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域卫星估测降水的资料融合技术及精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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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众多客观与技术等因素影响,而使得卫星在检测降雨精度一直不高,这也对天气预报准确预报

带来很多难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采取生成范围内的距离,然后再通过利用相关的数据,及相关的技术

等来预测一个地区的雨量观察结果来进行综合性、全方位分析与估测。这更有助于帮助我们做好雨量评

估工作,然后再给出有部分的全省密雨量观测网以及省内一般天气预报等雨量数据资料,并对此进行逐时

六小时、二十四小时段的卫星估测江水结果进行综合估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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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天气预报,对人们的正常生产、发展都带来重要

的帮助,因此进一步加强天气预报预测就变得十分

重要。当前,我国不同地区对天气预报预测工作都

十分的重视,而为了提高预报效率、准确性,而会采

用卫星估测方式来进行估测,而采用卫星来进行检

测的过程中因技术,以及外部环境因素影响等,导致

卫星估测降雨量精度不高。所获得的估测数据也一

直未能让人所满意。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便是

精度不高,容易出现误测等情况出现。尽管如此,卫
星估测降雨还是具有很大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关于

这点还是应当继续深入的进行探讨、研究,需要我们

继续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

1 卫星估测降雨量分析
卫星对现代天气预报的观测具有很大的帮助作

用。这也是为什么只天气卫星自投入使用以来就发

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一直都从来没有因此

间断过。当前,国际上最为常见的几种降雨估测方

法就是利用卫星的形式对流云层进行监控,然而由

于预测精度上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导致预测工

作很难准确的开展下去。卫星观测红外观测因估测

精度存在一定的问题,而会导致卫星错误估测。其

中,我们结合相关的数据显示可见,降雨估测降雨与

实测关系系数则在0.43~0.69之间。这也足以证

明了仅仅依靠卫星观测来获得云信息将很难使人满

意。这是因为流云层难以捉摸,不稳定,而地面观测

网则又无法提供更多关于这一方面的资料、数据,继
而导致很多观测不准等问题。再加上卫星是在天空

中对地球地面进行观测。因此就很难精准的对气候

进行预测。当然卫星观测也具有很多的优点,例如:

气象卫星空中观测范围比较广泛、成像分辨率较高

等。目前卫星估测降雨方式是许许多多的卫星研究

人员经常采用的观测方式[1]。
我 们 结 合 相 关 的 资 料 显 示 可 见,通 过 对

GMS-5多通道资料来进行分析,该分析是目前综

合性最强的一种分析方法。该技术可通过光、水、汽
来进行分析,可提高天气预报预测的准确性,通过利

用相关的软件来进行分析天气情况。进一步来说,
估测结果应该作为某一类的降雨预测值。这是因为

天气变化莫测,即便,是使用最先进的卫星技术等来

进行估测,难免不会出现错误,例如:云系结构变化

及地表影响等,使得卫星估测很难准确性的作出预

判,如此,就导致很多估测错误的情景出现。在这样

的情况下采用中综合性的方式来进行估测则无疑就

是最佳的一种办法。例如:卫星观测+综合资料分

析等方式,来进行估测便能提高天气预报估测效率。
这种方法目前已经成为最常见的天气预报预测方法

及方式[2]。

2 天气报告雨量资料
2.1 山东常规天气娱乐资料

当前,山东省一共设有国家级地面天气报告站

二十一个,每日不间断的进以此六小时天气观测,分
别为这些时间段:凌晨两点、上午八点、下午两点、晚
上八点。然后再将观测收集到的相关资料集中发送

北京国家气象中心。国家气象中心在最后又会将这

些资料转发到气象中心。

2.2 全省加密雨情分析
我们根据相关资料可知,山东全省拥有大约一

百二十一个气象站,每天都会提前六小时做观察,这
些时间段分别为凌晨六点、中午十二点、下午十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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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进行一次,中午十二点至十八点做一次雨量观

