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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模式误差对降水四维变分

    资料同化及预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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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一个无量纲的水汽发展方程，针对同化时间窗口内出现和不出现降水两种情况，分析了不同模

式误差和初始误差对降水四维变分资料同化预报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应用四维变分资料同化方法进行降水

预报前，应该充分考虑数值模式中的误差，才能得到比较满意的同化及预报结果。假定同化窗口内获得的比湿

观测场是准确的，当不存在模式误差时，四维变分资料同化方法可以有效地消除初始场误差，找到比湿真实初

始场;而存在模式误差时，四维变分资料同化后的模式初始场会偏离真实的比湿初始场，并且模式误差越大，

偏离程度越严重。在一些模式误差情况下，由于模式误差在同化窗口及延伸预报时段的作用不同，进行四维变

分资料同化处理后，尽管累积降水量的预报结果在同化时间窗口内优于同化前的预报，而在最终预报时刻反而

差于同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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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fallinthewindow of4仆VARandwithoutrainfallinthew1ndow of4仆VAR.Theresultsindicatesthatthe

modelerrorshouldbeconsideratedsufficientlybeforethe4仆VARofrainfall，then，asatisfiedassimilationand

forecastresultwillbeobtained.lnthecasethatthenumericalmodeliscorrectandthcreisinitialdataerror，ifthe

observationa1dataofspecifyhumidityduringthewindowof4仆VARisthetruestate，theerrorinmodelinitialdata

willbeeffectivelyremovedandthetrueinitialdatawillberetrialafterthe4仆VAR.Iftherearemodelerrors，the

initialdataafterthe4D--VARwilldeviatethetrueinitialdataofspecifyhumidity，andthedeviationaslargeasthe

modelerrors.Whenthemodelhaserrorsandtheerrorsworkdifferentlyatthewindowofassimilationandthe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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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orccasttlmc，althoughtheforecastresu1toftheaccumulatedrainfallcan

ngtheassimilationwindow，itwillbecomelessadvantageousthantheforecast

approachtheobservationaldata

without4DVARinthewindow

offorecasttirne，evenbecomingworsethanitattheendoftheforecast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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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四维变分资料同化方法是利用同化时间窗口

内的观测信息，通过非线性最优化方法确定预报

模式的最优初始场。该方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消

除数值模式的初始误差，使变分同化处理后的预

报结果在同化时间窗口内与观测场最接近川。过

去10多年来，变分同化方法作为一种极具发展潜

力的资料同化技术受到世界各国气象科学家们的

重视，并得到充分的理论研究和技术开发。目前，

世界上主要的业务气象中心一般都开发了三维或

四维变分资料同化系统，并投人业务使用，变分

同化方法已经成为当今资料同化的主流技术。

    降水预报一直是数值天气预报的一个重要内

容。在中尺度天气系统相关的降水预报研究中，

虽然科学家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降水预

报还经常会出现空报、漏报及错报的情况。随着

四维变分资料同化方法的快速发展，科学家们希

望通过应用四维变分资料同化方法改善预报模式

的初始场，进而提高降水预报的准确性川。然而，

在使用该方法进行降水预报研究的过程中，常常

会遇到这样的现象，即通过四维变分资料同化处

理后的降水预报，其结果一般在同化窗口内与观

测场很接近，但在延伸预报时段内，随着时间的

发展，预报效果会出现改善不明显的情况，甚至

在最终预报时刻，预报结果比同化处理前还要差

很多。是什么原因导致上面的现象呢?我们知道，

四维变分资料同化方法实施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是假定模式是准确的，但在降水预报中，由于降

水物理过程的复杂性，目前的数值模式还不能完

全准确地描述降水发生的机制，也就是说，目前

应用的降水预报模式一般会存在模式误差，一5〕。

模式误差对四维变分资料同化的影响已经引起气

象工作者的重视困，他们指出在变分同化中利用

有误差的模式作为约束条件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邱崇践和部吉东川利用浅水模式考察了模式误差

