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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以Ｌ波段探空雷达探测到的水平风为标准对全国风廓线雷达探测到的水平风的可信度进行评估，得到：风廓线雷

达探测到的水平风在７００ｈＰａ高度以下与Ｌ波段探空雷达测风有较好的一致性；并且将风廓线雷达探测到的垂直速度与同址

地面自动气象站观测到的１ｈ雨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垂直速度大小能很清楚地反映降水的开始、结束以及降水的强度；最

后将全国风廓线雷达探测到的水平风进行组网对比分析，得出全国风廓线雷达探测得到的水平风在７００ｈＰａ高度下是可信

的，风向可信度随探测高度的增加而增大，风速可信度随探测高度的增加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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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风廓线雷达主要以晴空大气作为探测对象，利

用大气湍流对电磁波的散射作用进行大气风场等要

素的探测。风廓线雷达能够提供以风场为主的多种

数据产品，其基本数据产品有水平风廓线、垂直风廓

线以及反映大气湍流状况的折射率结构常数犆狀２

廓线等（何平，２００６）。风廓线雷达的探测方式为连

续的无人值守的遥感方式，其观测资料不但种类多，

而且具有很高的时间和空间分辨率。时间分辨率一

般为５～６ｍｉｎ，空间高度分辨率一般为几十米到

１００ｍ左右，这是其他探测手段很难达到的高时空

分辨率。这种探测优势和资料特点为其进入数值预

报模式带来极大方便，并对天气发生发展机理的认

识、精细化天气预报质量的提高产生明显效果（郭虎

等，２０１０；郑媛媛等，２０１１；苏德斌等，２０１２；吴志根，

２０１２；王令等，２０１２；王海霞等，２０１３）。目前天气预

报使用的高空观测数据主要来自间距 １００～

２００ｋｍ、每天两次的常规探空，风廓线雷达资料是

除探空资料之外高空风资料最直接的来源，可以弥

补高空探测网时空密度上的不足，提供时间和高度

分辨率都非常高的水平风垂直廓线和垂直速度廓

线，是加强对灾害性天气监测能力的重要手段，是提

高数值天气预报模式质量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气象装备组网研究受到广泛关注，未来

地基大气遥感也将向综合集成方向发展。目前，我

国已建成４２部（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固定式风廓线

雷达，未来将规划建设上百部风廓线雷达，组成风廓

线雷达网。本文主要对全国风廓线雷达探测到的水

平风场信息和垂直速度大小的可信度进行分析，根

据预报员使用习惯，在不同时刻分别取９２５、８５０、

７００和５００ｈＰａ高度附近的资料进行组网分析，并

用０８和２０时（北京时，下同）高空风与之对比，测试

风廓线雷达组网观测资料的可靠性及其实用意义。

１　资料来源

使用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全国业务上传的风廓线雷

达资料和同时段常规探空组网资料进行对比。

对单站风廓线雷达水平风进行可信度分析时，

选取了有探空站与风廓线雷达同址的新疆乌鲁木齐

和江苏南京的资料分季节进行分析。乌鲁木齐取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一年的风廓线雷达１ｈ

