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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利用河南商丘、山东肥城和寿光、辽宁旅顺和长海５个观测点的Ｐａｒｓｉｖｅｌ型降水天气现象仪观测资料，分析了２０１８

年登陆台风温比亚深入内陆后的雨滴谱演变特征，主要结果为：商丘、肥城和寿光不同雨强的平均雨滴谱类似，小雨滴浓度较

高、大雨滴浓度偏低，部分平均谱具有平衡雨滴谱特征；旅顺和长海的平均雨滴谱则相反，小雨滴浓度较低、大雨滴浓度偏高，

平均雨滴谱具有冰相控制雨滴谱特征。商丘、肥城和寿光的雷达反射率雨强（犣犚）关系类似，旅顺和长海的犣犚 关系类似，

这两者的指数有较大差异，表明降水的微物理特征有明显不同。雨滴谱参数分布显示，商丘、肥城和寿光对流降水具有海洋

性对流降水雨滴谱特征，云中微物理过程主要是碰并增长为主的暖雨过程，以及暖雨冰相混合过程；旅顺和长海的对流降水

具有大陆性对流降水雨滴谱特征，云中微物理过程主要以暖雨冰相混合和冰相两类为主。表明“温比亚”在河南、山东虽然不

断受冷空气的影响，云中微物理特征没有明显变化，但减弱成温带气旋后在辽宁沿海的云中微物理过程发生了显著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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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台风（热带气旋）是在中国沿海地区产生暴雨的

主要天气系统之一。由双偏振雷达和降水天气现象

仪等组成的遥感观测网的建设，为研究台风暴雨降

水云系的微物理结构和形成机制提供了观测基础，

近年来针对台风降水微物理特征研究逐渐增多。

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利用Ｐａｒｓｉｖｅｌ激光雨滴谱仪

观测资料，分析发现２００９年台风莫拉克登陆后，外

围雨带和眼壁降水的微物理特征有明显差异，眼壁

降水的雨滴谱有更多大雨滴，并推测外围雨带和眼

区的层状降水是由霰粒子或凇附冰粒融化形成的。

Ｂ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９）分析了２０１３年台风菲特外围雨带

和沿海锋面状雨带的雨滴谱特征，两种对流雨带具

有不同的雨滴谱参数，雨滴谱伽马分布的形状因子

μ和斜率λ之间的关系（μλ关系），以及雷达反射

率雨强关系（犣犚 关系）也明显不同。２０１８年台风

玛莉亚外围雨带和内雨带雨滴谱特征也不同（Ｂａｏ

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ａ），内雨带暖云中碰撞碰并过程占主导

地位，两种雨带降水的犣犚 关系有一定的差别。

２０１９年台风利奇马眼壁降水比螺旋雨带降水有更

大的平均质量加权直径犇ｍ，μλ 关系有显著差异

（Ｂ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ｂ）。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０）分析表明台风

登陆前外围雨带、内核心及登陆后外围降水的雨滴

谱特征明显不同，但不同地点同一类型降水的雨滴

谱特征是相似的。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发现２０１４年台风麦德姆期

间发生的对流降水比典型海洋性对流降水有更小的

雨滴直径和更大的雨滴浓度，对流降水以暖雨微物

理过程为主。Ｗ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利用广州和南京两

地的二维视频雨滴谱仪观测资料，分析了７个登陆

台风的雨滴谱特征，华南沿海和华东陆地台风的雨

滴谱参数只有微小的差异，随着雨强增加，雨滴谱的

差异越来越小，说明不同台风的微物理过程是相似

的，在强降雨期间达到了平衡状态。Ｃｈｅ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９）研究表明，南京地区台风外围对流带具有海

洋性对流降水特征，也表现出低纬度对流型暖雨的

典型雨滴谱特征（Ｄｏｌ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２０１８年台风

玛莉亚的对流性内雨带和外围雨带犣犚 关系不同，

内雨带碰并过程在雨滴的形成中占主导地位，各种

参数关系的差异证实了台风各个雨区降水有不同微

物理机制（Ｂ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ａ）。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利用

深圳３５６ｍ气象塔不同高度的雨滴谱仪观测资料，

分析发现越靠近地面，雨滴谱有更多的中等尺寸雨

滴和较少的大雨滴。

目前的研究集中在台风不同雨带降水雨滴谱和

参数分布特征及形成机制的分析，但中国东部台风

登陆后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徐亚钦等，２０１８；朱红芳

等，２０１９；王叶红等，２０１９；梁军等，２０１９；卜松和李

英，２０２０；申高航等，２０２１；吴天贻等，２０２１）。例如，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７—２０日台风温比亚在上海附近登陆

后，向西北方向穿越上海、江苏、安徽、河南，然后向

东北方向穿过山东进入渤海湾。本文利用２０１８年

台风温比亚影响内陆期间的降水天气现象仪观测资

料，选取河南商丘、山东肥城、寿光和辽宁旅顺、长海

共５个观测点来分析台风温比亚深入内陆后雨滴谱

演变特征。这对于认识台风降水系统在内陆不断受

冷空气、地形效应等因素的作用后，降水形成的微物

理机制和微物理特征的演变规律有积极意义，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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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台风模型中的微物理参数化方案及定量降水预

报提供依据。

１　资料和方法

所用资料包括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７—２０日商丘、肥

城、寿光、旅顺和长海降水天气现象仪观测数据，

Ｐａｒｓｉｖｅｌ降水天气现象仪的降水粒子谱数据有３２

个尺度通道和３２个速度通道，粒子尺度测量的３２

个通道对应的直径为０．０６２～２４．５ｍｍ，测量速度

为０．０５～２０．８ｍ·ｓ
－１，仪器采样时间设定为

１ｍｉｎ，采样截面积为 １８ｃｍ×３ｃｍ＝５４ｃｍ２

（ＬｆｆｌｅｒＭａｎｇａｎｄＪｏｓｓ，２０００）。Ｐａｒｓｉｖｅｌ降水天气

现象仪可作为天气传感器用来识别雨、雪、湿雪和冰

雹等 （Ｙｕ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Ｂａｔｔａｇｌｉ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３；王俊等，２０２１）。

由于受环境和各种天气条件的影响，降水天气

现象仪观测资料应用需要进行质量控制。强风影

响、溅落粒子和边缘效应是三个主 要 误 差 源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另外，同一直径的雨滴由于

受各种因素影响，观测到的雨滴落速有很大差别，其

质量控制的第一步是去掉偏离雨滴落速直径经验

关系较大的粒子。本文质量控制采用去除偏离经验

雨滴落速直径±６０％的粒子（ＪａｆｆｒａｉｎａｎｄＢｅｒｎｅ，

２０１１）；第二步是考虑边界效应，根据Ｊａｆｆｒａｉｎａｎｄ

Ｂｅｒｎｅ（２０１１）给出的方法对不同直径粒子的有效采

样面积进行订正。自然降水中虽然也存在直径超过

９ｍｍ的超大雨滴（Ｇａｔｌ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但一般降水

中直径大于８ｍｍ的雨滴很少，因此直径大于８ｍｍ

的粒子也去掉。另外，质量控制也去掉了两个最小

直径档数据。２０１１年Ｐａｒｓｉｖｅｌ雨滴谱仪升级后观

测质量有所提高（Ｔｏｋａ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Ｗｅ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７）分析发现，Ｐａｒｓｉｖｅｌ第二代雨滴谱仪观测资