对四维变分资料同化的影响，他们认为，在变分

同化过程中，数值模式误差会被转移到同化后的

初始场中。关于模式误差对降水四维变分资料同

化的影响，到目前还没有发现相关的研究工作。

    本文利用一个无量纲水汽发展方程，研究不

同模式误差和初始误差对四维变分资料同化累积

降水量预报效果的影响，并通过考察变分同化结

果与理想真实大气状态的偏差，进而分析模式误

差对降水同化预报结果的敏感性。

2 水汽发展模式

    取时间特征尺度为1又10‘5，空间特征尺度为

1义105m，速度的特征尺度1义10’m·5一’，以及水

汽的特征尺度为1火10一，9·9一’，将水汽发展方

程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进行简化，然后采用时间

前差格式和水平中央差格式将简化的无量纲水汽

方程进行离散，得到以下形式的水汽发展模式

0.2尹(9二，)+0.8，‘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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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哦和R几分别为第n时间步的比湿值及累积

降水量，叽代表饱和比湿，广(q。一1)代表模式从

n一1时间步积分到第n时间步过程中进行降水判

断前的中间变量。在模式积分过程中，当比湿值

大于饱和比湿时，认为有降水产生。考虑到凝结

潜热释放会使得一部分凝结又转化为水汽的形式，

只将超过饱和80%的比湿作为产生的降水，其余

2。%仍转化为水汽留在大气中。

、1一(U:1-
(稍 一引 )

2么不 一凡1)“，
_广(q二1)=     2镇 1镇M; 1镇n镇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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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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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1代表水平格点

;n代表时间步，N

，M为模式水平最大格点

为模式积分的最大时间步

，△t代表时间步长。晰一1代表水平风速，凡一1

关的文章中讨论。

    本文在同化时间窗口内，考虑如下形式的目

标函数:

数

数

表示大气的水平及垂直扩散、边界层、和辐射等

物理过程对水汽的影响。 f(q乙)=
:今带， ()，、:
几于名兰J z二J、甘。一 叮，少
‘ 刃三 丁二而

(《，一端‘)十

取模式的初始场如下:
(R几一R男!)T(R二一R军)，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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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q。为常数，不同的q。对应不同的初始场

水平风速取为

1，!_二竺二1丛丛上竺卫)_
                  M」叼

(4)

    为真实反映大气的运动规律，在对量纲以及

实际天气个例的观测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取

F、的值在 [一2.0，2.0]之间变化，

。 。 /3兀(n一 1).八。\.___。。
厂。幸 户oslfll一— 不于万一一一寸-U·6】十 U。UU乙砂 0

                      \ 2丫 /

其中，T，=30代表同化时间窗口，以和R几分别

为数值模式预报的n时刻的比湿和累积降水量，

衅和R罗分别是比湿和累积降水量的观测场。

    进行四维变分资料同化前，首先要正确写出

该数值模式的切线性模式及伴随模式，并根据切

线性模式的检验公式及伴随模式的检验公式，给

出正确性检验。

    切线性模式的检验公式为

R = }}从(q+a△动一从(妇}1
    。}{M:(动△all

= 1+0(a)
(5)

其中，FO为给定的常数

    饱和比湿取为

、一、司(0·8+。·2·0·(
3兀(n一1)

    N )) (6)

其中，q.o为给定的常数。

3 试验设计及分析

    在上面给出的水汽发展模式中，取预报时间

窗口为 [0，120]，对应于24h积分时间;取时

间段 印，3。」为同化时间窗口，相当于6h模式

预报时间，[30，120」则为模式延伸预报时间段，

如图1。模式积分中，时间步长取为时间窗口的倒

数，即△t=0.008。

3.1 目标函数及其梯度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考查数值模式误差及模式

初始场误差对降水四维变分资料同化及预报的影

响，故在目标函数中首先没有考虑加人背景场项。

关于在目标函数中加人背景场项来修正数值模式

误差对降水四维变分资料同化的影响，在后续相

                                                    (8)

其中，呱(动表示非线性模式，解，(妇表示非线性
模式的切线性模式，}!·】」表示取欧氏范数，△q

是q的小扰动，a表示扰动的幅度，其取值范围一

般为0<a镇1。

    伴随模式的检验公式为

<解‘(、)△、，解‘(、)△:>=<叼，‘(、)叮‘(9)△、，△、>
                                                        (9)

