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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应用全球区域同化预报系统单柱模式（ＧＲＡＰＥＳ＿ＳＣＭ），对热带暖池国际云试验（ＴＷＰＩＣＥ）个例进行数值模拟。

通过和实际观测资料进行对比，诊断并改进了Ｌｉｕｍａ云微物理方案对热带对流云微物理特征的模拟能力。结果显示在

ＧＲＡＰＥＳ＿ＳＣＭ框架下，Ｌｉｕｍａ原方案和 ＷＳＭ６（ＷＲＦｓｉｎｇｌｅｍｏｍｅｎｔ）方案均能呈现出ＴＷＰＩＣＥ期间热带云系的发展特征，

并能够明显区分试验期间的季风活跃期和季风抑制期。活跃期Ｌｉｕｍａ原始方案和 ＷＳＭ６方案模拟的冰云组成结构差异显

著，在Ｌｉｕｍａ原始方案所模拟的冰相水凝物分布中，存在冰雪含量过少、霰过多的现象。改进后的Ｌｉｕｍａ方案对程序中各微

物理过程计算顺序进行了优化，改进后霰质量混合比明显减少，冰雪质量混合比明显增加，冰相水凝物分布较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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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数值模式中，微物理过程直接影响着云的形

成、发展和结构，进而影响到云降水的预报能力。因

此，云微物理过程在数值天气预报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ｗｅａｔｈｅ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ＮＷＰ）模式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近些年来，随着计算机的发展，ＮＷＰ模式趋向于使

用高分辨率和引入复杂的物理参数化过程对天气过

程进行模拟。所以研发更加准确精细的微物理方案

是十分必要的。总体而言，高分辨 ＮＷＰ模式在描

述云微物理过程时，常用的参数化方法有两种：谱方

案微物理参数化方案（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ｂｉｎ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ＳＢＭ）和体积水微物理参数化方案。ＳＢＭ方案将水

凝物与气溶胶浓度和质量混合比的谱分布用数十个

分档描述，因此ＳＢＭ 方案可以十分细致地模拟出

精确的云微物理过程。但是，ＳＢＭ 方案需要大量的

计算资源，所以并不适用于长期模拟及全球气候模

式。体积水参数化方案采用确定的谱型分布，例如

Ｇａｍｍａ或者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Ｐａｌｍｅｒ函数，描述每种水凝

物浓度和质量混合比等预报量的分布。体积水参数

化方法又可细致分为三类，一是单参数体积水参数

化方案，水凝物的谱分布和微物理过程均由质量混

合比的变化表征；二是双参数体积水参数化方案，水

凝物的谱分布和微物理过程由质量混合比和浓度变

化共同表征；三是参数体积水参数化方案在双参数

方案的基础上增加了粒子谱的谱形预报和变化过

程。由于柱水参数化方案描述每种水凝物所需的变

量较少，需要的计算资源不多，因此更加适用于长期

模拟和全球气候模式。

单柱模式（ｓｉｎｇｌｅｃｏｌｕｍｎｍｏｄｅｌ，ＳＣＭ）是检验

和评估物理参数化过程的有利工具。ＳＣＭ 可以被

看作是全球／区域模式的一个格点，它可以在给定的

大尺度条件下，对比模拟结果和观测结果来评估物

理过程参数化的性能。ＢａｌｌａｎｄＰｌａｎｔ（２００８）探讨

了应用ＳＣＭ 检验大气环流模式中物理方案的潜

力。结果显示尽管物理方案的表现在ＳＣＭ 和大气

环流模式中并不完全相同，ＳＣＭ仍然是十分实用的

评估工具。ＰｏｓｓｅｌｔａｎｄＬｏｈｍａｎｎ （２００７）利 用

ＳＣＭ检验了一种新的降水诊断方案，并且指出强降

水事件中地面降水主要由强迫场导致，并不受诊断

方案影响，而弱降水事件中地面降水会因诊断方案

时间步长选取而不同。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３）将一

个总体积水物法微物理方案引入ＳＣＭ，并对比分析

了模拟与观测结果，结果显示该云微物理方案能够

准确地模拟出云边界和总云量，但在云水含量和云

水路径的模拟上存在较大偏差。Ｇｒａｂｏｗｓｋｉ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选用２个ＳＣＭ 研究亚马孙雨季白天陆地对

