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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利用耦合了 Ｓｈａｏ０４ 起沙参数化方案的 ＷＲＦ / Ｃｈｅｍ 模式对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 ２５ 日发生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一

次沙尘天气进行了模拟ꎬ基于 ＥＲＡ － Ｉｎｔｅｒｉｍ 和 ＮＥＣＰ － ＦＮＬ 两种再分析资料ꎬ探究了 ＷＲＦ / Ｃｈｅｍ 在不同再分析资料提供

初始场和边界条件时对沙尘天气的模拟能力ꎬ并分析了两种再分析资料对模拟结果影响的主要原因ꎮ 总体来看ꎬＷＲＦ /
Ｃｈｅｍ 在两种再分析资料提供初始场和边界条件时ꎬ均能较合理的模拟出主要的起沙区域、沙尘强度及其时空变化特征ꎬ
沙源地附近和下游地区各个站点模拟的 ＰＭ１０浓度时间变化特征与观测结果也较为吻合ꎮ 但相比较而言ꎬ对西北地区此

次沙尘天气过程ꎬ从沙尘的空间分布、沙尘浓度、垂直沙通量和地面各代表站点 ＰＭ１０ 浓度变化等方面的模拟结果来看ꎬ
ＮＥＣＰ － ＦＮＬ 数据为模式提供初始场和边界条件时要优于 ＥＲＡ － Ｉｎｔｅｒｉｍ 数据的结果ꎬ这主要与 ＮＥＣＰ － ＦＮＬ 数据在 ＷＲＦ /
Ｃｈｅｍ 模式中能相对较好的描述起沙过程中摩擦速度的量值有关ꎬ从而使得模拟的沙尘区域、强度和垂直沙通量更为合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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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Ｃ ｎｕｍｂｅｒ: Ｘ５１

　 　 我国西北地区距海遥远ꎬ高原、山地地形对湿

润气流的阻挡作用明显ꎬ导致大部分地区降水稀

少ꎬ气候干旱ꎬ形成沙漠广袤和戈壁沙滩的景观ꎬ
广阔的沙源地为我国西北地区沙尘天气的发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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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有利条件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ＧＢ / Ｔ ２０４８０—２０１７)ꎬ沙尘天气是指沙粒、尘土

悬浮空中ꎬ使空气浑浊ꎬ能见底降低的天气现象ꎬ
通常可分为浮尘、扬沙、沙尘暴、强沙尘暴和特强

沙尘暴[１]ꎮ 沙尘天气的形成受自然因素和人类活

动因素的共同影响[２]ꎮ 自然因素包括大风、降水

减少及其沙源等ꎻ人类活动因素是指人类在发展

经济过程中对植被等的破坏并导致沙尘暴爆发频

数的增加ꎮ 沙尘天气对空气质量、人体健康、交通

安全等方面有着直接影响ꎬ也威胁着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３ － ７]ꎬ因而对沙尘天气的模拟研究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ꎮ
ＷＲＦ(Ｗｅａ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模式

是由美国大气研究中心(ＮＣＡＲ)和美国环境预报

中心(ＮＣＥＰ)等研究开发的新一代中尺度数值天

气模拟与预报系统ꎮ ＷＲＦ / Ｃｈｅｍ 模式是在 ＷＲＦ
模式的基础上耦合了化学模块ꎬ是实现了气象模

块和化学模块完全在线耦合的大气动力 － 化学模

式ꎬ该模式考虑了大气污染物的平流输送、湍流扩

散、干湿沉降、气相化学、气溶胶形成和光解率等

过程ꎬＷＲＦ / Ｃｈｅｍ 模式不仅能够模拟污染过程中

风速、气温和气压等气象要素的特征ꎬ还可以模拟

大气污染物的排放、传输和分布等ꎬ因而在模拟沙

尘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８]ꎮ
近年来ꎬ利用 ＷＲＦ / Ｃｈｅｍ 模式在我国北方地

