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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78H

是最近提出的一种新的资料同化方法#目前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如何选取样本!

如何得到支撑大气吸引子的基向量以及选取基向量的个数问题等等#作者利用奇异值分解 %

78H

&与经验正交函

数分解 %

CIJ

&两种方法来获得支撑大气吸引子的基向量!推导了基于这两种方法的
BH78H

分析场的理论公式!

并用简单的数值试验比较了基于这两种方法的
BH78H

分析场的空间相关系数和误差!初步分析了分析场与基向

量个数的关系以及与样本选取的关系和分析误差的来源及各种误差对分析误差影响的相对大小#结果表明!用

78H

方法作为获得支撑大气吸引子基向量的方法得到的分析场较
CIJ

方法稳定!分析场与基向量个数有密切关

系!观测误差"模式误差和观测代表性误差是分析误差的主要来源!且其引起的分析误差随着基向量个数增多而

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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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值天气预报是一个初值问题!由于其中存在

强的非线性过程!结果对初值是十分敏感的'

?

(

#因

此对天气预报模式来说!初始条件的确定既是非常

重要的!也是非常复杂的!它的精确程度直接影响

着数值天气预报的水平#

资料同化已经成为数值天气预报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它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

(

!其目的是给

数值天气预报提供尽可能好的动力上与模式协调一

致的初始条件#

M/(Q'(

'

!

(提出一种基于要素场本身

统计结构!并应用观测场和背景场!在最小二乘意

义下寻找最优的权重函数的 )最优插值 %

IP

&*#由

于背景场误差协方差矩阵在实际应用中很难确定!

并且计算复杂!在实际应用中一般都要做很大的简

化'

!

!

B

(

+

IP

不能得到动力协调一致的结果!需要进

行额外的初始化#在随后发展起来的三维变分同化

%

!H82Y

&

'

@

(减少了
IP

的许多假设!并使分析场得

到了优化!特别是能够同化非模式变量观测资料#

考虑背景协方差矩阵随时间演变并利用多个时刻观

测资料的四维变分同化 %

BH82Y

&

'

=

"

>

(以及集合卡

曼滤波 %

C(\J

&

'

?#

(是更先进的同化方法!这两种方

法都充分利用背景场和观测场的信息!可以更好地

同化非模式资料和利用多时刻的观测资料'

??

!

?"

(

!

并能够保证分析场动力协调一致#理论上说

BH82Y

是解决资料同化问题较好的方法!但是

BH82Y

需要编写和运行切线性模式和伴随模式!

工作量和计算量都非常大!尤其是在模式有误差的

情况下!计算量会更大'

?!

(

!因此同化时间窗不能太

大!并且需要加入背景场作为约束#对于模式中各

种物理过程参数化时出现的不连续问题!即条件语

句伴随模式的书写也存在很多困难'

?B

!

?@

(

#这些困

难妨碍了
BH82Y

的发展和应用#

!H82Y

是

BH82Y

的一种简化!对于中小尺度模式
!H82Y

不能够用完全的动力方程作为约束!不能保证分析

场动力协调一致#

C(\J

是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

种先进的同化方法!其优点是可以估计更新背景场

误差协方差矩阵并避免了计算切线性伴随模式!但

如何产生预报集合和决定模式误差是它存在的问

题!虽然现在许多的研究集中在如何产生预报集合

和决定模式误差'

?=

!

?G

(

!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然

存在很多的问题#

研究表明'

?$

!

?>

(

!大气是强迫耗散的强非线性

混沌系统!存在吸引子!其维数是有限的!并且远

远没有看起来的那么大#

V'-

和
%&,-

'

"#

(以此理论

为基础提出了一种新资料同化方法 %

BH78H

&!这

种方法试图将资料同化问题的解限定在吸引子相空

间上!采用线性反演方法得到分析场#

BH78H

将

同化问题转化为简单的线性反演问题!大大降低了

分析的维数使计算简便!它把观测的大气状态投影

到模式大气吸引子相空间上!保证了分析场动力协

调一致#

BH78H

是一种很有前途的同化方法!但是由

于它是刚被提出的!还存在许多有待研究的问题#

现在需要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是如何选取样本!如

何得到支撑大气吸引子的基向量以及基向量个数问

题等等#本文尝试用奇异值分解 %

78H

&方法获取

支撑大气吸引子基向量的方法推导出详细的分析场

公式!并做了简单的数值试验!比较获取支撑吸引

子基向量的两种方法的效果!并且给出了分析误差

与基向量个数的关系!以及分析误差与样本选择方

式的关系!试图找到最优的基向量个数#对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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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同化分析方法!我们不仅要得到好的结果!更