流发展时发现，其模拟的深对流都过早发展成熟（日

出后２ｈ内），这与已有的陆地降水日循环研究中发

现的问题相同。杨军丽和沈学顺（２０１２）应用ＳＣＭ

检验了不同复杂度的两种陆面过程对温湿和降水的

影响，结果指出ＣｏＬＭ 方案模拟的累计降水大于

ＳＬＡＢ方案，这是由于ＣｏＬＭ 方案在模拟时期对流

层低层偏湿、偏冷，会产生虚假降水。

Ｌｉｕｍａ云微物理方案是基于全球区域同化预

报系统（ＧＲＡＰＥＳ）研发的双参数体积水方案，并应

用于地形云、暴雨和气溶胶云相互作用的研究（刘

奇俊等，２００３；陈小敏等，２００７；石荣光等，２０１５）。

早期的 Ｌｉｕｍａ云微物理方案的研究主要基于

ＧＲＡＰＥＳ区域和全球模式，陈小敏等（２００７）使用

ＧＲＡＰＥＳ＿Ｌｉｕｍａ研究祁连山地区的云并指出该方

案可以反映出这一地区云的微物理结构。Ｈｕａａｎｄ

Ｌｉｕ（２０１３）应用 ＧＲＡＰＥＳ＿Ｌｉｕｍａ研究了台风降水

过程并指出该方案的路径模拟在登陆前与实况吻合

很好。聂皓浩等（２０１６）同样使用ＧＲＡＰＥＳ＿Ｌｉｕｍａ

对强降水个例进行了模拟和诊断研究并指出对流发

展旺盛的云团中，冰相粒子尤其是霰粒子对对流的

发展与降水起着主导作用。此外，不仅在ＧＲＡＰＥＳ

平台下，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８）把Ｌｉｕｍａ云微物理方案移植

到天气预报模式（ＷＲＦ）中，模拟了台风个例。结果

表明Ｌｉｕｍａ云微物理方案可以较好地模拟出台风

路径、强度和结构，结果同时指出该方案模拟的云中

冰相水凝物的分布尚存在不合理的地方需要改进，

具体表现在霰的含量过多，冰、雪的含量过低。这说

明Ｌｉｕｍａ云微物理方案对热带对流云系，特别是冰

相过程的模拟能力尚需改进。因此，对Ｌｉｕｍａ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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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方案的全面检验，并改进该方案的工作十分必

