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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飑线过程的雷达回波分析与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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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２日，一条飑线袭击了江西、福建、浙江三省，所到之处出现冰雹、大风等强烈天气，这次过程强度

强，影响范围大，三省交界及附近区域有二十多个测站出现冰雹、大风，冰雹直径有的达３ｃｍ以上，最大风速达

３２ｍ／ｓ。该文利用建阳新一代天气雷达探测到的回波以及中尺度非静力数值模式（ＭＭ５）对这次过程进行数值模

拟，分析此次强对流过程。结果表明：雷达回波显示出飑线的带状强回波，线状回波上呈现波型特征；在数值模拟

结果中看到在系统发生的带状区域内有多个中尺度涡旋存在，在飑线内有中尺度涡旋簇和弓形回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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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春夏季节，由对流产生的风（风暴）常会对生

命财产造成重大的灾害。对于生命期较长和尺度较

大的由对流引发的暴风称为Ｄｅｒｅｃｈｏ
［１２］，它包括由

中尺度对流系统引发的下击暴流群。它能产生灾难

性的雷暴风，长可达几百公里，宽可超过１８０ｋｍ，

大多数Ｄｅｒｅｃｈｏ呈现为弓形回波
［３］。１９７８年，Ｆｕｊｉ

ｔａ
［４５］首先详细描述了弓形回波，它们在雷达图上具

有较高的反射率因子，形状常呈弓形特征，很容易识

别。它的动力学特征包含回波前沿的强上升运动，

随后是一股强的下沉和辐散气流，在地面呈现冷的

出流。这种外流常伴有一股在低空或延伸到中空的

强的后入流急流和弓形回波顶点后面的弱反射率因

子区（即：雷达回波的凹口）［６７］。此外在低层到对流

层的中层，在弓形回波北部的末端和南部的终端呈

现气旋性涡旋和反气旋性涡旋［８］。实际观测到的弓

形回波水平范围从几十公里到几百公里［９］，它们或

者孤立发生，或者嵌入飑线中发生，生命期从几十分

钟到几小时。Ｐｒｚｙｂｙｌｉｎｓｋｉ等在１９８５年对弓形回波

进行了分类［１０］。Ｐｒｚｙｂｙｌｉｎｓｋｉ在１９９５年对弓形回波

的观测、数值模拟以及强对流天气的探测方法进行

了研究［７］。

很多科研工作者曾经对强对流天气系统及伴随

它产生的弓形回波个例进行分析研究。张鸿发等［１１］

对我国平凉地区强对流钩状回波进行观测研究；Ａｋｏｓ

Ｈｏｒｖａｔｈ等
［１２］对匈牙利夏季经常发生的强对流过程

及其相关天气现象进行分析，指出大部分的强雷暴都

发生在中尺度对流系统中，并且按照产生的机制对强

对流系统进行分类；ＲｕｄｏｌｆＫａｌｔｅｎｂｏｃｋ
［１３］研究了阿尔

卑斯山脉对流系统的强度和以及地形、位置对强对流

系统的影响。

Ｗｅｉｓｍａｎ等
［１４］和Ｔｒａｐｐ等

［１５］用数值模式模拟

强地面中尺度涡旋，在某种情况可以模拟旋转单体

直到灾害风产生。但是没有足够详细的观测去确认

这种模拟的动力推断。Ｗｅｉｓｍａｎ等用弓形回波的数

值模拟研究重现了观测到的弓形回波现象的谱分

布，它的范围从因强的地面冷空气堆和沿着冷空气

堆边缘气流的深度抬升而造成强单体形成的弓形

线，到具有回波龙头部分强气旋性涡旋和一定高度

的后入流急流高度的有组织系统［８，１６］。ＬＥＷＰ（线

回波的波型特征：ｌｉｎｅｅｃｈｏｗａｖｅｐａｔｔｅｒｎ）预示着可

能出现一个低压区，并有可能伴有灾害风和旋风。

ＬＥＷＰ中强的后向出流风对应的线回波向外凸出的

部分，这种在飑线中发生的线状回波上的波型结构

也被认为是弓形回波（ＬＥＷＰｓ）
［１７１８］。Ｎｏｌａｎ等

［１９］

利用 ＷＲＦ模式对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９日发生在美国佛

蒙特的一次Ｄｅｒｅｃｈｏ过程进行数值模拟，对弓形回

波前端和后端的气旋和反气旋性结构进行了分析。

　　　２００５１１１８收到，２００６０８１５收到再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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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２日发生在江西、福建以及浙江