重要的是弄清楚如何提高改善这种方法!并努力使

它能够应用于实际分析!因此本文详细分析了

BH78H

分析误差的主要来源!分析了各种误差对

分析误差的影响!为更加深入地理解
BH78H

以及

实际应用打下一定的基础#

@

!

基本公式

V'-

和
%&,-

'

"#

(给出了资料同化新方法
BH78H

的理论框架和基本公式!

]&/(

N

和
%&,-

'

"?

(证明了

用
CIJ

方法获得支撑气候系统吸引子基向量的可

行性和有效性!因此!他们建议采用
CIJ

方法获

取支撑吸引子的基向量#而这种方法随着基向量个

数的增加!分析场会出现不稳定 %见第
B

节数值试

验结果&!因此本文采用
78H

方法获取支撑吸引子

的基向量#本文所用到的主要符号及含义如表
?

所示#表
?

中
)

"

+

分别是模式和观测变量的个

数#

观测向量和模式状态向量有下面的关系$

!!!!

!

1*'4

^

"

%

!

1

&! %

?

&

!

3

^

"

%

!

3

&

<

%

"

&

设有
;

个模式大气样本向量!以及模拟观测向量$

!

1

.

G

?

.

!

1

.

H

?

!

!

1*'4

.

G

"

%

!

1

.

&

!

%

.

G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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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

!

&

@A?

!

+BC

方法

将模式样本和模拟观测向量组合成新的向量$

"

.

G

!

1

.

!

1*'4

"

#

$

%

.

G

!

1

.

"

%

!

1

.

"

#

$

%

&

! %

B

&

这里
"

.

称为广义大气状态#

;

个广义大气状态向

量样本可以构成一个新矩阵$

#^

%

"

.

&

%

)

J

+

&!

;

I

%

@

&

表
?

!

符号及含义

0%=-5?

!

D";%;'")(%)*#5%)')

7

(

数学符号 含义

!

3 准确的模式状态向量 %

)

&

!

1 预报的模式样本向量 %

)

&

!

/ 分析向量 %

)

&

!

, 同化时间窗内实际观测向量 %

+

&

!

3 准确的观测向量 %

+

&

!

1*'4 观测空间的模拟观测向量 %

+

&

"

观测算子 %

)K

+

&

#

模式算子

!!

文献'

?$

(认为支撑广义大气吸引子的基向量可

以从样本相空间中获得#下面采用
CIJ

方法来获

得支撑大气吸引子的基向量#

设

$

^##

W

<

%

=

&

对广义大气状态向量组成的矩阵进行
CIJ

分解!

得

%

W

$%

^$^

Q'/

N

%

!

?

!

!

"

!,!

!

)

J

+

&! %

G

&

其中!

%

是广义大气状态的特征向量所组成的矩

阵!其列向量是特征向量!并且解释方差从大到小

排列+

$

是对角矩阵!对角元素是特征值!并且有

!

E

&!

E

J?

'

#

#

特征向量矩阵
%

可以分解为$

%

^

& '

S

( '

"

#

$

%

H

! %

$

&

其中
&

"

(

是支撑广义大气相空间基向量的模式部

分和观测部分所组成的矩阵!维数是
"*_?

#

'

S

"

'

H是噪声部分#设吸引子的维数是
*

!根据
L&'3D

()

U

定理!吸引子能够嵌入
L

"*_?空间'

"?

(

#因此!广

义大气相空间中的任何时刻大气状态都可以表示成

前
"*_?

个特征向量的线性组合$

"

^

&

% &

(

)

G

(

"*

J

?

E

G

?

&

E

(

% &

E

)

E

G

!

% &

!

! %

>

&

其中!

)

G

%

M

?

!

M

"

!,!

M

"*

J

?

