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胡，曹云昌，梁宏，２０１９．Ｌ波段探空观测偏差分析及订正算法研究［Ｊ］．气象，４５（４）：５１１５２１．ＨｕＨ，ＣａｏＹＣ，ＬｉａｎｇＨ，２０１９．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ｅｒｒｏ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ｏｆＬｂａｎｄ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Ｊ］．ＭｅｔｅｏｒＭｏｎ，４５（４）：５１１５２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犔波段探空观测偏差分析及订正算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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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提　要：为了探讨探空观测的水汽可降水量资料的可靠性，本文以ＧＮＳＳ／ＭＥＴ遥感的大气可降水量为参照标准，对广东汕

头站２０１３年以及西藏那曲站２０１６年６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的两种可降水量观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和偏差订正。经过研究分析

表明：两个站探空可降水量相比地基ＧＮＳＳ可降水量偏干，偏差分别为７．４％和９．８％。探空可降水量的偏差显示具有季节变

化和日变化的特征，其中夏季偏差较明显，００时比１２时明显。太阳辐射加热引起的地面气温的日变化和季节变化是造成偏

差的重要原因。本文根据太阳辐射偏差订正经验公式，对两个站的探空可降水量进行偏差订正，订正后偏差明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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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水汽是大气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气温室效应

的主要因素之一，其变化强烈影响着水循环、气溶胶

成分以及云的形成（Ｇｕ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７）。水汽还是天

气、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是局地强对流天气系统

形成和演变过程中的重要因子。我国平均每年有３

～４个热带气旋由南海在华南沿海地区登陆，使该

地区常常因预报、预警以及防御不及时而遭受重大

灾害。凝结潜热释放是热带气旋发生发展的主要驱

动力，因此良好的水汽条件是热带气旋得以突然加

强的重要前提（于润玲等，２０１３）。研究华南沿海地

区大气水汽变化对区域天气和台风等强对流天气的

预报有很大影响。青藏高原对地球上最明显季风环

流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通过特殊大地形动力、热力

作用深刻地影响着东亚与全球大气水分循环分布，

也对全球气候与环境产生深远的影响（吴国雄等，

２００４；梁宏等，２００６；施小英和施晓晖，２００８；傅慎明

等，２０１１；徐祥德等，２０１４；李德帅，２０１６）。这两个区

域水汽资源的来源、分布以及观测的准确性一直是

人们关注的重大问题，本文选取汕头和那曲这两个

具有区域代表性的台站针对不同仪器观测结果的连

续性、一致性、是否同址等条件筛选，确定分别使用

２０１３和２０１６年的观测结果进行分析研究。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国内外针对大气水汽水平

和垂直结构分布的探测方法得到逐渐发展，主要包

括：常规无线电探空技术（李伟等，２００９；郝民等，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陈哲等，２０１５）、地基卫星导航（ＧＮＳＳ）

遥感观测技术（Ｂｅｖｉ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２）、水汽微波辐射计

（Ｃａｄｅｄｄ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３；郝民等，２０１５）、多通道窄带

滤波辐射计（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６）、拉曼雷达（Ｗ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再分析格点数据分析 （徐影等，２００１；Ｂｏｃｋ

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Ｗａｎｇａｎｄ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８）等。其中，探空

是传统的业务观测手段，其具有较高的观测精度，通

常用作检验其他观测方法的准确性，但是，较高的成

本、稀疏的空间分布、较低的观测频率使其应用具有

局限性。星载微波辐射计更加适用于洋面观测（Ｌｉｕ

ｅｔａｌ，２００５）；再分析格点数据优点是网格数据可描

述水汽的空间分布状况，但是资料的适用性和准确

性需要用进行验证（赵瑞霞和吴国雄，２００７）。另一

种应用广泛可靠性较高的水汽观测方法是地基

ＧＮＳＳ遥感观测，通过测量卫星在大气中的延迟信

息结合地面气象观测数据反演得到大气中水汽含

量。国内外开展的试验研究，表明地基ＧＮＳＳ遥感

技术通过高覆盖率的地基ＧＮＳＳ水汽探测网络，可

以提供高时空分辨力的空中可降水量的数据（Ｗａ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Ｍａｎａｎｄｈａ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７；李成才和毛节