地区的强对流过程是一次典型的强对流个例，它嵌

套在大尺度的背景场中，对流云团不断在建阳西侧

产生、加强，随环境流场由西向东移动，进而影响建

阳附近地区。本文对这次过程的雷达回波分析时发

现，回波前沿的形状与建阳西部的山势非常接近，这

表明建阳西部的地形对这次对流系统的发生发展有

明显的作用。从雷达观测上还发现了弓形回波这一

典型的强对流天气系统。在径向速度图上观测到大

范围负速度区包围着一个小的正速度区，分析发现

这是中层径向辐合结构（ＭＡＲＣ），而不是通常认为

的气旋性结构。徐枝芳等［２０］曾经利用数值模式的

结果对发生在江淮流域的暴雨过程的两个β中尺度

气旋性涡旋的结构和演变进行分析，本文运用多普

勒雷达资料以及数值模式的结果对这次强对流过程

进行详细分析。

１　天气背景

中尺度系统的产生必然有适合它的大尺度背

景，图１为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２日００：００（世界时，下同）

８５０ｈＰａ天气形势。强对流系统作用的区域位于

５００ｈＰａ（图略）高度场槽前，并且槽后温度低，槽前

温度高，可知有明显的冷平流注入槽内。在建阳地

区５００ｈＰａ高空盛行稳定的西南气流。从图１看

出，在建阳西部存在一条长度约１０个经距的切变

线；在地面（图略），建阳西侧也存在一条长约６～７

图１　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２日００：００８５０ｈＰａ天气形势图

Ｆｉｇ．１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ｄｓｕｒｒｏｕｄｉｎｇ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ｔ８５０ｈＰａ，

００：００，Ａｐｒ１２，２００３

个经距的冷锋，说明本次天气系统是一个强大的系

统。对流发生区域位于８５０ｈＰａ切变线前，也刚好

位于地面冷锋的前端；８５０ｈＰａ切变线后方盛行东

北气流，前方盛行西南气流，地面冷锋后盛行偏北气

流，锋前盛行偏南气流，两支方向几乎截然相反的气

流在此交汇，会产生强的切变。由背景场可见，建阳

及附近地区有发生强对流的条件。

２　雷达回波分析

２．１　雷达回波分析

本文采用福建建阳新一代多普勒天气雷达

（ＣＩＮＲＡＤ）９层体扫模式观测到的资料。从２００３

年４月１２日０５：３０开始，仰角为１．５°的雷达回波图

（如彩图２所示）上可以看到，０８：００之前为弓形回

波生成的阶段，也就是整个过程的发展阶段，在这一

段时间里，回波由开始的几个小单体逐渐加强，很快

发展起来，后面发展形成的单体与它连接，形成一个

长度约４００ｋｍ的强对流复合体。

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２日０５：３０（彩图２所示）位于雷

达西北方向２００ｋｍ距离的一块回波（图中红色方

框表示区域，定义为第一块回波）还很弱，大部分回

波强度低于２０ｄＢｚ，只有中心强度达到３３～３７

ｄＢｚ。雷达正北方向距离中心１２０ｋｍ左右的回波

（图中紫色方框表示的区域，定义为第二块回波）强

度比较大，回波中出现大面积强度超过２５ｄＢｚ的回

波，中心强度达到３７～４１ｄＢｚ。这时两块回波之间

还有几十公里的距离。在第一块回波的西南方向还

有两小块强度比较大的回波（图中黑色方框表示的

区域，定义为第三块回波）。图３为随后整个过程的

回波前沿位置示意图。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２日０５：５４第

一块回波已经发展加强，回波面积增大，回波强度也

增大；第二块回波的面积和强度都减弱。两块回波之

间的距离已经很小。第三块回波也已经移到第一块

回波的边缘。此时三块回波已几乎形成一个整体。

０６：３２，第二块回波已经接近消散，原来的第一块和第

三块回波已经发展合并成一个强对流单体，回波边缘

整齐，中心强度达到５０ｄＢｚ。在雷达中心的西边

２００ｋｍ处又出现两块中心强度达到３７～４１ｄＢｚ的

强回波块。０７：０２，在雷达正北方向的回波边缘更整

齐，强中心的面积增大。雷达西边的两块对流性回

波已经连成一片，面积增大。０７：３３，建阳西边和北边

的回波已经连起来成一个强对流复合体，整体向东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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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在回波前边边缘整体，回波强度达到５５ｄＢｚ，并