平均数据和与其同址的Ｌ波段探空雷达在８５０、７００

和５００ｈＰａ高度的探测资料（乌鲁木齐风廓线站点

海拔高度为９３５ｍ，无９２５ｈＰａ观测资料），江苏南

京取同时段的风廓线雷达１ｈ平均数据和与其同址

的Ｌ波段探空雷达在９２５、８５０、７００和５００ｈＰａ高度

的探测资料。

由于没有乌鲁木齐和南京的降水资料，所以本

文在作垂直速度可信度分析时，站址选取北京、上海

和广东等风廓线雷达比较密集的地方，采用２０１３年

的１０次降水过程中垂直速度１ｈ平均数据和同址

地面自动气象站观测的小时雨量进行对比。

在风廓线雷达组网对比分析中，将风廓线雷达

产品数据转换成 ＭＩＣＡＰＳ探空数据格式，使其能通

过 ＭＩＣＡＰＳ与Ｌ波段探空资料同时显示。为了增

加风廓线雷达与Ｌ波段探空雷达资料的可比性，在

对全国风廓线雷达组网观测资料进行对比分析时，

选取２０１３年３和４月局地天气较少的这两个月的

风廓线雷达水平风１ｈ平均和这两个月Ｌ波段探空

雷达在９２５～５００ｈＰａ高度之间０８和２０时的观测

资料做分析。

２　对比分析

考虑到风廓线雷达探测高度限制和预报使用习

惯，本文在风廓线雷达组网对比分析时，选取风廓线

雷达在９２５ｈＰａ（取高度为７００～９００ｍ）、８５０ｈＰａ

（取高度为１４００～１６００ｍ）、７００ｈＰａ（取高度为２９００

～３１００ｍ）和５００ｈＰａ（取高度为５４００～５６００ｍ）的

水平风信息和垂直速度信息，时间密度为１ｈ，并将

数据转化成 ＭＩＣＡＰＳ探空数据格式，可以很方便地

用 ＭＩＣＡＰＳ软件将两种探测资料同时打开。

２．１　单站分析

２．１．１　水平风场可信度

风廓线雷达探测是加强对灾害性天气监测能力

和提高短时数值预报模式质量的重要手段，为了满

足数值预报和业务天气预报业务对风廓线雷达网的

需求，充分了解和分析风廓线雷达探测资料的可信

度是非常重要的，国外在很早就开展过相关的研究。

Ｓｔｒａｕｃｈ等（１９８７）利用冬天风廓线雷达观测的资料

分析了晴空大气条件下风廓线雷达探测的准确性。

Ｗｕｅｒｔｚ等（１９８８）使用风廓线雷达在夏季观测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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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分析了风廓线雷达在降水条件下探测的准确性。