其中，叼厂(妇表示切线性模式的伴随模式。
    切线性模式及伴随模式的检验结果分别如表

1、表2。在切线性模式和伴随模式检验正确的基

础上，对目标函数 (7) 进行了梯度检验，目标函

数的梯度检验原理与切线性模式检验类似，检验

结果如表3。

3.2 数值试验

    为了消除模式初始场中存在的误差，目前比

较常用的方法是四维变分资料同化方法。采用四

维变分资料同化方法，通常假设采用的数值模式

存在很小的误差或者没有模式误差。在此情况下，

利用同化时间窗口内各种观测信息，通过非线性

同化时间窗口 延伸预报窗日

图1模式的同化时间窗口及延伸预报时段 ([。，3。〕对应6h，[。，12。〕对应24h)

Fig.I Thewindowof4件VARandtheforecasttime([0，30〕。orrespondsto6h，and[0，120刁correspondsto24h)



608
  气 候 与 环 境 研 究

ClimaticandEnvironn1entalResearch

  11卷
Vol.11

表1 切线性模式检验结果

Table1 Theverificationofthetangentlinearmodel

表3 目标函数梯度的检验结果

Table3 TheverifiCationofthegradientofthec份tfunction

扰动幅度

Magnitudeof
theperturba-
tlons

1.OXIO一1

1.OXIO一2

1.0冰10一3

10只10一4

1.OXIO一5

1.0火10一6

1.OXIO一7

1.OXIO一8

1.0火10一9

1.0只10一10

1.0火10一11

1.0只10一12

1.0冰10一13

1.OXIO一14

1.OXIO一15

1.OXIO一16

同化窗口内没有降水
Withoutrainfallinthe

window of the 4D--

VAR

100000000000000

1.00000000000001

1.00000000000004

1.00000000000031

0.999999999999073

0.999999999991016

1.00000000041246

1.00000000103223

0.999999911785079

1.00000059973189

1.00001373889620

0.999958579196961

1.00142743860375

100093162108247

0 985437323542495

123954380319811

同化窗口内有降水
Withrainfallinthe

window ofthe4L)

V了、R

1.03550145887377

1.00500066402991

1。00042148431888

1。00000000000076

1.00000000000018

0.999999999901184

1.OQ000000016678

0.999999988232211

0.999999894411325

1.00000078088073

1.00000336785369

0.999751224222022

1.00171042508097

1.00753973749578

0.838179240710288

1.13826810466829

扰动幅度
Magnitudeof
thePerturba-
tlonS

1.OX10一1

1.0火10一2

1.0丫10一3

1.0又10一礴

1.OX10一5

1.0又10一6

1.0又10一7

1.0又10一8

1.0只10一9

1.0只10一10

1.OXIO一11

1.0只10一12

1.0火10一13

1.0只10一14

同化窗口内没有降水
Withoutrainfallinthe

window of the 41)

VAR

1.25130011085384

1.02491276099960

1.00249127609988

1.00024912761045

1.00002491274286

1.00000249120101

1.00000024830404

1.00000000863788

0.999999989136967

0.999999560116983

0.999992929808143

0.999987079535636

1.00098162586174

0.978945599420600

同化窗口内有降水
Withrainfallinthe

window ofthe4公

VAR

1.36566778275820

1.03764765769711

1.00380325993224

1.00038032599429

1.00003803260537

1.00000380320633

1.00000038054545

1.00000004242517

1.00000004105737

0.999999493937167

0.999992107814457

1.00012204886212

1.00013572686714

1.00806896977719

注:随着扰动幅度的减小，检验结果趋近于1.。，然后随着计算

机舍人误差的增加又偏离1.。，证明切线性模式是正确的。

Note:Asthedecreaseofthemagnltudeoftheperturbations，the

verlficatlonresulttendtowardl.0，andastheincreaseoftheroun-

dingerrorofcomputer，thetheverificationresultdeparture1.0，it

showsthatthetangentlinearmodeliscorrect.

注:随着扰动系数的减小，检验结果趋近于1.。，然后随着计算

机舍入误差的增加又偏离1。，证明关于目标函数的梯度检验是

正确的。

Note:Asthedecreaseofthemagnitudeoftheperturbations，the

verificationresulttendtowardl.0，andastheincreaseoftheroun-

dingerrorofcomputer，thetheverificationresultdeparture1.0，it

showsthattheverificationofthegradientofthecostfunctionis

COrreCt.