泰，１９９８；李国平等，２０１０；张俊东等，２０１３）。通过试

验研究证明，地基ＧＮＳＳ遥感观测的可降水量与探

空、微波辐射计等其他观测结果具有很好的相关性

（Ｂｒａ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Ｃａｄｅｄｄ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３；郝民等，

２０１５），其观测具有低成本、适用性强、高时空分辨率

等特点，观测精度在１～２ｍｍ左右（Ｅｌｇｅｒｅｄｅｔａｌ，

１９９７；ＶａｑｕｅｒｏＭａｒｔíｎｅｚ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Ｌ波段探空观测的湿度是目前应用范围较广的

湿度探测资料，其资料观测精度直接影响再分析资

料的精度和模式降水预报的结果。探空仪的湿度观

测结果在接近饱和大气时出现干偏差（Ｌｏｒｅｎｃ

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Ｎｕｒｅ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向春玉等，２００９），不

同探空仪测量的湿度偏干程度不同（ＡｇｕｓｔíＰａｎ

ａｒｅｄ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９；李伟等，２０１０；颜晓露等，２０１２；唐

南军等，２０１４）。地基ＧＮＳＳ／ＭＥＴ可降水量的精度

与微波辐射计探测结果的精度相近，优于探空可降

水量的精度（Ｌｉ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１；毕研盟等，２００６）。

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５）对比了高原那曲站的地基 ＧＮＳＳ／

ＭＥＴ、探空以及微波辐射计观测的可降水量结果，

发现地基ＧＮＳＳ／ＭＥＴ与微波辐射计的观测结果很

接近，探空观测结果与前两者之间存在偏干的现象。

向春玉等（２００９）以湖北省为例，分别用气象探空资

料累加计算、地基ＧＮＳＳ／ＭＥＴ探测资料反演以及

地面气象资料推算等三种方法计算出该省空中可降

水量，结果表明地面法和地基ＧＮＳＳ／ＭＥＴ反演空

中可降水量精度相比探空较高。利用地基 ＧＮＳＳ

遥感观测的可降水资料对探空仪湿度观测资料进行

偏干订正，将订正前后的结果进行降水预报的同化

试验，结果显示偏干订正后的预报效果得到显著改

进。目前，中国气象局在全国范围内建设了１２０个

常规探空站，使用的探空系统全部升级为Ｌ波段。

经过前期的研究分析，探空湿度资料存在偏干误差

的主要因素有：由探空仪湿度传感器性能不同造成

的观测误差、探空仪系统误差以及日采样频率低造

成的误差（Ｗａｎｇａｎｄ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８）。本文综合利用

广东汕头站２０１３年１—１２月以及西藏那曲站２０１６

年６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的探空、地基ＧＮＳＳ资料，初

步分析探空可降水量的观测偏差以及相关原因，提

２１５　　　　　　　　　　　　　　　　　　　 　气　　象　　　　　　　　　　　　　　　 　　 　　　第４５卷　



出订正算法。

１　资料获取与数据处理

１．１　资料介绍

汕头（２３．４２°Ｎ、１１６．６°Ｅ）地基ＧＮＳＳ／ＭＥＴ站

与汕头 Ｌ波段业务探空站（海拔２６．２８ｍ）、那曲

（３１．４８°Ｎ、９２．０６°Ｅ）地基ＧＮＳＳ／ＭＥＴ站与那曲Ｌ

波段业务探空站（海拔４４７７ｍ）水平距离小于

５００ｍ。相关研究（Ｗａｎｇａｎｄ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８）认为，探

空站和地基ＧＮＳＳ站同址，解算的大气水汽含量是

可以进行对比分析的。表１给出了两个地基ＧＮＳＳ

观测站的相关观测设备信息。

表１　地基犌犖犛犛与探空站的设备信息

犜犪犫犾犲１　犈狇狌犻狆犿犲狀狋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犳犌犖犛犛犪狀犱狊狅狌狀犱犻狀犵

