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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系数值模式中气压梯度力

的递推算法!

杨晓娟###钱永甫

"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 南京#!=))A*#

摘#要##在静力关系成立的条件下! 推导出气压梯度力的递推算法! 用以计算有地形

!>

!

坐标系模式中的气压梯度力$ 将递推算法与对应的 B 种直接计算方案相比后发现!

在有气压梯度力的参考大气中! 递推算法的计算精度相对于直接计算方案的精度有较大改

进! 特别是采用递推后的两种经典修正格式和 +%3CD格式! 能较大提高水平气压梯度力的

计算精度! 从而改善数值模式的预报效果和稳定性$

关键词! !>

!

坐标系模式% 气压梯度力% 递推算法

!"引言

数值预报模式中如何恰当地处理地形! 是涉及到模式的稳定性和预报效果的重要

问题$ E,-&-90

&='在 =A?" 年提出了处理地形的
!

坐标系! 使地形面自然地成为一个坐标

面! 因此下边界条件变为齐次! 使得地形处理简单! 但是
!

坐标系使水平动量方程中

最重要的气压梯度力项变成了两大项的小差! 使得计算误差很大! 地形陡坡附近尤甚!

从而严重损害数值模式的预报效果$ 由此可见! 如果地形处理不当! 数值模式的积分

可能不稳定$ 即使稳定! 由于误差在地形区的积累! 也使预测结果不可靠$ 因此! 具

有陡峭地形的大气数值模式中如何恰当地处理地形! 一直为人们所重视$

许多气象学家对如何提高地形坐标系中气压梯度力的计算精度问题做了细致而有

成效的研究$ 目前很多有地形模式中的气压梯度力的计算方案主要有( 静力扣除法!

回插到等压面法 "也称为
"

法#! 特殊差分格式法$ 钱永甫等&!!*'根据差分变换原理!

提出计算气压梯度力的差微差方法 "即FFF法#! 并已证明FFF方法是一种精度较高

的方法$ 由FFF方法可演化 B 种计算气压梯度力的公式! 分别为经典格式! 经典平均

格式! 两种经典修正格式! +%3CD格式和回插到等压面的计算格式$ 随后! 钱永甫等&@'

又提出了气压梯度力的误差扣除法! 使计算精度又有所提高$ 郑维忠等&?'研究证明误

差扣除法能有效地减小气压梯度力的计算误差$ 试验结果表明! 经典格式不能用来做

气压梯度力的计算! 经典平均格式和 +%3CD格式可以用在数值模式中! 但精度不是很

高! 因此积分时间不宜太长$ 回插等压面格式计算精度较高! 但计算量大&B'

$ F4.G43G

等&"'对+%3CD格式进行了修正以提高气压梯度力的计算精度$ +,/. 等&H'提出
!

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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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等价位势! 来消除地形对气压梯度力计算精度的影响$ 虽然这些方案都不同程度

地改善了气压梯度力的计算精度! 但在地形陡峭区也还需进一步改进以得到更为精确

的结果$

在!"

!

混合坐标系模式中! 考虑到上层!坐标系中的气压梯度力计算精度较高!

并且对于较大尺度的天气系统! 静力平衡条件严格满足! 则可以利用静力平衡关系由

上而下递推计算下层
!

坐标系中的气压梯度力! 有可能改善其计算精度$ 本文对这种

方法进行了探讨$

#"原理和方法

#$!"% 种直接计算法

!

坐标系中水平运动方程的气压梯度力项可表示为两项之和! 以#方向为例! 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式中
$

) &和'分别为重力位势高度) 温度和气压! %为干空气气体常数% 下标 !或
!

表示在!或
!

坐标系中求值$ "=# 式等式右边第一项可直接在
!

面上取中央差分 ! 第

二项可有不同的取法$

以下三种方法均以 "=# 式为基础! 分别表示为(

%

经典法(在 "=# 式中! 直接取&为气压梯度力计算格点上的温度值! 即&$&

)

!