表2 伴随模式的检验结果

TableZ Theverificationofthea峨jointmodel
取

            同化窗口内没有降水
              Withoutrainfallin the

              wlndowofthe4公VAR

左端项Left l.800000000000000只10一2

右端项Rightl.800000000000000火10一2

同化窗口内有降水
W玉th剑nfallinthe 朔n-

d。勺vof the 4DVAF

R(‘，n’司粤(工“一“‘’2 (10)

3.763778858678739X10一2

3.763778858678739水10一2

RO(1，n)=

注:左端项代表切线性模式积分结果的平方，右端项代表伴随模

式结果与初始扰动的乘积

Note:theleftisthesquareoftangentlinearrnodelresult，theright

istheinitialperturbationsplustheadjointmodelresult.

优化得到理想的模式初始场。然而，实际采用的

降水数值模式通常会存在模式误差，那么，模式

误差会对降水四维变分资料同化有什么影响?

    下面就数值模式不存在误差和存在误差这两

种情况，针对同化时间窗口内不同降水预报情况，

对四维变分资料同化后的模式初始场及变分同化

后的降水预报结果进行数值试验和分析。数值试

验中使用的观测场不是实际天气个例观测场，是

由数值模式生成的理想观测场。

    为了衡量模式预报结果对观测场的偏离程度，

其中x，代表数值模式在第n

(工男，)“， (11)

时刻预报的比湿和累

M艺
间

积降水量场，式代表在第n时刻的比湿和累积降

水量的观测场。

    用R(i，n)表示累积降水量预报结果与其观测

场之间的偏差，R(1，n)/Ro(i，n)表示四维变分资

料同化处理后的比湿初始场与理想比湿初值的差

值与理想初始场之比。

3.2.1 不存在模式误差

    首先讨论没有模式误差的情况，假定所采用

的数值模式是准确的，数值模式预报结果的不确

定是由模式初始误差引起的。这时，分别利用同

化时间窗口内不存在观测误差和存在观测误差的

观测场，对不同的模式初始场误差进行了降水四

维变分资料同化及预报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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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F=1.3和9、=0.6，通过公式 (5)、(6)

