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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非静力中尺度模式
UUB8A

对
#$$M

年
!!

月
#$

日北京地区的一次大雾天气过程进行了数值研

究(模拟结果与极轨卫星监测图像以及十二通道微波辐射计观测资料的对比表明#模式对此次雾的模拟是比较

成功的#尤其是在雾区的分布位置'雾的高度以及雾的维持时间等方面(针对不同的云物理方案'长波辐射

项'短波辐射项以及模式的垂直分辨率进行了
"

组敏感性实验(结果表明#地面的长波辐射冷却促使辐射雾的

形成#而短波辐射的加热是辐射雾消散的主要原因(另外#增加模式的垂直分辨率以及选取更加详细的云微物

理方案可以使模式模拟的辐射雾的结果有明显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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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雾是在特定天气背景之下形成的一种局地性

天气现象#它主要发生在近地面层#对人类活动

有很大的影响(研究雾主要是为了揭示近地面大

气中的各种物理现象和物理过程#观测实验和数

值模拟是其主要手段(国外学者如
N2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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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继对

雾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并和观测做了详细的对

比(

!%@$

年以来#国内学者利用二维和三维数值

模式开展了雾的数值模拟研究#得到了很多有意

义的研究成果(樊琦等 $

#$$"

%利用三维中尺度

数值模式
UUB

对广州地区的辐射雾进行了数值

模拟研究(李元平等 $

#$$&

%利用三维中尺度模

式
R5V

对北京的一次平流雾进行了数值模拟研

究(董剑希等 $

#$$M

%利用中尺度模式
UUB

对

北京的一次辐射雾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这些研

究表明#利用中尺度数值模式对雾生消过程进行

模拟是有发展前景的(

本文采用非静力平衡中尺度数值模式

UUB8A

结合极轨卫星监测图像以及十二通道微

波辐射计的观测资料#对
#$$M

年
!!

月
#$

日北京

的一次大雾天气过程进行数值模拟研究和敏感性

实验#以进一步了解中尺度数值模式对辐射雾的

模拟能力及对辐射雾生消有明显影响的物理过程(

E

!

模式#资料以及实验方案

本文所用的十二通道微波辐射计资料来源于

北京市气象局从美国
5+/)3*4,2)-6

公司引进的十

二通道
W?ER8?A$$$

微波辐射计的观测资料#该

微波辐射计安装于北京市气象局南郊观象台一个

两层高的楼顶上#观测点的经纬度为 $

A%9@̀:

#

!!M9"&̀0

%#观测点位置距地面大约
M*

#在本文

中用该位置的测值代替地面的测值(微波辐射计

的观测原理是利用大气对微波具有选择吸收和透

明 $即所谓大气窗%的特性#依据基尔霍夫定律

反演大气的水汽廓线和温度廓线#同时从观测云

液态水对大气光谱特性的贡献来推算云液态水廓

线(该辐射计采取被动式遥感#采用防水材料的

天线罩及鼓风机以去除降水液态水的影响#从而

可以实现在任何天气下实时获取从地面到
!$\*

高的温度'水汽和液态水的垂直分布#采样频率

为每分钟一个数据(

本文使用
?CZ

和
:'S5

的三维非静力平衡

中尺度数值模式
UUB8A

#该模式的动力学框架

与物理过程都比较完善#提供了多种参数化方案#

适合于研究各种不同的天气过程(本文采用
D24((

对流参数化方案#侧重模式底部边界层刻画的

N(+-\+/+2

高分辨率边界层方案#混合相微物理显

式方案 $

U)J

H

7+64

%#以及
55WU

辐射计算

方案(

模拟的范围如图
!

所示#模式采用了三重嵌

套#格距分别是
#&

'

%

和
A\*

#垂直方向为
#A

层#模式顶层为
!$$7?+

(模拟的中心点设在接近

于微波辐射计观测点的 $

"$9$̀:

#

!!M9B̀0

%#其

中
A\*

水平分辨率的模拟只用了混合相微物理显

式方案 $

U)J

H

7+64

%#而没有运用
D24((

对流参数

化方案(利用
:'0?