&

W

%

?#

&

是组合系数列向量#

从式 %

>

&"%

?#

&!我们得到模式相空间大气状

态和观测相空间大气状态!可以表示为

!

^

()

! %

??

&

!

^

&)<

%

?"

&

在分析时刻
(

有实际观测
!

,

!可以表示成$

!

,

)

()<

%

?!

&

!!

一般情况下有
+

&

"*_?

!线性方程 %

?!

&是超

定方程!用最小二乘法可以求得方程 %

?!

&的观测

资料的组合系数$

)

)

%

(

W

(

&

`

?

(

W

!

,

<

%

?B

&

于是!我们由观测资料产生的组合系数!根据式

%

?B

&"%

?"

&得到分析场向量$

!

/

^

&

%

(

W

(

&

`

?

(!

,

<

%

?@

&

上式就是
BH78H

采用
CIJ

方法获得支撑吸引子

基向量时得到的分析场的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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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694

方法

模式大气状态向量样本组成的矩阵以及模拟观

测大气状态向量组成的矩阵可以表示成如下形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对 %

?=

&式的两个矩阵进行
78H

分解$

*+

W

^

%

O

, #

% &

# #

%

Y

! %

?G

&

其中!

%

是奇异值组成的对角矩阵!可以表示成如

下形式$

!

,

^

Q'/

N

%

"

?

!

"

"

!,!

"

-

&!

!

-

*

4'(

-

)

!

+

.%

?$

&

并且!奇异值是从大到小排列的$

"

?

'

"

"

'

,

'

"

-

! %

?>

&

%

2

"

%

L

分别是左"右奇异向量构成的矩阵!其维数

分别为
)K-

"

+

K-

#可以表示成列向量的形式$

%

O

^

%

%

O?

!

%

O"

!,!

%

O-

&! %

"#

&

%

Y

^

%

%

Y?

!

%

Y"

!,!

%

Y-

&

I

%

"?

&

!!

与上述
CIJ

方法相同!选取前
"*_?

个奇异

向量作为支撑大气相空间吸引子的基向量#因此!

对于任何时刻的模式大气状态向量都可以用左奇异

向量的线性组合表示!任何时刻的观测大气状态都

可以用右奇异向量的线性组合来表示$

!

G

(

"*

J

?

N

G

?

%

ON

-

N

! %

""

&

!

G

(

"*

J

?

N

G

?

%

YN

.

N

! %

"!

&

其中!

-

和
.

分别是模式大气相空间和观测大气相

空间奇异向量的组合系数#由奇异向量的正交性!

第
N

对奇异向量的组合系数可以通过下式求得$

-

N

G

!

W

%

ON

! %

"B

&

.

N

G

!

W

%

YN

I

%

"@

&

对
1

个样本!我们可以求得每对奇异向量时间系数

的相关系数$

%,X

%

-

N(

!

.

NO(

&

G

-

W

N

.O

N

G

%

W

ON

*+

W

%

YNO

G

#

N

%

N

G

NO

&

#

%

N

+

NO

-

&

%

"=

&

设左"右奇异向量时间系数之间有如下的关系$

-

N(

G

#

N

.

N(

J

/

N

I

%

"G

&

!!

观测资料可以表示成观测相空间中奇异向量的

线性组合$

!

,

)

%

Y

)<

%

"$

&

用最小二乘法求得观测场的线性组合系数
)

有如下

形式$

)

^

%

W

Y

!

,

<

%

">

&

所以!根据式 %

"G

&中给出的左"右奇异向量组合

系数的关系得到分析向量的线性组合系数$

0N

G

#

N

)

N

J

/

N

I

%

!#

&

!!

最后得到分析时刻的分析场$

!

/

^

%

O0

^

%

O

%

&

%

W

Y

!

,

_

/

&! %

!?

&

其中!

&^

Q'/

N

%

#

?

!

#

"

!,!

#

"*

J

?

&! %

!"

&

上式就是在
78H

方法下的
BH78H

分析向量的表

达式#

E

!

数值试验

E<?

!