分别产生数值模式的Fn 和饱和比湿值。由公式

(3)，令q。=0.3和q。=0.45，我们可以得到两个
个例的模式初始场哦(i=1，2)。以啦为初值积分

数值模式，将积分得到的序列上叠加一随机扰动

作为比湿与累积降水量的观测序列，q。=0.3个例

在同化窗口中没有降水产生，q。二0.45个例在同

化窗口内有降水产生。

    然后，取目标函数形式如公式 (7)，对两个

个例进行四维变分资料同化试验。通过在真实初

始场上叠加不同的误差作为初猜场进行试验试验，

结果表明:当同化窗口内的观测场没有误差或者

误差很小时，利用四维变分资料同化方法进行处

理，可以有效地消除模式初始场中存在的误差，

即使数值模式的初始场误差比较大，达到真实初

始场的50%时，变分同化处理后仍能找到接近于

真实大气的模式初始场 (图略)。对同化时间窗口

没有降水个例，利用四维变分资料同化方法找到

的数值模式初始场与真实场完全相同，利用该初

始场所作的预报在同化窗口内及延伸预报窗口内

与观测场完全相同;对同化时间窗口有降水个例，

变分同化处理后找到的数值模式初始场与真实场

也完全相同，利用该初始场所作的预报在同化窗

口内及延伸预报时段，也同样得到了与观测场一

致的预报结果。当同化窗口内的观测场存在一定

的误差时，在数值模式本身准确的情况下，变分

同化时间窗口内的观测场质量对同化后的结果也

存在有很大的影响。在四维变分资料同化时，通

常在目标函数中加人观测算子的协方差矩阵来消

除同化窗口内观测场的误差，这里不做讨论。

3.2.2 存在模式误差的情况

    为了清楚地说明存在模式误差时，对降水过

程四维变分资料同化及预报的影响，假定在同化

窗口内观测场没有观测误差，就是大气的真实状

态，或者观测算子的协方差矩阵已经处理得非常

好，可以消除同化窗口内观测误差的影响。这里

假定同化窗口内的观测场是没有误差的，观测序

列由数值模式产生。

    实际应用的数值模式中，模式误差可以在很

多物理过程中体现。本文将简单比湿发展数值模

式中的误差主要归结在两部分，一部分是降水产

生前的物理过程中存在的误差，体现在凡 部分，

另一部分则是在产生降水的物理过程中存在的误

差，体现在降水产生的条件q。。

    当凡这部分物理过程处理不当时，会使数值

模式不能够正确地反映水汽的增长及输送结果，

影响降水产生的大尺度背景条件，使降水产生的

时间提前或推迟，甚至不能产生降水，出现空报、

漏报及错报的现象困叼。
    如果对降水方案及降水产生后进行的温度、

湿度调整等降水部分物理过程处理不当时，则会

影响降水产生的条件q。，对降水量产生的大小有

很大影响[‘。，1;〕。
    在实际数值天气预报中，这两种模式误差会

因天气个例的不同而单独作用，或者两种误差共

同作用并且相互反馈，因而所带来的影响也不尽

相同。

    将降水产生前物理过程Fn 的误差取在振幅和

位相两部分，有时比较小的位相偏差也会引起Fn

比较大的差异，在试验中最大取为不超过凡值的

20%。

    根据饱和比湿的计算公式

q。=0.622生
              户

(12)

其中，P代表气压，e，代表饱和水汽压

            es一E01o‘撒，， (13)
E。=6.1078是。℃时饱和水汽压的值，1代表水

汽的温度。

    对于850hPa标准层上的大气，当温度有0.5

℃误差时，饱和比湿会产生3%一4%的误差，当

温度有1.0℃误差时，饱和比湿会产生7%一8%

的误差;对于700 hPa的标准层上的大气，饱和

比湿的误差范围与850hPa大致相同。下面数值

试验中，将体现降水物理过程模式误差的饱和比

湿q:部分的误差最大取为不超过饱和比湿值的

10%。

    仍使用上面的两个个例，由公式 (3)，分别

取q。=0.3和q=0.45得到初始场啪。利用没有
模式误差的数值模式分别积分，将积分结果作为

同化窗口内比湿与累积降水量的观测序列。然后，

取模式的初猜场嘴=(1+0.1)哦，利用有误差的

数值模式分别对两个个例积分，得到预报场。

    对四维变分资料同化处理前后的数值模式预

报效果按以下步骤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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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使用有误差的数值模式对模式初猜场在

整个预报时段进行累积降水量的预报。

    (2)由公式 (10) 计算累积降水量的预报结

果与其相应观测场的均方根差。

    (3)取目标函数泛函如 (7) 形式，在同化窗

口内进行四维变分资料同化。

    (4) 利用变分同化后的数值模式最优初始场，

使用有误差的数值模式在整个预报时段进行累积

降水量的预报。

    (5)由公式 (10)，用R(1，n)计算变分同化

后累积降水量的预报结果与其相应观测场的均方

根差。

    (6)由公式 (11)，用R(1，n)/Ro(1，n)计算变

分同化得到的模式初始比湿场场与真实观测场之

间的差值与真实初始观测场本身之比。

3.2.2.1 个例1

    取q。一0.3得到初始场哦，这个个例在同化
时间窗口内没有降水产生，而在延伸预报时间段

里，有降水产生。

    由公式 (5)、(6)，分别在只，和q。上叠加一

个误差，取F，和q。的误差都在振幅上变化。这个

个例中，增加只，的值或者减少q。的值都会引起数

值模式预报的降水时间提前，在同化窗口中预报

出虚假的降水，产生空报。记有误差的F，和q:为

F井和《，有

牙尽一
Lg(一

取。!在 [0，0.2」，

设计了12组试验，。:

F、+自F，

9〔.+9、cZ，

在 [一0.1，0〕

(14)