的
M7

一次的再分析资料启

动模式#模拟开始时间为
#$$M

年
!!

月
!%

日
@

时

$北京时间#下同%#共运行
"@7

(

图
!

!

模拟研究的区域范围

V)

F

9!

!

C

H

+,)+(/3*+).G32*3/4(4J

H

42)*4.,6

为了了解不同的云微物理方案'长波辐射

项'短波辐射项'垂直分辨率对这次辐射雾形

成和发展的影响#我们进行了
"

个敏感性实验#

将数值预报实验称为控制实验(第
!

个敏感性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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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敏感性实验
!

%#选择了云微物理方案

546).42#

*第
#

个敏感性实验 $敏感性实验
#

%#

在
UUB

模式中垂直层数采用了
A#

层*第
A

个

敏感性实验 $敏感性实验
A

%#去掉了长波辐射

项*第
"

个敏感性实验 $敏感性实验
"

%#去掉

了短波辐射项(

G

!

天气实况

#$$M

年
!!

月
!%

!

#!

日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相

继出现大雾天气(

!%

日
!&

时北京'天津等地开始

出现轻雾#

#$

时保定'石家庄等地发展成大雾#

#$

日
B

时北京'天津大雾#

@

时大雾范围继续扩

大#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地均出现大雾

天气#

!!

时北京地区雾的强度减弱#属于轻雾范

畴#到
#!

日
!!

时北京一直维持轻雾天气#

!"

时

北京雾消(从图
#+

可以看出#等值线比较平直#

北京及其周边地区没有明显的槽脊活动(从图
#I

可以看出#北京地区南部中低层有明显的暖湿气

流向北京地区输送#这种形势为大雾的形成和维

持提供了良好的水汽条件(另外#从
!%

!

#!

日的

地面天气形势图 $图略%上可以看出#连续几天

华北地区气压场较弱#风力较弱#天气形势十分

稳定(北京市气象局布设的微波辐射计的观测表

明#这几天北京地区一直维持低温'高湿及逆温

层结的特点(因此#这次大雾的主要原因是稳定

的大气层结和较高的相对湿度以及地面的辐射降

温#同时逆温层的维持使得大雾持续不散(此次

大雾属于辐射雾(

#!

日
!"

时前后#由于强冷空气

的入侵#大雾的形成条件不再存在#于是大雾

消散(

图
A

是北京气象局南郊观象台观测的自
#$$M

年
!!

月
!%

日
!"

时至
#!

日
!"

时每
A7

一次的能

见度变化(由图
A

可见#从
!%

日
!"

时开始能见

度逐渐降低#到
#$

日
B

时降到最低值
@$$*

#

#$

日全天能见度都较低#除了
#A

时达到
#9B\*

以

外均维持在
#\*

以下#自
#!

日
$

时开始#能见

度逐渐改善#虽然在
@

时能见度出现一个较低值#

但总体均明显改善#到
#!

日
!"

时能见度已达到

!$\*

#雾基本消散(可见此次雾的主体是在
#$

日#本文也主要是针对
#$

日雾的过程结合观测进

行模拟研究(

图
A

!

#$$M

年
!!

月
!%

!

#!

日北京大雾期间能见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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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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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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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分析

首先对比分析了模式模拟的
#$$M

年
!!

月
#$

日
@

'

!"

和
#$

时
B$$

和
@B$7?+

形势场#发现模

式较好地模拟出对流层中下层的槽'脊位置和演

变趋势 $图略%(因此可以说模式对此次辐射雾过

程的大尺度环流背景及影响系统的模拟是成功的(

气象观测对大雾的定义为&悬浮在贴近地面

的大气中的大量细微水滴 $或冰晶%的可见集合

体#能见度小于
!\*

(按照一般定义 $

'3,,3.4,

+(=

#

!%%A

%#雾中液态含水量的范围为
$9$B

!

$9#

F

)

\

F

X!