要。

１　模式和数据

１．１　犌犚犃犘犈犛＿犛犆犕与犔犻狌犿犪云微物理方案

ＧＲＡＰＥＳ系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数值

预报系统。其核心技术包括三维变分（可向四维变

分拓展）同化系统，半隐式半拉格朗日全可压非静

力动力模式，可自由组合的物理过程参数化方案，全

球、区域一体化的同化与预报系统，以及标准化、模

块化、并行化的同化与模式程序。ＧＲＡＰＥＳ系统在

业务中表现良好（熊秋芬，２０１１；陈超君等，２０１２；王

静等，２０１７；沈学顺等，２０１７；赵滨和张博，２０１８），同

时适用于科学研究（王德立等，２０１３；聂皓浩等，

２０１６；万晓敏等，２０１７；陈炯等，２０１７；朱立娟等，

２０１７；王宇虹和徐国强，２０１７；王婧卓等，２０１８；田伟

红，２０１８）。ＧＲＡＰＥＳ＿ＳＣＭ 发展基于 ＧＲＡＰＥＳ系

统，最初通过在ＧＲＡＰＥＳ系统中添加新模块等构建

而成，其物理过程与ＧＲＡＰＥＳ全球系统保持一致，

主要物理过程包括：辐射传输、湍流混合、湿对流和

格点尺度降水过程、陆表过程及次网格尺度地形重

力波拖曳等（陈德辉等，２００８；薛纪善和陈德辉，

２００８；杨军丽和沈学顺，２０１２）。近两年 ＧＲＡＰＥＳ＿

ＳＣＭ进行了优化，去除了其旧版本中ＳＣＭ 积分不

需要的程序代码和变量，使之成为独立的系统；优化

后不仅大大缩短了积分时间，而且可以更灵活地检

验不同版本ＧＲＡＰＥＳ系统的物理过程。

Ｌｉｕｍａ云微物理方案发展自胡志晋和严采蘩

（１９８６；１９８７）的双参数对流云和层状云方案。除了

对水汽（犙ｖ）、云水（犙ｃ）、雨水（犙ｒ）、云冰 （犙ｉ）、雪

（犙ｓ）、霰（犙ｇ）的混合比进行预报外，还预报雨水

（狀ｒ）、云冰（狀ｉ）、雪（狀ｓ）、霰（狀ｇ）的数浓度，同时为了

计算云雨自动转化率和冰雪向霰的自动转化率和自

动转化阈值，还引进了云滴谱拓宽函数（犳ｃ），以及云

冰（犳ｉ）和雪（犳ｓ）的凇附效率等预报量，克服了因为

固定的粒子谱参数而带来的缺点，在微物理过程的

描述上考虑了凝结蒸发、凝华升华、自动转化、碰并、

冻结、冰晶核化与繁生等过程，具体过程详见胡志晋

和严采蘩（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及陈小敏等（２００７）。

１．２　犜犠犘犐犆犈外场试验

热带地区的对流系统发展深厚，驱动了全球的

大气环流。深对流系统顶端的云砧面积大，在对流

系统减弱后还能够在空中停留较长时间，进而影响

全球大气的辐射平衡。因此，检验和改进微物理方

案在热带地区的模拟效果是十分重要。此外，深厚

的对流系统中包含水云、冰云及混合相态云，也有利

于全面检验微物理方案的模拟性能（金莲姬等，

２００７；沈新勇等，２０１５；梅海霞等，２０１５）。２００６年１

月２０日至２月１３日，在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地区

展开了针对热带对流发展的外场试验ＴＷＰＩＣＥ（图

１）。试验旨在描述热带对流过程中的大尺度温湿、

动量收支平衡、云的性质，以及云对于环境的影响

（Ｍａ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在 ＴＷＰＩＣＥ期间，天气形势

可分为具有典型特征的天气类型，分别为季风活跃

期、晴空少云期和疾风衰退期（Ｍａ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文中所用大尺度强迫场以及其他观测数据的详细情

况介绍见 Ｍａ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和 Ｘｉ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１．３　模式设定

本文使用的 ＧＲＡＰＥＳ＿ＳＣＭ 垂直分层为６０

层，最高层高度为３５ｋｍ。积分时段为２００６年１月

１９日０３ＵＴＣ（世界时，下同）至２月１２日２１ＵＴＣ。

所使用的ＳＣＭ 强迫场来自最优估计强迫数据集

（ｈｔｔｐ：∥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ｒｍ．ｇｏｖ／ｗｇ／ｃｐｍ／ｓｃｍ／ｓｃｍｉｃ６／

ｆｏｒｃｉｎｇ＿ｄａｔａ．ｈｔｍｌ），数据的处理方法参考 Ｄａｖｉｅｓ

（２００９），温湿等强迫数据被插值到每个时间步长上。

本文选取其中的季风活跃期和抑制期（１月２０日至

２月１日）着重进行分析，通过对比观测资料及

ＧＲＡＰＥＳ＿ＳＣＭ自带的 ＷＳＭ６方案的模拟结果，改

进Ｌｉｕｍａ微物理方案冰相过程。

２　控制试验结果

２．１　地面降水

图２为季风活跃期与抑制期降水模拟和观测降

水随时间的变化特征。如图２所示，实际观测中达

尔文地区在季风活跃期，１月２０—２４日降水较为频

繁，其中２４日发生的强降水峰值可达８ｍｍ·ｈ－１，

而在季风抑制期，即１月２４日至２月１日少有降水

发生，极值均弱于２ｍｍ·ｈ－１。Ｌｉｕｍａ原始方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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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ＴＷＰＩＣＥ观测站示意图

（Ｆｒｉｄｌｉｎ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ＴＷＰＩＣ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ｅｓ

（Ｆｒｉｄｌｉｎ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图２　２００６年１月１９日至２月２日降水模拟