资料说明

为了简化问题和方便分析!我们采用真实的

:%CK

再分析资料作为大气的真实状态 %认为无误

差&!并且在大气真实状态上叠加一定方差的

M/-**

白噪声作为观测资料和模式结果#

选取
?>G>

年
:%CK

再分析资料逐日
@##&K/

的温

度场的标准化场作为大气状态的真值#选取一定的空

间场!将这个空间场的所有格点的真实资料的标准化

场叠加上一定方差的
M/-**

白噪声作为模式结果#

按照
BH78H

理论公式!必须将模式场投影到

观测场!作为模拟观测场#取观测场与模式场的变

量相同和格点重合!投影变得很简单 %观测算子是

线性的&#相应格点的值作为投影后的模拟观测场#

将所选定的观测场区域的
:%CK

再分析资料温度

场的标准化场上叠加上一定方差
M/-**

白噪声作

为观测资料#

E<@

!

试验设计

分析时刻为
?>G>

年
"

月
?>

日!选取
?>G>

年

前
?##

天的有误差的模式场作为样本#选取空间区

域
@##&K/

!%

?@a:

"

G@a:

!

G#aC

"

?!#aC

&!

@ab@a

作为模式模拟区域#共有
?!b?!̂ ?=>

个格点!在

所有的试验中模式格点均匀分布且保持不变!根据

观测点位置和多少分三个方案
K?

"

K"

"

K!

#在方

案
K?

中的观测点和模式格点完全重合!格点一共

有
?=>

个#方案
K"

中!观测点均匀分布在模式区

域内部!每两个格点一个观测点!共有
GbĜ B>

个观测点#方案
K!

中观测点分布在模式空间区域

的四周!共有
?!_?!_??_??̂ B$

个观测点#不

同方案的观测点与模式格点位置关系如图
?

所示#

#$"

大
!

气
!

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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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观测与模式格点位置关系示意图$%

/

&

K?

+%

T

&

K"

+%

6

&

K!

#网格交点$模式格点+黑圆点$观测点

J'

N

<?

!

W&).)0/3',(*&'

5

T)3E))(3&),T*).X/3',(*/(Q3&)4,Q)0

N

.'Q*

$%

/

&

K?

+%

T

&

K"

+%

6

&

K!<W&)

N

.'Q*/.)4,Q)0

N

.'Q*/(Q3&)Q,3*.)D

5

.)*)(33&),T*).X/3',(*3/3',(*

表
@

!

试验说明

0%=-5@

!

+F

$

5&'#5);('--8#')%;'")

试验组别 试验名称 模式误差 %标准差& 观测误差 %标准差&

C? C?/

/

#<#?

!

C?T

/

#<?

C?6

/

#<@

C?Q

/

?<#

C" C"/ #<#?

!

/

C"T #<?

/

C"6 #<@

/

C"Q ?<#

/

C! C!/ #<? #<?

C!T #<@ #<@

C!6 ?<# ?<#

C!Q ?<# #<@

C!) #<@ ?<#

CB CB/

/ /

为了考虑不同模式误差和观测误差大小对分析

场的影响!每个方案中又分
C?

"

C"

"

C!

和
CB

四组

共
?B

个试验#具体的试验说明如表
"

所示#其中

C?

组试验模式没有误差!只有观测误差!根据观测

误差大小不同有
C?/

"

C?T

"

C?6

和
C?Q

四个试验#

C"

组试验观测没有误差!而模式有误差!也有

C"/

"

C"T

"

C"6

和
C"Q

四个试验#

C!

组试验模式

和观测都有误差!共有五个试验$

C!/

"

C!T

"

C!6

"

C!Q

和
C!)

#

CB

组试验只有一个试验
CB/

!模式和

观测都没有误差!作为控制试验#为了比较
CIJ

和
78H

两种获得支撑大气吸引子的方法!我们分

别用这两种方法作了上述试验#

2

!

试验结果与分析

分别计算分析场的空间相关系数和均方根误

差#

K?

方案下试验结果如图
"

所示#由于观测点

和模式格点完全重合!因此
CIJ

和
78H

两种获得

支撑大气吸引子基向量方法的分析场完全一致 %图

中
CIJ

方法和
78H

方法的结果曲线重合&#从图

"/

"

T

中还可以看出!随着基向量的个数的增加!

分析误差先减小后略有增加或进入平稳阶段!空间

相关系数先增加后进入平稳阶段或略有减小#这是

由于基向量个数小于吸引子维数时!不能够支撑起

整个吸引子相空间!每当增加一个新的基向量就增

加了新的信息+当基向量多于吸引子相空间维数!

