°资料的感热通量却没

有相应变化甚至某些日在变大 ∀通过计算两组资料感热通量k如图 yk¥l所示l与实测降

水量k如图 wk¤l所示l的相关 o也证实了 �� � ∞资料的感热通量比 �≤∞°资料的感热通

量要合理的多 o其中 �� � ∞资料的感热通量与实测降水量的相关达 p s qxxt o而 �≤∞°资

料的感热通量与实测降水量的相关仅为 p s qtvs ∀

与前面降水量的对比分析相一致 o图 yk¤l和k¥l明显表现出在 {月 t日以后k� ��∞÷

的探空加密观测结束以后l o�� � ∞资料的潜热和感热通量分别与 �≤∞°资料的潜热和

感热通量差别减小 o再次说明了 �� � ∞资料优于 �≤∞°资料的主要原因在于 �� � ∞资

料含有气象科学试验的探空加密观测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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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y  t||{年 y ∗ {月 sy }ss �� � ∞资料k实线l和 �≤∞°资料k虚线 o均按小值纵坐标l

在淮河地区kvu qxβ ∗ vx qsβ�ottu qx ∗ tus qsβ∞l平均的

潜热通量演变k¤l和感热通量演变k¥l对比分析

v  结  论

t||{年 y ∗ z月每日 w个时次的 �� � ∞再分析资料和 �≤∞°再分析资料的差别在

sy }ss和 t{ }ss最明显 o就我国范围来说 o其差别主要分布在江淮流域和青藏高原至江淮

流域之间的地区 o且在对流层低层和 tss «°¤及以上层次较大 o在对流层中高层较小 ∀分

析表明含有 � ��∞÷ 等试验探空观测资料的 �� � ∞再分析资料在基本要素场 !导数场 !

降水量场和地面通量场中比 �≤∞°再分析资料更准确 ∀两组资料主要差别所在的时次

和区域正是 �� � ∞再分析资料包含的几个气象试验的加密观测时次和试验分布区域 o这

说明 �� � ∞外场加密观测试验的重要性 o在对 �� � ∞和 �≤∞°两组资料在淮河流域的

地面通量的比较中 o也能看出这一点 ∀即在 {月 t日以后k� ��∞÷ 的探空加密观测结束

以后l o�� � ∞资料与 �≤∞°资料的降水量 !潜热通量和感热通量的差别明显减小 ∀本文

所作的分析揭示出了 �� � ∞资料优于 �≤∞°资料的主要原因在于 �� � ∞资料含有其诸

多科学试验的探空加密观测资料 o而不是因为两组资料的同化系统不同 ∀所以增加观测

资料的时空分辨率 o并将其尽可能在资料同化方案中使用 o必将对改进资料质量进而提高

天气预报和气候预测的准确率具有重要价值 ∀

另外 o在分析中我们也发现 o虽然江淮流域大尺度降水的水汽主要来自南海方向 o但

其大尺度降水天气的初始扰动多来自于西边 o而且青藏高原东南部对流层低层的低压天

气系统与随后的江淮降水似乎有一定联系 o其成因与否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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