站名
ＧＮＳＳ站

的归属
ＧＮＳＳ站 探空站

汕头 地震部门 ＴＲＩＭＢＬＥＮＥＴＲ８
ＧＴＳ１

（数字式电子探空仪）

那曲 气象部门 ＴＲＩＭＢＬＥＮＥＴＲＳ
ＧＴＳ１

（数字式电子探空仪）

１．２　数据处理

１．２．１　地基ＧＮＳＳ可降水量

由于ＧＮＳＳ导航卫星信号通过大气层时，其传

输路径受到大气介质的折射而弯曲，传输路径比理

论的几何距离变长，传播速度也随之变慢，ＧＰＳ信

号产生相应的延迟。卫星信号的延迟时间对应的距

离增加与大气折射率有关，通过静力模型计算干空

气的影响，同时分析不同频率的ＧＮＳＳ信号差异来

确定电离层的影响。在大气总延迟中去除干空气和

电离层的影响后即可得出信号传输路径上湿空气

（水汽部分）的总湿延迟，最后由湿延迟反演出大气

水汽总含量（曹云昌等，２００７）。

本文获取了汕头、那曲两个站地基ＧＮＳＳ遥感

观测数据，选取了国内和国外的部分跟踪站数据

（ＴＳＫＢ、ＩＩＳＣ、ＰＯＬ２、ＧＵＡＭ、ＫＩＴ３）以及ＩＧＳ（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ＰＳＳｅｒｖｉｃｅ）快速星历，利用 ＧＡＭＩＴ

软件进行了解算。ＧＡＭＩＴ是由 ＭＩＴ（麻省理工学

院）开发的国际上普遍采用的 ＧＰＳ数据后处理软

件。

将汕头、那曲两个站与ＩＧＳ参考站组网解算，

设置的卫星约束为０．０１，即１０－８的相对精度。解算

方式选择ＬＣ＿ＨＥＬＰ，试用于长基线的解算。台站

坐标约束以地心为中心的三维站坐标，其纬度、经

度、半 径 三 个 方 向 的 约 束 分 别 为１．００、１．００、

２．００ｍ。跟踪站的坐标约束采用较小的数值，分别

为０．０５、０．０５、０．１ｍ。

天顶延迟估算采用每半小时一个，每天总共４９

个。解算时采用的地面气象资料（温、湿、压）为地基

ＧＮＳＳ站所在气象局内地面观测结果，采样率为

１０ｍｉｎ一组。

１．２．２　探空可降水量

获取２０１３年１—１２月汕头站、２０１６年６月１

日至２０１７年５月３１日那曲业务探空站的Ｌ波段探

空仪秒数据，提取其中秒间隔的气压、温度、相对湿

度进行计算，原理和计算方法参考《常规高空气象观

测业务规范》和《大气科学词典》（中国气象局，２０１０；

《大气科学辞典》编委会，１９９４）。

２　结果及分析

２．１　探空可降水量偏差的特征分析

图１给出了２０１３年１—１２月汕头站、２０１６年６

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那曲站地基ＧＮＳＳ可降水量和探

空可降水量散点分布，可以看出两个站的地基

ＧＮＳＳ可降水量略大于探空可降水量，而探空观测

的可降水量时通过探空观测的相对湿度计算而来

的，说明探空的湿度观测量偏干。

　　图２给出了２０１３年１—１２月汕头站以及２０１６

年６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那曲站探空可降水量与地基

ＧＮＳＳ可降水量偏差的月平均变化。从图２ａ，２ｂ可

以看出偏差具有年变化特征，夏季比冬季明显。汕

头站的偏差月平均值从１—７月呈现明显的上升趋

势，冬季的偏差月平均值约１～２ｍｍ，夏季最高达

到５．３７ｍｍ。那曲站的偏差月平均值在２０１６年

６—９月维持在０．８～１ｍｍ左右，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开

始下降，至２０１７年１月下降至最低点０．１４９ｍｍ，

２０１７年２月开始逐渐上升。从图２可以看出，汕头

站４—９月００时的偏差（图２ｃ）明显小于同时段１２

时的偏差（图２ｅ），那曲站００时的偏差（图２ｄ）明显

小于１２时的偏差（图２ｆ）。另外，００和１２时（世界

时，下同）的偏差也有明显年变化特征，夏季比冬季

明显。汕头站１２时偏差夏季最大达到５．５９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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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３年１—１２月汕头站（ａ），２０１６年６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那曲站（ｂ）