变化，共

和。:取值如表4。

    按前面给出的步骤对上述不同的模式误差进

行了试验分析，分别比较了12组试验中进行四维

变分资料同化前后累积降水的预报结果与观测场

的差值R(i，n)，并计算了变分资料同化后的初始

比湿场和真实比湿初始场的差值与真实比湿初始

场本身之比R(1，n)/Ro(1，n)。下面重点给出试验

5和试验10的分析结果。
                                    表4 数值模式的误差

    试验5中，:1的误差取为10%，。:的误差取

为一10%。由于初始场误差和模式误差的作用，

使得模式预报场在第21步开始产生降水，进行四

维变分资料同化后，将预报场的降水时间推迟到

第27步，到同化窗口结束第30步时，累积降水

量预报值与观测场之间的偏差由同化前的0.5降

到了同化后的0.1，下降了0.4。在延伸预报时

段，由于又有降水产生，数值模式降水部分物理

过程误差起作用，使得变分同化后的预报效果降

低，到最终预报时刻120步时，累积降水量预报

值与观测场之间的偏差由同化前的0.99降到了同

化后的0.78，降低了0.21，试验结果如图2所

示。在这个试验中，进行四维变分资料同化后得

到数值模式初始场与真实比湿场的偏差最大，

R(1，n)/Ro(1，n)为5.2%。

    试验10中，。1的误差取为3%，。:的误差取

为一3%。数值模式的误差很小，同化窗口内累积

降水量预报值与观测场之间的偏差只有。.037，进

行四维变分资料同化后完全消除了虚假降水。在

延伸预报时段，由于又有降水产生，数值模式降

水部分物理过程误差起作用，到最终预报时刻120

步时，虽然预报结果比同化前有所改善，累积降

水量预报值与观测场之间的偏差仍有。.23，试验

结果如图3所示。这个试验中，进行四维变分资

料同化后得到的数值模式初始场几乎与真实比湿

初始场相同，R(1，n)/R·(1，n)只有1.4%。

    数值试验结果表明，由于比湿初始场误差和

数值模式误差的作用，使得在预报结果在同化时

间窗口内出现虚假降水，并且随着数值模式误差

的增大而预报误差增大。假定同化时间窗口内的

观测场是准确的，进行四维变分资料同化后，在

同化时间窗口内累积降水量的预报结果有明显改

善，使虚假的累积降水量预报减少，并且使得产

生降水的时间延迟。在延伸预报时段累积降水量

的预报效果也有明显改善，但由于在延伸预报时

段内有降水产生，降水物理过程的模式误差发生

Table4 Theer邝rofthenlunericalm峨心el

  数值试验Numericalexperiment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0.1

().() 一0。03 一 ().()5 一 0。08

  0。1

一 ().1

  0.08

一 0.1

  0.05

一0.1

  0.03

一0.1

  0.0

一 0.1

  O

一 0。::
  O.

一 〔〕.::
  O.

一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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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试验5中累积降水量的预报场与观测场之间的偏差 (空心圆点为四维变分资料同化前，实心圆为四维变分资料同化后)。横坐标

“预报时间”意义同图1

Fig.2 Thedifferencebetweentheforecastresultoftheaccumulatedrainfallandtheobservationa1data1ntheexperimonts(Theclosed

circleisbeforethe4俘Var，theopencircleisafterthe4仔VAR).Themeaningof“forecasttime，，lsthcsameasthatlnFi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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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试验10中累积降水量的预报场与观测场之间的偏差 (空心圆点为四维变分资料同化前，实心圆点为四维变分资料同化后。横坐

标 “预报时间”意义同图1)

Fig.3 Thedifferencebetweentheforecastresultoftheaccumulatedrainfallandtheobservationaldataintheexpcriment1o(Thecloscd

circleisbeforethe4DhaVar，theopencircleisafterthe4修VAR).Themeaningof“forecasttime，，isthesameasthatinFi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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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卷
Vpl.11