且可以看出，此时的强中心回波由倾斜状态（东北—

西南向）变成南北方向，此时可以看到线状回波的波

型特征，在其中还能看到弓形回波。随后，飑线上其

他部分也形成或发展出强单体，至０７：５８在建阳西北

７０～８０ｋｍ处沿东北西南方向，可以看到三个相对独

立的强度达５０～５５ｄＢｚ的弓形回波。至０８：３４，可以

看到此时回波又倾斜呈东北—西南向，呈逗点形状。

在持续４ｈ后，弓形回波趋于消散，呈普通的强对流

系统影响建阳地区。

图３　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２日０５：４８—１０：１２建阳雷达

１．５°仰角回波前沿示意图（距离每圈１００ｋｍ）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ａｌｏｆ１．５°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ＰＰＩ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ｆｒｏｍ０５：４８ｔｏ１０：１２（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ｉｓ１００ｋｍ）

　　大量雷达观测和研究表明，回波高、中、低层在

相应平面上的位置如何配置也非常重要。对比分析

彩图４ａ和彩图４ｂ可以看出，在低仰角反射率因子

图（彩图４ａ）中，方框内的强度明显低于彩图４ｂ中，

并且同等强度的回波范围要小。即中层的回波强度

明显高于低层回波强度。这也是强对流天气的一个

特征。

２．２　犕犃犚犆结构分析

Ｓｃｈｍｏｃｈｅｒ等
［２１］发现对流线翼（下风方向），在

反射率因子场形成弓形之前常有中高高度径向风辐

合标记ＭＡＲＣ出现，随后在地面出现激烈的直线风

出流。ＭＡＲＣ的概念模型就是当雷达探测到中层

大气上升气流和下沉气流的交汇区时，在径向速度

上会出现一种正负速度不连续的结构，这种结构搭

配和气旋性系统相似。在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２日０８：１５

径向速度图（如彩图５ａ）中看到在方框内存在正负

速度不连续区，但是在这个区域里看不出明显的正

负速度中心，不存在经典蓝金模型的径向速度场结

构。从雷达中心到该处径向做垂直剖面，得到彩图

６ａ和彩图６ｂ（１３０ｋｍ处为雷达中心）。从彩图６ａ

上看到在３７ｋｍ处高度３到６ｋｍ之间有一个强回

波中心，对应于彩图６ｂ在同一区域，在大片的负速

度区中存在一个正的速度区，这与ＭＡＲＣ的概念模

型是一致的：在对流发生比较强的地方，中层存在上

升气流和下沉气流交汇区，如果雷达观测时某个仰

角刚好通过这个交汇区，在径向速度图或者速度剖面

上会表现为大范围的正速度（负速度）区内有一个小

范围的负速度（正速度）区存在。这种结构与张沛源

等［２２］提出的逆风区的概念非常相似。彩图４和彩图

５ａ中的方框是同一个区域，从 ＭＡＲＣ的分析结果看，

这里有明显的中层径向辐合，其中上升气流将大粒子

带到中层形成强回波，与彩图４的观测结果一致。

３　线状回波的波型特征分析

Ｗｅｉｓｍａｎ的研究展示了在一个飑线系统中出现一

系列弓形回波的现象［１４］。在本次过程中也观测到了对

流系统上同时出现多个弓形回波的现象。０７：５５，在建

阳正北方向距离雷达中心１００ｋｍ处有一个强度达

到６５ｄＢｚ的强对流单体存在，其后单体随系统向东

移动并且发展增大，０８：０３这个单体已经发展成南

北方向，后部出现明显的凹口，有弓形回波的特征。

０８：１５，这个弓形回波南北长度超过５０ｋｍ，东西方

向宽度超过１０ｋｍ。随后整个系统向东继续移动，

０８：５８，该弓形回波消散成普通的强对流系统。

　　０７：３２，２９０°方位角１４０ｋｍ处有３个小的对流单

体呈南北向排列，长度约３０ｋｍ。０７：５０，可以看到３

个单体发展连成一个南北方向长度约５０多公里的强

回波带。０８：０３，这个回波带南端延伸发展，在回波带

的中间位置有强回波向前突出，呈弱弓状结构，弓顶

回波强度达到６０ｄＢｚ。此后弓形回波的长度逐渐变

长，宽度逐渐加宽，方向由南北逐渐倾斜成东北西南

方向。彩图７显示了在０８：１５对流系统中同时存在

的两个弓形回波。Ａ，Ｂ分别表示两个弓形回波的

弓顶，两个黑色的箭头表示弓形回波的后向入流造

成的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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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数值模式模拟结果分析