地基ＧＮＳＳ可降水量和探空可降水量散点分布

Ｆｉｇ．１　Ｓｃａｔｔ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ＮＳＳＰＷａｎｄＲＳＰＷａｔＳｈａｎｔｏｕＳ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

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ａ）ａｎｄＮａｇｑｕＳ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Ｊｕｎｅ２０１６ｔｏＭａｙ２０１７（ｂ）

图２　２０１３年１—１２月汕头站（ａ，ｃ，ｅ）和２０１６年６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那曲站（ｂ，ｄ，ｆ）探空

可降水量偏差月平均变化（ａ，ｂ）；００时（ｃ，ｄ）和１２时偏差（ｅ，ｆ）

Ｆｉｇ．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ＮＳＳＰＷａｎｄＲＳＰＷ

ａｔＳｈａｎｔｏｕＳ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ａ，ｃ，ｅ）ａｎｄａｔＮａｇｑｕＳ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Ｊｕｎｅ２０１６ｔｏＭａｙ２０１７（ｂ，ｄ，ｆ）；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ａｔ００００ＵＴＣ（ｃ，ｄ）ａｎｄａｔ１２００ＵＴＣ（ｅ，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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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最低降至１．６７ｍｍ。那曲站１２时偏差夏季最

大达到１．０２ｍｍ，冬季最低降至０．１５ｍｍ。

　　图３给出了汕头站夏季和那曲站冬季００和１２

时的偏差的变化情况，汕头站夏季１２时的偏差基本

大于０ｍｍ，最大可达８．８４ｍｍ。００时的偏差在５

和７月为负值，最小可达－３ｍｍ，１２时的偏差明显

大于００时的偏差。那曲站的１２时偏差基本大于

０，最大可达２．０６ｍｍ，００时的偏差在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至２０１７年１月出现负值，１２时的偏差明显大于００

时。

从表２可见，汕头站的总偏差、００时偏差和１２

时偏差分别为３．２３、３．１和３．３７ｍｍ，那曲站的总

偏差、００时偏差和１２时偏差分别为０．６１、０．６１和

０．６２ｍｍ，显然两个站１２时的偏差较大。均方根误

差能够很好地代表探空的随机误差（Ｗａｎｇ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８）。汕头站总体、００和１２时的均方根误

差分别为４．８５、４．２７和５．３８ｍｍ，那曲站总体、００和

１２时的均方根误差分别为５．３３、５．２０和５．４３ｍｍ，可

见两个站１２时的探空随机误差比００时显著。

以上分析表明：与地基 ＧＮＳＳ可降水量相比，

汕头和那曲站的探空可降水量偏小，探空的湿度观

测偏干。探空可降水量与地基 ＧＮＳＳ可降水量的

偏差呈现明显的季节变化和日变化特征，夏季比冬

季明显，１２时比００时明显。

２．２　探空可降水量偏差的原因

汕头站和那曲站的地基 ＧＮＳＳ测站和探空站

均在当地地面气象观测场内，两种观测设备之间的

距离小于５００ｍ，认为不会因为不同的观测设备之

间的空间距离造成系统性误差（Ｗａｎｇａｎｄ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８）。

地基 ＧＮＳＳ遥感观测通过测量卫星在大气中

的延迟信息结合地面气象观测数据反演得到大气中

水汽含量，其水平探测半径为２０～３０ｋｍ，垂直探测

高度为１０ｋｍ。探空仪在观测路径上由于水平气流

的作用会发生漂移，水平移动的距离在２０ｋｍ左

图３　２０１３年４—９月汕头站（ａ）、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那曲站（ｂ）

００和１２时偏差多项式拟合曲线

Ｆｉｇ．３　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ｆ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ＮＳＳＰＷａｎｄ

ＲＳＰＷａｔＳｈａｎｔｏｕＳ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Ａｐｒｉｌｔｏ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ａ）ａｎｄ

ａｔＮａｇｑｕＳ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６ｔｏ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７（ｂ）

表２　汕头、那曲站地基犌犖犛犛可降水量和探空可降水量的对比情况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犌犖犛犛犘犠犪狀犱犚犛犘犠犪狋犛犺犪狀狋狅狌犛狋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犖犪犵狇狌犛狋犪狋犻狅狀