#但根据各地的地域特点和雾形成条件的

不同#雾中液态含水量范围也各有不同#本文取

液态水含量
$9$B

F

)

\

F

X!为雾区临界值(

图
"

是控制实验模拟的
#$$M

年
!!

月
#$

日
!!

时
!B

分及
!A

时
!@

分地面层雾中液态含水量的水

平分布及相应时刻的极轨卫星大雾监测图像(通

过对比可以看出
UUB

模式对北京地区的这次辐

射雾过程模拟得比较好#模拟的雾区分布与实况

基本一致(

图
B+

是由微波辐射计观测到的
#$$M

年
!!

月

!%

日
!#

时至
#!

日
@

时从地面至
#\*

高度的单站

液水含量(可以看出#本次大雾开始时间为
#$

日

$

时#结束时间大约为
#!

日
#

时#雾区高度约
"$$

*

#大雾较强时间段为
#$

日
"

时至
!#

时左右#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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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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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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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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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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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
!B

分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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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时
!@

分 $

+

'

-

%极轨卫星大雾监测图像和 $

I

'

/

%模拟的地面层雾中液

态含水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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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雾区最高含水量为
$9A%

F

)

*

XA

#出现在
#$

日

M

时#这一观测结果与在本场进行的每
A7

一次的

能见度观测得出的
B

时能见度最差的观测结果基

本一致(图
BI

是控制实验模拟的相应时段的液水

含量(由图可知#模拟雾的起始时间与结束时间

相对于实况偏晚#高度相对于实况也偏低#尤其

是在
#$

日
A

!

M

时左右(但出现最强雾的时段与

实况基本一致#最高含水量的值也是出现在
M

时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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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

!

$

+

%微波辐射计观测和 $

I

%

UUB

模拟的
#$$M

年
!!

月
!%

日
!#

时至
#!

日
@

时从地面到
#\*

高度的单站 $

A%9@̀:

#

!!M9"&̀0

%

液水含量

V)

F

9B

!

W74()

e

<)/K+,42-3.,4.,G23*,746<2G+-4,3#\*74)

F

7,+,

$

A%9@̀:

#

!!M9"&̀0

%

G23*!#$$>CW!%:31,3$@$$>CW#!:31

#$$M

&$

+

%

U4+6<24/I

L

*)-23K+142+/)3*4,42

*$

I

%

6)*<(+,4/I

L

UUB*3/4(

左右#模拟雾的强度明显大于实测雾#最高含水

量达到了
$9&

F

)

*

XA

(模拟的结果与实况趋势基

本一致(

图
M+

是由微波辐射计观测到的
!!

月
!%

日
!#

时至
#!

日
@

时从地面到
#\*

高度的单站相对湿

度(可以看出#在
#$

日全天本场的近地面层一直

维持着较高的相对湿度#尤其是在大雾的维持时

段#近地面层基本维持相对湿度
!$$Y

(图
MI

是

控制实验模拟的相应时段的相对湿度(模式也模

拟出了近地面高湿度的现象#模拟的结果与实况

基本一致(不足之处是高湿度区域的高度相对于

实况稍偏低以及高湿的维持时间段相对于实况

偏晚(

图
&+

是由微波辐射计观测到的自
!!

月
!%

日

!#

时至
#!

日
@

时从地面到
#\*

高度的相对湿度(

可以看出在大雾的维持时间段#近地面的温度层

结主要呈近中性#

#$

日
!#

时后#在雾顶以下的温

度层结依然呈现中性#在雾顶以上开始呈现较明

显的逆温层结(图
&I

是控制实验模拟的相应时段

的温度#和观测相比#模拟结果也显示在雾顶以

下温度层结呈近中性#但在雾项以上#模拟出了

较实况更强的逆温层结#对应于雾顶高度的等温

线模拟过于密集#这可能是和模式没有考虑边界

层动力强迫的演变有关(但模拟的近地面层温度

的演变趋势基本与实测一致#即
!%

日
!#

时至
#$

日
$

时地面温度较高#

#$

日
$

时以后近地面层温

度开始降低#到
#!