料如不进行形变订正，则测量的累计降水量比自动

站偏少１３．３％，比第一代偏少１６．５％，其观测质量

有明显提高。本文参考吕童（２０１８）、Ｊ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和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１）的研究也不对直径进行订正。

利用雨滴谱仪观测资料，雨滴谱计算公式为：

犖（犇犼）＝∑
３２

犻＝１

狀犻犼
犃ｒΔ狋犞犻Δ犇犼

（１）

式中：犃ｒ 是Ｐａｒｓｉｖｅｌ降水现象仪取样面积，单位：

ｍ２，订正后为１８０×（３０－犇犼／２）×１０
－６ ｍ２（Ｊａｆｆｒａｉｎ

ａｎｄＢｅｒｎｅ，２０１１）；Δ狋为６０ｓ，是取样时间；狀犻犼是第犼

个直径通道、第犻个速度通道的雨滴浓度，单位：个

·（６０ｓ）－１；犞犻是第犼个直径通道、第犻个速度通道

对应的雨滴落速，单位：ｍ·ｓ－１；犇犼是第犼个直径通

道的平均直径，单位：ｍｍ；Δ犇犼 是第犼个直径通道

的宽度，单位：ｍｍ；犖（犇犼）是第犼个直径通道犇犼 至

犇犼＋Δ犇犼的雨滴数密度，单位：ｍ
－３·ｍｍ－１。

常用的归一化伽马谱分布公式（Ｗｉｌｌｉｓ，１９８４；

Ｔｅｓｔｕ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１）为：

犖（犇）＝犖ｗ犳（μ）
犇
犇（ ）
ｍ

μ

ｅｘｐ －（４＋μ）
犇
犇［ ］
ｍ

（２）

其中，

犖ｗ ＝
４４

πρｗ

犠

犇４（ ）
犿

（３）

犳（μ）＝
６

４４
（４＋μ）

μ＋４

Γ（４＋μ）
（４）

犇ｍ ＝
犕４
犕３

（５）

犠 ＝
πρ
６
１０－３∑

３２

犼＝１

犖（犇犼）Δ犇犼 （６）

式中：犠 是雨水含量，单位：ｇ·ｍ
－３；ρｗ 是雨水密

度，单位：ｇ·ｍ
－３；犖ｗ 是归一化伽马分布的截距参

数，单位：ｍ－３·ｍｍ－１；犇ｍ 是平均质量加权直径，单

位：ｍｍ；μ为无量纲的形状因子；Γ（狓）为伽马函数；

犕３、犕４ 分别是第三和第四阶矩；犇ｍａｘ是雨滴谱谱

宽，单位：ｍｍ，表示最大雨滴直径和最小雨滴直径

的差，或者直接用最大雨滴直径表示。另外，雨滴总

浓度（犖Ｔ，单位：ｍ
－３）、雨强（犚，单位：ｍｍ·ｈ－１）和

雷达反射率因子（犣，单位：ｍｍ６·ｍ－３）也可以利用

雨滴尺度谱式（１）分别计算出：

犖Ｔ ＝∑
３２

犼＝１

犖（犇犼）Δ犇犼 （７）

犚＝６π×１０
－４

∑
３２

犼＝１
∑
３２

犻＝１

犖（犇犼）犇
３
犼犞犻Δ犇犼 （８）

犣＝∑
３２

犼＝１

犖（犇犼）犇
６
犼Δ犇犼 （９）

２　５个观测点雨滴谱演变特征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７日凌晨“温比亚”在上海登陆，

登陆后向西北方向移动，台风中心穿越上海、江苏、

安徽、河南南部，１９日凌晨在河南商丘附近开始转

向东北方向移动，２０日早晨从山东北部出海加强，

在渤海南部变性为温带气旋。降水主要分为登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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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深入内陆并转向及冷空气作用和变性三个阶段