站名 观测时间 时刻／ＵＴＣ 样本数 相关系数 均方根误差／ｍｍ 偏差／ｍｍ

汕头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

ａｌｌ ６０４ ０．９６７ ４．８５ ３．２３

００ ３０３ ０．９６６ ４．２７ ３．１

１２ ３０１ ０．９７８ ５．３８ ３．３７

那曲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日至２０１７年５月３１日

ａｌｌ ７２１ ０．９８４ ５．３３ ０．６１

００ ３６０ ０．９８ ５．２０ ０．６１

１２ ３６１ ０．９８８ ５．４３ 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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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两种结果受水平方向大气非均匀性的影响相差

不大。因此，两种观测设备的观测方式不同造成的

系统误差不是探空偏差的主要因素。

目前，为了减少天顶总延迟（ＺＴＤ）解算误差，地

基ＧＮＳＳ遥感可降水量的解算充分考虑了解算参

数的约束方案、投影函数等因素。通过引用正态分

布以及３σ的原理来描述汕头和那曲站的地基

ＧＮＳＳ观测数据质量情况。用ＺＴＤσ代表天顶总

延迟的数据质量特性值，大小等于３σ。地基ＧＮＳＳ

遥感观测的天顶总延迟的质量特性值分布可以用式

（１）来描述：

犉（狓）＝∫
狓

－∞
犳（狓）ｄ狓＝

１

２槡πσ∫
狓

－∞
ｅｘｐ［

（狓－μ）
２

２σ
２
］ｄ狓

（１）

式中，σ为标准差，代表数据质量特性值狓分布的离

散程度，μ为正态均值，代表数据质量特性值分布的

集中位置。在±３σ范围内包含了９９．７３％的质量特

性值。从图４可以看出，汕头站春夏季的ＺＴＤσ相

图４　汕头站（ａ，ｃ）、那曲站（ｂ，ｄ）ＺＴＤσ

时序变化（ａ，ｂ）及其分布情况（ｃ，ｄ）

Ｆｉｇ．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

ＺＴＤσ（ａ，ｂ）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ｃ，ｄ）

ａｔＳｈａｎｔｏｕ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ｃ）ａｎｄ

ＮａｇｑｕＳｔａｔｉｏｎ（ｂ，ｄ）

比秋、冬季较大，变化的波动也较明显，而那曲站夏

季的ＺＴＤσ相比其他季节较大，本研究获取的汕

头、那曲站的ＺＴＤσ值主要分布在１５ｍｍ以下，相

应的可降水量误差在２ｍｍ以内，说明汕头和那曲

站的地基ＧＮＳＳ可降水量数据的精度较高，可以作

为订正探空可降水量偏干误差的参考。

　　从探空仪湿度传感器本身的测量误差分析，探

空仪会出现偏干现象可能因为探空仪的湿度传感器

的灵敏性不够。邢毅等（２００９）的研究表明，探空仪

在进入云中高湿层后达不到饱和，而出云后在惯性

作用下湿度测量值由于滞后效应继续下降，在辐射

加热后相对湿度观测恢复时，相对湿度很快地变大，

这表明湿度传感器可以自动恢复感应能力。

以上分析表明，探空仪湿度传感器的设备误差

是导致探空可降水量偏干的主要原因。

２．３　探空可降水量偏差的影响因子

探空可降水量偏差有明显的日变化特征，这与

探空仪湿度传感器本身的特性有关。当白天太阳辐

射较强的情况下，湿度传感器在吸收太阳辐射后，周

围空气的温度随之升高，由于空气中的实际水汽压

并未改变，而饱和水汽压随着气温升高，因而相对湿

度降低。此时湿度传感器的观测值并非是真实的相

对湿度，因此需要对相对湿度进行太阳辐射误差修

正（冒晓莉等，２０１４）。汕头和那曲站太阳辐射在１２

时比００时强很多，太阳辐射值与当地的太阳天顶角

的大小相关，根据ＣａｄｙＰｅｒｅｉｒ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８）的研究，

探空仪湿度测量的系统误差与太阳天顶角的变化相

关性较大。汕头、那曲站探空可降水量和地基

ＧＮＳＳ可降水量的偏差与当地太阳天顶角的相关系

数分别为０．２２和０．１３，从图５可看出，太阳辐射越

强，探空可降水量偏差越明显。

　　将汕头、那曲站１２时的探空可降水量与地基

ＧＮＳＳ可降水量偏差按照太阳天顶角每２°计算一次

均值，由图６可以看出，１２时的偏差整体变化趋势

是随着太阳天顶角的增大而减弱，说明太阳辐射对

探空可降水量的偏差有较大影响。但是汕头站偏差

在太阳天顶角６６°～７２°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说明