日
"

时后温度又逐渐升高(

L

!

敏感性实验分析

LF$

!

云微物理过程对模拟的影响

为了研究云微物理过程对模拟的影响#敏感

性实验
!

采用了描述云雾微物理过程更加详细的

546).42#

显式方案(图
@

是采用
546).42#

显式方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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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01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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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S24+

图
M

!

同图
B

#但为相对湿度

V)

F

9M

!

C+*4+6V)

F

9B

#

I<,G3224(+,)147<*)/),

L

案模拟的此次大雾过程中 $

A%9@̀:

#

!!M9"&̀0

%

处
#$$M

年
!!

月
!%

日
!#

时至
#!

日
@

时从地面到

#\*

高度的单站液水含量#与敏感性实验
!

模拟

的液态含水量的最大值 $

$9B!

F

)

*

XA

%比控制实

验模拟的雾中液态水含量的最大值 $

$9&$

F

)

*

XA

%减小了
$9!%

F

)

*

XA

(

通过与微波辐射计观测的结果 $图
B+

%对比

可以看出#敏感性实验
!

模拟的结果更加理想(

其原因可能是由于
546).42#

方案在模拟雾的形成'

发展和消散的微物理过程中考虑了更多'更复杂

的微物理过程#较控制实验所选用的方案更加符

合实际(

LFE

!

模式垂直分辨率对模拟的影响

为了解模式垂直分辨率的变化对模拟结果的

影响#进行了敏感性实验
#

#在边界层内增加了
%

层#主要增加近地面
#B$*

以下#垂直方向由原

来的
#A

层增加为
A#

层#新的
/

层分别为&

!9$$$

'

$9%%@

'

$9%%M

'

$9%%B

'

$9%%A

'

$9%%$

'

$9%@@

'

$9%@B

'

$9%@A

'

$9%@$

'

$9%&B

'

$9%&$

'

$9%M$

'

$9%A$

'

$9@%$

'

$9@B$

'

$9@$$

'

$9&B$

'

$9&$$

'

$9MB$

'

$9M$$

'

$9BB$

'

$9B$$

'

$9"B$

'

$9"$$

'

$9AB$

'

$9A$$

'

$9#B$

'

$9#$$

'

$9!B$

'

$9!$$

'

$9$B$

和
$

(图
%

是采用垂直方向的
A#

层

模拟的此次大雾过程中 $

A%9@̀:

#

!!M9"&̀0

%处

#$$M

年
!!

月
!%

日
!#

时至
#!

日
@

时的从地面到
#

\*

高度单站液水含量(模拟显示#敏感性实验
#

模拟的液水含量最大值为
$9B%

F

)

*

XA

#比控制实

验模拟的雾中液态水含量的最大值 $

$9&$

F

)

*

XA

%减小了
$9!!

F

)

*

XA

(模拟的雾起始时间与

实况一致#雾区的高度较控制实验也更加接近实

际观测#模拟效果较控制实验有明显改善(

LFG

!

辐射对模拟的影响

很多研究 $如&

?4,424,+(9

#

!%%!

*

U<663.E

D4.3.

#

!%@&

%都表明辐射雾形成和发展的主要

原因是地面的长波辐射冷却#而辐射雾衰退的根

本原因是太阳辐射对地面的加热和热量向大气的

湍流输送(为了探讨辐射对雾形成和衰退的影响#

分别进行了
#

个敏感性实验#即敏感性实验
A

'

"

(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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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同图
B

#但为温度

V)

F

9&

!

C+*4+6V)

F

9B

#

I<,G32,4*

H

42+,<24

图
@

!

同图
BI

#但为敏感性实验
!

模拟

V)

F

9@

!

C+*4+6V)

F

9BI

#

I<,6)*<(+,4/).64.6),)144J

H

42)*4.,!

敏感性实验
A

是在模式中去掉了长波辐射项#

但保留短波辐射项*敏感性实验
"

是在模式中去

掉了短波辐射项#但保留长波辐射项(

去除长波辐射项后#模式虽然也能够模拟雾

的出现#但雾出现的时间较控制实验推迟了近
!$

7

才出现 $控制实验出现雾的时间为
!!