Ｗｅｂｅｒ等（１９９０）利用１９８４年１月至１９８５年１０月

近两年的风廓线雷达观测资料与常规探空进行对比

分析，得出水平风狌、狏分量标准偏差为２．５ｍ·

ｓ－１。近几年，国内也有很多人对风廓线雷达和Ｌ波

段探空雷达测得的数据进行了对比。孙旭映等

（２００８）利用风廓线雷达和气球同步探测风场资料对

比，分析了风廓线雷达探测风场资料的可靠性，提出

对于稳定天气，由于风廓线雷达的探测盲区和地物

杂波的影响，自地面至高空２００ｍ范围内，风廓线

雷达探测的风向、风速与气球探测的风向、风速值有

一定偏差，２００ｍ高度以上风廓线雷达和气球探空

所测得的风廓线具有很好的相关性。董保举等

（２０１１）利用云南大理风廓线雷达资料与云南５部探

空雷达资料对比发现，风廓线雷达资料与丽江探空

雷达资料最为接近，利用风廓线雷达与丽江探空逐

日狌风、狏风资料对比分析发现在７００ｈＰａ以上基

本一致，说明风廓线雷达资料是可信的。万蓉等

（２０１１）对咸宁市黑山观测站风廓线雷达资料与加密

探空资料进行了对比，提出由于风廓线雷达只能探

测单站上空天顶方向数据，而探空气球存在漂移，无

法严格对两者的数据进行比较，只能设定一个误差

范围，当两者差值在此范围时认为数据比较可靠。

吴志根等（２０１３）利用上海３部不同风廓线雷达探测

资料分别在冬季和夏季与探空雷达测风数据进行对

比分析，得出在该次研究中两台ＴＷＰ３型风廓线雷

达的探测精度明显优于ＬＡＰ３０００型风廓线雷达。

吴蕾等（２０１４）通过北京南郊观象台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

３年的观测资料与Ｌ波段雷达探空测风数据的对

比，得出两者测风结果有较好的一致性，水平风狌、狏

分量的标准偏差在２．３ｍ·ｓ－１左右，这个偏差代表

了风廓线雷达和Ｌ波段雷达探空共同的测量误差

及不同采样空间和时间的水平风的差异。

在已业务上传数据的４２部风廓线雷达中只有

两个与Ｌ波段探空雷达同址的站点，分别是新疆乌

鲁木齐站和江苏南京站，下面对这两个站分别进行

分析。

（１）新疆乌鲁木齐站

新疆乌鲁木齐站从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开始上传数

据，按照季节即春（３、４、５月）、夏（６、７、８月）、秋（９、

１０、１１月）和冬（１２、１、２月）对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３

年１１月一年的资料进行分析，分别取风廓线雷达

１ｈ平均产品的水平风狌、狏分量与Ｌ波段探空雷达

测得的水平风的狌、狏分量进行对比，其中９月２２日

至１０月２５日缺探空资料，分析时舍弃这段时间的

资料。对狌、狏分量进行统计分析，计算相关系数、平

均偏差和标准偏差，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新疆乌鲁木齐风廓线雷达与同址探空雷达测风狌、狏分量对比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狌，狏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犫犲狋狑犲犲狀犠犘犚犪狀犱狊狅狌狀犱犻狀犵狉犪犱犪狉犻狀犝狉狌犿狇犻，犡犻狀犼犻犪狀犵

季节 时次 高度／ｈＰａ
狌分量 狏分量

相关系数 平均偏差 标准偏差 相关系数 平均偏差 标准偏差

春 ０８时 ８５０ ０．８９ －０．２８ １．５３ ０．８７ －０．７９ ２．１３

７００ ０．８９ ０．７６ １．８５ ０．９４ －０．８５ １．８２

２０时 ８５０ ０．８５ －０．３１ １．６１ ０．８４ －１．６６ １．７７

７００ ０．８９ １．０７ ２．０５ ０．９４ －１．１ １．８

夏 ０８时 ８５０ ０．６２ －０．１１ １．９８ ０．８２ －１．１９ １．７６

７００ ０．８９ ０．７８ １．５３ ０．９３ －０．５２ １．５４

２０时 ８５０ ０．８６ －０．３ １．４９ ０．８６ －０．８５ １．６９

７００ ０．９２ ０．４２ １．５５ ０．９２ －０．４９ １．８１

秋 ０８时 ８５０ ０．８８ －０．５４ １．５９ ０．８２ －０．６１ ２．０７

７００ ０．９３ １．０９ １．８９ ０．９５ －０．９２ １．７９

２０时 ８５０ ０．８５ －０．７３ １．３７ ０．９ －０．５５ １．４５

７００ ０．９１ ０．５９ １．９７ ０．９２ －０．４６ １．８５

冬 ０８时 ８５０ ０．９１ －０．４ １．６２ ０．８９ ０ ２．２６

７００ ０．９７ ０．７４ １．６ ０．９７ －０．５５ １．６４

２０时 ８５０ ０．８６ －１．２９ １．７９ ０．８９ －０．０８ ２．３５

７００ ０．９２ １．２９ １．８６ ０．９７ －０．６６ １．６９

　　（２）江苏南京站

与乌鲁木齐站一样，江苏南京站也对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一年的资料（缺９月２２日至

１０月２５日探空资料，舍弃这段时间的数据）分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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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分别取风廓线雷达１ｈ平均产品的水平

风狌、狏分量与Ｌ波段探空雷达测得的水平风的狌、狏

分量进行对比，分别计算出狌、狏分量的相关系数、平

均偏差和标准偏差如表２所示。

表２　江苏南京风廓线雷达与同址探空雷达测风狌、狏分量对比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狌，狏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犫犲狋狑犲犲狀犠犘犚犪狀犱狊狅狌狀犱犻狀犵狉犪犱犪狉犻狀犖犪狀犼犻狀犵，犑犻犪狀犵狊狌