区对沙尘模拟的研究较多[９ － １４]ꎬ同时发展了很多

沙尘模式用于模拟和预报沙尘过程ꎬ研究沙尘排

放、传输、沉降及其对环境和气候的影响ꎮ 这些模

式都能够很好地模拟出沙尘过程的 基 本 特

征[１５ － １７]ꎬ但是利用不同再分析资料的 ＷＲＦ / Ｃｈｅｍ
模式模拟结果与卫星和地面观测资料之间的对比

仍然较少ꎬ所以利用不同的再分析资料对我国西

北地区的典型沙尘天气进行模式模拟ꎬ并对模拟

结果进行对比分析ꎬ找出适合我国西北地区沙尘

天气研究的 ＷＲＦ / Ｃｈｅｍ 模式驱动资料ꎬ对沙尘天

气的发生机理研究和预报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文章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 ２５ 日我国西北地区

的一次大范围沙尘天气过程为例ꎬ利用美国国家

环境预报中心提供的全球再分析资料(ＮＣＥＰ －
ＦＮＬ)和欧洲中期数值预报中心提供的第三代全

球大气数值预报再分析资料(ＥＲＡ － Ｉｎｔｅｒｉｍ)为

ＷＲＦ 模式提供初值和边界条件ꎬ对此次沙尘天气

进行模拟ꎬ并结合地面气象观测资料和卫星沙尘

监测图像进行对比分析ꎬ初步探讨了两种再分析

资料对我国西北地区沙尘模拟的影响ꎮ

１　 模式设置与数据资料

１ １　 模式设置

ＷＲＦ / Ｃｈｅｍ 模式模拟时间为北京时(下同)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０８: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０８:００ꎮ 共积分 ９６ ｈꎮ 模拟区域见图 １ꎬ中心点是

(９６°Ｅꎬ４０°Ｎ)ꎬ采用两层嵌套ꎬ水平分辨率分别为

２７、９ ｋｍꎬ格点数分别为 １４０ × １０３ 和１３６ × １１５ꎬ时
间积分步长为 ６０ ｓꎬ垂直方向划分为 ５０ 层ꎬ大气

层顶气压为 １００ ｈＰａꎻ化学模块时间积分步长为

１８０ ｓꎻ气象驱动场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来自

ＮＣＥＰ － ＦＮＬ 和 ＥＲＡ － Ｉｎｔｅｒｉｍ 再分析资料ꎻ模式没

有考虑光化学过程、海盐气溶胶、生物气溶胶、湿
沉降和气溶胶对辐射的反馈等机制ꎮ 模式模拟区

域以及 Ｓｈａｏ０４ 方案中的潜在沙尘源区见图 １ꎮ

图 １　 模式模拟的区域以及 Ｓｈａｏ０４ 方案中的

潜在沙尘源区

　 　 已有研究表明ꎬ在东亚地区ꎬ采用 Ｓｈａｏ０４[１８]

起沙参数化方案对沙尘的起沙过程以及强度变化

具有更好的模拟能力ꎬ这主要是由于 Ｓｈａｏ０４ 方案

对沙尘起沙的物理过程有相对更好的描述ꎬ从而

使得该方案模拟的起沙区域和垂直沙通量更为合

理[１９]ꎬ所以文章采用了 Ｓｈａｏ０４ 起沙参数化方案对

沙尘天气过程进行模拟ꎮ
模式采用的物理化学参数化方案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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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模式采用的物理化学参数化方案

物理化学过程 参数化方案

微物理过程 ＷＳＭ５ － ｃｌａｓｓ[２０]

长波辐射 ＲＲＴＭ[２１]

短波辐射 Ｇｏｄｄａｒｄ[２２]

陆面过程 ＲＵＣ[２３ － ２４]

边界层 ＹＳＵ[２５]

积云对流参数化 Ｇｒｅｌｌ － ３[２６]

近地面层 Ｍｏｎｉｎ － Ｏｂｕｋｈｏｖ[２７]

气相化学 ＲＡＣＭ[２８]

气溶胶化学 ＧＯＣＡＲＴ[２９]

起沙参数化方案 Ｓｈａｏ０４[１８]

１ ２　 数据资料

文章采用了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美国国家环境预报

中心(ＮＣＥＰ)提供的 ＦＮＬ１° × １°全球再分析资料、
欧洲中期数值预报中心(ＥＣＭＷＦ)提供的 ＥＲＡ －
Ｉｎｔｅｒｉｍ１° × １°全球再分析资料和中国气象局提供