与观测降水随时间的变化特征

Ｆｉｇ．２　Ｔｉｍ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ｆｒｏｍ

１９Ｊａｎｕａｒｙｔｏ２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０６

ＷＳＭ６方案模拟的降水率随时间变化同样分为降

水多发和少发两个阶段，ＷＳＭ６方案的模拟结果与

观测更为接近，而Ｌｉｕｍａ原始方案模拟的降水多发

时间偏长，１月２４日的强降水过程一直持续到２５

日晚间。

２．２　云中水凝物分布

图３为季风活跃期与抑制期 ＷＳＭ６方案和Ｌｉ

ｕｍａ原始方案模拟的水凝物质量混合比高度时间

剖面图。由于实际观测中在强降水发生阶段资料质

量不佳，并且实际观测中仅可分辨水凝物相态，无法

细致区分各相态中的不同水凝物如何分布，我们选

取 ＷＳＭ６方案作为参考，诊断分析Ｌｉｕｍａ原始方

案云中水凝物分布的合理性。如图所示，ＷＳＭ６方

案与Ｌｉｕｍａ原始方案的水凝物质量混合比分布模

拟结果有着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冰相水

凝物质量混合比分布特征，以及水凝物质量混合比

总量上。

如图３ａ，３ｃ，３ｅ所示，在季风活跃期，ＷＳＭ６方

案模拟的云冰占整体冰相水凝物的绝大部分，其中

云冰深厚，集中在５～１０ｋｍ高度，云冰质量混合比可

以高达７５ｍｇ·ｍ
－３；雪和霰集中分布在５ｋｍ（０℃

层）附近，雪和霰质量混合比同样可达７５ｍｇ·ｍ
－３。

同时期内，Ｌｉｕｍａ原始方案模拟的霰占整体冰相水

凝物的绝大部分，存在于５～１５ｋｍ的高度内，极值

高于３００ｍｇ·ｍ
－３；云冰和雪含量则很低（图３ｂ，

３ｄ，３ｆ）。Ｌｉｕｍａ原始方案中冰相水凝物的这种分布

特征与之前的研究是一致的。而在季风抑制期，

ＷＳＭ６方案模拟的冰相水凝物中只有少量的云冰存

在，云冰集中在１０～１５ｋｍ，含量低于５ｍｇ·ｍ
－３，并

不存在雪和霰。同一时期Ｌｉｕｍａ原始方案模拟的

冰相水凝物同样主要是云冰，其中云冰含量较低，分

布在５～１５ｋｍ的高度，少量雪分布于５ｋｍ附近，

不存在霰。至于液相水凝物分布，两方案在季风活

跃期均模拟出质量混合比高达１５０ｍｇ·ｍ
－３的云

水（图３ｇ，３ｈ），此时期 ＷＳＭ６方案模拟的雨水质量

混合比极值为１５０ｍｇ·ｍ
－３，而Ｌｉｕｍａ原始方案模

拟的雨水质量混合比极值较强，超过３００ｍｇ·ｍ
－３。

季风抑制期内两方案模拟均在低层有少量云水，雨

水质量混合比很弱（图３ｉ，３ｊ）。由于季风活跃期Ｌｉ

ｕｍａ原始方案模拟的霰和雨水质量混合比远高于

ＷＳＭ６方案的结果且其模拟的深厚对流云存在时

间较长，导致了Ｌｉｕｍａ原始方案模拟的地面降水率

在１月２４日后仍存在高值，这与图２降水率相符

合。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同样使用ＴＷＰＩＣＥ提供

的云分辨模式结果分析了季风活跃期与季风抑制期

的各水凝物分布，同样呈现出季风活跃期冰、雪、霰

质量混合比较高，季风抑制期三者质量混合比减弱

的特征。

３　云微物理方案改进

通过第二部分的分析可知，Ｌｉｕｍａ云微物理方

案的水凝物分布呈现出冰、雪质量混合比偏少，而霰

质量混合比明显偏多的状态。这可能是由于（１）与

霰产生相关的微物理需要调整，霰的生成率过大，冰

雪等水凝物过多过快地转化成为霰，因此应当调整

相关过程，抑制霰的产生；（２）微物理过程计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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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０６年１月１９日至２月２日（ａ，ｃ，ｅ，ｇ，ｉ）ＷＳＭ６方案和（ｂ，ｄ，ｆ，ｈ，ｊ）Ｌｉｕｍａ原始方案

模拟水凝物质量混合比（阴影）的高度时间剖面

（ａ，ｂ）云冰，（ｃ，ｄ）雪，（ｅ，ｆ）霰，（ｇ，ｈ）云水，（ｉ，ｊ）雨水

Ｆｉｇ．３　Ｔｉｍｅｈｅｉｇｈ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ｈｙｄｒｏｍｅｔｅｏｒｍｉｘｉｎｇｒａｔｉｏｓ（ｓｈａｄｅｄ）