本研究采用中尺度非静力数值模式 ＭＭ５Ｖ３，模

式水平方向均采用二重双向嵌套网格，粗网格区域格

距为３３ｋｍ，格点数为７７×７７；细网格区域格距为

１１ｋｍ，格点数为１３６×１３６。垂直方向采用σ坐标，模

拟中取不等距的２３层。网格中心位于建阳（２７．３５°Ｎ，

１１８．１５°Ｅ）。初始场采用ＮＣＥＰ１°×１°逐１２ｈ再分析资

料。在云物理方案中采用混合冰相，积云对流参数

化方案采用Ｋｕｏ方案，行星边界层参数化方案采用

Ｂｌａｃｋａｄａｒ高分辨率方案，大气辐射参数化方案采用

Ｄｕｄｈｉａ的云辐射方案，模式积分时间为２４ｈ。

４．１　地形的影响

孙建华等［２３］研究发现中尺度地形对大尺度的

雨带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喇叭口地形对中尺度系统

的发生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地形对天气系统的影响

主要在于山脉迎风坡的强迫抬升作用、喇叭口地形

的强迫辐合作用，即产生、增强中尺度系统等。建阳

地区四面环山，西部有两座山，北边山高１１９６ｍ，南

边山高７５０ｍ，为一喇叭口地形。当东北气流南下，

灌入喇叭口，受地形强迫抬升和喇叭口辐合的双重

影响，容易产生或加强对流系统，高空盛行西风，带

至下游，受地形抬升影响，系统增强，影响建阳地区。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不断有强对流中心在建阳西边

产生或维持。

在对比分析雷达回波和建阳附近地形时发现，

回波形状与建阳西边的山势极为相似，可以判断地

形对本次过程有阻挡抬升作用。为了分析地形对本

次个例的影响，做一个关于地形的敏感试验。在敏

感试验中以建阳为中心，２５°～３０°Ｎ，１１５°～１２０°Ｅ的

区域内地形高度设置为０，其他条件不变，并用控制

试验的结果与敏感试验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彩图８是０６：００５００ｈＰａ高度有山地与没有山

地的上升速度差异场的分布图。由彩图８看到，在

建阳西北山区的迎风坡一直到山顶都有非常明显的

上升速度区，在建阳西边１００ｋｍ处的喇叭口地形

顶端也有非常明显的上升速度区，这说明了建阳西

部的山区使得经过的气流抬升，喇叭口地形使得气

流辐合上升，这都促进了对流系统的发生发展。

４．２　流场分析

从模拟结果的２４ｈ流场（图略）来看，对流系统

处于东北气流和西南气流共同影响下，因此在长度

大约４００ｋｍ的系统内有多个中尺度涡旋。从雷达

回波演变来看，这个过程是由北边和西边的两块回

波发展、合并产生的，从０７：５８—０８：４０的反射率因

子图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北边和西北分别有一个弓

形回波在维持。这种在一个对流系统中存在多个弓

形回波的结构在文献［１４］中也有分析。本文对建阳

个例模拟的流场结果如图彩９所示，从彩图９看出

在建阳西北存在一条由多个气旋性和反气旋性涡旋

组成的涡旋簇，这种结果与文献［１４］非常相似。

５　结　论

本研究分析了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２日出现在江西、

浙江、福建三省的一次飑线过程雷达回波的波型特

征，并且对雷达观测到的 ＭＡＲＣ等特征进行了分

析，得出以下结论：

１）本文用实测初始场模拟得到的中尺度涡旋

簇在飑线上有多个气旋和反气旋性涡旋。

２）数值模拟中，有山地与没有山地对于５００ｈＰａ

上升速度有明显的差异，这表明地形对中尺度系统

的发生发展有明显的影响，特别是迎风坡和喇叭口

地形经常会产生新的单体或者加强已经存在的单

体。

３）在雷达径向速度上观测到在大范围负速度

区中有一个小的正速度区，这是 ＭＡＲＣ结构，而不

是通常认为的气旋性结构。

致　谢：本文雷达资料由福建省建阳市气象局提供，在此表

示诚挚的谢意。

参 考 文 献

［１］　ＲｏｂｅｒｔＨＪ，ＷｉｌｌｉａｍＤＨ．Ｄｅｒｅｃｈｏｓ：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

ｌｙｉｎｄｕｃｅｄｗｉｎｄｓｔｏｒｍｓ．犠犲犪犉狅狉犲狊狋犻狀犵，１９８７，２：３２４９．

［２］　ｈｔｔｐ：∥ａｍｓｇｌｏｓｓａｒｙ．ａｌｌｅｎ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ｇｌｏｓｓａｒｙ／ｓｅａｒｃｈ？ｐ＝１＆ｑｕｅ