的气象数据资料ꎬ包括高度场、温度场、气压场和

风场等ꎻ污染物浓度数据来源于全国空气质量监

测站颗粒污染物 ＰＭ１０逐小时浓度数据ꎻ卫星数据

采用了搭载于 Ｔｅｒｒａ 和 Ａｑｕａ 卫星上的 ＭＯＤＩＳ 提

供的 Ｌｅｖｅｌ２ 每日网格化大气产品气溶胶光学厚度

(ＡＯＤ)和国家卫星气象中心提供的 ＦＹ － ３Ａ 可见

光波段沙尘监测图像ꎮ

２　 影响沙尘天气产生的主要天气系统

此次沙尘天气过程ꎬ从 ５００ ｈＰａ 天气图上来

看ꎬ４ 月 ２３ 日(图 ２ｅ)ꎬ新疆西北部有一高空低压

槽东移ꎬ高空冷平流明显ꎬ温度场落后于高度场ꎬ
槽发展加深ꎬ逐渐出现了闭合的低压中心和冷中

心ꎬ等高线和等温线密集ꎬ气压和温度梯度增大ꎬ
高空风速增大ꎻ４ 月 ２４ 日(图略)ꎬ低涡移至新疆

东北部至蒙古国一带ꎬ高空气流辐合明显ꎬ低压中

心和温度冷中心趋于重合ꎬ系统强度减弱ꎻ４ 月 ２５
日(图略)ꎬ槽线位于甘肃西北部至蒙古国东北部

一带ꎬ系统强度减弱ꎮ 从地面图上来看ꎬ４ 月 ２３ 日

(图 ２ｆ)ꎬ地面冷锋位于新疆东部地区ꎬ逐渐向东南

方向移动ꎬ锋后地区受冷高压控制ꎬ气压梯度大ꎬ
西北风风速较大ꎬ甘肃西北部和河西走廊及内蒙

古西部地区位于锋前ꎬ受低压控制ꎬ风速较小ꎬ南
疆地区受高空系统和地面系统的叠加以及冷空气

的倒灌作用ꎬ地面风速较大ꎮ 自 ４ 月 ２３ 日 １２ 时

(图略)ꎬ地面冷锋逐渐开始影响到甘肃和内蒙古

西部地区ꎬ地面风速增大ꎮ ４ 月 ２４ 日(图略)ꎬ冷
锋已抵达甘肃东南部ꎬ开始逐渐影响我国中部

地区ꎮ

３　 模拟结果对比分析

３ １　 主要天气系统

５００ ｈＰａ 高度场上ꎬ见图 ２ 整体来讲ꎬＥＲＡ － Ｉｎ￣
ｔｅｒｉｍ 数据为 ＷＲＦ 模式提供初始场和边界条件的

模拟结果(以下简称 ＥＲＡ － Ｉｎｔｅｒｉｍ 数据模拟结

果)与 ＮＥＣＰ － ＦＮＬ 数据提供初始场和边界条件

的模拟结果(以下简称 ＮＥＣＰ － ＦＮＬ 数据模拟结

果)相似ꎬ与图 ２ｅ 相比较ꎬ２３ 日 ０８ 时ꎬ两类数据资

料均能较好的模拟出新疆北部的低压槽系统ꎬ模
拟的槽线(图 ２ａ、２ｂ、２ｅ 中位于新疆西北部的黑色

曲线)位于新疆北部至南疆盆地一带ꎬ温度场落后

于高度场ꎬ槽后冷平流明显ꎬ低压槽系统发展加

深ꎻ与实况比较ꎬ两类数据的模拟结果均过快的估

计了低压槽系统的东移速度ꎬＮＥＣＰ － ＦＮＬ 数据模

拟结果低位势区的空间位置更加接近实况ꎬ温度

场和高度场的空间配合更为合理ꎮ 在图 ２ 中的地

面图上ꎬ两类数据的模拟结果均体现出了位于新

疆东部的地面冷锋(图 ２ｃ、２ｄ、２ｆ 中位于新疆东部

的黑色曲线)ꎬ锋区及锋后等压线密集ꎬ气压梯度

大ꎬ锋后有西北大风ꎬ地面冷锋和锋后大风是产生

此次沙尘天气的直接原因ꎻ与图 ２ｆ 相比较ꎬ两类

数据对锋前低压区和锋区的气压值模拟结果均较

实况偏大ꎻＮＥＣＰ － ＦＮＬ 数据较好的模拟出了位于

锋前的闭合低压中心ꎮ 综上所述ꎬ本次沙尘天气

的主要影响系统是高空低压槽系统和地面冷锋系

统ꎬＮＥＣＰ － ＦＮＬ 数据模拟结果能够较好的再现出

影响沙尘产生的主要气象场特征ꎬ这也有助于对

沙尘天气的数值模拟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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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图 ａ、ｂ、ｅ 分别为 ＥＲＡ － Ｉｎｔｅｒｉｍ、ＮＥＣＰ － ＦＮＬ 数据模拟和 ＭＩＣＡＰＳ 数据分析的 ５００ ｈＰａ 高度场(实线 单位:

ｄａｇｐｍ)、温度场(虚线 单位:℃)、风场(矢量 单位:ｍ / ｓ)和槽线(粗实线)ꎬ图 ｃ、ｄ、ｆ 分别为上述三类数据得到的地面气压

场(实线 单位:ｈＰａ)、１０ ｍ 风场(矢量 单位:ｍ / ｓ)、锋面(粗实线)ꎮ

图 ２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０８ 时 ５００ ｈＰａ高度场和地面场气压场

３ ２　 地面沙尘浓度的时空分布

沙尘浓度是反映单位体积空气中所含有的沙

尘质量大小的物理量ꎮ 从图 ３ 可以看出ꎬ两类数

据的模拟结果均能够较好的模拟出沙尘的范围和

强度ꎬ根据模拟结果ꎬ沙尘主要覆盖在塔里木盆地

地区和甘肃及其东南地区ꎬ沙尘区域自新疆大部

至甘肃、内蒙古等地向东南方向扩散ꎻ２３ 日强沙

尘中心位于塔里木盆地及新疆东部地区ꎬ２４ 日强

沙尘中心则位于内蒙古及其东北地区ꎻ根据图 ４
的 ＦＹ － ３Ｃ 气象卫星遥感监测图像显示ꎬ４ 月 ２３
日ꎬ沙尘区域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东部和新疆

东部地区ꎬ甘肃西北部和内蒙古北部也有小范围

的沙尘区域ꎮ ４ 月 ２４ 日ꎬ塔里木盆地仍然有大范

围的沙尘区ꎬ甘肃河西走廊及其以东地区和内蒙

古中部地区沙尘区域范围较大ꎬ部分地区因受云

层的遮挡ꎬ沙尘区域表现的不明显ꎮ
　 　 两类数据模拟结果均能够较好的模拟出主要

的沙尘区域和强度ꎮ 与卫星遥感沙尘监测图像相

对比ꎬ４ 月 ２３ 日ꎬ塔里木盆地强的沙尘区域主要在

其东部地区ꎬＥＲＡ － Ｉｎｔｅｒｉｍ 数据模拟的沙尘浓度

则过高的估计了位于塔里木盆地西部地区的沙尘

范围及强度ꎬＮＥＣＰ － ＦＮＬ 数据模拟的沙尘范围则

与卫星遥感监测结果相接近ꎻ卫星遥感监测图像

上ꎬ在甘肃的敦煌以北及内蒙古西部地区有明显

的沙尘区域ꎬ但在两类数据的模拟结果中均没有

表现出来ꎻ从沙尘浓度的量值来看ꎬ两类数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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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的强值中心均位于新疆中部地区ꎬ浓度均在

８ ０００ μｇ / ｍ３ 以上ꎬ但 ＮＥＣＰ － ＦＮＬ 数据模拟的沙

尘浓度大值区要比 ＥＲＡ － Ｉｎｔｅｒｉｍ 数据模拟的大

值区范围更大ꎮ

图 ３　 ＥＲＡ － Ｉｎｔｅｒｉｍ(图 ａ、ｃ)和 ＮＥＣＰ －ＦＮＬ(图 ｂ、ｄ)再分析数据模拟的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１３ 时(图 ａ、ｂ)和

４ 月 ２４ 日 １３ 时(图 ｃ、ｄ)的沙尘浓度(单位:μｇ / ｍ３)

图 ４　 ＦＹ －３Ｃ气象卫星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１３:２０(上图)和 ２４ 日 １３:０５(下图)的沙尘监测图像