)为#方向计算格点编号$ 其余用中央差$

&

经典平均法(在 "=# 式 中! 取 &为计算点左右格点上温度的平均值! 即"

&

#

$

=

!

"&

)"=

*&

)*=

#! 其余同经典法$

'

+%3CD法(在 "=# 式中! 将等式右边第二项取为计算点左右半个格距点上的平

均值! 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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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永甫等&*'根据FFF原理还推导出气压梯度力的其他几种方法! 即

(

经典修正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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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修正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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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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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点上的

气压值! 作为常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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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推计算法

递推计算法的基本思想是在!"

!

混合坐标系模式中! 利用模式上层!坐标系中气

压梯度力易于算准的优点! 从上至下逐层计算气压梯度力$ 在计算下一层的气压梯度

力时! 要用到上一层的值$ 在递推时还应尽可能利用坐标面值直接计算以避免垂直插

值方法带来的误差$ 根据静力方程! 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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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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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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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式中下标表示气压值自上而下的编号! 有'

-"=

.'

-

$ 因此! 在等压面!上对 "B# 式求

水平导数! 则#方向气压梯度力可表示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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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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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

#$

#

( )
#

'

-

$ 0方向有同样的表达式$ 由此可见! 当上一层气压梯度力的值已知

时! 只要加上 ""# 式中的第二项! 即可求得下一层气压梯度力值! 但上式中对#的微

商是在!坐标系中进行的$ 由公式 ""#! 可以看出递推法的另一个优点是将气压梯度

力分为一大项 "上一层气压梯度力# 和一个小项 &即公式 ""# 中的第二项' 之和$

所以在求解递推法公式 ""# 中的第二项时! 虽然会出现 *大项小差+ 现象! 但对气压

梯度力的精度影响比直接算法会小$ 在
!

面上! 对 #的微商应做变换! 参照直接计算

法! 可分别得变换公式如下(

%

经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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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D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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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种变换关系直接来自经典变换公式! 由 FFF变换公式还可得到以下三种公

式&!'

! 即(

(

经典修正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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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修正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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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压面上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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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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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 ""# 式!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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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表示差分点上的气压值$

从以上 B 种方法的计算公式中! 可以看出! 除
"

法以外! 其余 ? 种方法都需在-和

-"= 层上同时分别使用 "H# 1 "=!# 式的变换公式$ 在这些变换公式中! 都涉及到

!

面上计算
#

&

#

&.

( )
'

或
#

&

#

( )
'

值的问题$ 在本文的计算中利用中央差分计算之$ 如在 "H#

式 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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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差 分 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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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 A # 式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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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其中)) -分别是#) 3方向的格点

编号$

&"试验方案

以上的不同公式在递推法中可能仍有不同的精度! 因此要用理想场检验之$ 同时!

为了检验递推法与直接计算法的优劣! 也需要用理想场作为检验的标准$

&$!"理想场的设计

在设计理想场时! 应该注意使温度 &的垂直分布比一般的线性假设高一阶! 这样

可避免试验结果的偶然性! 因此我们设温度&随&.'的分布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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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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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下标 *)+ 表示某一参考面! '为气压!

"

)

取为 "#! 0# 的函数! 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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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静力方程! 可求得重力位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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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等压面上重力位势的梯度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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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任一等压面上的气压梯度都是由气压值和参考面上
$

)

) &

)

)

"

)

的梯度确定$ 本

文取参考面上
$

)

$)') 位势米! &

)

$!HH I! '

)

$=)=* ,E4! 其余参数见试验方案$

由公式 "=@# 和 "=B# 可见! 温度随气压的变化比位势高度随气压的变化低一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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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虽然递推法公式 ""# 中的第二项中的
#

#

#

"&

-"=

*&

-

# 是在
!

面上求得! 在实际计算

中会引出两项! 可能会出现 *大项小差+ 现象! 但公式 ""# 中的第二项
#

#

#

"&

-"=

*&

-

#

和公式 "=# 中 "

#$

2

#

##

!