ｒｙ＝ｄｅｒｅｃｈｏ．

［３］　ｈｔｔｐ：∥ｖｏｒｔｅｘ．ｗｅａｔｈｅｒ．ｂｒｏｃｋｐｏｒｔ．ｅｄｕ／～ｒｏｃｈｅｔｔｅ／ｍｅｓｏ－ｐｒｅｓ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ｒｅｃｈｏｅｓ．ｐｐｔ．

［４］　ＦｕｊｉｔａＴＴ．ＭａｎｕａｌｏｆＤｏｗｎｂｕｒｓｔ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ｒｏｊｅｃｔ

ＮＩＭＲＯＤ．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ａｎｄＭｅｓｏ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ｐｅｒ，

１９７８，１５６，１０４．

［５］　ＦｕｊｉｔａＴＴ，ＦｅｒｎａｎｄｏＣ．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犅狌犾犾犃犿犲狉犕犲狋犲狅狉犛狅犮，１９７８，５８（１１）：

１１６４１１８１．

［６］　ＢｕｒｇｅｓｓＤＷ，ＢｒａｄｌｅｙＦＳ．ＤｏｐｐｌｅｒＲａｄａ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

ＢｏｗＥｃｈｏ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ＬｏｎｇｔｒａｃｋＳｅｖｅｒｅＷｉｎｄｓｔｏｒｍ．

Ｐｒｅｐｒｉｎｔｓ，１６ｔｈＣｏｎｆｏｎＳｅｖｅｒｅＬｏｃａｌＳｔｏｒｍｓ，ＡｍｅｒＭｅｔｅｏｒ

７４　１期　　　　　　　　　　　 　 　慕熙昱等：一次飑线过程的雷达回波分析与数值模拟　　 　　　　　　　　　　　　



Ｓｏｃ，１９９３：２０３２０８．

［７］　ＰｒｚｙｂｙｌｉｎｓｋｉＲ Ｗ．Ｔｈｅｂｏｗｅｃｈｏ：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犠犲犪犉狅狉

犲狊狋犻狀犵，１９９５，１０：２０３２１８．

［８］　ＷｅｉｓｍａｎＭＬ．Ｔｈｅ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ｓｅｖｅｒｅ，ｌｏｎｇｌｉｖｅｄｂｏｗｅｃｈｏｓ．

犑犃狋犿狅狊犛犮犻，１９９３，５０：６４５６７０．

［９］　ＫｉｌｍｏｗｓｋｉＢＡ，ＰｒｚｙｂｙｌｉｎｓｋｉＲＷ ，ＳｃｈｍｏｃｋｅｒＧＫ，ｅｔ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Ｂｏｗ

Ｅｃｈｏｅｓ．Ｐｒｅｐｒｉｎｔｓ，２０ｔｈＣｏｎｆｏｎＳｅｖｅｒｅＬｏｃａｌＳｔｏｒｍｓ，Ｏｒ

ｌａｎｄｏ，ＦＬ，ＡｍｅｒＭｅｔｅｏｒＳｏｃ，２０００：４４４７．

［１０］　ＰｒｚｙｂｙｌｉｎｓｋｉＲＷ，ＤｅＣａｉｒｅ．Ｒａｄａｒ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

Ｄｅｒｅｃｈｏ，ＯｎｅＴｙｐｅｏｆＭｅｓｏｓｃａｌｅ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Ｐｒｅｐｒｉｎｔｓ，

１４ｔｈＣｏｎｆｏｎＳｅｖｅｒｅＬｏｃａｌＳｔｏｒｍｓ，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ｅ

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８５：４６１４６５．

［１１］　张鸿发，龚乃虎，贾维，等．平凉地区强对流钩状回波特征的观

测研究．大气科学，１９９７，２１（３）：４０１４１２．

［１２］　ＡｋｏｓＨ，ＩｓｔｖａｎＧ．Ｓｅｖｅｒｅ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ｒｍｓａｎ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ｉｎ Ｈｕｎｇａｒｙ．犃狋犿狅狊狆犺犲狉犲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２００１，５６：

１２７１４６．

［１３］　ＲｕｄｏｌｆＫａｔｌｅｎｂｏｃｋ．Ｔｈｅ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ｏｆｓｅｖｅｒｅｓｔｏｒｍｓａｌｏｎｇｃｏｎｖｅｒ

ｇｅｎｃｅｌｉｎｅｓ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ｏｆｔｈｅＡｌｐｓ．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３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０１

ｍｅｓｏｓｃａｌｅ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ａ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ｄｂｏｗｅｃｈｏ．犃狋