　 　 ４ 月 ２４ 日ꎬ塔里木盆地地区沙尘主要出现在盆

地中部及西部地区ꎬＥＲＡ － Ｉｎｔｅｒｉｍ 数据模拟结果没

有较好的模拟出位于塔里木盆地西部的低值区ꎻ在
上述低值区以西的高值区ꎬＥＲＡ － Ｉｎｔｅｒｉｍ 数据模拟

结果则有较好的表现ꎬ相比 ＮＥＣＰ － ＦＮＬ 数据模拟结

果ꎬ高值区的强度更强ꎬ范围更大ꎻ从卫星遥感监测图

像上可以看出ꎬ位于盆地中部的沙尘区仍然有较强

的反照率ꎬＮＥＣＰ － ＦＮＬ 数据模拟结果在这一区域表

现较好ꎬ大部分地区沙尘浓度在 ２ ０００ μｇ / ｍ３ 以上ꎻ
卫星图像上ꎬ自新疆东部至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有一

狭长的沙尘带ꎬ强度较弱ꎬ两类数据对这一沙尘带的

模拟结果均表现较好ꎻ模拟结果显示ꎬ甘肃东部和内

蒙古中部地区有强度较强、范围较大的沙尘区域存

在ꎬ但在卫星遥感沙尘监测图像上ꎬ上述地区受云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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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挡严重ꎬ无法与数值模拟结果做精确的对比分析ꎮ
　 　 综上所述ꎬ两类数据的数值模拟结果均能够

较好的反映出主要的沙尘范围和沙尘强度ꎮ 相比

较而言ꎬＮＥＣＰ － ＦＮＬ 数据模拟的沙尘范围和强度

与卫星遥感监测到的沙尘区域和反照率有较好的

对应ꎬ模拟结果更加接近实况ꎬ与 ＥＲＡ － Ｉｎｔｅｒｉｍ
数据模拟结果有一定的区别ꎮ
３ ３　 起沙过程

４ 月 ２３ ~ ２４ 日两种再分析数据模拟的地面垂

直沙通量和地面 １０ ｍ 风场的叠加情况ꎬ见图 ５ꎮ

图 ５　 ＥＲＡ － Ｉｎｔｅｒｉｍ(图 ａ、ｃ)和 ＮＥＣＰ －ＦＮＬ(图 ｂ、ｄ)再分析数据模拟的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１３:００(图 ａ、ｂ)和
４ 月 ２４ 日 １３:００(图 ｃ、ｄ)的垂直沙通量(单位:μｇ / ｍ２ / ｓ)和地面 １０ 米风场(矢量 单位:ｍ / ｓ)

　 　 总体来讲ꎬ两类数据均能够较好的模拟出主

要的起沙区域和起沙过程ꎮ 对于两种数据资料模

拟结果的不同ꎬ从地面垂直沙通量的范围和量值

来看ꎬ４ 月 ２３ 日ꎬ塔里木盆地北部地区受偏北大风

的影响明显ꎬ使得地面沙尘向东南方向传输ꎬ两类

再分析数据均模拟出了位于盆地地区的起沙通量

分布ꎬＮＥＣＰ － ＦＮＬ 数据模拟的起沙通量范围相比

ＥＲＡ － Ｉｎｔｅｒｉｍ 更广ꎬ且最大强度可达 ３ ０００ μｇ /
ｍ２ / ｓꎻ起沙通量值在 ６００ μｇ / ｍ２ / ｓ 以上的区域ꎬ
ＮＥＣＰ － ＦＮＬ 数据模拟的范围要较大于 ＥＲＡ －
Ｉｎｔｅｒｉｍ 数据ꎬ这与图 ３ 中 ＮＥＣＰ － ＦＮＬ 数据模拟的

