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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文循环是自然界最重要的物质循环之一，是连接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和生物圈的纽带，是流
域水资源和水旱灾害形成和演变最重要的驱动源。
水文循环过程及其定量预报研究，乃是当今水文气象领域共同关注的热点和前沿问题。
　　本书是在多项科研成果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定量降雨与实时洪水预报》等五篇博士学位论
文基础上凝练而成的，内容涵盖流域水文循环的主要环节和关键问题。
书中各章节之问既自成体系，又相互关联；既有理论阐述，又有实例应用；既是科学传承，又具开拓
创新。
本书在学术思想上，强调研究项目与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水问题密切结合，突出成果的应用性；在
结构体系上，从水文循环的关键要素研究人手，通过剖析流域面雨量计算、实际蒸发量估算、降雨定
量预报等技术，深入探讨大尺度陆面水文过程的机制与应用实践，成功开发出基于陆气耦合的实时洪
水预报系统；既涵盖了水文循环研究的关键内容，又突出了定量预报的关键技术。
　　全书共分9章。
第1章介绍水文循环基本概念与大气过程；第2章讨论流域面雨量计算方法；第3章介绍降雨定量预报方
法；第4章探讨流域蒸散发估算方法；第5章讨论CLASS陆面过程模型的改进与应用；第6章讨论大尺
度VIC水文模型的应用及参数区域规律探讨和移用方法；第7章提出基于网格的流域汇流模型；第8章
介绍陆气耦合洪水预报系统；第9章介绍基于陆气耦合洪水预报系统的淮河流域实时洪水预报实例。
　　本书主要创新内容有：定量分析了我国西部塔里木河流域的大气水汽状态；提出了基于卫星测雨
产品估算资料稀缺地区面雨量的方法；改进了CLASS陆面过程模型中产流计算的方案，引入了壤中流
产流机制；提出了VIc大尺度水文模型的参数区域化方法；开发了考虑参数空间分布的网格汇流模型
；建立了陆气耦合模型系统，并在淮河流域近几年的实时洪水预报中得到应用，将洪水预报的预见期
增加了72小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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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介绍了流域水文循环关键要素大气水、降水与蒸发的计算、预报、估算的技术与方法，并分
别给出了大气水分析计算实例、定量降雨估算、预报技术与方法的应用实例、蒸发估算方法及其在干
旱监测中的应用实例等；探讨了陆面过程模型和大尺度水文模型应用中的技术问题，根据中国的气候
条件和下垫面条件，改进了陆面过程模型，探索了大尺度水文模型在中国应用的参数区域规律；将定
量降雨预报与陆面水文过程相结合，开发了基于陆气耦合的定量降雨与实时洪水预报技术，并成功应
用于淮河流域洪水预报实践中，其洪水预报精度和预见期均有提高，特别是预见期实现了实质性突破
，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72小时以上。
    本书可供水利工程、环境科学、地球科学等专业科研人员及研究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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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数值天气预报的空间分辨率，可分为水平分辨率和垂直分辨率。
　　采用有限差分方法求解大气方程组时，一般采用矩形网格对计算区域进行分割，分割的交点叫网
格点，网格点问的距离叫格距。
水平分辨率就是指模式水平方向的格距的大小。
在进行数值求解的时候，计算的精度会直接受到水平分辨率的影响。
能够被模式准确预报的最小天气系统大约需要5个格点才能确定；对于一定波长的波，网格水平分辨
率越高，差分的精度就越高；对于水平尺度为1000～2000km的大尺度天气系统，水平分辨率需取50
～100km（廖洞贤，1999）。
当采用谱模式时，求解的精度与三角形截断波数的多少有关。
例如，截断波数为213（简称T213），相当的水平分辨率约60km；与T799相当的水平分辨率约为25km
；与T2047相当的水平分辨率约为l0km。
事实上，为了求解物理过程的方便，在谱方法的计算中，虽然使用的是谱坐标系.但仍需要在网格点上
进行计算。
　　垂直分辨率一般指在垂直方向上自地面到模式大气顶的分层数。
模式大气顶一般不低于30hpa。
在大气中如果用位势高度场计算温度场至少需要2层；要表示温度随高度的变化，至少需要3层；要表
示温度直减率随高度变化，则至少需要4层。
为了得到具有一定精度的数值解，业务运行的预报模式的垂直分层一般都在5层以上（廖洞贤，1999）
。
考虑到温度、风等气象要素随高度的非线性变化，许多业务模式都采用不等距分层的方法。
由于行星边界层靠近地面，较密的分层能更逼真地模拟出地面加热、冷却和对流层上部、平流层下部
对它的影响，因此在行星边界层垂直分辨率最高。
在两层之间，则需要平缓的过渡以保持最高的计算精度。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水文循环过程及定量预报>>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