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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辐射计观测数据在降水预报中的应用

党张利，张京朋，曲宗希，赵　慧，张北斗，张文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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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兰州大学半干旱气候与环境观测站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夏季地基１２通道微波辐射计观测数
据，对半干旱区降水前和非降水过程的水汽含量和云液态水含量的变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１）水汽含量达到２．２０ｃｍ可以作为半干旱区降水预报的阈值。水汽含量随时间变化比较平缓，变率
约为０．０６ｃｍ／ｈ，且降水前２４ｈ内水汽含量均＞２．２０ｃｍ；或者水汽含量开始较小，但降水前水汽含量
随时间出现拐点，之后变率开始增加，可达０．１９ｃｍ／ｈ以上，进而使水汽含量＞２．２０ｃｍ。这２种情况
均可预报可能有降水产生；（２）云液态水含量达到０．２０ｍｍ可以作为降水预报的阈值，且降水前云液
态水含量随时间变化出现拐点，之后变率开始增加，可以预报１ｈ后可能有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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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水汽含量也称大气可降水量，它表示单位面积

上整层大气中水汽全部凝结并降到地面所形成的降

水量，云液态水含量是指从云底到云顶液态水的积

分含量。水汽含量和云液态水含量在云的演变和降

水发生、变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水汽收支和循

环的长期状态是一个地区气候状态的重要表征

量［１－３］，降水前一段时间内，水汽含量和云液态水含

量都会有一定的变化，这些现象对提高预报精度，减

少旱涝造成的损失有重要意义［４－１１］。

王健等［１２］对乌鲁木齐地区的一次降水过程进

行分析，认为水汽含量在该地区的降水阈值为 ５
ｃｍ；姚展予等［１３］对安徽寿县地区的３次降水过程进
行分析，认为云液态水含量在该地区的降水阈值为

０．４ｍｍ；何生存等［１４］对青海河南地区的３次降水过
程进行分析，认为云液态水含量在该地区的降水阈

值为０．３１ｍｍ；傲雪等［１５］认为武汉地区水汽含量的

降水阈值为 ５ｃｍ，云液态水含量的降水阈值为 １
ｍｍ；雷恒池等［１６］认为西安地区水汽含量的降水阈

值为３．１ｃｍ。可见，降水前水汽含量和云液态水含

量的降水阈值不同地区存在差异。为了认识半干旱

地区降水前水汽含量和云液态水含量的变化特征，

探讨半干旱地区降水前水汽含量和云液态水含量降

水预报的阈值，本文采用微波辐射计和常规观测数

据对其进行了初步探讨。

１　观测仪器与资料

微波辐射计是 ＴＰ／ＷＶＰ－３０００型，由 １２通
道组成，空间分辨率最小为１００ｍ，时间分辨率为
１ｍｉｎ，可以反演从地面到１０ｋｍ高度范围内大气
层的温度、湿度、水汽含量和云液态水含量。观

测站位于兰州大学榆中校区萃英山顶（ＳＡＣＯＬ），
海拔１９６５．８ｍ，观测点的气候状况可以代表半
干旱区域的气候特点［１７］。观测数据选自２００７～
２０１０年夏季。

一般情况下，前一次降水影响完全消除所需

要的时间为４～６ｈ［１８］。如果前２４ｈ、后６ｈ都没
有发生降水则记为一个非降水过程。通过对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夏季的观测数据分析，得到 ２６个
降水样本，３０个非降水过程样本。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降水前和非降水过程中水汽含量的变化特征

图１是降水样本在降水前水汽含量随时间变化
曲线。可以看出，水汽含量整体上随时间呈逐渐上

升趋势。具体表现为：４６．２％的样本的水汽含量随
时间变化比较平缓（图１中黑色曲线），变率约０．０６
ｃｍ／ｈ，但其水汽含量在降水前２４ｈ内均＞２．２０ｃｍ；
２６．９％的样本的水汽含量随时间变化呈缓慢上升趋
势（图１中红色曲线），在降水前５ｈ内存在 ＞０．１９
ｃｍ／ｈ的变率，其中有２３．１％的样本水汽含量在降
水前５ｈ开始都＞２．２０ｃｍ；有２６．９％的样本在降水
前６ｈ左右出现拐点，之后上升趋势较为明显（图１
中蓝色曲线），拐点后水汽含量的变率可达 ０．２３
ｃｍ／ｈ以上，降水时达到最大值，其中有１９．２％的样
本水汽含量在降水前２ｈ开始 ＞２．２０ｃｍ，７．７％的
样本在降水前１ｈ左右开始＞２．２０ｃｍ。