所选取的基向量完全支撑起吸引子相空间!后面的

向量对支撑吸引子是无效的!所以分析误差不再随

着新基向量的引入而有所减小!甚至引入了新的误

差#比较图
"/

"

T

中不同的曲线间的关系!我们还

可以看出观测误差越大!分析误差越大!分析场与

真实场的空间相关系数越小!这是比较容易理解

的!观测的误差越小观测资料提供的观测信息越

多!分析场越好#在图
"6

"

Q

中!随着基向量个数

的增多!分析误差逐渐减小!分析场与真实场的空

间相关系数逐渐增大!当基向量个数达到一定数目

%在本实验中
?@

个&!相关系数不再有明显改善#

模式样本误差大小关系是$

C"/

,

C"T

,

C"6

,

C"Q

!

分析误差关系是
C"/

,

C"T

,

C"6

,

C"Q

!这说明模

式误差越大!分析误差越大!分析场的空间相关系

数越小!也就是当模式误差增大!影响了获取的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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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K?

方案所有试验分析场与真实场的空间相关系数 %

/

"

6

"

)

&和分析误差 %

T

"

Q

"

1

&与基向量个数的关系$%

/

"

T

&

C?

+%

6

"

Q

&

C"

+%

)

"

1

&

C!

J'

N

<"

!

W&)*

5

/6)6,..)0/3',(6,)11'6')(3*

%

/

!

6

!

)

&

T)3E))(3&)/(/0

U

*'*1')0Q*/(Q.)1).)(6)1')0Q*/(Q.,,3D4)/(D*

[

-/.))..,.

%

T

!

Q

!

1

&

,1

3&)/(/0

U

*'*1,.

5

.,

F

)63K?

$%

/

!

T

&

C?

+%

6

!

Q

&

C"

+%

)

!

1

&

C!

向量质量#比较
C?

组和
C"

组试验的结果发现!当

分析场达到稳定状态时!观测误差对分析误差的影

响较模式误差大!可能是模式误差在
CIJ

和
78H

分解过程中部分被剔除了#从图
")

"

1

中可以看

到!在模式误差和观测误差都存在的情况下!得到

了较好的分析场!此时的空间系数都可以超过
#<=

!

而分析误差也减小了许多!但比较
C?

"

C"

组试验

分析误差增加了很多!可能观测误差和模式误差在

分析过程中发生了相互作用#还可以得到在
K?

方

案下
CIJ

方法和
78H

方法都能在很大程度上从模

"$"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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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样本状态向量中获得较好的支撑大气吸引子的基

向量#

图
!

!

同图
"

!但为
K"

方案

J'

N

<!

!

7/4)/*J'

N

<"

!

T-31,.

5

.,

F

)63K"

图
!

是
K"

方案下
C?

"

C"

和
C!

三组试验分析

场的分析误差和与真实场的空间相关系数图#从图

!

可以看出!不论是
CIJ

方法还是
78H

方法随着

基向量数量的增多!分析误差在开始迅速减小!空

间相关系数迅速增大!当基向量个数增加到
?@

个

左右时分析误差和空间相关系数达到一个稳定的状

态!与
K?

方案下的结果特征相近#并且随着观测

误差和模式误差的增加!分析误差增加!空间相关

系数减小#比较
K"

方案下和
K?

方案下的试验发

现!

K"

方案的试验分析误差明显大于同等条件下

K?

方案试验的分析误差!空间相关系数也有明显

的减少!这可能是由于观测点少于模式格点 %观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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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间的距离是模式格距的两倍&!造成了观测场的

高频部分信息缺失引起的误差!由观测代表性误差

引起了分析误差#从这个方案下的试验中可以发

现!

CIJ

方法得到的分析场和用
78H

方法得到的

图
B

!

同图
"

!但为
K!

方案

J'

N

<B

!

7/4)/*J'

N

<"

!

T-31,.

5

.,

F

)63K!

分析场基本相同#但是当有较多的基向量个数时!

CIJ

方法的分析场开始变得不稳定!从这一点上

说
78H

方法比
CIJ

方法更能从模式样本中提取吸

引子信息!得到支撑大气吸引子相空间的更好的基

向量#

图
B

是
K!