沙尘范围更大相对应ꎬ也与卫星监测图像显示的

沙尘范围相吻合ꎻ新疆西北部的准噶尔盆地受锋

后西北大风的影响ꎬ也有较大范围的起沙区域分

布ꎬＥＲＡ － Ｉｎｔｅｒｉｍ 数据对这一区域的起沙有较好

的模拟ꎮ ４ 月 ２４ 日ꎬ锋面移至甘肃东部ꎬ塔里木盆

地地区受倒灌的冷空气影响为偏东风ꎬ风速较小ꎬ
起沙通量的值为 １００ μｇ / ｍ２ / ｓ 左右ꎬ相对较小ꎻ甘

肃西北部和柴达木盆地地区受锋后西北风的影

响ꎬ起沙通量约为 ２００ μｇ / ｍ２ / ｓꎬＮＥＣＰ － ＦＮＬ 数据

在上述地区模拟的起沙区域范围更大ꎬ强度较强ꎻ
在内蒙古北部地区ꎬ西风较大ꎬ地面起沙通量可达

４ ０００ μｇ / ｍ２ / ｓ 以上ꎬ两类数据均有较好的表现ꎻ
在毛乌素沙地地区ꎬＮＥＣＰ － ＦＮＬ 数据模拟结果起

沙通量在 ４００ μｇ / ｍ２ / ｓ 以上ꎬ较 ＥＲＡ － Ｉｎｔｅｒｉｍ 数

据模拟结果强度更强ꎮ
　 　 总体来讲ꎬ随着风场的变化ꎬ虽然两类数据资料

模拟结果均能刻画主要的起沙区域ꎬ对整个起沙过

程把握较好ꎬ但相比较而言ꎬＮＥＣＰ －ＦＮＬ 数据模拟的

起沙通量较大值区比 ＥＲＡ － Ｉｎｔｅｒｉｍ 数据模拟的范围

略大ꎬ同时与卫星监测(图 ４)显示的较强沙尘范围区

吻合较好ꎬ所以 ＮＥＣＰ －ＦＮＬ 数据模拟结果能更好的

反映起沙区域对相应地区的沙尘贡献ꎮ
３ ４　 气溶胶光学厚度(ＡＯＤ)

ＡＯＤ(气溶胶光学厚度)的观测反演数据可以

反映一个地区的沙尘状况ꎬ见图 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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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ＥＲＡ － Ｉｎｔｅｒｉｍ(图 ａ)和 ＮＥＣＰ －ＦＮＬ(图 ｂ)再分析数据模拟的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１３:００ 的

气溶胶光学厚度(ＡＯＤ)以及 ＭＯＤＩＳ卫星观测反演的 １５:００(图 ｃ)和 １１:４０(图 ｄ)的 ＡＯＤ

　 　 文章采用了 “Ｄｅｅｐ Ｂｌｕｅ” 算法反演得到的

ＭＯＤＩＳ ＡＯＤ 数据对地面沙尘浓度进行分析ꎬ从两

类再分析数据对 ＡＯＤ 的数值模拟结果可以看出ꎬ
两类数据均能够模拟出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甘
肃西北部和中部地区、内蒙古中部及其以北地区

ＡＯＤ 的空间分布特征ꎬ与 １５:００ＭＯＤＩＳ 观测反演

的 ＡＯＤ(图 ｃ)相比较ꎬＮＥＣＰ － ＦＮＬ 数据模拟的

ＡＯＤ 能较好的反映出位于塔里木盆地地区的

ＡＯＤ 环形高值区和中心低值区ꎬ范围与 ＭＯＤＩＳ 反

演得到的 ＡＯＤ 相当ꎮ 在 １１:４０ＭＯＤＩＳ 观测反演

的 ＡＯＤ(图 ｄ)图上ꎬ甘肃河西走廊北端ꎬＡＯＤ 数

值大于 ３ 的区域延伸至敦煌玉门一带ꎬＮＥＣＰ －
ＦＮＬ 数据模拟结果较好的反映出了这一特征ꎬ而
在 ＥＲＡ － Ｉｎｔｅｒｉｍ 数据模拟的 ＡＯＤ 中则表现不明

显ꎮ 总体来讲ꎬＮＥＣＰ － ＦＮＬ数据模拟得到的 ＡＯＤ
与 ＭＯＤＩＳ 观测反演得到的 ＡＯＤ 吻合较好ꎬ即

ＮＥＣＰ － ＦＮＬ 数据模拟结果与实况更加接近ꎮ
３ ５　 沙尘源地和下游地区站点 ＰＭ１０浓度的时间

变化特征

　 　 克拉玛依、嘉峪关、金昌、兰州、包头和西安各

站点两种再分析数据模拟和实际观测的 ＰＭ１０浓度

随时间的变化特征见图 ７ꎬ其中ꎬ兰州西安主要是

受沙尘传输沉降的影响ꎮ
　 　 总体来看ꎬ两类再分析数据均能模拟出沙尘

天气过程中各个站点 ＰＭ１０浓度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和沙尘的传输过程ꎬ对各个站点 ＰＭ１０浓度随时间