季节 时次 高度／ｈＰａ
狌分量 狏分量

相关系数 平均偏差 标准偏差 相关系数 平均偏差 标准偏差

春 ０８时 ９２５ ０．９２ －０．５３ ２．７２ ０．９１ －０．８１ ２．２８

８５０ ０．９３ ０．５３ ２．１６ ０．９４ －０．６９ ２．２１

７００ ０．８９ ０．９９ ３．０４ ０．８ ０．２５ ３．３９

２０时 ９２５ ０．８４ －２．６ ３．７５ ０．８６ －１．８２ ２．９５

８５０ ０．８６ －１．１２ ３ ０．７３ －２．２８ ３．９３

７００ ０．６７ ０．２３ ４．７ ０．６１ －１．１９ ４．７５

夏 ０８时 ９２５ ０．９７ －０．４ ２．１５ ０．８５ ０．８３ ２．６８

８５０ ０．９７ －０．１８ １．９６ ０．８３ １．５３ ２．８

７００ ０．９４ ０．２７ ２．４１ ０．８３ １．６７ ２．５６

２０时 ９２５ ０．９７ －０．４２ １．６７ ０．８８ ０．５５ ２．２３

８５０ ０．９７ －０．０９ １．７９ ０．８９ ０．８ ２

７００ ０．９６ ０．３７ ２．０９ ０．８５ ０．６３ ２．２５

秋 ０８时 ９２５ ０．８２ １．４２ ２．３７ ０．９２ １．１ １．７５

８５０ ０．９６ ０．９１ １．４３ ０．９２ １．１６ １．５９

７００ ０．９３ ２．０８ ２．４５ ０．８８ ２．７７ １．８３

２０时 ９２５ ０．６４ ０．６５ ３．３３ ０．８６ １．７ ２．１５

８５０ ０．５５ １．９ ３．６９ ０．８４ ２．４１ ２．３３

７００ ０．７７ ４．３８ ３．９６ ０．８１ ３．９６ ２．９５

冬 ０８时 ９２５ ０．９２ －０．０９ ３．１２ ０．９５ －０．６２ ２．２６

８５０ ０．９ １．５２ ２．６２ ０．９３ －０．３７ ２．３５

７００ ０．８２ ４．２４ ３．８１ ０．９４ １．９４ ２．４２

２０时 ９２５ ０．９２ －０．７ ２．８６ ０．９３ ０．５１ ２．４４

８５０ ０．８９ １．６ ３．２７ ０．９３ ０．１８ ２．８１

７００ ０．９３ １．３５ ２．５４ ０．８８ １．８５ ３．３７

　　由表１和表２可以看出，这两部风廓线雷达在

７００ｈＰａ高度以下与Ｌ波段探空雷达有很好的一致

性，狌、狏分量的平均偏差大都在２ｍ·ｓ－１以内，小于

２．３ｍ·ｓ－１，属于有效数据，并且狌、狏分量的相关系

数基本都达到０．８以上，部分季节和时次达到０．９

以上，风廓线雷达探测的水平狌、狏分量与Ｌ波段探

空雷达探测到的水平风狌、狏分量高度相关，说明风

廓线雷达探测到的水平风是可信的。由于这两部风

廓线雷达都是边界层风廓线雷达，在５００ｈＰａ高度

（５５００ｍ左右）上，探测资料都非常少，故只取７００

ｈＰａ以下资料作对比。

２．１．２　垂直速度可信度

风廓线雷达能直接得到探测站点上空垂直速度

随高度的分布。由风廓线雷达的探测原理可知：在

大气为晴空状态时垂直速度反映的是大气的垂直运

动速度，当有云或降水时垂直速度反映的是云中粒

子或降水粒子的垂直运动速度。由于降水粒子对电

磁波的散射强度远大于晴空大气的散射强度，垂直

速度可以反映降雨的开始、结束以及降雨的强度。

有研究表明，在降水的情况下，风廓线雷达探测到大

于４ｍ·ｓ－１（定义垂直速度向下为正）的垂直速度

时，反映了降水的开始，且由于降水强度与降水粒子

的大小、下落末速度有关，因此可以认为垂直速度越

大降水越强（董保举等，２００９）。

本文通过分析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在２０１３年

的１０次降水过程，得出风廓线雷达探测到的垂直速

度与自动气象站１ｈ雨量有很好的对应关系，能清

楚地反映降水发生的开始和结束时间。下面以北京

海淀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的一次降水过程和广州从化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８日的一次降水过程为例分析。

图１是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２日北京降水海淀风廓

线雷达在９２５～７００ｈＰａ高度之间所测垂直速度

（７００ｈＰａ高度上只有部分时次有数据，５００ｈＰａ高

度上无数据）与海淀自动气象站１ｈ雨量的关系图，

从１ｈ雨量可以看出降水从１日２０：３０开始，２日

０２：００结束，在此过程中，风廓线雷达在不同高度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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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垂直速度均大于４ｍ·ｓ－１，并且１ｈ雨量最大