方案下
C?

"

C"

和
C!

三组试验的分

析场的分析误差和与真实场的空间相关系数图#从

图
B

中可以发现!对于
CIJ

方法!分析误差先减小

后增大!然后就出现了不稳定!空间相关系数也是

先增大后突然减小!也迅速出现了不稳定!而且不

B$"

大
!

气
!

科
!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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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出现时的基向量个数随着观测误差和模式误差

的增大而减小!这就给在观测误差和模式误差较大

时基向量个数的确定带来了较大的困难+说明了在

K!

方案这种情况下!

CIJ

方法从模式样本中提取

基向量的效果不好!不能够很好地把有效信息和噪

音分离!不能够得到较好的支撑大气吸引子相空间

的基向量#比较
K!

方案下
CIJ

方法的结果和
K?

"

K"

方案下的结果!可以推断观测的代表性误差对

基于
CIJ

方法的
BH78H

影响比较大#在基向量

个数超过观测点个数时!分析场完全失去了意义

%图略&!这是由于此时用观测资料求解组合系数!

方程 %

?!

&变成了高度欠定方程!方程解不是唯一

的#而对于
78H

方法!分析误差在前几个基向量

迅速减小!空间相关系数迅速增大!当基向量个数

达到
?@

个左右时!分析误差达到了并稳定在较小

的水平!同时空间相关系数达到了较大的水平!随

后分析场进入稳定状态!即随着基向量个数的增

大!分析场不再有明显的改进#这与
K?

"

K"

方案

的分析场特征很相似!观测的代表性不会影响基于

78H

方法的
BH78H

的稳定性#随着模式误差和观

测误差的增大!分析误差也越大!这与
K?

"

K"

方

案下试验的结论相同#

78H

方法在基向量个数小

于观测点数目时!分析误差和空间相关系数比
CIJ

方法稳定!从这种意义上说!获得支撑大气吸引子

基向量用
78H

方法比用
CIJ

方法得到的分析场稳

定且效果相当!当基向量个数达到一定的数目时!

分析场对基向量个数不敏感!即
78H

方法能更好

地提取并分离支撑大气吸引子的基向量!这是
78H

方法优于
CIJ

方法的重要方面!这一点在本文所

有的实验中都有所体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上面的
K"

"

K!

方案的

试验结果中!随着基向量的增多!开始分析场迅速

得到改善!但是当基向量达到
?@

个左右的时候!

再增加基向量时分析场并没有显著的改进!这说明

对于此试验情况下选取
?@

个左右基向量时便可以

得到较好的分析场#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以

K!

方案下
78H

方法的
C!T

试验的左"右奇异向量

时间系数之间的相关系数 %图
@

&为例进行初步解

释#从图
@

中可以看出!随着基向量阶数的增大!

相关系数开始时减小不是很大!但到第
?@

阶基向

量时!相关系数迅速下降#这可能就是当基向量达

到一定数目后 %完全支撑起吸引子相空间&!再增

图
@

!

K!

方案
78H

方法的
C!T

试验左"右奇异向量时间系数

之间的相关系数图

J'

N

<@

!

W&)6,..)0/3',(6,)11'6')(3*T)3E))(3'4)6,)11'6')(3*,1

4,Q)0T/*)X)63,.*/(Q3&),T*).X/3',(T/*)X)63,.*'()Z

5

).'D

4)(3C!T,1

5

.,

F

)63K!-*'(

N

78H4)3&,Q

加基向量分析结构不会有明显改善的原因#

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
BH78H

方法!我们分析

了
BH78H

的误差来源#在第
"

节理论公式的推导

过程中!本文认为有五种误差引起了
BH78H

的分

析误差#这五种误差分别是截断误差
$

W

"模式误差

$

;

"观测误差
$

I

"观测代表性误差
$

Y

和取样误差

$

7

#

$

W

是指所取的基向量个数不能够完全支撑起

模式大气相空间或者有多余的基向量+

$

;

是指每

个样本并没有在大气的吸引子上!这是模式固有的

缺陷+

$

I

是指观测资料的误差+

$

Y

是指观测点没有

模式格点多并且分布不均匀所引起的+

$

7

是指我们

的取样并不完备!不能够取遍整个模式大气相空间

并获得支撑相空间吸引子的基向量#这五种误差引

起的分析误差分别设为
$

W/

"

$

;/

"

$

I/

"

$

Y/

"

$

7/

#因

此!总的分析误差可以表示为

$

/

G$

W/

J$

;/

J$

I/

J$

Y/

J$

7/

I

%

!!