ｂｙ（ａ，ｃ，ｅ，ｇ，ｉ）ＷＳＭ６ｓｃｈｅｍｅａｎｄ（ｂ，ｄ，ｆ，ｈ，ｊ）Ｌｉｕｍａ＿ｉｎｉｔｓｃｈｅｍｅ

ｆｒｏｍ１９Ｊａｎｕａｒｙｔｏ２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６

（ａ，ｂ）ｃｌｏｕｄｉｃｅ，（ｃ，ｄ）ｓｎｏｗ，（ｅ，ｆ）ｇｒａｕｐｅｌ，（ｇ，ｈ）ｃｌｏｕｄｗａｔｅｒ，（ｉ，ｊ）ｒａｉｎｗａｔｅｒ

需要调整，现有微物理过程的计算顺序中产生霰的

部分为最后计算，可能会造成过多的霰生产，因此应

调整微物理过程计算顺序，使得各水凝物质量混合

比同步更新，避免计算顺序可能造成的影响。

３．１　方案一：调整冻结参数化方案

在Ｌｉｕｍａ云微物理方案中，与霰产生主要相关

的微物理过程包括：霰碰并云滴，冰晶、雪团碰并成

霰，以及雨滴、冰晶、雪团转化成霰等。其计算公式

如下：

犆犮犵＝ρ×犙ｃ×犙ｇ×
１

λ犵
２×犃狏犵

犆犻犵＝狀犮犻犵×犙ｉ×［１＋
λｉ

λｇ
×（４＋１０×

λｉ

λ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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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狊犵＝狀犮狊犵×犙ｓ×［１＋
λｓ

λｇ
×（４＋１０×

λｓ

λｇ
］

犉狉犵＝１００×｛ｅｘｐ［０．６６×（犜－２７３．１５）－１］｝×

ρ×犙ｒ
２／（１０００×狀ｒ）

犃犻犵＝ｅｘｐ［１８×（犳ｉ－１）］／１０×犙ｉ

犃狊犵＝
ｅｘｐ［１８×（犳ｓ－１）］

１０
×犙ｓ

式中，犃狏犵为碰并系数，ρ为空气密度；犙ｃ、犙ｒ、犙ｉ、

犙ｓ、犙ｇ 分别为云滴、雨水、云冰、雪、霰质量混合比

（单位：ｍｇ·ｍ
－３）；λｉ、λｓ、λｇ 分别为云冰、雪、霰粒子

特征尺度；狀ｒ 为雨滴数浓度；犜 为温度（单位：℃）；

犳ｉ、犳ｓ分别为云冰、雪的凇附效率，具体公式详见胡

志晋和严采蘩（１９８６；１９８７）。为了测试减弱霰的生

成对改进冰相水凝物分布合理性的作用，本研究简

单地将上述转化率全部减弱为原始转化率的１／１０，

这种修改被记为Ｌｉｕｍａ＿ｇｒａｕｐｅｌ。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对霰生成相关转化率的减弱程度进行过多种调