的变化特征反映合理ꎬ较好的反映出沙尘随时间

的传输与沉降ꎬ但在沙尘的出现时间和量值上与

实际观测的 ＰＭ１０变化有一定的差异ꎮ
在克拉玛依市ꎬ两类数据模拟的起沙时间均

较实际观测略早ꎬ且 ＰＭ１０浓度的峰值高于观测峰

值ꎬ峰值偏差在 ＥＲＡ － Ｉｎｔｅｒｉｍ 数据的模拟结果中

表现更为突出ꎬ并且在 ４ 月 ２３ 日 ００ 时ꎬ观测 ＰＭ１０

浓度较小ꎬ但 ＥＲＡ － Ｉｎｔｅｒｉｍ 数据却模拟出了 ＰＭ１０

浓度的虚假峰值ꎻ在嘉峪关市ꎬＮＥＣＰ － ＦＮＬ 数据

在 ４ 月 ２３ 日 １０ 时左右模拟出了虚假峰值ꎬ随后

其模拟的 ＰＭ１０ 浓度与实际观测结果较为吻合ꎬ
ＥＲＡ － Ｉｎｔｅｒｉｍ 数据模拟的 ＰＭ１０ 浓度在峰值区偏

离实际观测较多ꎻ在金昌和兰州市ꎬ实际观测的

ＰＭ１０浓度峰值均高于两类数据的模拟结果ꎬ相比

较而言ꎬＮＥＣＰ － ＦＮＬ 数据模拟结果更加接近实

况ꎻ在包头市ꎬ两类数据模拟的 ＰＭ１０浓度均明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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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实际观测值ꎬ且沙尘出现时间均较早ꎬ相较而

言ꎬＥＲＡ － Ｉｎｔｅｒｉｍ 数据模拟结果与实际观测结果

较为接近ꎻ西安作为沙尘影响区的城市ꎬ沙尘出现

时间较晚ꎬ相对来说ꎬＮＥＣＰ － ＦＮＬ 数据模拟的沙

尘出现时间与实际出现时间较为接近ꎮ

图 ７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３ ~２５ 日两类再分析资料模拟和观测的 ＰＭ１０浓度时间变化

　 　 总体来讲ꎬ使用 ＮＥＣＰ － ＦＮＬ 数据模拟的各站

点 ＰＭ１０浓度时间变化特征要优于 ＥＲＡ － Ｉｎｔｅｒｉｍ
数据模拟的结果ꎮ 同时ꎬＮＥＣＰ － ＦＮＬ 数据模拟结

果能较好的反映沙尘的传输特征ꎮ

４　 摩擦速度对模拟的影响

图 ８ 给出了两类再分析数据模拟沙尘浓度的

差值ꎬ４ 月 ２３ 日 １３:００ꎬ在塔里木盆地的西南侧和

北侧ꎬ以及新疆东南部和甘肃西北部ꎬＮＥＣＰ － ＦＮＬ
数据模拟得到的沙尘浓度均高于 ＥＲＡ － Ｉｎｔｅｒｉｍ
数据模拟的结果ꎬ这种差异ꎬ与该时间上述地区的

摩擦速度(图 ９)、临界摩擦速度(图略)及二者之

间的差异(图 ９)较大有关ꎬ较大的摩擦速度使得

模式能够计算出较强的沙尘释放ꎬ这也与图 ５ 中

较强的起沙通量区相对应ꎮ 在图 ９ 中ꎬ塔克拉玛

干沙漠及新疆戈壁地区的摩擦速度为 ０ ２ ~

２ ０ ｍ / ｓꎬ这与在东亚开展的站点观测显示的塔克

拉玛干沙漠 ２ 个站点 ３ ~ ４ 月份临界摩擦速度为

０ ４８ 和 ０ ５６ ｍ/ ｓ[３０]、新疆戈壁地区 ２ 个站点春季临

界摩擦速度为 ０ ５４ ~０ ６９ ｍ/ ｓ 和０ ３４ ~０ ４２ ｍ/ ｓ[３１]