（杨舒楠和端义宏，２０２０），商丘、肥城和寿光观测点

降水云系主要为台风外围螺旋雨带，以及西风槽东

移与台风环流作用在台风北部形成的大范围强降水

云系（高拴柱，２０２０），１９日夜间至２０日白天，变性

减弱的台风残余环流与弱冷空气相互作用是产生极

端降水的重要原因。旅顺和长海观测点台风外围螺

旋雨带降水比较弱，降水主要是由台风中心北部大

范围降水云系造成。本文主要关注各个观测点降水

雨滴谱的总体变化特征，所以不细分螺旋雨带和台

风附近强对流等不同位置降水云系的微物理特征。

此次过程商丘主要降水时段为８月１８—１９日，

图１ａ１、１ａ２ 是雨滴谱计算的雨强和雨滴谱犖（犇）随

时间的演变。其中，１９日０１：１５—０４：４９资料缺测。

１８日０４：００至１９日０１：００是连续降水时段，也是

商丘的主要降水时段，１０：００和１７：００前后是两个

强降水时段。第一时段在０９：５１有最大雨强（１５１．１

ｍｍ·ｈ－１），其中０９：４９—１０：１７的雨强大于１００

ｍｍ·ｈ－１，雨滴谱具有较大谱宽（犇ｍａｘ）和较大粒子

数密度，雨滴谱谱宽在４．７５～６．５ｍｍ；粒子数密度

最大为６３９１．８ｍ－３·ｍｍ－１，但一般小于５０００ｍ－３·

ｍｍ－１。第二时段的强降水出现在１８日１６：４６—

１７：３７，１７：０６有极大雨强（７４．１ｍｍ·ｈ－１），这一阶段

粒子数密度最大为３９０３．１ｍ－３·ｍｍ－１，最大谱宽为

４．７５ｍｍ，小粒子峰值直径在０．５６２～０．８１２ｍｍ。１８

日１９：００至１９日０１：１５是弱降水时段，雨强逐渐减

小，一般小于１０ｍｍ·ｈ－１，雨滴谱有较窄粒子谱宽，

最大 谱 宽 为 ３．１２ ｍｍ，粒 子 数 密 度 最 大 为

１８１９．４ｍ－３·ｍｍ－１。１９日０５：００—１３：００也是弱降

水时段，雨滴谱有最窄的粒子谱宽，最大谱宽仅为

２．７５ｍｍ，一般小于２．０ｍｍ；但粒子数密度大，最大

为６２４２．１ｍ－３·ｍｍ－１。

　　肥城（图１ｂ１，１ｂ２），主要降水时段出现在１８日

０１：００至１９日１９：４０，其中１８日０９：００—１２：２０资

料缺测。肥城最大雨强为１０３．５ｍｍ·ｈ－１，比商丘

最大 雨 强 小 得 多。雨 滴 谱 谱 宽 偏 小，最 大 为

５．５ｍｍ。小粒子最大数密度也比商丘低，最大只有

４５０２．２ｍ－３·ｍｍ－１，对应的峰值直径为０．５６２ｍｍ。

１９日０９：２６—１９：４０较弱降水时段，最大雨强为

３３．４ｍｍ·ｈ－１，谱宽一般小于３．７５ｍｍ，但有较大

的粒子数密度，最大（４３３３．９ｍ－３·ｍｍ－１）出现在

降水结束时期，对应的峰值直径仅为０．４３７ｍｍ。

　　寿光（图１ｃ１，１ｃ２）强降水时段出现在降水后期，

最大雨强（１２１．４ｍｍ·ｈ－１）出现在１９日２０：５８，最

大雨强比肥城大，但比商丘小。强降水时段最大谱

宽为５．５ｍｍ，粒子数密度最大为５２１２．６ｍ－３·

ｍｍ－１。

旅顺（图１ｄ１，１ｄ２）１９日１４：００至２０日０４：１３主

要是层状降水，该时段最大谱宽不大于３．２５ｍｍ，粒

子数密度也比较低，最大仅为６６８．３ｍ－３·ｍｍ－１。

２０日０４：１４—１２：００是强降水时段，属于温带气旋

降水，最大雨强为１１５．９ｍｍ·ｈ－１，最大谱宽为

６．５ｍｍ；最大粒子数密度为１００６９．１ｍ－３·ｍｍ－１，

但该高值出现在较小雨强时（２１．６ｍｍ·ｈ－１），对应

的粒子直径只有０．３１２５ｍｍ。

长海（图１ｅ１，１ｅ２）１９日２３：０１至２０日０３：００弱

降水的雨滴谱谱宽不大于３．２５ｍｍ，粒子数密度一

般不超过１００ｍ－３·ｍｍ－１。２０日０４：２１—１０：００是

长海主要降水时段（０５：３５—０６：０５资料有缺测），属

于温带气旋降水，最大雨强为１２９．４ｍｍ·ｈ－１，该

时段有大的粒子谱宽，最大谱宽为７．５ｍｍ。小粒

子数密度也比较大，最大值（９０８０．１ｍ－３·ｍｍ－１）

出现在强降水减弱阶段（２０日０８：０８），对应的粒子

直径为０．３１２５ｍｍ。

３　雨滴谱和参数统计特征

３．１　平均雨滴谱特征

本文根据雨强大小将雨滴谱资料分成７类，分

析每一类的平均雨滴谱，每一类对应的雨强范围见

表１，表中还给出了５个观测点在每一类雨强中出

现的分钟数。对流性降水（犚＞１０ｍｍ·ｈ
－１）在商

丘出现时间最长，寿光次之，旅顺也有较长时间的强

对流降水（犚＞２０ｍｍ·ｈ
－１）。肥城层状降水（犚＜

１０ｍｍ·ｈ－１）出现时间最长，寿光和商丘层状降水

持续时间也较长。

从不同观测点、不同雨强的平均雨滴谱（图２ａ

～２ｇ）对比来看，平均雨滴谱的变化有一些共同特

征。除了第一类微雨降水平均雨滴谱，其他６类存

在转变直径（犇ｓ），直径小于犇ｓ 时有较大粒子数密

度的平均雨滴谱，直径大于犇ｓ 时则有较小的粒子

数密度。随着雨强增大犇ｓ逐渐增大，对应６类雨强

的犇ｓ分别为１．３７５、１．８７５、２．１２５、２．７５０、２．７５０、

２．７５０ｍｍ，在强对流降水以后稳定在２．７５０ｍｍ。

商丘、肥城、寿光、旅顺和长海５个观测点直径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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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ｓ的小粒子数密度是逐渐减小的，而直径大于犇ｓ

的较大粒子数密度在商丘、肥城、寿光三个观测点很

接近，与旅顺和长海有明显差异，雨滴直径越大差异

越明显，表明台风在从南向北移动过程降水雨滴谱

中大直径雨滴有增大的趋势。

图１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８—２０日（ａ１，ａ２）商丘、（ｂ１，ｂ２）肥城、（ｃ１，ｃ２）寿光、（ｄ１，ｄ２）旅顺、（ｅ１，ｅ２）长海各站

（ａ１，ｂ１，ｃ１，ｄ１，ｅ１）雨强和（ａ２，ｂ２，ｃ２，ｄ２，ｅ２）雨滴谱随时间的演变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１，ｂ１，ｃ１，ｄ１，ｅ１）ｒａｉ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ａ２，ｂ２，ｃ２，ｄ２，ｅ２）ｒａｉｎｄｒｏｐ

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犖（犇）ｗｉｔｈｔｉｍｅａｔ（ａ１，ａ２）Ｓｈａｎｇｑｉｕ，（ｂ１，ｂ２）Ｆｅｉｃｈｅｎｇ，（ｃ１，ｃ２）Ｓｈｏｕｇｕａｎｇ，

（ｄ１，ｄ２）Ｌｕｓｈｕｎ，ａｎｄ（ｅ１，ｅ２）Ｃ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１８－２０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８

表１　雨强分类和５个观测点对应雨强持续时间

犜犪犫犾犲１　犆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狉犪犻狀犻狀狋犲狀狊犻狋狔犪狀犱犱狌狉犪狋犻狀狅犳犲犪犮犺狋狔狆犲狅犳狉犪犻狀犻狀狋犲狀狊犻狋狔犪狋犲犪犮犺狊狋犪狋犻狅狀

