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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梅雨锋强暴雨外场试验苏州观测点简讯

罗 毅
(南京大学 大气科学系

,

江苏 南 京 2 1 0 0 9 3)

2 0 0 1 年 6 月 2 0 日国家科技部
、

中国气象局在北京联合召开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

项 目
“

我国重大天气灾害形成机理和 预测理论研究
”

外场科学试验新闻发布会
,

宣布我国在

2 0 01 年和 2 0 0 2 年 6一7 月进行
“

长江流域梅雨锋强暴雨外场试验
” 。

苏州地区作为强化观测区

参加 了本次外场试验
。

这次试验除有国内 10 多家气象科研院所专家外还有 日本的一些气象专

家参加
。

今年试验的时间为 2 0 01 年 6 月 10 日至 7 月 20 日
。

目标是
:

形成含有中尺度暴雨三维结

构气象信息的气象数据库 ; 继而研制和发展具有 中国特色和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最新的四维

同化理论处理多种气象资料的数值预报模式
。

这次试验国家作 了巨大投人并采用先进的监测工具
,

包括
“

风云一号
”

和
“

风云二号
”

卫星
、

2 架无人驾驶遥测飞机
、

3 个闪电记录仪
、

6 部数字化天气雷达
、

8 部多普勒雷达和 8 个 G P S 站

等
,

形成 了地面
、

高空和太空的综合观测系统
。

湖北
、

湖南
、

江西
、

安徽
、

江苏
、

浙江
、

上海六省一

市气象局 的 14 个高空加密观测站和 1 0 ()多个地 面加密观测站参加试验
。

试验的 区域包括 3 个

层次
,

即一个大尺度观测 区
,

长江中游和下游两个观测区和 三个强化观测区
。

苏州地区就属 于

其中的一个强化观测 区
。

苏州地 区处于 长江下游梅雨影响区
,

这 一带的降水系统沿梅雨锋东移后往往影响 日本
。

因

此 日方把观测重点设在苏州
。

由日本地球观测研究所的耿漂博士 主持工作
。

日本科学家在苏

州的 吴 中区
、

东山和昆 山周庄布设 3 部多普勒天气雷达
,

与我国 4 部多普勒雷达在长江中下游

构成双多普勒雷达或三多普勒雷达观测系统
,

从而获取中尺度暴雨系统的三维立体结构资料
。

作为总指挥部
,

位于苏州吴中区气象台的观测台安装了雨强计和 1 部微波降水雷达
,

前者

用于观测降水量的分布
,

观测的最短时间间隔为 60 5 ,

后者主要用于测量降水时水滴的大小和

分布
。

苏州各观测站都布设 了一个非常精致的自动气象站
,

用 于测定风力
、

温度
、

湿度
、

气压
、

辐

射强度
,

观测的最短时间间隔为 3 0 5 。

日方还布置了 2 个多普勒雷达测向接受天线系统
,

并在东山气象站安装 了 1 台锋廊线仪

用于 探测距地面 4 一 10 km 范围内的风向
、

风速和 温度
,

通过经地面到高空 的空 气变化
,

研究

降水的形成
。

日方布置的总价值达数千万元的先进仪器设备
,

为野外科考提供了强有力支持
。

一般年份梅雨期大约 20 ~ 3 O d
,

今年入夏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较常年偏强
。

而北方冷

空气势力一直较弱
,

使得梅雨带在苏州仅持续 了 ll d 就北抬
。

在此次试验中取得 了许多第 一

手资料
,

如今年梅雨季节多雷雨
,

在苏州的几 次降水过程中
,

空中充斥着反时针旋转的气旋等
。

中 日科学家初步分析了今年梅雨季节多暴雨的原因
,

但许多 问题还有待明年进一步观测和分

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