的截断误差不同! 前者的精度要高一阶$

&$#"理想地形的设计

地形高度5

6

随水平坐标变量#! 0的变化可表示为

5

6

"#!0# $7/

"&"#"#

)

#

!

*"0"0

)

#

!

'24

!

! "=H#

式中7为地形最高点 "#

)

! 0

)

# 处的高度! 4 是地形的指数 /折叠长度$ 将 5

6

代入

"=B# 可得到关于'

6

的一元三次方程! 利用卡当公式! 可求得理想大气中的地面气压'

6

的解析公式! 避免利用迭代法求解地面气压所带来的误差$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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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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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6$

A&

)

"

)

"

!"

@

! 8$

!"

@

"

!"&

)

!

"

)

*

A "

$

6

"

$

)

#

%

"

)

$

&$&"试验方案

为检验递推算法的适用性! 需建立一个用以检验的模式$ 为此! 在垂直方向建立

一个!"

!

混合坐标系! 垂直层次可任意选取$ 且

!

$

'"'

9

'

6

"'

9

! "!)#

式中'

9

$@)) ,E4! 为参考面气压$ 模式在水平 "#! 0# 方向取 *= 个格点! 水平格距

+

#)

+

0可变! 地形最高点取在#) 0轴的正中间! 地形高度也可变$ 参考等压面上气压

梯度力的计算用中央差分法! 以此向下递推求得
!

坐标系中的气压梯度力值$ 本文设

计了五类试验! 方案分述如下(

"J# 为了检验递推算法在无气压梯度力参考大气中的计算精度! 取
"

)

$?? I!

4

%

$! ))) K8! 山高7$! ))) 8! 4 $! ))) K8! 最大地形梯度为 H'@!" L=)

"@

! 水平格

距取 *)) K8! 垂直方向取 =H 层模式面! !坐标系中有 H 层模式面! 在 !$!?! "?!

=!?! ="?! !!?! !"?! *!?! *"? ,E4层上计算气压梯度力$

!

系中有 =) 层模式面! 气

压梯度力在
!

$)')?! )'=?! )'!?! ,! )'H?! )'A? 层上计算$

"JJ# 为了检验有气压梯度力参考大气对递推算法精度的影响! 取
"

)

$B) I!

"

)

由

"?# 式计算! 余同 "J#$

"JJJ# 为了检验地形梯度对递推算法精度的影响! 取山高 7$@ ))) 8! 4 $= )))

K8! 最大地形梯度为 *'=!" L=)

"*

! 余同 "JJ#$

"J$# 为了检验水平格距变化对误差的影响! 水平格距分别取 =)) K8! *)) K8!

?)) K8! 余同 "JJ#$

"$# 为了检验垂直层次变化对误差的影响! 垂直方向分别取 A 层) =H 层和 *B 层!

其余同 "JJ#$

'"试验结果分析

图 = 是试验J所用的地形高度和地形梯度随#轴或0轴的分布$ 由图 = 可见! 地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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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试验J中的地形高度 "4# 和地形梯度 "C#

梯度并不很大! 最大的地形梯度出

现在山坡$

((由于一般来说! 模式下层的
!

面气压梯度力的计算误差较大! 但

模式最低层由于地形的影响! 其结

果缺乏代表性! 故我们在比较计算

结果时! 均在倒数第二层
!

坐标

面上进行$ 在试验 JJ中! 倒数第

二层
!