犿狅狊狆犺犲狉犻犮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２００４，７０：５５７５．

［１４］　ＷｅｉｓｍａｎＭＬ，ＴｒａｐｐＲＪ．Ｌｏｗｌｅｖｅｌｍｅｓｏｖｏｒｔｅｃ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ｓｑｕａｌｌ

ｌｉｎｅｓａｎｄｂｏｗｅｃｈｏｅｓ．ＰａｒｔＩ：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ａｎｄ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ｎ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ｈｅｅｒ．犕狅狀犠犲犪犚犲狏，２００３，１３１：２７７９２８０３．

［１５］　ＴｒａｐｐＲＪ，ＷｅｉｓｍａｎＭＬ．Ｌｏｗｌｅｖｅｌｍｅｓｏｖｏｒｔｉｃ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ｓｑｕａｌｌ

ｌｉｎｅｓａｎｄｂｏｗｅｃｈｏｓ．ＰａｒｔＩＩ：Ｔｈｅｉｒｇｅｎｇｅｓｉｓ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犕狅狀犠犲犪犚犲狏，２００３，１３１：２８０４２８２３．

［１６］　ＷｅｉｓｍａｎＭＬ，ＤａｖｉｓＣＡ．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ｆｏｒ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ｍｅｓｏｓｃａｌｅｖｏｒｔｉｃ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ｑｕａｓｉｌｉｎｅａｒ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ｓ．犑

犃狋犿狅狊犛犮犻，１９９８，５５：２６０３２６２２．

［１７］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ｋｙｗａｒｎ．ａｍｐｒ．ｏｒｇ／ｒａｄａｒ３．ｈｔｍ．

［１８］　ＸｕｅＭｉｎｇ，ＤａｎＤａｗｓｏｎ．ＢｒｉｇｈｔＢａｎｄｓ，ＢｏｗＥｃｈｏｅｓａｎｄＭｅ

ｓｏｓｃａｌｅ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ｈｔｔｐ：∥ｔｗｉｓｔｅｒ．ｏｕ．ｅｄｕ／

ＭＭ２００５／Ｃｈａｐｔｅｒ３．５．ｐｐｔ．

［１９］　ＮｏｌａｎＴＡ，ＪｕｓｔｉｎＭ Ａ，ＬｙｎｄｏｎＳ，ｅｔａｌ．Ｒｏｒｎａｄ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ｗｉｔｈｉｎＱｕａｓｉｌｉｎｅａｒ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ａｒｔＩＩ：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ＷＲ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２９Ｊｕｎｅ１９９８Ｄｅｒｅｃｈｏ．２１ｓｔ

ＣｏｎｆｏｎＳｅｖｅｒｅＬｏｃａｌＳｔｏｒｍｓ．ｈｔｔｐ：∥ａｍｓ．ｃｏｎｆｅｘ．ｃｏｍ／ａｍｓ／

ｐｄｆｐａｐｅｒｓ／４６９３９．ｐｄｆ．

［２０］　徐枝芳，党人庆，葛文忠．两个中尺度气旋性涡旋合并的数值

模拟．气候与环境研究，２００１，６（２）：１７３１７９．

［２１］　ＳｃｈｍｏｃｈｅｒＧＫ，ＰｒｚｙｂｙｌｉｎｓｋｉＲＷ，ＬｉｎＹＪ．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ＯｎｓｅｔｏｆＤａｍａｇｉｎｇＤｏｗｎｂｕｒｓｔＷｉｎｄ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

ａＭｅｓｏｓｃａｌｅ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 （ＭＣＳ）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ｄａｌｔｉ

ｔｕｄｅＲａｄｉａｌ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ＭＡＲＣ）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Ｐｒｅｐｒｉｎｔｓ．

１５ｔｈＣｏｎｆｏｎ Ｗｅａｔｈ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Ｎｏｒｆｏｌｋ，

ＶＡ．ＡｍｅｒＭｅｔｅｏｒＳｏｃ，１９９６：３０６３１１．

［２２］　张沛源，陈荣林．多普勒速度图上的暴雨判据研究．应用气

象学报，１９９５，６（３）：３７３３７８．

［２３］　孙建华，赵思维．华南“９４·６”特大暴雨的中尺度对流系统及

其环境场研究 Ⅱ．物理过程、环境场以及地形对中尺度对流

系统的作用．大气科学，２００２，２６（５）：６３３６４６．

犚犪犱犪狉犇犪狋犪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犪狀犱犖狌犿犲狉犻犮犪犾犛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狅犳犪犛狇狌犪犾犾犔犻狀犲