作用，其累积降水量的预报虽然相对于同化前有

所改善，但与真实场仍存在一定的偏差。由于存

在模式误差，进行四维变分资料同化后，得到的

比湿初始场并不是真实的比湿初始状态，而是与

比湿真实初始状态有一定偏差的初始场，其偏差

则随着数值模式误差的增大而越来越严重。

3.2.2.2 个例2

    取q。=。.45得到初始场哦，这个个例在同化

时间窗口内和延伸预报时间段里都有降水产生。

    由公式 (5)、(6)，分别在F、和9。上叠加一

个误差，取Flz 的误差在位相和振幅上都有变化，

同化时间窗口内误差叠加在位相上，延伸预报时

段内则误差叠加在振幅上，q‘的误差只在振幅上

变化。这个个例中，减少凡的值或者增加q‘.的值

都会引起数值模式预报的降水产生时间推迟，在

同化窗口中不能预报出降水或对降水量预报不准

确，产生漏报或错报。记有误差的凡和q。为凡

和《，有

一凡
〔鱿

《 =

    。 .t3汀(n一 1) .八。 . 、.
=凡sin{二匕二竺气不弓二+0.8+￡:}+
  -一“‘\ N ’一 ’一’/’

    0.OOZF0t， n镇 40

=凡 +0.1凡， n>40

q。+q、。2，

(15)

(16)

取。1在 [一0.2，0]，。:在 [0，0.1]之间变化，

共设计了12组试验，。1和。2取值如表5。

    同样按前面给出的步骤对上述不同的模式误

差进行试验分析，下面重点给出试验13和试验17
的分析结果。

    在试验13中，在F，部分加上一个一0.2的位

相差，q。部分加人10%的误差，在同化时间窗口

内累积降水量的预报与观测场之间的偏差达0.35，
而在延伸预报时段由于模式误差随着时间的变化，

在降水产生后又对预报结果产生影响，在最终预

报时刻，累积降水量的预报与观测场之间的偏差

只有0.07，预报效果反而变好。这时，模式误差

                                    表5 数值模式的误差

带来的对累积降水量的预报要比个例1的情况复

杂。进行四维变分资料同化处理后，在同化时间

窗口内累积降水量与观测的偏离程度由0.35降低

到了0.02，在延伸预报中，直到再次产生降水前，

累积降水的预报结果同样好于同化前，第96步产

生降水后，由于降水物理过程中误差的作用，又

使得变分同化后的预报结果差于同化前的预报，

累积降水量与观测的偏离程度由。.07降低到了

0一46，如图4所示。

    在试验17中，只在F。部分加上一个一。.2的

位相差，相当于增加了一17%的误差，在同化窗

口结束时，累积降水量的预报与观测场之间的偏

差达。。15，到最终预报时刻，累积降水量的预报

与观测场之间的偏差增加到0.30。进行变分同化

处理后，在同化时间窗口内累积降水量与观测的

偏离程度由0.巧降低到了0.02，到同化窗口刚结

束第38步时，累积降水量的预报与观测偏差已经

开始差于同化前，第44步时降水结束时，比同化

前差了0.08，到延伸预报最后阶段，第96步时又

有降水产生，最终预报时刻时累积降水量的预报

与观测偏差达比同化前差了0.18 (如图5)。

    从试验结果分析可以看到，进行四维变分资

料同化处理，虽然在同化时间窗口内累积降水量

的预报都得到明显改善，而在延伸预报时段内，

则由于模式误差随时间的作用不同而使得预报结

果反而比同化前的预报结果差。

    对比四维变分资料同化后得到的数值模式初

始场与真实比湿初始场的偏差，在试验21中，变

分同化后的模式初始场偏离真实比湿初始场10%。

在试验16中，变分同化后得到的模式初始场与真

实比湿初始场的偏离只有1%，几乎就是真实大气

状态，但变分同化后到最终预报时刻的预报结果，

累积降水量的预报与真实比湿观测场的偏差反而

由同化前的0.23升到0.48。因而，当存在数值模

式误差时，进行四维变分资料同化处理会将模式

本身的误差转移到变分同化后得到的模式初始场

Table5 TheerI’Or0fthenun1eri份Inlodel

            数值试验 Numerlcalexperlment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一0.2

  0.1

一0.2

0。08

一0.2

0.05

一0.2 一0。2

  0.0

一 0.15 一0.1

  (〕.1

一 0。05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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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0.