坐标面上的气压梯度力理

论值的最大值出现在山坡上! 绝对

值约为 !'* L=)

"@

$

图 ! 是试验 J中 B 种递推方案

的绝对误差和对应的 B 种直接计算

方案的绝对误差的比较$ 由图 ! 可见! 在无气压梯度力的参考大气中! 相对于直接计

算方案! 采用递推方案后! 经典格式以及经典修正格式 = 和 ! 的精度都有较大提高! 尤

其在地形梯度最大的地方$ 但是递推后! 经典平均) +%3CD格式和
"

法的绝对误差数值相

对于直接计算方案反而变大! 量级约为 ='? L=)

"B

! 其原因有待于进一步分析$

((图 * 是试验JJ中 B 种递推方案和对应的 B 种直接计算方案的绝对误差比较$ 由图 *

可以看出! 采用递推方案! 使所有计算格式的精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特别是经典

平均格式和+%3CD格式!经典修正格式=和!的精度也有较大提高$但
"

法的改进不

图 !#

"

)

$常数时! B 种递推方案 "粗线# 和对应的 B 种直接计算方案 "细线# 的绝对误差比较

"4# 经典法% "C# 经典平均法% ":# 经典修正法 =% "G# 经典修正法 !% "/# +%3CD法% "5#

"

法

B"=



#! 期 杨晓娟等( !>

!

坐标系数值模式中气压梯度力的递推推算法
#

图 *#

"

)

%

常数时! 试验JJ中 B 种递推方案 "粗线# 和对应的 B 种直接计算方案 "细线# 的绝对误差比较

"4# 经典法% "C# 经典平均法% ":# 经典修正法 =% "G# 经典修正法 !% "/# +%3CD法% "5#

"

法

显著! 这也说明
"

法的直接算法已有很高精度$ 从图 ! 和 * 图均可看出! 它比其余 ? 种

直接计算格式的精度都高$ 从图 * 还可看出! 递推算法的误差一般要比真值小一个

量级$

为了与精度最高的直接计算格式相比较! 在图 @ 中给出了试验 JJ中 B 种递推方案

的绝对误差和直接计算方案中精度最高的
"

法的绝对误差的比较$ 可见! 递推后! 除

了经典格式与直接
"

法的精度相当 "最大绝对值约为 ? L=)

"B

#! 其他递推格式的精度

均优于直接
"

法! 特别是递推经典平均格式和递推+%3CD格式的精度很高! 最大绝对值

约为 ! L=)

"B

! 相对误差在 =M左右$

图 ?是试验JJJ中 B种递推方案的绝对误差和对应的 B 种直接计算方案的绝对误差的

比较$ 试验JJJ相对于试验JJ地形更为陡峭$ 由图 ?可见递推后! 经典格式) 经典修正格

式 =和 !以及+%3CD格式的精度都有所提高! 但经典平均格式和
"

法的精度变化不大$

图 B 是试验JJJ中直接
"

法与 B 种递推格式的绝对误差比较$ 由图 B 可以看出! 递

推经典修正格式 = 的误差小于直接回插格式 "绝对值约为 = L=)

>?

#$ 而递推修正格式

!) 递推+%3CD格式和递推回插格式的误差稍大于直接
"

法 "最大绝对值约为 ! L

=)

>?

#$ 递推经典格式和经典平均格式则误差较大$

((综合试验JJ和JJJ! 可以看出在有气压梯度力的参考大气中! B 种递推计算格式的

精度相对于相应的直接计算格式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特别是经典修正格式 =) ! 和

+%3CD格式! 在平缓和陡峭地形时精度都优于直接
"

法! 且计算量比直接
"

法的小$ 因

此采用经典修正格式 =) ! 和+%3CD格式的递推方案! 能较大地提高水平气压梯度力的

计算精度! 从而改善数值模式的预报效果和稳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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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

)

%

常数时! 试验JJ中直接
"

法与 B 种递推格式的绝对误差比较

6-直接
"

法% N-递推经典格式% +-递推经典平均% F-递推经典修正 =%

O-递推经典修正 !% P-递推+%3CD格式% Q-递推
"

法

图 ?#

"

)