类型 雨强／（ｍｍ·ｈ－１）
持续时间／ｍｉｎ

商丘 肥城 寿光 旅顺 长海

１ ０．１＜犚≤２ ７０９ ８７１ ８４２ ９０１ ５６６

２ ２＜犚≤５ ３９４ ６１３ ３４１ １７５ ８９

３ ５＜犚≤１０ ３０８ ３５４ ２１２ ９６ ７５

４ １０＜犚≤２０ ２００ １２２ １８６ ９６ ５２

５ ２０＜犚≤５０ １７９ ７５ １５３ ８６ ５０

６ ５０＜犚≤１００ ３９ ２３ ４３ ３１ １４

７ 犚＞１００ ３５ １ ２ ４ ２

３５４１　第１１期　　　　　 　 　　　　　王　俊等：台风温比亚（２０１８）登陆后雨滴谱演变特征研究　　　　　　　 　　　　　



　　商丘、肥城和寿光的平均雨滴谱存在第二峰值，

弱降水（２ｍｍ·ｈ－１＜犚≤５ｍｍ·ｈ
－１）中肥城和寿

光的平均雨滴谱在０．９３７ｍｍ有第二峰值，较强降

水（５ｍｍ·ｈ－１＜犚≤１０ｍｍ·ｈ
－１，１０ｍｍ·ｈ－１＜

犚≤２０ｍｍ·ｈ
－１）中商丘、肥城和寿光的平均雨滴

谱在０．９３７ｍｍ有第二峰值。而强对流降水（犚＞

２０ｍｍ·ｈ－１）中肥城在２ｍｍ附近有第二峰值，在

犚＞１００ｍｍ·ｈ
－１的１ｍｉｎ雨滴谱中第二峰值明显。

其他研究也有类似结果（Ｂ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９）。另外，数

值模拟显示平衡雨滴谱在接近１．０ｍｍ或２．０ｍｍ

时存在第二、第三峰 （ＭｃＦａｒｑｕｈａｒ，２００４；Ｓｔｒａｕｂ

ｅｔａｌ，２０１０）。本次台风降水在犚＜２０ｍｍ·ｈ
－１的

对流降水及层状降水中接近１．０ｍｍ时出现第二峰

值，而强对流降水（犚＞２０ｍｍ·ｈ
－１）在２．０ｍｍ附

近出现峰值，表示出台风的暖雨降水中碰并、碰撞

破碎机制活跃，导致平衡雨滴谱的出现。

　　图２ｈ、２ｉ为肥城和长海７类雨强的平均雨滴

谱，由图可见不同观测点随雨强增大平均雨滴谱的

变化特征。肥城在第二～第五类雨强的平均雨滴谱

之间在较大直径时粒子数密度的增加是均匀的；而

图２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８—２０日（ａ～ｇ）不同雨强５个观测点的平均雨滴谱分布，（ｈ）肥城和（ｉ）长海不同雨强平均雨滴谱分布

（ａ）０．１ｍｍ·ｈ－１＜犚≤２ｍｍ·ｈ－１，（ｂ）２ｍｍ·ｈ－１＜犚≤５ｍｍ·ｈ－１，（ｃ）５ｍｍ·ｈ－１＜犚≤１０ｍｍ·ｈ－１，

（ｄ）１０ｍｍ·ｈ－１＜犚≤２０ｍｍ·ｈ－１，（ｅ）２０ｍｍ·ｈ－１＜犚≤５０ｍｍ·ｈ－１，

（ｆ）５０ｍｍ·ｈ－１＜犚≤１００ｍｍ·ｈ－１，（ｇ）犚＞１００ｍｍ·ｈ
－１

Ｆｉｇ．２　（ａ－ｇ）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ａｉｎｄｒｏｐ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ｔｆｉｖｅ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ｈ，ｉ）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ａｉｎｄｒｏｐ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ｅｖｅｎｒａｉ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ａｔ（ｈ）Ｆｅｉｃｈｅｎｇａｎｄ（ｉ）Ｃｈａｎｇｈａｉｉｎ１８－２０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８

（ａ）０．１ｍｍ·ｈ－１＜犚≤２ｍｍ·ｈ－１，（ｂ）２ｍｍ·ｈ－１＜犚≤５ｍｍ·ｈ－１，（ｃ）５ｍｍ·ｈ－１＜犚≤１０ｍｍ·ｈ－１，

（ｄ）１０ｍｍ·ｈ－１＜犚≤２０ｍｍ·ｈ－１，（ｅ）２０ｍｍ·ｈ－１＜犚≤５０ｍｍ·ｈ－１，

（ｆ）５０ｍｍ·ｈ－１＜犚≤１００ｍｍ·ｈ－１，（ｇ）犚＞１００ｍｍ·ｈ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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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类和第六类雨强平均雨滴谱之间则稍有不同，

即随着直径增大，粒子数密度增加得越大，表明雨强

的增大更多是由较大粒子的增加所致；第七类雨强

平均雨滴谱是典型的平衡雨滴谱；总的来看，肥城不

同雨强的平均雨滴谱谱宽较窄，雨强的增大主要是

由不同直径大小粒子数密度增加所致。而长海不同

雨强的平均雨滴谱对比表明，随着雨强增大，较大直

径（特别是直径＞３．０ｍｍ）的粒子数密度有较快的

增加。商丘和寿光平均雨滴谱随雨强增大的变化与

肥城平均雨滴谱类似，表明这３个观测点的降水受

雨滴浓度影响较大，而长海和旅顺降水的增加受雨

滴直径增大的影响更显著。

　　另外，长海和旅顺的平均雨滴谱在小粒子端显

示出不一样的特征，商丘、肥城和寿光小于１．０ｍｍ

的小粒子数密度较低，直径小于２ｍｍ的小粒子分

布曲线是向下凹的，而长海平均雨滴谱在小粒子端

有最大的粒子数密度，在犚＜１０ｍｍ·ｈ
－１的三类平

均雨滴谱中，１．０ｍｍ附近还存在第二峰值，对流降

水中随着雨强增大第二峰已消失，直径小于２ｍｍ

的小粒子分布曲线接近直线并转变成向上凹。Ｄｏ

ｌ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分析表明，冰相为主的降水过程，降

水雨滴谱具有向上凹的特征，这表明长海降水冰相

过程已经起到重要作用，而商丘、肥城和寿光降水则

是以暖雨机制为主。Ｇａｔｌ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研究表明，

高空冰相粒子在暖云中融化，然后通过碰并增长是

形成大雨滴的主要原因之一，旅顺和长海降水中冰

相过程有重要影响，这两个观测点地面平均雨滴谱

中有较多大雨滴，雨滴谱谱宽大。商丘、肥城和寿光

降水中暖雨降水有重要作用，暖云中雨滴碰并、碰

撞破碎机制活跃，导致大雨滴减少，雨滴谱谱宽偏

小。

３．２　犣犚关系

图３是利用雨滴谱资料计算的５个观测点的雷

达反射率因子犣与雨强犚（＞０．１ｍｍ·ｈ
－１）关系图。

图３中红色实线是５个观测点所有资料拟合的对流

降水（犚＞１０．０ｍｍ·ｈ
－１）的犣犚 关系（犣＝犃×犚犫，

犃和犫为系数），蓝色点划线是各个观测点资料拟

图３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８—２０日（ａ）商丘、（ｂ）肥城、（ｃ）寿光、（ｄ）旅顺、

（ｅ）长海雨滴谱犣犚 散点（黑点）和拟合线

（红色实线为５个观测点全部对流数据拟合线，蓝色点划线为各个观测点对流数据拟合线）

Ｆｉｇ．３　Ｓｃａｔｔｅｒｐｌｏｔｓ（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ｂｅｓｔｆｉｔｌｉｎｅｓ（ｒｅｄｌｉｎｅ）ｏｆｒａｄａｒ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犣ｖｅｒｓｕｓ

ｒａｉ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犚ａｔ（ａ）Ｓｈａｎｇｑｉｕ，（ｂ）Ｆｅｉｃｈｅｎｇ，

（ｃ）Ｓｈｏｕｇｕａｎｇ，（ｄ）Ｌｕｓｈｕｎ，（ｅ）Ｃ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１８－２０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８

（Ｒｅｄｌｉｎｅｉｓｔｈｅｆｉｔｔｅｄ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ｒａｉｎｄｒｏｐｓｐｅｃｔｒａａｔｔｈｅｆ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ｂｌｕｅ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ｉｓｔｈｅｆｉｔｔｅｄｃｕｒｖｅｓｆｏｒｅａｃｈ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ｒａｉｎｄｒｏｐｓｐｅｃｔ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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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对流降水犣犚 关系。本次过程总的犣犚 关系