ＭｕＸｉｙｕ
１）
　ＤａｎｇＲｅｎｑｉｎｇ

１）
　ＣｈｅｎＱｉｕｐｉｎｇ

２）
　ＦａｎｇＤｅｘｉａｎ

１）
　ＧｅＷｅｎｚｈｏｎｇ

１）

　
１）（犓犲狔犔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狅犳犕犲狊狅狊犮犪犾犲犠犲犪狋犺犲狉犻狀犖犪狀犼犻狀犵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犕犻狀犻狊狋狉狔狅犳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犖犪狀犼犻狀犵２１００９３）

　
２）（犑犻犪狀狔犪狀犵犠犲犪狋犺犲狉犅狌狉犲犪狌，犉狌犼犻犪狀犘狉狅狏犻狀犮犲，犑犻犪狀狔犪狀犵３５４２００）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ＡｓｑｕａｌｌｌｉｎｅａｔｔａｃｋｓＪｉａｎｇｘｉ，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ａｎｄ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ｏｎＡｐｒｉｌ，１２２００３．Ｔｈｅｓｅｖｅｒｅ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ｌｅａｄｓｔｏｈｅａｖｙｄａｍａｇｅ，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ｗｉｎｄｇｕｓｔａｓｌａｒｇｅａｓ３２ｍ／ｓ，３０ｍｍ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ｌａｒｇｅｈａｉｌｓｉｎｔｈｅ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ａｒｅａ．Ｔｈｉ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ＩＮＲＡＤｉｎＪｉａｎｙａｎｇＣｉｔｙ．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ｈｉｓｃｏｎ

ｖｅｃｔ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ｔａｇｅ，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ｔｈｅｍａｔｕｒｅｓｔａ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ｉ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Ｍａｎｙ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ｔ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ｏｎｇ

ｕｐｄｒａｆｔ，ｂａｓ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ｙｍｉｄｌｅｖｅｌ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ｌｏｗ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Ｔｈｉ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ｓｃａｌｌｅｄｗｅａｋｅｃｈｏａｒｅａ．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ｗｅａｋｅｃｈｏ，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ｒｅａｗｉｔｈ

ｉｎａｌａｒｇ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ｒｅａ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ｌｅｖｅｌ．Ｔｈｉ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ｓｊｕｄｇｅｄａｓｍｅｓｏｓｃａｌｅｖｏｒｔｅｘ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ｂｙ

ＷＳＲ９８ＤＰＵＰ．Ｉｎｆａｃｔ，ｔｈｉ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ｍｅａｎｓ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ｔａｒｇｅｔａｒｅａ，ｗｈｉｃｈｉｓｋｎｏｗｎａｓ

ＭＡＲＣ（ｍｉｄｌｅｖｅｌｒａｄｉａｌ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Ｓｔｒｏｎｇｌｉｎｅｅｃｈｏｅｓａ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ｉｎｓｑｕａｌｌｌｉｎｅｂｙｒａｄａｒ．Ｉｔｉｓｗｅｌｌ

８４　　 　　 　　　　　　　　　　　　　　　　　应　用　气　象　学　报　 　 　 　　　　　　　 　　　　　　１８卷　



ｋｎｏｗｎｔｈａｔｂｏｗｅｃｈｏｅｓｔｈａ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ｗｉｔｈｉｎａｓｑｕａｌｌｌｉｎｅａｒｅ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ｔｏａｓｌｉｎｅｅｃｈｏｗａｖ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Ｉｎｏｒｄｅｒ

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ｍｅｓｏｓｃａｌ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ＭＭ５Ｖ３）ｉｓｕｓｅｄｔ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ｔｈｉ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ＮＣＥＰｄａｔａ（１°×１°）ｉｓｕｓｅｄａｓｔｈｅｉｎ

ｉｔｉ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Ｒａｄａ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ａ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

ｅ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ｃｏｎｆｉｒｍ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ｔａｋｅｓｐｌａｃｅａｔｔｈｅ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ｍａｎｙ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ｖｏｒｔｉｃｅｓａｎｄｓｕｐｅｒｃｅｌｌ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４００ｋｍ

ｓｙｓｔｅｍ．Ｂｏｗｅｃｈｏｅｓａｐｐｅａｒｎｅａｒｔｈｅｖｏｒｔｉｃｅｓ．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ａｔｔｈｅｆｏｒｅｈｅａｄｏｆｔｈｅｌｉｎｅｅｃｈｏ

ａｎｄ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ａｔｔｈｅｔａｉｌ．Ｗｅｉｓｍａ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ｉｎａｍａｔｕｒｅｂｏｗｅｃｈｏｃｙｃｌｏｎｉｃａｎｄａｎｔｉｃｙｃｌｏｎｉｃｖｏｒｔｉ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ｎｏｒｔｈ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ｎｔｈ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ｏｆｒｅａｒｔｏｆｒｏｎｔｆｌｏｗ．Ｔｈｅｓ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ｒｅｓｅｍｂｌｅＷｅｉｓ

