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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强对流天气分析与预报》介绍了：中国强对流天气的气候特征、天气形势、常用的中短期客观
预报方法和自动临近预报系统，讨论了龙卷风、冰雹、对流性大风、短历时强降水和雷电等的环境条
件和预报指标以及如何利用天气雷达等资料分类识别这些强对流天气，还讨论了如何应用以上的知识
和方法做强对流天气预报，并通过若干个例进行具体阐述。
　　《强对流天气分析与预报》可供从事强对流天气分析和预报业务、研究及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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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1.2强对流天气动力因子的获取　　满足以上环境条件的区域要比强对流天气出现的区域大得多
，环境条件仅为强对流天气的出现提供了“潜势”，“潜势”转化成天气必须有动力抬升条件才能启
动和维持对流，才有可能产生灾害性的大风、冰雹和强降水天气。
　　强对流天气形成的动力条件，第3章我们已经指出低层辐合和高层辐散从而形成较强的垂直运动
是必要条件，其中以冰雹和混合过程所需要的风垂直切变和垂直上升运动最强，500hPa（600～400hPa
）的垂直上升速度最大，可以超过0.5Pa/s。
但是表征的辐散层既可以是200hPa也可以是250或300hPa（每次过程可能是不一样的），而且正散度中
心不一定位于强对流区的上空，由于许多强对流过程都是倾斜对流过程，这种配置是合理的。
因此，在选择动力物理量指标时，不能机械地用计算机点对点地普查，还应进行垂直环流的分析，只
要能形成垂直环流就行。
同样表征低层辐合的层次可以是925～700hPa的任何一层，极少数个例中的辐合层可能比700hPa还高。
在五类过程中以冰雹和混合过程低层辐合、高层辐散最明显。
　　另外，水汽输送和辐合对强对流天气的产生也是必要的，但是表征的层次可以不一样，应当根据
实际情况选择950、925、900、850hPa任何一层，南方有的个例925hPa反映好，有的个例850hPa反映更
好一些；例如江西的4类过程，925～850hPa低层水汽辐合特征明显，但是各层在量值上差异不大，水
汽辐合值在-1.5×10-r～-2.5×10-7g/（s.hPa'cm2）;4类过程中以925和850hPa的水汽辐合最大，其绝对值
分别超过4.o×103和2.5×10_3g/（s'hPa'cm2）。
北方可以选择850或700hPa，青藏高原地区自然应当选择500hPa，只要任何一层符合条件即可。
　　尽管张大林（1998）认为“即使我们有完善的初值，中尺度天气系统的可预报性仍是有限的。
这是因我们所使用的数值微分方程是一套含有若干近似和假设的平均方程，许多次网格现象都是由经
验作参数化。
”但是，中尺度数值模式对于中尺度天气系统背景场的散度、水汽通量散度、垂直速度等动力学参数
仍然有相当好的预报能力，我们仍然可以用上面提到的不稳定指数以及低层辐合、垂直上升运动、高
层辐散等物理量的叠套做强对流天气的落区预报。
　　应当注意的是表征动力条件的物理量对于模式和计算物理量的网格距非常敏感，因此，用一种模
式资料（例如NCEP/NCAR再分析资料）得到的动力物理量的阈值不能随意用于其他模式，只有正负
值（辐合辐散、上升下沉运动）是可用的。
一般的做法是用再分析资料进行诊断，筛选出好的物理量指标，然后用业务模式重新计算这些物“理
量，统计分析得到的物理量阈值就可以用于预报了。
当然，也可以直接用业务数值分析预报产品筛选预报因子，然后建立预报模型。
但是，因为数值预报产品总是存在误差，用数值预报产品进行诊断可以得到一些有意义的结果，也有
可能会出现误导。
因为再分析资料可以当作实况使用，用它诊断并分析强对流天气形成条件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然，再分析资料也有质量问题，用它进行诊断分析也不可能完金揭露出强对流天气的形成条件，这
是目前气象科技水平所限之故，应另当别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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