与新一代多普勒雷达对流云降水犣犚 关系（Ｆｕｌｔｏｎ

ｅｔａｌ，１９９８）相近，商丘、肥城和寿光的结果与“温比

亚”在浙江、上海、江苏等地区的观测结果（冯婉悦

等，２０２１）基本一致，与旅顺和长海有较明显的差异。

　　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ａｎｄＵｌｂｒｉｃｈ（２００３）和 Ｕｉｊｌｅｎｈｏｅｔ

ｅｔａｌ（２００３）研究显示，系数犃与雨滴浓度的大小有

关。指数犫与雨滴形成的微物理过程有关，较大的

犫（约为１．６）属于典型雨滴尺寸控制，而犫接近１属

于雨滴浓度控制（碰并、碰撞破碎达到平衡状态）。

不同观测点犣犚 关系的差异表明云中微物理特征

是不同的，图２中肥城平均雨滴谱中平衡雨滴谱特

征最明显，所以有最小的指数。商丘和寿光观测点

的指数只有微小的差异，说明两地降水的微物理过

程没有明显差别。这３个观测点的结果显示降水雨

滴谱特征属于浓度尺寸混合控制。旅顺和长海观

测点的指数犫在１．６左右，属于典型的尺寸控制的

雨滴谱特征（Ｕｉｊｌｅｎｈｏｅ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３）。

３．３　归一化参数犖狑、犇犿 分布特征

图４是不同观测点的ｌｇ犖ｗ犇ｍ 分布，图中根据

雨强大小将数据分类显示。首先第一类降水雨滴谱

中有一部分具有高ｌｇ犖ｗ（＞４．５）、小犇ｍ（＜１．２ｍｍ），

Ｗ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在分析南京地区降水雨滴谱特征

时将这一类谱定义为浅降水，属于纯暖云降水，图４

显示商丘、肥城和寿光存在这一类雨滴谱，而旅顺和

长海则欠缺，上文分析也表明旅顺和长海的弱降水

雨滴谱较宽、粒子数密度低，不具有浅降水雨滴谱特

征。

　　从图４可以看出，商丘、肥城和寿光对流降水数

据点大部分位于海洋性对流降水附近，一部分具有较

大犇ｍ（＞１．７５ｍｍ）的数据点同时具有较大的ｌｇ犖ｗ，

图４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８—２０日（ａ）商丘、（ｂ）肥城、（ｃ）寿光、（ｄ）旅顺、（ｅ）长海不同雨强ｌｇ犖ｗ犇ｍ 散点分布

［绿色矩形框是Ｂｒｉｎｇ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３）给出的海洋性和大陆性对流分布，黑色点划线是对流降水与层状云降水

之间的分离线，蓝色实线是层状云降水平均分布；黑色实线是商丘、肥城和寿光对流降水与

层状云降水分离线，红色实线是旅顺和长海对流降水与层状云降水分离线］

Ｆｉｇ．４　Ｓｃａｔｔｅｒｐｌｏｔｓ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ｎｕｍｂｅ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ｌｇ犖ｗｖｅｒｓｕｓｔｈｅｍａｓｓ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ｍｅａｎ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犇ｍｆｏｒｓｅｖｅｎｒａｉ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ａｔ（ａ）Ｓｈａｎｇｑｉｕ，（ｂ）Ｆｅｉｃｈｅｎｇ，

（ｃ）Ｓｈｏｕｇｕａｎｇ，（ｄ）Ｌｕｓｈｕｎ，ａｎｄ（ｅ）Ｃ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１８－２０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８

［Ｔｗｏｇｒｅｅｎ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ｂｏｘ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ｍａｒｔｉｍｅ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ｎｇｅ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ｂｙＢｒｉｎｇ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３），

ｂｌａｃｋｄａｓｈ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ｉｓ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ｉｆｏｒｍ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ａｎｄｂｌｕｅ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ｉｓ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ｒａｔｉｆｏｒｍ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Ｂｒｉｎｇ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ｉｓｔｈ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ｏｒｌｉｎ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ｉｆｏｒｍ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ｔＳｈａｎｇｑｉｕ，ＦｅｉｃｈｅｎｇａｎｄＳｈｏｕｇｕａｎｇ，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ｒｅｄ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ｉｓｔｈ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ｏｒｌｉｎｅａｔＬｕｓｈｕｎ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ｈａ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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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大陆性对流降水区域的上方。旅顺的对流降水