太阳辐射加热可能不是影响探空可降水量偏差的唯

一因素。

将汕头、那曲站１２时的探空可降水量与地基

ＧＮＳＳ可降水量偏差按照温度每２℃计算一次均

值，从图７可以看出，偏差随着温度增大呈现逐渐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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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趋势。汕头站偏差均值主要集中在２～４ｍｍ，

那曲站主要集中在０．５ｍｍ左右。汕头站２０℃以

下偏差随温度变化的幅度基本在２．５ｍｍ以下，那

曲站－４℃以下偏差随温度变化的幅度基本在

０．５ｍｍ 以下，可以看出本文选用的样本具有气温

越低，ＰＷＶ偏差越不显著的特点，但此特性及其原

因需要积累更多的观测数据进行分析研究。

　　从图８可以看出，汕头站探空可降水量偏差与

图５　汕头站（ａ）、那曲（ｂ）站地基ＧＮＳＳ可降水量和ＮＣＥＰ可降水量偏差

与当地太阳天顶角散点图

Ｆｉｇ．５　Ｓｃａｔｔ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ＷＶ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ｓｏｌａｒｚｅｎｉｔｈａｎｇｌｅ

ａｔＳｈａｎｔｏｕ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ａｎｄＮａｇｑｕＳｔａｔｉｏｎ（ｂ）

图６　汕头站（ａ）、那曲站（ｂ）１２时ＰＷＶ偏差随太阳天顶角的变化趋势

（每２°计算偏差平均值，误差棒表示标准差）

Ｆｉｇ．６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ＰＷＶ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ｏｌａｒｚｅｎｉｔｈａｎｇｌｅ

ａｔＳｈａｎｔｏｕ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ａｎｄＮａｇｑｕＳｔａｔｉｏｎ（ｂ）ａｔ１２００ＵＴＣ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ｉ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ｅｖｅｒｙ２°，ｅｒｒｏｒｂａ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图７　同图６，但为温度

Ｆｉｇ．７　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６，ｂｕｔｆｏ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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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同图６，但为地基ＧＮＳＳ可降水量

（每２ｍｍ计算偏差平均值，误差棒表示标准差）

Ｆｉｇ．８　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６，ｂｕｔｆｏｒ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ｉ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ｅｖｅｒｙ２ｍｍ，ｅｒｒｏｒｂａ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ＰＷＶ的大小相关性没有明显一致的规律性，偏差

的波动比较剧烈，可能与汕头站所在地区局地性强

对流天气系统较多有关系，这还需要积累更加长期

的观测数据进行分析。那曲站偏差随着ＰＷＶ增大

而逐渐增大，但是偏差主要集中在０．５～１ｍｍ，从

本文获取的数据资料无法说明ＰＷＶ的大小是否为

造成探空可降水量的偏差的主要原因。

２．４　偏差订正

通过大量试验分析探空观测与模式背景场

（Ｏ－Ｂ）的偏差特点，英国气象局早在１９９６年研究

发现探空仪在探测水汽接近饱和时出现观测值偏

低，相关研究（Ｌｏｒｅｎｃ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Ｎｕｒｅ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给出相应的偏差订正分段线性函数，对观测值进行