&

!!

在
K?

方案的试验中!所有的试验都是在观测

点和模式格点完全重合的条件下进行的!所以就没

有了
$

Y

#

CB/

是控制试验!即没有观测误差和模式

误差#我们假设
?##

个样本完全可以取遍模式大气

吸引子相空间!即
$

7

等于零#因此!根据公式

%

!@

&!

CB/

的分析误差完全是由截断误差引起的

%图
=/

"

T

&#从图
=/

"

T

中可以看出!在这种情况

下!截断误差引起的分析误差是随着基向量的增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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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减小的#

在
K"

"

K!

方案的试验中!观测点数目较少!

图
=

!

截断误差"观测代表性误差"观测误差和模式误差引起的分析误差$%

/

"

T

&

$

W/

+%

6

"

Q

&

$

Y/

+%

)

"

1

&

$

I/

+%

N

"

&

&$

$

;/

J'

N

<=

!

W&)/(/0

U

*'*)..,.*

N

)()./3)QT

U

3.-(6/3',()..,.

!

.)

5

.)*)(3/3',()..,.

!

,T*).X/3',()..,./(Q4,Q)0)..,.

$%

/

!

T

&

$

W/

+%

6

!

Q

&

$

Y/

+

%

)

!

1

&

$

I/

+%

N

!

&

&

$

;/

并且分布在模式格点不同的位置上#所以!

K"

"

K!

方案下的
CB/

试验没有观测误差和模式误差!其分

析误差完全由截断误差
$

W

和观测代表性误差
$

Y

引

起的#我们用
K"

"

K!

方案的试验
CB/

的分析误差

减去
K?

方案下试验
CB/

的分析误差!便可以得到

观测代表性误差引起的分析误差
$

Y/

%图
=6

"

Q

&#从

图
=6

"

Q

中可以看出!不论是
CIJ

方法还是
78H

方法!观测代表性误差引起的分析误差都是随着基

向量个数增多而增大!也就是说在观测点和模式格

点的位置固定时所用的基向量个数越多!观测代表

=$"

大
!

气
!

科
!

学

%&'()*)+,-.(/0,1234,*

5

&).'676')(6)*

!!!

!

!"

卷

8,09!"



性误差引起的分析误差越大!但
CIJ

方法的
$

Y/

随

着基向量个数增多呈指数增长!而
78H

方法的
$

Y/

呈比例的线性增长并且增长速率很慢#

CIJ

方法

的
$

Y/

在同样条件下比
78H

方法的
$

Y/

大很多#这

从一个侧面说明
78H

方法作为获取支撑大气吸引

子的方法比
CIJ

方法优越#从图
=6

"

Q

中还可以

看出!观测代表性误差引起的分析误差
K!

方案比

K"

方案大许多!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因为
K!

方

案下观测点仅仅分布在分析区域的四周!观测代表

性误差较大#

在每个方案的试验中!

C?

组试验是只有观测

误差的情况!因此!用
C?

的分析误差减去试验
CB/

的分析误差便可以得到观测误差引起的分析误差

$

I/

%图
=)

"

1

&#从图
=)

"

1

中可以看出!不论是
CIJ

方法还是
78H

方法观测误差引起的分析误差随基

向量个数的增加而增大!并且增长的速率
K"

&

K!

&

K?

#在相同的基向量个数!观测误差越大!分

析误差也越大#

CIJ

方法下!

K"

"

K!

方案的分析

误差随基向量的增多出现明显的波动!尤其是观测

误差较大时即使选取的基向量较少也出现了非常大

的分析误差!比采用
78H

方法的分析误差大得多#

而
78H

方法作为获得支撑大气吸引子的方法时!

观测误差引起的分析误差在所有方案和试验中都比

较稳定地保持在一个较小的误差范围内#并且!我

们可以看到在
K?

"

K"

"

K!

