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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气象业务丛书：天气雷达及其应用》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多普勒天气雷达的基本原理及观测方法
，详细阐述了多普勒天气雷达在定量估测降水、强对流天气等方面的业务应用，并对多普勒天气雷达
应用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做了介绍。
《气象业务丛书：天气雷达及其应用》共九章，以新一代天气雷达业务应用为基础，首先介绍了新一
代天气雷达的基本原理，系统结构、功能、技术指标和观测模式；其次是多普勒天气雷达数据质量控
制，多普勒天气雷达产品与算法，典型天气系统雷达回波特征个例的综合分析，其中天气系统的雷达
基本图像识别、天气雷达定量估测降水、强对流天气的天气雷达探测和临近预报、典型天气系统雷达
回波特征个例的综合分析是本书的重点；最后对新一代天气雷达应用的发展方向做了阐述。
每章后都附有参考文献，以便于查阅和进一步探究。
　　《气象业务丛书：天气雷达及其应用》内容充实，讨论深入，适合作为天气雷达、气象业务和科
研人员的参考用书，也可作为相关专业人员的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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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9章 天气雷达及应用的发展趋势　　9.1 发展趋势　　尽管近年来电子计算机技术飞跃发展，加
快了科技成果向业务转化的速度，但由于技术和经费等方面的原因，在2020年之前各国气象部门采用
更新一代的天气雷达投入业务应用的可能性很小。
今后十年间，天气雷达技术的发展将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当今大气科学的发展重点是更长时间尺度的气象研究和更短空间尺度的中小尺度气象学研
究和应用，多普勒天气雷达是天气雷达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今后将进一步发展多普勒天气雷达技术，扩展探测功能：目前多普勒天气雷达主要是用于对与降水伴
随的灾害性天气的监测和短时预报，对晴空探测、特别是获取晴空风场信息，将是多普勒天气雷达功
能扩展的下一个目标。
据估算采用相干累加技术有可能使雷达获取晴空风场的能力提高15～21dB。
多普勒天气雷达对下击暴流、微下击暴流有很好的监测能力，但由于这类恶劣天气现象生命史极短，
仅1～5min，最多不超过20min，改变现行多普勒天气雷达扫描取样的体制，可行的最简单的途径是在
天线垂直波束上采用相控技术，形成多波束，这样雷达仅做方位角一周的扫描便可以获取低层大气中
三维立体的风场数据信息，可以迅速而准确地监测和预警下击暴流或微下击暴流。
　　（2）快速扫描技术将应用于天气雷达。
现有的天气雷达是利用天线扫描的方法完成立体扫描的，一个体积扫描约需要5～10min，这对下击暴
流等小尺度现象的探测就显得慢了。
为此，在水平方向旋转的相控阵雷达技术可能应用于天气雷达中，以及用天线的旋转完成水平扫描，
用相控阵的方法完成垂直扫描的方法等。
　　（3）加强对多普勒风场反演技术的研究。
目前对多普勒风场资料的应用仍处于定性阶段，还没有对多普勒天气雷达获取的风场信息进行充分的
应用。
要充分应用，风场信息要由定性转为定量，单多普勒天气雷达的反演技术是风场信息定量应用的关键
。
　　（4）双线偏振雷达技术逐渐成熟，在常规多普勒雷达上增加双线偏振功能，可以改善雷达探测
降水和识别降水粒子相态和尺度的能力。
美国将增加双线偏振雷达功能。
我国许多单位也准备开展双线偏振雷达项目。
到2015年快速扫描多普勒雷达、多极化雷达、毫米波（多普勒雷达）、调频连续波雷达将会有迅速发
展。
　　（5）热带降水测量卫星测雨雷达（TRMM-PR）是第一部星载测雨雷达。
发射后经过在轨测试定标之后，已向地面发回大量的雷达探测信息。
星载相控阵雷达探测的范围，特别是针对海洋、沙漠、高原等无人区的探测，今后将进一步加强星载
测雨雷达及其探测信息处理和应用研究。
　　（6）分布式协同自适应探测的网络雷达系统技术，以扩大雷达的探测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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