图２是非降水过程样本的水汽含量随时间的变
化曲线。可以看出，非降水过程中的水汽含量随时

间变化较为平缓，其变率最大仅为０．１３ｃｍ／ｈ。其
中有９６．７％的样本水汽含量都 ＜２．２０ｃｍ，最小值
为０．１５ｃｍ。

　　以上分析可见，水汽含量达到２．２０ｃｍ可以作
为半干旱区降水预报的阈值，且降水前水汽含量随

时间变化均有一个上升的趋势。以下２种情况均可
预报可能有降水产生：一是水汽含量随时间变化比

较平缓，变率约为０．０６ｃｍ／ｈ，且水汽含量在降水前
２４ｈ内均＞２．２０ｃｍ；二是水汽含量开始较小，但降
水前水汽含量随时间变化出现拐点，之后变率开始增

加，达０．１９ｃｍ／ｈ以上，使水汽含量＞２．２０ｃｍ。与已
有的相关研究比较，半干旱区多样本统计的水汽含量

的降水阈值，略低于武汉、乌鲁木齐和西安地区。

２．２　降水前和非降水过程中云液态水含量的变化
特征

图３是降水样本在降水前云液态水含量随时间
变化曲线。可以看出，云液态水含量随时间变化在

降水前３～１ｈ较为平缓，降水前１ｈ左右出现拐点，
之后上升趋势较为明显。其中，有８０．８％的样本云
液态水含量出现拐点后随时间增加较为缓慢（图３
中蓝色曲线），变率约０．１０ｍｍ／ｈ，降水前１５ｍｉｎ的
云液态水含量均 ＞０．２０ｍｍ；有１９．２％的样本云液
态水含量出现拐点后随时间增加较快（图３中红色
曲线），变率约０．２１ｍｍ／ｈ，降水前１５ｍｉｎ内的云液
态水含量均＞０．２０ｍｍ。

图１　降水前水汽含量的变化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ｅｆｏｒ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图２　非降水过程中水汽含量的变化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ｕｒｉｎｇｎｏｎ－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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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４是非降水样本的云液态水含量随时间的变
化曲线。可以看出，非降水过程中的云液态水含量

随时间变化较为平缓，云液态水含量基本在 ０．０３
ｍｍ附近波动，平均值均 ＜０．０６ｍｍ，其变率最大值

仅为０．０５ｍｍ／ｈ。其中有９０．０％的样本云液态水
含量都＜０．２０ｍｍ，１０．０％的样本存在云液态水含
量＞０．２０ｍｍ的时间点，但最长维持时间仅为 ８
ｍｉｎ，其它时间均＜０．２０ｍｍ。

图３　降水前云液态水含量的变化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ｌｏｕｄｌｉｑｕｉ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ｅｆｏｒ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图４　非降水过程中云液态水含量的变化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ｌｏｕｄｌｉｑｕｉ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ｕｒｉｎｇｎｏｎ－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以上分析可见，云液态水含量达到０．２０ｍｍ可
以作为半干旱区降水预报的阈值，且降水前云液态

水含量随时间变化出现拐点，之后变率开始增加，可

以预报１ｈ后可能有降水。因站点分布区域和分析
的样本数差异，与已有的相关研究比较，半干旱区的

云液态水含量阈值要小于武汉、青海河南和安徽寿

县地区。

３　结　论
（１）在降水前２４ｈ内，水汽含量呈整体上升趋

势，水汽含量达到２．２０ｃｍ可以作为半干旱区降水
预报的阈值。其中，水汽含量随时间变化比较平缓，

变率较小，但降水前２４ｈ内水汽含量均＞２．２０ｃｍ；
或者开始水汽含量较小，但降水前水汽含量随时间

变化出现拐点，之后变率开始增加，可达０．１９ｃｍ／ｈ
以上，进而使水汽含量 ＞２．２０ｃｍ。以上２种情况，
均可预报可能有降水产生。

（２）云液态水含量达到０．２０ｍｍ可以作为降水
预报的阈值，且降水前云液态水含量随时间变化出

现拐点，之后变率开始增加，可以预报１ｈ后可能有
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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