值对应的风廓线雷达测得的垂直速度也最大，符合

上述结论，说明垂直速度可信。

　　图２是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８日广州从化的降水过

程，观测时间取的是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７日０８：００至２９

日０７：００。同样，在９２５～７００ｈＰａ高度层上，风廓

线雷达所测得的垂直速度很好地反映了降水的开始

和结束时间。２７日１１：００—１２：３０有一次强度较小

的降水，２８日０３：００—２３：００有持续性降水，但在２８

日１４：００—１５：００和１８：００—２０：００降雨量为０，这

两段时间风廓线雷达所测垂直速度小于４ｍ·ｓ－１，

与结论相符，说明垂直速度可信。在５００ｈＰａ高度

上，风廓线雷达所测得的垂直速度的变化趋势与低

层的相同，但是要比低层小得多，这是因为在融化层

以上冰晶粒子还没有融化，冰晶落入融化层开始融

化，密度变大，下降速度增大；而冰晶粒子经过融化

层之后，完全融为水滴，下降速

图１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２日北京降水海淀

风廓线雷达所测垂直速度与同址

自动站１ｈ雨量关系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ｇｒａｐｈ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ｙＷＰＲａｎｄ１ｈｏｕｒ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ｄｄｒｅｓｓＡＭＳｉｎ

Ｈａｉｄｉａ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ｒｏｍ１ｔｏ２Ｊｕｌｙ２０１３

图２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７—２９日广州从化降水

的风廓线雷达所测垂直速度与同址

自动站１ｈ雨量关系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ｇｒａｐｈ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ｂｙＷＰＲａｎｄ１ｈｏｕｒ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ｙｔｈｅ

ｓａｍｅａｄｄｒｅｓｓＡＭＳｉｎＣｏｎｇｈｕａ，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ｆｒｏｍ２７ｔｏ２９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３

度增大到一定范围便趋于稳定（黄钰等，２０１３）。

　　通过１０次降水过程定性地分析得出：风廓线雷

达探测到的垂直速度能比较清楚地反映出降水的开

始、结束以及降水的强度，与自动气象站观测到的

１ｈ雨量累计值有很好的相关关系。

２．２　全国风廓线雷达资料组网对比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５００ｈＰａ高度以下，

新疆乌鲁木齐和江苏南京的风廓线雷达探测到的水

平风与同址的Ｌ波段探空雷达探测到的水平风的

一致性都很好。现已投入业务使用的风廓线雷达中

只有６部对流层风廓线雷达，大部分风廓线雷达探

测高度都有限，在６０００ｍ高度以上基本无数据，所

以本文在进行风场组网时只取９２５、８５０、７００和５００

ｈＰａ这４个高度。风廓线雷达高时空分辨率资料可

以弥补常规探空资料时空分辨率不高的缺点，为了

弥补高空探测时间密度上的不足，本文在风廓线雷

达组网风场对比分析时，时间上采取１ｈ一次组网，

并且加入了垂直速度信息，这是探空资料无法获得

的。

对单站的风廓线雷达水平风的可信度进行分析

之后，对全国风廓线雷达探测的水平风组网可信度

做一个定性的分析。取已转换成 ＭＩＣＡＰＳ格式的

两个月的（２０１３年３和４月）全国风廓线雷达探测

到的水平风１ｈ平均资料，分别在不同高度（９２５、

８５０、７００和５００ｈＰａ）上与Ｌ波段探空雷达０８和２０

时探测到的资料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两种探测资料

在相同时间、相同高度上的风场基本一致。

图３是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１日０８时７００ｈＰａ高度

上全国风廓线雷达与Ｌ波段探空雷达所测水平风

（红色风羽为风廓线雷达所测水平风，黑色风羽为Ｌ

波段探空雷达所测水平风）用 ＭＩＣＡＰＳ软件显示的

对比图，很直观地看出这两种雷达探测到的水平风

的大小和方向都很一致。

　　为了对组网风场有一个定量分析，分别取与各

个风廓线雷达站点最近的Ｌ波段探空雷达站（两站

之间的距离均在２００ｋｍ以内）的资料，对２０１３年３

和４月０８和２０时水平风风向和风速的偏差做统计

分析。根据吴蕾等（２０１３）所做的研究，取风向偏差

在２０°以内的为有效值，风速偏差在２．５ｍ·ｓ－１以

内的为有效值，统计结果如表３所示。

　　从表３中可以看出，在９２５～５００ｈＰａ高度范围

内，风向和风速偏差的有效值所占比例均在０．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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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１日０８时７００ｈＰａ全国