月
!%

日

!#

时
AM

分#敏感实验
A

出现雾的时间为
!!

月
!%

日
##

时
!#

分%#雾的强度与覆盖范围也减小了很

多#并且敏感性实验模拟的雾在
!!

月
#$

日
!!

时

左右基本消失#比控制实验雾的维持时间也缩短

了很多(图
!$+

为去掉长波辐射项后模拟的
!!

月

#$

日
!$

时
#"

分的雾区分布图#与控制实验模拟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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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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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感性实验
#

模拟的 $

A%9@̀:

#

!!M9"&̀0

%处
!!

月
!%

日
!#

时
!

#!

日
@

时的从地面到
#\*

高度的单站液水含量的时间序列

V)

F

9%

!

W746)*<(+,4/()

e

<)/K+,42-3.,4.,G23*,746<2G+-4,3#\*74)

F

7,+,

$

A%9@̀:

#

!!M9"&̀0

%

G23*!#$$>CW!%:31,3$@$$>CW

#!:31#$$M).64.6),)144J

H

42)*4.,#

图
!$

!

模拟的
#$$M

年
!!

月
#$

日
!$

时
#"

分地面液态含水量分布&$

+

%敏感性实验
A

*$

I

%控制实验*$

-

%敏感性实验
"

V)

F

9!$

!

W746)*<(+,4/()

e

<)/K+,42-3.,4.,3.,74

F

23<./+,!$#">CW3.#$:31#$$M

&$

+

%

C4.6),)144J

H

42)*4.,A

*$

I

%

-3.,23(4J

H

42)E

*4.,

*$

-

%

64.6),)144J

H

42)*4.,"

的同时刻雾区分布图 $图
!$I

%比较可以看出#

敏感性实验
A

模拟的雾区范围明显缩小(这说明

由于没有地面长波辐射冷却直接导致没有贴地逆

温层的形成#使近地面接近饱和空气很难发展成

辐射雾#在敏感实验中去掉长波辐射后依然有雾

的形成主要是由于连续几天大雾过程较复杂#此

次过程虽然以辐射雾为主但同时存在平流雾'烟

尘雾等其他因素的作用(

敏感性实验
"

模拟的雾的出现时间较控制实

验提前了
A7

$控制实验出现雾的时间为
!!

月
!%

日
!#

时
AM

分#敏感性实验
A

出现雾的时间为
!!

月
!%

日
%

时
AM

分%#模拟雾的强度与雾覆盖范围

比控制实验也增加了很多#模拟雾的消散速度也

明显比控制实验慢了很多(图
!$-

为去掉短波辐

射项后模拟的
!!

月
#$

日
!$

时
#"

分的雾区分布

图#与控制实验模拟的同时刻雾区分布图 $图

!$I

%比较可以看出#敏感性实验
"

模拟的雾区范

围和雾的强度明显变大(这主要是由于地面不接

受短波辐射#影响了地面升温#不能通过湍流将

热量传给大气#雾滴也不会受热蒸发#所以导致

雾的浓度偏高#雾滴消散也偏慢(这也可以看出

太阳短波辐射是雾消散的主要因子(

X

!

结论

利用三维非静力中尺度气象模式
UUB

对北

京地区一次辐射雾天气过程进行数值模拟#通过

与极轨卫星云图以及十二通道辐射计观测比较可

以看出#模式对此次雾的模拟是比较成功的#尤

其是在雾区的分布位置'雾的高度以及雾的维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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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等方面(

"

个敏感性数值实验探讨了云微物理过程'

辐射项中短波辐射'长波辐射以及模式的垂直分

辨率对辐射雾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从
"

个敏感性

实验的模拟分析可以看出&

$

!

