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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雨量站资料订正雷达测量降水有关问题的探讨

项经魁

(武汉中心气象台 )

武汉数字化天气雷达系统配有 4 个 自动雨量校准站
,

足可实时接收长江流域规划办

公室陆水流域巧个 自动雨量站资料
,

为进行雨情实时分析和对雷达测量降水进行订正提

供了有效手段
。

本文选取 1 9 8 6
、

1 9 8 7两年本雷达 自动站和陆水流域蒲坊
、

崇阳
、

通城部分

资料对 自动站的测量精度和对雷达测量降水进行订正等有关问题进行初步分析
、

探讨
。

一
、

自动雨 t 站 浦t 精度分析

1
.

分析方法 和实例

严格选取 自动雨量站和其所 在 地 气 象(台 )站在时间上完全对应 的资料
,

以气象站

定时实测雨量 (逐时对 比分析时选经过订正的 自记雨量 )为标准
,

分别定义 自动雨量站的

精 度
、

误差 和订正系数为

精度二 (自动站雨量 /气象站雨量) x %

误差 = ((自动站雨量 一气象站雨量 )/气象站雨量) X 帕

订正系数(N
,
)= 气象站雨量 / 自动站雨量

经过统计分析
,

两年累计量对 比结果如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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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分析讨论

( 1 )从表 1 可见
,

自动站的测量精度是稳定的
,

应用中只需乘以一订正系数后便可作

为气象站的代表雨量进行雨情分析预报或作为标准值对雷达测量降水进行订正
.

( 2 )自

动站 的测量精度与安装环境和对 比站间的距离有关
。

如仙桃自动站安装在观测场中
,

两

站测值基本吻合
。

黄冈
、

黄破
、

洪湖都安装在距观测场约 50 m 的三楼楼顶
,

其精度均为

90 肠左右
。

蒲析
、

崇阳
、

通城两种测站由于距离的差异
,

在各次降水中差值波动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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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
.

( 3 )当降水强度较大
,

尤其是伴随风力较明显时
,

安装在较高处 的自动站与气象

站雨量差异加大
。

如黄冈站 5 月25 一26 日和 8 月28 一29 日两次降水 为70 m m 左右
,

自动

站精度为95 肠上下
,

7 月 1一 7 日两段降水近2 80 m m
,

自动站精 度 为 8 5
.

6 肠
.

( 4 )在

局地性很强的降水过程中
,

即使在很近的距离内短时间降水都会有明显差异
.

如 7 月 7

日姐 一 1 0时黄冈降雨12 5
.

4 m m
,

自动站平均精度为92
.

2肠
,

但各个时次的精度却在 8 。一
1 2 0

.

1 肠之间
.

二
、

雷达和自动雨盘站降水资料对比分析及误差讨论

1
‘

分析方法 和资料选取

( 1 )将各强度层次的起始回波强度与最高回波强度值除以 2 取平 均 值 代表该 层 强

度
,

按所采用的Z = 2 00 RI
·

“的公式换算为10 分钟雨强并制好查算表
。

( 2 )在选好有 代表

性天气中从 自动雨量站资料上尽可能精确地读取较强降雨时段 的每 10 分钟降雨量
,

对跨

越前后两个10 分钟的 1 m m 降雨采用内插
,

对 内插有困难的弱降水以20 或 3 0分钟为间 隔

读取
.

( 3 )利用精确的定位网格和显示控制台强度层次选择按 钮 由 高 到 低 从C。玩。 n

M axi o u m 图象产品中读出各自动雨量站点的回波强度值
,

查算出 1 0分钟雨强后
,

与 相

应时间的自动雨量站资料对比分析
。

( 4 )分别定义 自动雨量站资料对雷达测量降水 的订

王系数N : 和雷达定量测量总订正系数 N 为

N Z一 自动雨量站雨量 / 雷达测量雨量

N = 气象站实测雨量 /雷达测量雨量 ~ N :
·

N Z

2
.

部分过程 的统计对比结果

1 9 8 7年几次较强降雨过程中相应时段雷达和自动雨量站每10 分钟的雨量统计结果如

表 2 (略)
。

3
.

结果分析讨论

( 1 )由表 2 (洛)可见
,

即使使用C d 。。 n
、

M : xi m o m 图象产品
,

雷达探板l雨 绪 仍 明

显低子实际雨量
。

1 9 8 7年几次较强降雨过程雷达和自动雨量站测量的累计降雨量比值为

5 了
.

6 肠
,

其相应订正系数N Z为1
.

了3 6
,

若再考虑除蒲折外其它白动雨量 站的平均订 正 系 数

N : 力 1
.

olj
,

则雷达探测与气象站实测雨量的订正系数 N 二 N , ·

入: ~ 1
.

的 x l. 7 36 二 1
.

8 9
,

以此为系数对雷达测 敏雨量进行订正
,

一

可使雷达定量测雨精度明显改善
.

若进一步以雨

型分类确定订正系数就会得到更加令人满意的效果
.

( 2 )雷达定皇测量降水的精度与雨

型关系十分密切
。

一般说来
,

降雨分布比校均匀时误差较小
; 降雨分布不均时

,

瞬时雨

强 比较大时误差也随之增大
。

( 3 )雷达探测精度与测站 的地理分布有关
.

若将订正系数

再 按 地 域 进行适当修正
,

可进一步提高其精度
.

( 4 )雷达测量单点雨量的误差除与雷

达参数
、

标定精度
、

处理方法和Z
一

R 关系选取有紧密联系外
,

还与短时间内降雨的时空

分布有关
。

在对 比分析中发现 1 0分钟内降雨强度的分布也是很不均匀的
,

有时几个毫米

的降雨量常集 中在 中间几分 钟内
,

造成雷达探测误差
。

( 5 )在计算中雷达回波强度取的

是某一层的平均值
,

实际上回波强度在某一层次范围内分布是不均匀的
,

以平均值代替

一波动区间本身就 存 在一定误差
.

若 以2 56 级回波原始数据强度直接分析
,

可使结果更

为精确
,

还可进一步探索用以确定更适合的Z
一
R 关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