%

常数时! 试验JJJ中 B 种递推方案 "粗线# 和对应的 B 种直接计算方案 "细线# 的绝对误差比较

"4# 经典法% "C# 经典平均法% ":# 经典修正法 =% "G# 经典修正法 !% "/# +%3CD法% "5#

"

法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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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标系数值模式中气压梯度力的递推推算法
#

图 B#

"

)

%

常数时! 试验JJJ中直接
"

法与 B 种递推格式的绝对误差比较

6-直接
"

法% N-递推经典格式% +-递推经典平均% F-递推经典修正 =%

O-递推经典修正 !% P-递推+%3CD格式% Q-递推
"

法

图 " 是试验J$中 B 种递推方案水平格距变化对绝对误差的影响$ 由图 " 可见! 随

着水平格距变小! B 种递推格式的绝对误差变小! 计算精度都有所提高$ 水平格距增

大! 则绝对误差变大! 精度降低$ 这与差分计算中的截断误差理论是一致的$

图 H 是试验$中 B 种递推方案垂直格距变化对绝对误差的影响$ 由图 H 可见! 相

对于
+!

$)'=! 经典) 经典平均和 +%3CD格式的绝对误差随垂直格距减小或增大而变

大! 且随着垂直格距增大! 分布形式发生变化! 即从山西侧为负) 山东侧为正变为山

西侧为正) 山东侧为负$ 可见! 这些格式的误差随
+!

的变化有随机性和不稳定性$ 而

随着垂直格距减小! 经典修正格式 =) ! 和
"

法的绝对误差变小! 分布形式没有变化$

因此这三种基于FFF原理的递推格式具有稳定的误差分布! 且符合差分理论$

("结"论

在静力关系成立的前提下! !>

!

混合坐标系模式中各层模式面的气压梯度力可以

通过递推求得! 即利用某层较为精确的值递推求得其下层的值! 这样有可能减小气压

梯度力中两大项的小差带来的误差$ 本文利用上述递推原理! 构造了!>

!

混合坐标系

模式对陡峭地形区气压梯度力的递推算法进行了检验$ 结果表明(

"=# 在有气压梯度力的参考大气中! B 种递推计算格式的精度相对于各自的直接计

算格式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特别是经典修正格式 =) ! 和 +%3CD格式! 在地形平缓和

陡峭时! 其精度均优于直接
"

法! 且计算量比直接
"

法小$ 因此采用经典修正格式=)

A"=



大##气##科##学 !" 卷
#

图 "#

"

)

%

常数时! 水平格距变化对 B 种递推方案的绝对误差的影响

"细实线
#

#R=)) K8! 粗实线
#

#R*)) K8! 星号虚线
#

#R?)) K8#

"4# 经典法% "C# 经典平均法% ":# 经典修正法 =% "G# 经典修正法 !% "/# +%3CD法% "5#

"

法

图 H#

"

)

%

常数时! 垂直格距变化对 B 种递推方案的绝对误差的影响

"细实线
#!

R)'!! 粗实线
#!

R)'=! 星号虚线
#!

R)')?#

"4# 经典格式% "C# 经典平均% ":# 经典修正 =% "G# 经典修正 !% "/# +%3CD格式% "5#

"

法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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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标系数值模式中气压梯度力的递推推算法
#

! 和+%3CD格式的递推方案! 能较大程度地提高水平气压梯度力的计算精度! 从而改善

数值模式的预报效果和稳定性$

"!# 随着水平格距变小! B 种递推格式的计算精度都有所提高$ 水平格距增大! 则

绝对误差变大! 精度降低$

"*# 相对于
#!

R)'=! 在垂直格距减小或增大时! 经典) 经典平均和+%3CD格式的

绝对误差变大! 而随着垂直格距减小! 经典修正格式 =) ! 和
"

法的绝对误差变小$

本文主要对理想地形和理想大气中气压梯度力的递推算法进行了初步探讨! 还需

在实际数值模式中进行试验! 进一步检验其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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