相比数值较大ꎬ所以在上述地区模式模拟结果中

存在较大的起沙区域和较强的沙尘释放ꎻ不同的

再分析资料提供了不同的摩擦速度输入值ꎬ使得

起沙区域不同ꎬ强度不同ꎬ对沙尘天气的模拟效果

也不尽相同ꎻ在新疆东部地区ꎬＮＥＣＰ － ＦＮＬ 数据模

拟输入的摩擦速度 ｕ∗与临界摩擦速度 ｕ∗
ｔ 的差值

更大ꎬ所以在该地区有较强的沙尘释放ꎬ也就有较

大范围的沙尘区域存在ꎬ较合理的解释了 ＮＥＣＰ －
ＦＮＬ 再分析数据模拟结果更加接近实况的原因ꎬ
同时也表明 ｓｈａｏ０４ 方案的临界摩擦速度较为合

理ꎮ 综上所述ꎬＮＥＣＰ － ＦＮＬ 再分析数据在西北部

分地区能够提供较大的摩擦速度ꎬ使得摩擦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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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临界摩擦速度差值较大ꎬ即模拟结果与实况更

加接近ꎮ

图 ８　 ４ 月 ２３ 日 １３:００ ＮＥＣＰ － ＦＮＬ与 ＥＲＡ － Ｉｎｔｅｒｉｍ

再分析数据模拟的沙尘浓度的差(单位:μｇ / ｍ３)

５　 结论与讨论

文章利用耦合了 Ｓｈａｏ０４ 起沙参数化方案的

ＷＲＦ / Ｃｈｅｍ 模式对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 ２５ 日发生在

我国西北地区的一次沙尘天气进行了模拟ꎬ基于

ＥＲＡ － Ｉｎｔｅｒｉｍ 和 ＮＥＣＰ － ＦＮＬ 两种再分析资料ꎬ探
究了 ＷＲＦ / Ｃｈｅｍ 在不同的再分析资料提供初始

场和边界条件时对沙尘天气的模拟能力ꎬ并分析

了两种再分析资料对模拟结果影响的主要原因ꎮ
　 　 (１)在 ＮＥＣＰ － ＦＮＬ 和 ＥＲＡ － Ｉｎｔｅｒｉｍ 两种再

分析数据为 ＷＲＦ / Ｃｈｅｍ 提供初始场和边界条件

时ꎬ模式均能较合理的模拟出主要的起沙区域、沙
尘强度及其时空变化特征ꎬ沙源地附近和下游地

区各个站点模拟的 ＰＭ１０浓度时间变化特征与观测

结果也较为吻合ꎮ

图 ９　 ４ 月 ２３ 日 １３:００ ＥＲＡ － Ｉｎｔｅｒｉｍ再分析数据(图 ａ、ｂ)和 ＮＥＣＰ －ＦＮＬ再分析数据(图 ｃ、ｄ)模拟的

输入的摩擦速度 ｕ∗(图 ａ、ｃ 单位:ｍ / ｓ)和 ｕ∗与临界摩擦速度 ｕ∗
ｔ 的差(图 ｂ、ｄ 单位:ｍ / ｓ)

　 　 (２)从沙尘的空间分布、沙尘浓度、垂直沙通

量和地面各代表站点 ＰＭ１０浓度变化等方面的模拟

结果来看ꎬＮＥＣＰ － ＦＮＬ 数据为模式提供初始场和

边界条件时要优于 ＥＲＡ － Ｉｎｔｅｒｉｍ 数据的结果ꎮ
　 　 (３)ＮＥＣＰ － ＦＮＬ 再分析数据在我国西北部分

地区能够提供较大的摩擦速度ꎬ即摩擦速度与临

界摩擦速度差值较大ꎬ从而使得模拟的沙尘区域、
强度和起沙通量更为合理ꎮ

虽然在此次沙尘天气过程中ꎬＮＥＣＰ － ＦＮＬ 再

分析数据为模式提供初始场和边界条件时的模拟

结果要优于 ＥＲＡ － Ｉｎｔｅｒｉｍ 数据ꎬ但这种优势表现

的并非十分突出ꎬ当今的天气预报技术和对天气

预报的要求ꎬ不但需要我们把握主要的天气形势

和天气系统影响的主要区域ꎬ而且要做到天气的

精细化预报ꎬ我们探讨不同再分析资料对模式模

拟结果的影响ꎬ最终是要应用到实际的天气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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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去ꎬ为精细化天气预报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ꎬ
因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了解不同再分析资料与不

同起沙参数化方案之间的配合关系ꎬ对于模式模

拟结果做进一步分析ꎬ探讨不同再分析资料在我

国西北地区的适用性以及改进的方案ꎬ提高模式

的分析预报能力ꎮ 而这些工作ꎬ还需要我们不断

的努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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