数据具有较宽的犇ｍ 分布范围，少部分数据点位于

海洋性对流附近，大部分数据点位于大陆性对流区

域的上方和右侧，表明旅顺的对流降水既有海洋性，

也有大陆性对流降水，而长海的对流降水数据点远

离海洋性对流降水区域，主要位于大陆性对流降水

区域附近，表明长海的对流降水是典型大陆性对流

降水。参考Ｄｏｌ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的研究结果，由商丘、

肥城和寿光观测点参数分布可见其云中的微物理过

程为碰并增长为主的暖雨过程和暖雨冰相混合两

类，而旅顺和长海观测点的微物理过程是暖雨冰相

混合、冰相为主两类。

Ｂｒｉｎｇ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９）给出的对流层状分离线（图

４中点划线）位于５～１０ｍｍ·ｈ
－１降水区域，图中黑

色实线是雨强５～１０ｍｍ·ｈ
－１（红点）和１０～

２０ｍｍ·ｈ－１（蓝点）数据之间的分离线，其斜率比

Ｂｒｉｎｇ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９）给出的对流层状分离线的斜率

要小。由于本次台风的对流降水有比较强的冰相过

程，所以不同雨强之间的分离线有较小的斜率

（Ｂｒｉｎｇ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９）。旅顺和长海两个观测点的

ｌｇ犖ｗ犇ｍ 分布就清楚地表现出这一特点，有更小斜

率的红线能更好地分离雨强５～１０ｍｍ·ｈ
－１和

１０～２０ｍｍ·ｈ
－１的数据。表明分离线的斜率与降

水粒子的形成机制有关，冷云过程越强，斜率越小。

　　另外，图４中红色三角形是不同雨强ｌｇ犖ｗ、犇ｍ

的平均值，随着雨强增大犇ｍ 是逐渐增大的，表明大

雨滴对降水的增大有重要贡献；对于ｌｇ犖ｗ，商丘、肥

城和寿光３个观测点随着雨强增大ｌｇ犖ｗ 略有增

大，而旅顺和长海两个观测点的ｌｇ犖ｗ 随着雨强增

大基本不变，表明这两个观测点雨强的增大受雨滴

直径增大的影响更显著。因此，商丘、肥城和寿光３

个观测点的对流降水雨滴谱属于浓度尺寸混合控

制，而旅顺和长海的对流降水雨滴谱属于尺寸控制

（Ｕｉｊｌｅｎｈｏｅ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３），这与上文利用犣犚 关系分

析的结论是一致的。

４　结　论

利用Ｐａｒｓｉｖｅｌ型降水天气现象仪观测资料，分

析了２０１８年登陆台风温比亚深入内陆后，热带低压

阶段商丘、肥城和寿光，以及温带气旋阶段旅顺、长

海各个观测点雨滴谱演变特征，主要结果为：

（１）商丘、肥城和寿光不同雨强的平均雨滴谱类

似，小雨滴浓度较高、大雨滴浓度偏低，粒子数密度

在直径２．００ｍｍ附近易出现第二峰值，具有平衡雨

滴谱特征；而旅顺和长海平均雨滴谱分布类似，小雨

滴浓度较低，而大雨滴浓度偏高，平均雨滴谱具有冰

相控制的雨滴谱的特征。

（２）商丘、肥城和寿光的犣犚 关系类似，并且与

“温比亚”登陆后沿海的犣犚 关系很接近，表明“温

比亚”深入内陆后一直到减弱成温带气旋之前的降

水微物理特征变化不大；旅顺和长海的犣犚 关系类

似，具有较大的指数，表明温带气旋在东北降水的微

物理特征有明显改变，冰相过程控制了雨滴谱分布。

（３）归一化伽马函数的参数分布（ｌｇ犖ｗ犇ｍ）显

示，商丘、肥城和寿光对流降水数据点位于海洋性对

流降水附近，云中微物理过程主要是碰并增长为主

的暖雨过程和暖雨冰相混合两类；旅顺和长海的对

流降水数据点主要位于大陆性对流附近，表明这两

个观测点的对流降水具有大陆性对流降水特征，云

中微物理过程主要以暖雨冰相混合、冰相两类为

主。

“温比亚”深入内陆后不断受冷空气影响，先后

减弱成热带气旋、温带气旋，并出现两次移动方向的

改变，分析显示降水的微物理特征变化缓慢，只有在

减弱成温带气旋之后，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才导致云

中微物理过程的显著改变。

参考文献

卜松，李英，２０２０．华东登陆热带气旋降水不同分布的对比分析［Ｊ］．

大气科学，４４（１）：２７３８．ＢｕＳ，ＬｉＹ，２０２０．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ｍａｋｉｎｇｌａｎｄｆａｌｌ

ｉｎ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Ｊ］．ＣｈｉｎＪＡｔｍｏｓＳｃｉ，４４（１）：２７３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冯婉悦，施丽娟，王智敏，等，２０２１．雨滴谱仪资料在“温比亚”台风降

水估测中的应用探究［Ｊ］．气象，４７（４）：３８９３９７．ＦｅｎｇＷ Ｙ，Ｓｈｉ

ＬＪ，ＷａｎｇＺＭ，ｅｔａｌ，２０２１．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ｉｎｄｒｏｐｄｉｓｄｒｏｍｅｔｅｒ

ｄａｔａｉｎ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ｙｐｈｏｏｎＲｕｍｂｉａ［Ｊ］．ＭｅｔｅｏｒＭｏｎ，

４７（４）：３８９３９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高拴柱，２０２０．２０１８年台风温比亚的强对流螺旋雨带观测特征分析

［Ｊ］．气象，４６（６）：７９２８００．ＧａｏＳＺ，２０２０．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ｓｅｖｅｒｅ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ｓｐｉｒａｌｒａｉｎｂａｎｄｏｆＴｙｐｈｏｏｎＲｕｍｂｉａ

（２０１８）［Ｊ］．ＭｅｔｅｏｒＭｏｎ，４６（６）：７９２８０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梁军，张胜军，冯呈呈，等，２０１９．台风Ｐｏｌｌｙ（９２１６）和 Ｍａｔｍｏ（１４１０）

对辽东半岛降水影响的对比分析［Ｊ］．气象，４５（６）：７６６７７６．

ＬｉａｎｇＪ，ＺｈａｎｇＳＪ，ＦｅｎｇＣＣ，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ｙｎｏｐ

ｔｉｃ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ｈｅａｖｙｒａｉ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ｙｐｈｏｏｎｓＰｏｌｌｙａｎｄ

ＭａｔｍｏｏｖｅｒＬｉａｏｄｏｎｇ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Ｊ］．ＭｅｔｅｏｒＭｏｎ，４５（６）：７６６

７７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吕童，２０１８．登陆台风雨滴谱特征观测研究［Ｄ］．南京：南京大学．Ｌｙｕ

７５４１　第１１期　　　　　 　 　　　　　王　俊等：台风温比亚（２０１８）登陆后雨滴谱演变特征研究　　　　　　　 　　　　　



Ｔ，２０１８．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ａｉｎｄｒｏｐ

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ｎｄｆａｌｌｉｎｇｔｙｐｈｏｎｓ［Ｄ］．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申高航，高安春，李君，２０２１．雨滴谱及双偏振雷达等资料在一次强降

水过程中的应用［Ｊ］．气象，４７（６）：７３７７４５．ＳｈｅｎＧＨ，ＧａｏＡＣ，

ＬｉＪ，２０２１．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ｉｎｄｒｏｐ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ｎｄｄｕａｌｐｏｌａｒｉｚａ

ｔｉｏｎｒａｄａｒｄａｔａｔｏａｈｅａｖｙｒａｉ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Ｊ］．ＭｅｔｅｏｒＭｏｎ，４７（６）：

７３７７４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俊，王文青，王洪，等，２０２１．山东北部一次夏末雹暴地面降水粒子

谱特征［Ｊ］．应用气象学报，３２（３）：３７０３８４．ＷａｎｇＪ，ＷａｎｇＷ

Ｑ，ＷａｎｇＨ，ｅｔａｌ，２０２１．Ｈｙｄｒｏｍｅｔｅｏｒ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ｄｕｒｉｎｇａｌａｔｅｓｕｍｍｅｒｈａｉｌｓｔｏｒｍ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Ｊ］．ＪＡｐｐｌ

ＭｅｔｅｏｒＳｃｉ，３２（３）：３７０３８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叶红，赵玉春，罗昌荣，等，２０１９．双雷达风场反演拼图在登陆台风

“莫兰蒂”（１６１４）强降水精细预报中的同化应用试验［Ｊ］．气象学

报，７７（４）：６１７６４４．ＷａｎｇＹＨ，ＺｈａｏＹＣ，ＬｕｏＣ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ｕａｌｒａｄａｒｒｅ

ｔｒｉｅｖａｌｗｉｎｄｍｏｓａｉｃｓｉｎ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ｈｅａｖｙ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ｐｒｏ

ｄｕｃｅｄｂｙｌａｎｄｆａｌｌＴｙｐｈｏｏｎ“Ｍｅｒａｎｔｉ”（１６１４）［Ｊ］．ＡｃｔａＭｅｔｅｏｒ

Ｓｉｎ，７７（４）：６１７６４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吴天贻，周玉淑，王咏青，等．２０２１．两次不同季风强度背景下的西行

台风登陆过程降水特征对比分析 ［Ｊ］．大气科学，４５（６）：１１７３

１１８６．ＷｕＴＹ，ＺｈｏｕＹＳ，ＷａｎｇＹＱ，ｅｔａｌ，２０２１．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ｗａｒｄｔｙｐｈｏｏｎ