%地面长波辐射冷却是辐射雾形成的主要

机制#而太阳短波辐射则是辐射雾消散的主要原

因(如果去除了长波辐射#辐射雾就很难形成*

而去除了太阳短波辐射#辐射雾消散就要推迟

很多(

$

#

%增加模式的垂直分辨率以及选取更加详

细的云微物理过程能使雾的模拟结果有明显改善(

参考文献 !

54G424.-46

"

N23K.5=!%@$=S.<*42)-+(6,</

L

3G2+/)+,)3.G3

F

K),7+.4J

H

()-),

G32*<(+,)3.3G,74*)-23

H

7

L

6)-6

!

;

"

=g<+2,=;=53

L

=U4,432=

C3-=

#

!$M

$

"B$

%&

&@! @$#=

'3,,3.R5

#

S.,7465S=!%%A=

风暴动力学 !

U

"

=

北京&气象出

版社#

AA! A"#='3,,3.R 5

#

S.,7465S=!%%A=C,32*+./

'(3</T

L

.+*)-6

!

U

"$

).'7).464

%

=N4)

b

).

F

&

'7).+U4,4323(3

F

)E

-+(?2466

#

AA! A"#=

董剑希#雷恒池#胡朝霞#等
=#$$M=

北京及其周边地区一次大雾

的数值模拟及诊断分析 !

;

"

=

气候与环境研究#

!!

$

#

%&

!&B

!@"=T3.

F

;)+.J)

#

>4) 4̂.

F

-7)

#

<̂P7+3J)+

#

4,+(=#$$M=:<E

*42)-+(6)*<(+,)3.+.//)+

F

.36)63G+/4.64G3

F

).N4)

b

).

F

+./),6

H

4.<*I2+

!

;

"

='()*+,)-+./0.1)23.*4.,+(5464+2-7

$

).'7)E

.464

%#

!!

$

#

%&

!&B !@"=

樊琦#王安宇#范绍佳#等
=#$$"=

珠江三角洲地区一次辐射雾的

数值模拟研究 !

;

"

=

气象科学#

#"

$

M

%&

@#! @A"=V+.g)

#

R+.

F

S.

L

<

#

V+.C7+3

b

)+

#

4,+(=#$$"=:<*42)-+(6)*<(+,)3.

6,</

L

3G+2+/)+,)3.G3

F

).,74?4+2(5)142/4(,+24

F

)3.6

!

;

"

=C-)E

4.,)+U4,4323(3

F

)-+C).)-+

$

).'7).464

%#

#"

$

M

%&

@#! @A"=

李元平#梁爱民#张中锋#等
=#$$&=

北京地区一次冬季平流雾过

程的数值模拟分析 !

;

"

=

云南大学学报#

#%

$

#

%&

!M& !&#=>)

h<+.

H

).

F

#

>)+.

F

S)*).

F

#

P7+.

F

P73.

F

G4.

F

#

4,+(=#$$&=C)*<E

(+,)3.+./+.+(

L

6)63G+K).,42+/14-,)3.G3

F

).N4)

b

).

F

S24+

!

;

"

=

;3<2.+(3Gh<..+.Z.)1426),

L

$

).'7).464

%#

#%

$

#

%&

!M& !&#=

U<663.ED4.3.>=!%@&=:<*42)-+(6)*<(+,)3.3G+G3

F

414.,K),7+

3.4E/)*4.6)3.+(I3<./+2

L

(+

L

42*3/4(

!

;

"

=U3.=R4+=541=

#

!!B%

$

"

%&

B%# M$&=

T<

L

.\42\4?D=!%%!=5+/)+,)3.G3

F

&

S-3*

H

+2)63.3G*3/4(6)*<E

(+,)3.K),7/4,+)(4/3I6421+,)3.6

!

;

"

=U3.=R4+=541=

#

!!%

$

#

%&

A#" A"!=

W<2,3.;T

#

N23K.5=!%@&=S-3*

H

+2)63.3G.<*42)-+(*3/4(3G

2+/)+,)3.G3

F

K),7/4,+)(4/3I6421+,)3.

!

;

"

=g<+2,=;=53

L

=U4E

,432=C3-=

#

!!A

$

"&B

%&

A& B"=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