整（１／２～１／１００），此种调整对冰相水凝物分布影响

性质相似，为避免冗赘，仅选取１／１０进行详细说明。

３．２　方案二：调整微物理过程计算流程

在现有的Ｌｉｕｍａ云微物理方案中，冰相云微物

理过程所引起的潜热、水凝物质量混合比和浓度变

化在每时步依次更新一次。其中雪团转化成霰是微

物理过程计算的最后一个过程，当更新霰的质量混

合比和浓度时，可能会导致雪霰之间的转化偏强。

因此，考虑到真实情况中各微物理过程为同时发生

并相互竞争的关系，本研究参照 ＷＳＭ６方案中的计

算顺序，将云冰、雪、霰生成和消耗的微物理过程及

相变潜热同时计算，对相关水凝物质量混合比、浓度

和温度的变化进行统一更新，替换了Ｌｉｕｍａ原始方

案中这些微物理过程依次更新的计算流程。这种改

变同时保证了云水、云冰、雪、霰质量混合比的正定

性。其运算顺序的流程调整顺序如图４，这种修改

记为Ｌｉｕｍａ＿ｏｒｄｅｒ。

图４　Ｌｉｕｍａ云微物理方案运算流程图

（左侧为Ｌｉｕｍａ原始方案，右侧为Ｌｉｕｍａ＿ｏｒｄｅｒ方案；图中黑色箭头表示水凝物、温度的更新）

Ｆｉｇ．４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ｒｄｅｒｏｆＬｉｕｍａｓｃｈｅｍｅ

（Ｌｅｆｔ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Ｌｉｕｍａ＿ｉｎｉｔｓｃｈｅｍｅ，ｒｉｇｈｔ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Ｌｉｕｍａ＿ｏｒｄｅｒｓｃｈｅｍｅ，

ｔｈｅｓｏｌｉｄｂｌａｃｋｒｏｗ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ｕｐｄａｔｅｏｆｈｙｄｒｏｍｅｔｅｏｒ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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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改进效果检验

４．１　地面降水

图５为Ｌｉｕｍａ云微物理方案调整后季风活跃

期与抑制期降水模拟和观测降水随时间的变化特

征。可以看到，两种改进方法均有效改善了Ｌｉｕｍａ

原始方案对于降水的模拟，其在１月２６日的４ｍｍ

·ｈ－１的强降水率都得到了减弱。但是，Ｌｉｕｍａ＿

ｇｒａｕｐｅｌ方案在１月２４日中午仍存在高值降水，这

与观测不符。而Ｌｉｕｍａ＿ｏｒｄｅｒ方案的模拟结果较

Ｌｉｕｍａ＿ｇｒａｕｐｅｌ方案的模拟更接近观测，特别是在１

月２４日的强降水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均与观测结果

更加接近。

４．２　水凝物分布

图６为Ｌｉｕｍａ云微物理方案调整后季风活跃

期与抑制期模拟的水凝物质量混合比高度时间剖

面图。如图６ａ，６ｃ，６ｅ所示，Ｌｉｕｍａ＿ｇｒａｕｐｅｌ方案模

拟的云冰分布与Ｌｉｕｍａ原始方案较为接近，在季风

活跃期稍有改善，２４日云冰质量混合比可以高达

１５０ｍｇ·ｍ
－３；雪和霰质量混合比的分布与Ｌｉｕｍａ

原始方案较为接近，霰质量混合比极值高于３００ｍｇ

·ｍ－３，并未得到明显改善。而同时期内，Ｌｉｕｍａ＿

ｏｒｄｅｒ方案模拟的冰相水凝物分布较Ｌｉｕｍａ原始方

案有很大改善。云冰集中在５～１０ｋｍ的高度，质

量混合比可达１５０ｍｇ·ｍ
－３；雪同样分布在５～

１０ｋｍ的高度，在２２—２４日雪质量混合比可达１５０

ｍｇ·ｍ
－３；而霰质量混合比得到了有效减弱，霰同

图５　同图２，但为Ｌｉｕｍａ＿ｇｒａｕｐｅｌ方案和

Ｌｉｕｍａ＿ｏｒｄｅｒ方案模拟结果

Ｆｉｇ．５　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２，ｂｕｔ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Ｌｉｕｍａ＿ｇｒａｕｐｅｌｓｃｈｅｍｅ