ｃａｓｅｓ“Ｂｉｌｉｓ”ａｎｄ“Ｓｅｐａｔ”ｄｕｒｉｎｇｌａｎｄｆａｌｌ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ｎ

ｓｏｏ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Ｊ］．ＣｈｉｎＪＡｔｍｏｓＳｃｉ，４５（６）：１１７３１１８６（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

徐亚钦，夏园锋，翟国庆，等，２０１８．“苏拉”台前强螺旋云带辐合特征

分析［Ｊ］．气象，４４（１０）：１２７５１２８５．ＸｕＹＱ，ＸｉａＹＦ，ＺｈａｉＧＱ，

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ｅｖｅｒｅｐｒｅｆｒｏｎｔａｌｓｐｉ

ｒａｌｃｌｏｕｄｂａｎｄｏｆＴｙｐｈｏｏｎＳａｏｌａ［Ｊ］．ＭｅｔｅｏｒＭｏｎ，４４（１０）：１２７５

１２８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杨舒楠，端义宏，２０２０．台风温比亚（１８１８）降水及环境场极端性分析

［Ｊ］．应用气象学报，３１（３）：２９０３０２．ＹａｎｇＳＮ，ＤｕａｎＹ Ｈ，

２０２０．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ｉｅｌｄｏｆＴｙｐｈｏｏｎＲｕｍｂｉａｉｎ２０１８［Ｊ］．ＪＡｐｐｌＭｅｔｅｏｒＳｃｉ，３１（３）：

２９０３０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朱红芳，杨祖祥，王东勇，等，２０１９．进入内陆的两个台风降水特征对

比分析［Ｊ］．气象学报，７７（２）：２６８２８１．ＺｈｕＨＦ，ＹａｎｇＺＸ，

ＷａｎｇＤ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ｓ

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ｗｏｔｙｐｈｏｏｎｓｉｎｉｎ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Ｊ］．ＡｃｔａＭｅｔｅｏｒＳｉｎ，７７

（２）：２６８２８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ａｏＸＷ，ＷｕＬＧ，ＴａｎｇＢ，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ｒａｉｎｄｒｏｐ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ａｉｎｂａｎｄ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ｙｐｈｏｏｎＦｉｔｏｗ

（２０１３）［Ｊ］．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Ａｔｍｏｓ，１２４（２２）：１２２６２１２２８１．

ＢａｏＸＷ，ＷｕＬＧ，ＺｈａｎｇＳ，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ａ．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ｒａｉｎｄｒｏｐｓｉｚｅ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ｎｅｒａｎｄｏｕｔｅｒｒａｉｎｂａｎｄｒａｉｎｉｎＴｙ

ｐｈｏｏｎＭａｒｉａ（２０１８）［Ｊ］．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Ａｔｍｏｓ，１２５（１４）：

ｅ２０２０ＪＤ０３２４８２．

ＢａｏＸＷ，ＷｕＬＧ，ＺｈａｎｇＳ，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ｂ．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

ｒａｉｎｄｒｏｐ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ｅｙｅｗａｌｌａｎｄｓｐｉｒａｌｒａｉｎｂａｎｄｓｏｆ

ＴｙｐｈｏｏｎＬｅｋｉｍａ （２０１９）［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Ｌｅｔｔ，４７（２３）：

ｅ２０２０ＧＬ０９０７２９．

ＢａｔｔａｇｌｉａＡ，ＲｕｓｔｅｍｅｉｅｒＥ，Ｔｏｋａｙ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Ｐａｒｓｉｖｅｌｓｎｏｗ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Ｊ］．ＪＡｔｍｏｓＯｃｅａ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７

（２）：３３３３４４．

ＢｒｉｎｇｉＶＮ，ＣｈａｎｄｒａｓｅｋａｒＶ，ＨｕｂｂｅｒｔＪ，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Ｒａｉｎｄｒｏｐ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ｒｅｇｉｍｅｓｆｒｏｍｄｉｓｄｒｏｍｅｔｅｒａｎｄ

ｄｕａｌ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ｒａｄａ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ＪＡｔｍｏｓＳｃｉ，６０（２）：３５４３６５．

ＢｒｉｎｇｉＶ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ＣＲ，Ｔｈｕｒａｉ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Ｕｓｉｎｇｄｕａｌｐｏｌａｒ

ｉｚｅｄｒａｄａｒａｎｄｄｕ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ｒｆｏｒＤＳ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ｆｒｏｍＤａｒｗｉ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Ｊ］．ＪＡｔｍｏｓＯｃｅａｎＴｅｃｈｎ

ｏｌ，２６（１０）：２１０７２１２２．

ＣｈｅｎＢＪ，ＷａｎｇＹ，ＭｉｎｇＪ，２０１２．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

ｒａｉｎｄｒｏｐ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ｙｐｈｏｏｎ Ｍｏｒａｋｏｔ（２００９）［Ｊ］．Ｊ

ＴｒｏｐＭｅｔｅｏｒ，１８（２）：１６２１７１．

ＣｈｅｎＢＪ，ＹａｎｇＪ，ＧａｏＲＱ，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ｒａｉｎ

ｄｒｏｐ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ｙｐｈｏｏｎ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ｔｔｈｅ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３５６

ｍ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ｏｗｅｒ［Ｊ］．ＪＡｔｍｏｓＳｃｉ，７７（１２）：４１７１４１８７．

ＣｈｅｎＧ，ＺｈａｏＫ，Ｗｅｎ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ｔｈｒｅｅ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ｅｖ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ｎｓｅ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ｙｐｏｌａｒｉ

ｍｅｔｒｉｃｒａｄａｒａｎｄｄｉｓｄｒｏｍｅｔｅｒ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Ｊ］．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１１

（１７）：２００４．

ＤｏｌａｎＢ，ＦｕｃｈｓＢ，ＲｕｔｌｅｄｇｅＳ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Ｐｒｉｍａｒｙｍｏｄｅｓｏｆｇｌｏｂａｌ

ｄｒｏｐ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Ｊ］．ＪＡｔｍｏｓＳｃｉ，７５（５）：１４５３１４７６．

ＦｅｎｇＬ，ＨｕＳ，ＬｉｕＸＴ，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ｙｐｈｏｏｎＭａｎｇｋｈｕｔ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ｕｓｉｎｇ２Ｄ

ｖｉｄｅｏｄｉｓｄｒｏｍｅｔｅｒｓ［Ｊ］．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１１（９）：９７５．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Ｋ，ＫａｌｉｎａＥＡ，ＭａｓｔｅｒｓＦＪ，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Ｄｒｏｐ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ｍ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ｂｙｏｐ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ｄｒｏｍｅｔｅｒｓｄｕｒｉｎｇ

ＶＯＲＴＥＸ２［Ｊ］．ＭｏｎＷｅａＲｅｖ，１４１（４）：１１８２１２０３．

ＦｕｌｔｏｎＲＡ，ＢｒｅｉｄｅｎｂａｃｈＪＰ，ＳｅｏＤＪ，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ＴｈｅＷＳＲ８８Ｄ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Ｗｅａ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１３（２）：３７７３９５．