风廓线雷达与Ｌ波段探空雷达所测水平风

（风廓线雷达所测：红色风羽；Ｌ波段探空雷达所测：黑色风羽）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ｗｉ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ＰＲａｎｄＬｂａｎｄ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ｒａｄａｒ

ａｔ７００ｈＰａｈｅｉｇｈｔａｔ０８：００ＢＴ２１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ｙＷＰＲ：ｒｅｄｗｉｎｄｂａｒｂ；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ｙ

Ｌｂａｎｄ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ｒａｄａｒ：ｂｌａｃｋｗｉｎｄｂａｒｂ）

上，风向偏差有效值所占比例随高度的增加而增大，

在５００ｈＰａ高度上达到０．８４８；而风速偏差有效值

所占比例随高度的增加而降低，在５００ｈＰａ高度上

只有０．４８７，说明在５００ｈＰａ高度上时水平风风速

不可信。图４是上述风廓线雷达与Ｌ波段探空雷

达所测风向和风速的偏差分布情况，在９２５～７００

ｈＰａ高度，风向、风速偏差在有效值范围之内所占的

比例很大，在５００ｈＰａ高度上风向偏差为有效值所

占的比例较大，但风速偏差为有效值所占的比例较

小，再次说明在５００ｈＰａ高度上时水平风风速不可

信。原因可能是本文中用于组网对比分析的４２部

风廓线雷达中只有６部是对流层，其他都是边界层

风廓线雷达，最高探测高度在３～５ｋｍ，在５００ｈＰａ

高度（本文取５４００～５６００ｍ）上探测资料很少，且在

该高度层上边界层风廓线雷达获得的信号较弱，因

此其水平风风速可信度较低。

表３　２０１３年３—４月风向、风速偏差统计结果

犜犪犫犾犲３　犜犺犲犱犲狏犻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狑犻狀犱犱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犪狀犱狑犻狀犱狊狆犲犲犱犫犲狋狑犲犲狀犕犪狉犮犺犪狀犱犃狆狉犻犾犻狀２０１３

高度／ｈＰａ
风向偏差

所有数据 有效值 有效值所占比例

风速偏差

所有数据 有效值 有效值所占比例

９２５ ２７６３ １７１３ ０．６２０ ３１８８ １９４９ ０．６１１

８５０ ３０５３ １９８８ ０．６５１ ３４１１ ２２０１ ０．６４５

７００ ２６６９ １９９１ ０．７４６ ２７１０ １６４１ ０．６０６

５００ ９４２ ７９９ ０．８４８ ８２５ ４０２ ０．４８７

９２５～５００ ９４２７ ６４９１ ０．６８９ １０１３４ ６１９３ ０．６１１

图４　风廓线雷达与Ｌ波段探空雷达所测风向、风速的偏差分布情况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ｗｉ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ＰＲａｎｄＬｂａｎｄ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ｒａｄａｒ

３　结论和讨论

本文以Ｌ波段探空雷达探测到的水平风为标

准对全国风廓线雷达探测到的水平风的可信度进行

评估，得到以下结论：

（１）风廓线雷达探测到的水平风在７００ｈＰａ高

度以下与Ｌ波段探空雷达有较好的一致性；并且将

风廓线雷达探测到的垂直速度与同址地面自动气象

站观测到的１ｈ雨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垂直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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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大小能很清楚地反映降水的开始、结束以及降水

的强度。

（２）将全国风廓线雷达探测到的水平风进行组

网对比分析，得出风廓线雷达组网探测得到的水平

风在７００ｈＰａ高度下是可信的，风向可信度随探测

高度的增加而增大，风速可信度随探测高度的增加

而降低，为评估风廓线雷达布网提供了参考依据。

（３）为了适应业务不同的需求，在进行风廓线

雷达组网时可以在空间和时间上进行加密处理，比

如空间上，在每隔２００ｍ或更密的高度分辨率上进

行组网；时间上，根据需要可以取６ｍｉｎ间隔的实时

数据或６ｍｉｎ以上的平均数据进行组网观测。

另外，本文中只对风廓线雷达探测到的水平风

组网应用进行了分析，为了更好地将风廓线雷达组

网观测资料应用于业务预报中，还需开发新的组网

产品，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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