三种方案下!相同的观

测误差产生的分析误差不相同!这说明观测误差与

观测代表性误差产生了非线性作用#

由于在每个方案的试验中
C"

组试验只有模式

误差!因此用
C"

组试验的分析误差减去
CB/

的分

析误差可以得到由模式误差引起的分析误差
$

;/

%图

=

N

"

&

&#从图
=

N

"

&

中可以看出!不论是用
CIJ

方

法还是
78H

方法作为获取大气吸引子基向量的方

法!分析误差随着模式误差的增大而增大#用
CIJ

方法作为获得支撑大气吸引子基向量的方法模式误

差引起的分析误差
$

;/

随着基向量个数的增多而一

直线性增大!并且出现了负值!这可能是由于模式

误差与观测代表性误差产生了非线性效果使分析误

差减小造成的#

78H

方法下当基向量个数达到一

定的数目 %一般在
?@

个左右&时
$

;/

趋于饱和!而

不是无限增长的#这是
78H

方法的一个优点!不

会因为基向量个数选取的过大而产生更大的分析误

差#比较
CIJ

方法下的由加入模式误差后分析误

差的变化和加入观测误差后分析误差的变化!我们

可以看到!加入模式误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分

析误差由于观测代表性误差引起的不稳定#并且在

K?

"

K"

"

K!

方案下相同的模式误差所产生的分析

误差不同!模式误差与观测代表性误差可能也发生

了非线性相互作用#

除了上述试验之外!我们还选取了不同的样本

作为模式统计样本用于获得支撑大气吸引子的基向

量 %图略&!发现得到的分析效果都基本相同#这

说明了分析场对模式样本的选取方法依赖性较小!

并说明了一定数量的样本得到的支撑大气吸引子相

空间的基向量具有稳定性#

误差分析表明!由观测代表性误差"观测误差

和模式误差引起的分析误差用
78H

方法比用
CIJ

方法小!并且稳定#因此!我们建议采用
78H

方

法获得支撑大气吸引子基向量#

G

!

结论与讨论

本文采用
CIJ

和
78H

两种方法获取支撑大气

吸引子的基向量!推导出
BH78H

分析场的表达式#

用简单的数值试验比较了基于
CIJ

与
78H

的

BH78H

的分析场!并在此基础上对分析误差的来

源做了初步分析!得到如下一些初步结论#

不论是用
CIJ

方法还是用
78H

方法获得支撑

大气吸引子的基向量!

BH78H

都得到了较好的分

析场!分析场的好坏与基向量的个数有密切关系#

78H

方法得到的分析场较
CIJ

方法稳定!分析误

差较小#尤其是在观测点个数较少!并且分布不均

的情况下!基于
78H

方法的
BH78H

得到的分析场

比
CIJ

得到的分析场稳定#这说明
78H

方法更适

于作为获取支撑大气吸引子基向量的方法#

一般来说!分析误差随着观测误差和模式误差

的增大而增大#分析误差的大小与观测点分布及数

目有关#对于基向量个数有一个最优的值#

截断误差"样本误差"观测代表性误差"观测

误差和模式误差是
BH78H

分析误差的主要来源#

截断误差产生的分析误差随着基向量个数的增多而

减小+观测代表性误差"观测误差和模式误差引起

的分析误差随着基向量个数的增多而增大#这从一

个侧面说明!不是基向量个数越多越好#由观测代

表性误差"观测误差和模式误差引起的分析误差用

78H

方法比用
CIJ

方法小!并且稳定#采用
78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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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获得支撑大气吸引子基向量比用
CIJ

方法好#

BH78H

的分析误差对观测误差是比较敏感的!观

测代表性误差与观测误差和模式误差产生了非线性

相互作用#这说明观测点的位置和空间分布的重要

性#

本文的结果仍是初步的!一些做法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例如!采用
:%CK

资料作为真实场!模式

误差是白噪声!试验中观测点恰好在模式格点上!

并且观测变量和模式变量相同!观测算子是线性算

子等等#其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如

BH78H

方法在真实模式中分析场如何!分析场是

否在其他情况下也对取样方法不敏感!当观测算子

为非线性算子的时候分析场的效果如何!各种误差

是如何影响分析误差的!其得到的分析场作为初值

对预报的影响以及基向量个数选取的标准问题等

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试验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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