ａｎｄＬｉｕｍａ＿ｏｒｄｅｒｓｃｈｅｍｅ

样集中分布在５～１０ｋｍ的高度，霰质量混合比极

值也下降至１５０ｍｇ·ｍ
－３。在季风抑制期，Ｌｉｕｍａ＿

ｇｒａｕｐｅｌ方案中云冰和雪的分布与Ｌｉｕｍａ原始方案

相似，并未有明显改善。而Ｌｉｕｍａ＿ｏｒｄｅｒ方案的冰、

雪在此期间有所减弱，并没有霰存在。Ｌｉｕｍａ＿ｇｒａｕ

ｐｅｌ方案模拟的液相水凝物也与Ｌｉｕｍａ原始方案相

似，并没有明显改变。而Ｌｉｕｍａ＿ｏｒｄｅｒ方案模拟的

云水质量混合比在季风活跃期末期，即２４—２５日，

有了明显的降低，原始方案中此时期的高液相水凝

物分布造成了该时期降水的明显偏多。在季风活跃

期，Ｌｉｕｍａ＿ｏｒｄｅｒ改进方案模拟的云水质量混合比

分布扩展到了５～１０ｋｍ的高度，这意味着这段时

期内对流发展旺盛，过冷水可以被带到很高的高度，

这与深对流云的实际观测相一致（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ａｎｄ

Ｗｏｏｄｌｅｙ，２０００），是 ＷＳＭ６方案及 Ｌｉｕｍａ原始和

Ｌｉｕｍａ＿ｇｒａｕｐｅｌ改进方案都没有模拟出来的。此

外，Ｌｉｕｍａ＿ｏｒｄｅｒ改进方案降低了雨水混合比质量，

极值为１５０ｍｇ·ｍ
－３，与 ＷＳＭ６方案相当（图３ｊ，图

６ｊ）。因此，可以得出，相较于Ｌｉｕｍａ＿ｇｒａｕｐｅｌ方案，

Ｌｉｕｍａ＿ｏｒｄｅｒ方案更有效地改善了冰相水凝物冰雪

偏少、霰偏多的特征，同时对液相水凝物的模拟也更

加合理。

５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ＧＲＡＰＥＳ＿ＳＣＭ 模式，选用Ｌｉｕｍａ和

ＷＳＭ６两种微物理方案，对ＴＷＰＩＣＥ试验进行了

数值模拟。得到如下结论：

（１）在ＧＲＡＰＥＳ＿ＳＣＭ 框架下，Ｌｉｕｍａ原始方

案和 ＷＳＭ６方案均能呈现出 ＴＷＰＩＣＥ期间热带

云系的发展特征，能够明显区分试验期间的季风活

跃期和季风抑制期。模拟的降水率量级和时间演变

趋势与实际观测可比。在季风活跃期，Ｌｉｕｍａ原始

方案模拟的降水多发时间偏长，１月２４日的强降水

过程一直持续到２５日晚间，通过对比云中水凝物分

布，这是由于Ｌｉｕｍａ原始方案在季风活跃期模拟的

对流云发展过于旺盛，模拟的霰与雨质量混合比过

多所致。

（２）活跃期Ｌｉｕｍａ原始方案和 ＷＳＭ６方案模

拟的冰云的组成结构差异显著，Ｌｉｕｍａ原始方案所

模拟的冰相水凝物分布中，存在冰雪含量过少、霰过

多的现象，这与以前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３）两种改进方案对于降水的模拟较Ｌｉｕｍ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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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同图３，但为（ａ，ｃ，ｅ，ｇ，ｉ）Ｌｉｕｍａ＿ｇｒａｕｐｅｌ方案和（ｂ，ｄ，ｆ，ｈ，ｊ）Ｌｉｕｍａ＿ｏｒｄｅｒ方案模拟结果

Ｆｉｇ．６　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３，ｂｕｔ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Ｌｉｕｍａ＿ｇｒａｕｐｅｌｓｃｈｅｍｅ（ａ，ｃ，ｅ，ｇ，ｉ），

ａｎｄＬｉｕｍａ＿ｏｒｄｅｒｓｃｈｅｍｅ（ｂ，ｄ，ｆ，ｈ，ｊ）

始方案均有所改善。然而，Ｌｉｕｍａ＿ｇｒａｕｐｅｌ方案模

拟的冰相水凝物与Ｌｉｕｍａ原始方案较为类似，并在

季风抑制期间的高层出现了霰，改进效果不理想。

Ｌｉｕｍａ＿ｏｒｄｅｒ方案对程序中各微物理过程计算顺序

进行了优化，避免了由于顺序计算所带来的后序过

程偏强的问题，改进后霰质量混合比明显减少，冰雪

质量混合比明显增加，整体冰相水凝物分布较为合

理。

本文应用 ＧＲＡＰＥＳ＿ＳＣＭ 仅针对一个热带个

例进行模拟，对比了两种微物理方案的模拟结果，并

改进Ｌｉｕｍａ方案，对其水凝物分布进行了调整。改

进后Ｌｉｕｍａ方案的冰相水凝物分布更加合理。在

后续的研究工作中，改进后的Ｌｉｕｍａ方案将被应用

于区域模式中进行测试，通过大量的个例试验及批

量试验，检验调整后的Ｌｉｕｍａ方案对冰相水凝物分

布和预报效果是否确有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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