  (〕.::
一0。1

0.0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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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试验13中累积降水量的预报场与观测场之间的偏差 (空心圆点为四维变分资料同化前，实心圆点为四维变分资料同化后。横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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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 ThedifferencebetweentheforecastresuItoftheaccumuIatedrainfaIlandtheobservationa1dataintheexperlmentl3(Theclosed

circleisbeforethe4公Var，theopencircleisafterthe4卜VAR.Themeaningof“forecasttime，，isthesameasthatinFi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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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试验17中累积降水量的预报场与观测场之间的偏差 (空心圆点为四维变分资料同化前，实心圆点为四维变分资料同化后。横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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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Thedifferencebetweentheforecastresultoftheaccumulatedrainfallandtheobservationaldataintheexperiment17(Theclosed

circleisbeforethe4D--Var，theopencirclelsafterthe4D--VAR.Themeaningof“forecasttime，，isthesameasthatinFl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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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使得变分同化后的模式初始场偏离真实的大

气初始状态，这种偏离随着模式误差的不同而不

同。即使变分同化后得到的模式初始场就是真实

的比湿初始场，由于模式误差的作用，到最终预

报时刻，累积降水量的预报结果也会偏离真实大

气状态，有时还会差于同化前的预报。

    从上面两个个例的不同试验可以看到，当数

值模式本身存在误差时，使得四维变分资料同化

后得到的模式初始场都偏离了真实大气的初始状

态。也就是说，在数值模式本身存在误差时，进

行四维变分资料同化，会将模式误差转移到变分

同化后的模式初始场。

    有些模式误差，特别是模式误差随着积分时

间改变的情况下，对降水四维变分资料同化的影

响比较大。有时，在同化窗口内模式误差不大，

进行四维变分资料同化处理后，可以找到相当于

真实大气的比湿初始场，其预报结果虽然在同化

时间窗口内与观测场偏离很小，但在延伸预报时

段，由于模式误差的增大，或者降水过程产生后

降水物理过程中的误差起作用，使得变分同化处

理后累积降水量的预报结果反而差于同化前的预

报。

    因而，进行四维变分资料同化前，要充分考

虑数值模式中存在的误差，才能得到比较好的同

化及预报效果。

过四维变分资料同化方法来提高预报准确性，可

能并不是一种理想的选择。当数值模式本身存在

误差时，进行四维变分资料同化处理，其相当于

将数值模式本身存在的误差转移到数值模式的初

始场中。这时，四维变分资料同化所得到的比湿

最优初始场并不是真实大气的比湿初始状态，而

是适应于该数值模式预报的初始状态。这时所进

行的预报，实质是利用有误差的比湿初始场和有

误差的数值预报模式所进行的预报。即使四维变

分资料同化处理后能够找到比湿的真实初始状态，

由于模式误差的作用，其累积降水量的预报结果

也会偏离真实大气。

    (3) 在有些模式误差情况下，特别是模式误

差随着积分时间延长而变化的情况下，进行四维

变分资料同化后，虽然累积降水量的预报在同化

窗口内对观测场有很好的逼近，但在延伸预报时

段中，预报结果随着模式误差的变化而逐渐变差。

有的情况下，由于模式误差的影响，最终预报时

刻累积降水量的预报结果反而会比同化前差。

    (4) 在进行降水四维变分资料同化前，应该

充分考虑数值模式中存在的误差，才能得到比较

好的同化及预报效果。

    本文只是利用一个无量纲的水汽发展方程进

行的分析讨论，其结果对实际应用具有一定的指

导作用。下一步工作可以利用实际降水预报模式

来进行实验分析，所得到的结论会更有意义。

4 结语

    本文利用一简化的无量纲水汽发展方程，分

析了初始场误差及模式误差对降水四维变分资料

同化产生的影响。通过数值试验结果的分析讨论，

可得到以下结论:

    (1) 当比湿初始场存在误差，采用的数值预

报模式不存在误差时，如果同化时间窗口内比湿

与累积降水量的观测场是准确的，通过四维变分

资料同化方法可以找到准确的模式初始场，用四

维变分资料同化后的比湿初始场所作的累积降水

预报无论在同化时间窗口内还是在延伸预报时段，

都能很准确地预报出观测序列。

    (2) 当比湿初始场存在误差，采用的数值预

报模式也存在误差时，虽然同化时间窗口内比湿

与累积降水量的观测场是准确的，这时候试图通

致 谢 本文在完成过成中得到穆穆研究员及张铭教授

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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