ＧａｔｌｉｎＰＮ，ＴｈｕｒａｉＭ，ＢｒｉｎｇｉＶ 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ｆｏｒｌａｒｇｅ

ｒａｉｎｄｒｏｐｓ：ａｇｌｏｂａｌ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ｖｉｄｅｏｄｉｓｄｒｏｍｅ

ｔｅ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Ｊ］．ＪＡｐｐｌＭｅｔｅｏｒ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５４（５）：１０６９１０８９．

ＪａｆｆｒａｉｎＪ，ＢｅｒｎｅＡ，２０１１．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 Ｐａｒｓｉｖｅｌｄｉｓ

ｄｒｏｍｅｔｅｒｓ［Ｊ］．ＪＨｙｄｒｏ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１２（３）：３５２３７０．

ＪｉＬ，ＣｈｅｎＨＨ，Ｌｉ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Ｒａｉｎｄｒｏｐ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ａ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ｙａＰａｒｓｉｖｅｌｄｉｓｄｒｏｍｅｔｅｒ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Ｊ］．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１１（１２）：１４７９．

ＬｆｆｌｅｒＭａｎｇＭ，ＪｏｓｓＪ，２０００．Ａｎｏｐ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ｄｒｏｍｅｔｅｒｆｏｒ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ｓｉｚｅａｎ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ｆｈｙｄｒｏｍｅｔｅｏｒｓ［Ｊ］．ＪＡｔｍｏｓＯｃｅａｎＴｅｃｈｎｏｌ，

１７（２）：１３０１３９．

ＭｃＦａｒｑｕｈａｒＧ Ｍ，２００４．Ａｎｅｗ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ｒｅａｋｕｐｏｆｒａｉｎｄｒｏｐｓ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ｈａｐｅｓｏｆｒａｉｎ

ｄｒｏｐ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Ｊ］．ＪＡｔｍｏｓＳｃｉ，６１（７）：７７７７９４．

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Ｄ，ＵｌｂｒｉｃｈＣ Ｗ，２００３．Ｃｌｏｕｄ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ｎｄ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Ｊ］．ＭｅｔｅｏｒＭｏｎｏｇｒ，

３０（５２）：２３７２５８．

ＳｔｒａｕｂＷ，ＢｅｈｅｎｇＫＤ，Ｓｅｉｆｅｒｔ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８５４１　　　　　　　　　　　　　　　　　　　 　气　　象　　　　　　　　　　　　　　　 　　 　　　第４８卷　



ｏｆ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ｒｅａｋｕｐｏｆｒａｉｎｄｒｏｐｓ．ＰａｒｔⅡ：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ｚａ

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ａｌｅｓｃｅｎｃ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ａｎｄ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Ｊ］．ＪＡｔｍｏｓＳｃｉ，６７（３）：５７６５８８．

ＴｅｓｔｕｄＪ，ＯｕｒｙＳ，ＢｌａｃｋＲ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ｎｏｒｍａｌ

ｉｚｅ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ｒａｉｎｄｒｏｐｓｐｅｃｔｒａ：ａｔｏｏｌｆｏｒｃｌｏｕ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ｃｌｏｕ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Ｊ］．ＪＡｐｐｌＭｅｔｅｏｒＣｌｉｍａｔｏｌ，

４０（６）：１１１８１１４０．

ＴｏｋａｙＡ，ＷｏｌｆｆＤＢ，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ＷＡ，２０１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ｖｅｒ

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ａｓｅｒｏｐ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ｄｒｏｍｅｔｅｒ，ＯＴＴＰａｒｓｉｖｅｌ２［Ｊ］．ＪＡｔｍｏｓ

Ｏｃｅａ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３１（６）：１２７６１２８８．

ＵｉｊｌｅｎｈｏｅｔＲ，ＳｍｉｔｈＪＡ，ＳｔｅｉｎｅｒＭ，２００３．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ｏｆｅｘｔｒｅｍ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ｓ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ｇｒｏｕｎｄｂａｓｅｄｒａｉｎ

ｄｒｏｐｓｐｅｃｔｒａ［Ｊ］．ＪＡｔｍｏｓＳｃｉ，６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２３８．

ＷａｎｇＧＬ，ＺｈｏｕＲＲ，ＺｈａｘｉＳＬ，ｅｔａｌ，２０２１．Ｒａｉｎｄｒｏｐ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

ＳＴＥＰｐｒｏｊｅｃｔ［Ｊ］．ＡｔｍｏｓＲｅｓ，２４９：１０５３１１．

ＷａｎｇＭＪ，ＺｈａｏＫ，Ｘｕｅ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ａＴｙｐｈｏｏｎＭａｔｍｏ（２０１４）ｒａｉｎｂ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ｌａｎｄ

ｆａｌｌｏｖｅｒ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ｒａｄａ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Ｊ］．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Ａｔｍｏｓ，１２１（２０）：１２４１５１２４３３．

ＷｅｎＬ，ＺｈａｏＫ，Ｃ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Ｄｒｏｐ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ｅｖｅｎｔｙｐｈｏｏ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Ａｔｍｏｓ，１２３

（１２）：６５２９６５４８．

ＷｅｎＬ，ＺｈａｏＫ，ＺｈａｎｇＧＦ，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ｒａｉｎｄｒｏｐ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ｉｎ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

Ａｓｉａｎｓｕｍｍｅｒｍｏｎｓｏｏｎｓｅａｓｏｎｕｓｉｎｇ２Ｄｖｉｄｅｏｄｉｓｄｒｏｍｅｔｅｒ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ｒａｉｎｒａｄａｒｄａｔａ［Ｊ］．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Ａｔｍｏｓ，１２１（５）：２２６５

２２８２．

ＷｅｎＬ，ＺｈａｏＫ，ＺｈａｎｇＧＦ，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ｌｉｍｉｔａ

ｔｉｏｎｓｏ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ｒａｉｎｄｒｏｐ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ａｄａ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ｄｕｒｉｎｇ ＭｅｉＹｕｓｅａｓｏｎｉｎ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

［Ｊ］．ＪＡｔｍｏｓＯｃｅａ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３４（５）：１０２１１０３７．

ＷｉｌｌｉｓＰＴ，１９８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ｔｓｔｏｓｏｍ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ｄｒｏｐ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ｉｎ［Ｊ］．ＪＡｔｍｏｓＳｃｉ，４１（９）：１６４８

１６６１．

ＹｕｔｅｒＳＥ，ＫｉｎｇｓｍｉｌｌＤＥ，ＮａｎｃｅＬＢ，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ｚｅａｎｄｆａｌｌｓｐｅｅ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ｗｉｔｈｉｎｃｏ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ａｉｎａｎｄｗｅｔｓｎｏｗ［Ｊ］．ＪＡｐｐｌＭｅｔｅｏｒ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４５（１０）：１４５０

１４６４．

（本文责编：何晓欢）

９５４１　第１１期　　　　　 　 　　　　　王　俊等：台风温比亚（２０１８）登陆后雨滴谱演变特征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