偏干订正，订正后对于当地降水预报有明显的正贡

献。根据２．３节的分析表明，考虑太阳辐射加热和

地面气温的日变化和季节变化是造成汕头、那曲站

１２时探空可降水量偏差的重要原因。分析偏差随

太阳天顶角和地面气温的变化特征，根据太阳辐射

偏差订正经验公式，建立探空可降水量偏干订正的

经验公式（梁宏等，２０１２）。

首先，分析１２时汕头、那曲站的ＧＲ的平均值

随太阳天顶角的变化情况，然后对其进行多项式拟

合，然后，建立ＧＲ的平均剩余值与地面气温的经

验公式。

Δ犚＝

－９０．６７７＋３．１３３θ－０．０３７θ
２
＋

０．０００１４θ
３
＋犳（犜）　（θ＜９０°）

犳（犜）　　　　　 　（θ＞９０°

烅

烄

烆 ）

（２）

犚犇 ＝犚－Δ犚 （３）

式中，犚犇 为订正后的探空可降水量，犚为实际观测

的探空可降水量，Δ犚 为探空可降水量偏差订正量

（单位：ｍｍ）；θ为１２时的当地的太阳天顶角（单

位：°）；犜为地面气温（单位：℃）。犳（犜）的计算公式

如下：

犳（犜）＝０．３２２７ｅｘｐ －
犜－１４．４５
９．（ ）０８９［ ］

２

－０．２６

（４）

　　采用式（２）～式（４）分别对汕头、那曲站探空可

降水量偏差进行订正。从图９所示，订正后的探空

可降水量与地基ＧＮＳＳ可降水量的相关性更大，说

明探空可降水量的偏差明显减少。表３给出了１２

时的探空可降水量在订正前后与地基 ＧＮＳＳ的对

比情况，可以看出，汕头、那曲站两种观测结果的相

关系数分别从９８％提高至９９％，偏差分别从３．４８、

０．６２ｍｍ减少至１．４２、０．００４ｍｍ，均方根误差分别

从５．３８、５．４３ｍｍ减少至５．１２、５．４０ｍｍ。对汕头、

那曲站的探空可降水量进行偏干订正以后，偏差减

小，与地基ＧＮＳＳ可降水量结果相关性较好。

３　结论与讨论

（１）将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汕头站、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日至２０１７年５月３１日那曲站的探空

可降水量和地基ＧＮＳＳ可降水量进行对比，发现探

空可降水量明显偏干，两种观测结果的偏差具有明

显的季节变化和日变化特征。夏季比冬季明显，１２

时比００时更明显。

（２）分析造成两种观测结果偏差的变化特性的

原因主要是太阳辐射加热以及地面气温的影响。

ＰＷＶ大小对探空可降水量偏差的影响在两个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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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汕头（ａ）、那曲（ｂ）站１２时探空可降水量的偏差订正前后散点分布

Ｆｉｇ．９　Ｓｃａｔｔ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１２００ＵＴＣ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ＰＷＶ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ｔＳｈａｎｔｏｕ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ａｎｄＮａｇｑｕＳｔａｔｉｏｎ（ｂ）

表３　汕头、那曲站探空可降水量订正前后与地基犌犖犛犛可降水量的对比情况

犜犪犫犾犲３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犱犲狏犻犪狋犻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犌犖犛犛犘犠犪狀犱犚犛犘犠犫犲犳狅狉犲犪狀犱

犪犳狋犲狉犮狅狉狉犲犮狋犻狅狀狊犪狋犛犺犪狀狋狅狌犛狋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犖犪犵狇狌犛狋犪狋犻狅狀

站名 观测时间 是否订正 相关系数 偏差／ｍｍ 均方根误差／ｍｍ

汕头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
否 ０．９８ ３．４８ ５．３８

是 ０．９９ １．４２ ５．１２

那曲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日至２０１７年５月３１日
否 ０．９８ ０．６２ ５．４３

是 ０．９９ ０．００４ ５．４０

表现没有明显一致的规律，需要进一步积累观测数

据进行分析研究。

（３）利用太阳辐射特性，采用相关经验公式对

汕头、那曲站的探空可降水量进行偏干订正，构建了

订正公式，结果表明订正后的探空可降水量的偏干

现象获得很好的改进。

本文利用汕头、那曲站的观测资料分析探空和

地基ＧＮＳＳ可降水量之间的偏差以及造成偏差的

原因，由于造成偏差的原因较复杂，本研究得到的结

果不能代表所有的探空仪设备。另外，地形、观测环

境、气候的不同造成的偏差特性也需要积累更多的

观测资料进一步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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