ｍａｎ＇ｓｓｔｕｄｙａｂｏｕｔｓｑｕａｌｌｌｉｎｅｓ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ｆｒｏｍ０７５８ＵＴＣｔｏ０８４０ＵＴＣ，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ｂｏｗｅｃｈｏ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ａｎｄｗｅｓｔ，ｓｅｅ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ＰＩ．Ｔｈｅｓ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ｎｆｉｒｍ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ｓｅｇ

ｍｅｎｔｓｏｆｍｅｓｏｓｃａｌｅｖｏｒｔｉｃｅｓａｎｄｂｏｗｅｃｈｏｅｓｉｎｓｑｕａｌｌｌｉｎｅｓ．ＪｉａｎｙａｎｇｃｉｔｙｉｓｔｏｔｈｅｅａｓｔｏｆＷｕｙｉ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ｂｅｌｌｍｏｕｔｈｅｄ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ｔｏｔｈｅｗｅｓｔｏｆＪｉａｎｙａｎｇｃｉｔｙ，ｓｏ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ｄｏｔｈａｔ，ａ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ｎｕ

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ｎｅａｒＪｉａｎｙａｎｇｉｓｆａｃｔｉｔｉｏｕｓｌｙｓｅｔｅｑｕａｌｔｏ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Ｉｔ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ｕｐｌｉｆｔｅ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ｉｎ５００ｈＰａｌｅｖｅｌ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ｆ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ｕｐｌｉｆｔｅｄ

ａｒｅａａｃｃｏｒｄ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ｔｒｏｎｇ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ｅｃｈｏ．Ｔｈｅｓ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ｒｅｆｅｒｔｈａｔｔｈｅｗｉｎｄｗａｒｄ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ａｎｄｂｅｌｌ

ｍｏｕｔｈｅｄ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ｃａｎｔｒｉｇｇｅｒｎｅｗ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ｃｅｌｌｓｏｒｅｎｈａｎｃ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ｏｎｅ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ｒａｄａ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ｂｏｗｅｃｈｏｅｓ；ＭＡＲＣ；ｍｅｓｏｓｃａｌｅｖｏｒｔｅｘ；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

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

ｙ

欢迎订阅《应用气象学报》

《应用气象学报》是由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国家气象中心、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国家气候中心、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和中国

气象局大气探测技术中心联合主办的大气科学技术与应用研究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应用气象学报》将向您提供有关我国大

气科学领域内研究和应用成果的最新论文、资料、方法等大量信息，内容包括气象预报、卫星气象、农业气象、海洋气象、航空

气象、环境气象、人工影响天气、应用气象、大气探测、遥感技术以及计算机应用技术等学科；还向您介绍国内外现代科技的最

新理论与新技术在大气科学中应用的研究论文及信息。主要栏目有论著、短论、专题评述、业务系统、学术论坛、研究简报、书

刊评介等。本刊被《中文核心要目总览》确认为大气科学（气象学）类核心期刊，并已首批入选“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ＳＣＤ），

中国科学技术期刊文摘（ＣＳＴＡ）国家数据库（英文版）收录的刊源名单，并被美国气象学会“气象与地球天体物理学文摘”

（ＭＧＡ）和美国国际科学应用协会（ＳＡＩＣ）以及中国科学文摘（英文版）等多种文摘摘录。本刊还首批入选“中国学术期刊（光

盘版）”、“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和“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应用气象学报》面向广大的气象科研、业务技术人员、在校

有关专业的研究生、大专院校师生等专业人员。

《应用气 象 学 报》为 双 月 刊，逢 双 月 出 版，可 以 随 时 汇 款 订 阅 或 购 买 （户 名：中 国 气 象 科 学 研 究 院，账 号：

６５１０００５０５２６１００８６０１３，开户行：北京建设银行白石桥支行）。２００７年６期（每期定价３０．００元），总订价１８０．００元（含邮资）。

订阅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４６号，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应用气象学报》编辑部；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８１。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８４０７０８６，６８４０８６３８。Ｅｍａｉｌ地址：ｙｙｑｘｘｂ＠ｃａｍｓ．ｃｍａ．ｇｏｖ．ｃｎ，ｙｙｑｘｘｂ＠１６３．ｃｏｍ。

９４　１期　　　　　　　　　　　 　 　慕熙昱等：一次飑线过程的雷达回波分析与数值模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