测。然后将相关的观测资料传送至RFSL雨量报形

式转发至山东省气象台,不同气象台可以在全省不

同的互联网平台上收集、共享这部分观测到资料。

3 卫星估测降水与雨量融合方法
3.1 基本设计思路

卫星资料获得山东省域各地降水分布图像,其
中,空间分辨率取一份(大约两千米)或零点五(约五

千米),而雨量资料是离散站点观测资料。使用的就

是同一时间段卫星将于观测站点的卫星降雨估测值

和地面降水实况存在一定的偏差。假如说,这些偏

差出现,主要是因为卫星降雨模型中没有考虑天气

系统位置及云系结构等所导致的,而此类因素在站

点周围都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使用观测

站卫星厕纸和实况的偏差,由离散点差值方法可以

获得卫星观测任一象元估计降雨偏差,然后再对卫

星估计值做修正,这样便能获得区域降水分布量。

3.2 二十小时卫星降水资料融合方法
目前,因为加密雨量观测的站点普遍比较的多,

分布较广等这些特点,所以,在资料融合的时候就要

参考省城方面的资料。这样便能提高卫星观测准

确性。

3.3 六小时卫星降雨资料方案
通常说天气观测都是比较的固定的而不是随意

的,当前我国都集中在凌晨的零点、下午两点、晚上

二十点来进行观测,为了更方便一点,六小时微型降

雨量应该选择凌晨零点至晚上八点,早上八点至下

午两点。晚上八点至八点。部分降雨资料可以选择

省城全部天气预报资料。所以,凌晨六点至晚上十

二点,中午十二点至十八点,有全省加密一百二十五

站降雨资料,所以,早上八点至下午两点,下午两点

至晚上八点的六小时后,卫星降雨估计可以考虑使

用六小时雨情资料。因为时间段不同,因此就很难

融合到一起。一般可以首先将零点六点至十二点,
中午十二至十八时。在这个时间段可以采用剩余卫

星估测降水资料。然后在确定不同地区的降雨分布

情况。这主要因为卫星估测降雨偏差等之时,那么

都可看作是因为天气系统位置和云系分布结构等而

引起观测偏差出现。在这个时候则可以选择在早上

八点至下午十二点,下午两点至晚上八点时卫星降

雨估测。首先可以使用凌晨零点至十二点,中午十

二点至十八点的降雨量订整量进行观测,然后我们

再将订正后的早上八点至十四点,下午十四点至八

点时卫星降雨估计值,和同时段常规天气报告资料

充分的重叠到一起,完成二次融合。将两种结果融

合到一起之后,其实即为约六小时卫星降雨估测值。
大约提前约六个小时候左右将卫星和估数据值充分

的结合到一起,然后向后在延迟约六十分钟,如:
03.09,15,21时获得。

3.4 逐时卫星降雨资料融合办法
因为不能及时获得降雨的实况值,所以,这样的

话则就比较难的将卫星所观测到的数据值与当时的

降雨实况充分的重叠到一起,可以首先将最接近六

个时间卫星估值降雨和地面实况进行融合,取各象

元六小时降雨订正率,这个时候次小时降雨订正率,
这个时候可以选取这个时间段的降雨偏差平均量的

获得。

3.5 任意时间段降雨量分布区
从上述分析可知,因为卫星估测降雨值已经经

过和实况数据相融合在一起,而这也还是具有一定

的精度,对于任意时段逐次增加,然后就可以算出不

同地区的降雨量。这种方法总体来说比较的精准也

比较的准确,是当前比较常用的一种卫星观测方式。

3 结语
应用卫星质量估测降雨的初步结果和常规雨量

质量结合融合办法,能提高观测精度,如果估测值存

在一定偏差,那么就会导致较大的观测事物,并且表

现得比较的显著。结合目前调查情况来看,主要通

过以估测方式进行研究,然后,再利用所收集到的相

关的卫星资料来进行分析,并且与全省的雨量资料

进行,这样一来才能更好的进行估测与预测,然后再

使二者能够充分的重叠到一起,这对任意一个时间

段的降雨量做累加,便能够获得任意一个时间段的

全省降雨量分布。这也比较方便于我们进行实践。
这一种方法其实就是对估测降雨值,如果新的先进

的天气雷达来进行估值的话,估测降雨也是具有很

大的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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