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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FY3卫星资料气候应用 

中国气象局，《气象卫星应用发展专项规划(2010-2015)》“陆
面模型卫星资料同化应用”任务 

中国气象局，“FY-3地球辐射收支与土壤湿度同化分析应用示范
子系统”项目 

气候模式定量应用 

气候监测业务应用 



1.1 FY3陆表温度资料同化应用 

建立了适合的质量控制算法，有效去除观测资料中与模拟不匹配的
点，质量控制后资料质量得到整体提高，全球平均偏差减小约40%，
平均RMSE减小约50%，接近同期MODIS卫星资料水平。 



建立了全球FY-3陆表温度资料同化系统，FY3/LST同化产品的不确
定性明显小于模式模拟，全球平均误差减小3K左右。FY3/LST具备
在BCC业务模式中定量应用的能力 

2.35K 

5.82K 



建立多因子质量控制模块，FY3B
土壤湿度产品相比BCC_AVIM模式
存在系统性正偏差，质量控制后
偏差得到有效消除，满足同化对
资料无偏性的要求。 

1.2 FY3土壤湿度资料同化应用 



建立了全球FY-3土壤湿度
同化试验系统，同化后有
效改善BCC_AVIM对全球土
壤湿度的刻画能力。 

 FY-3土壤湿度资料具备在
国家气候中心业务模式中
同化应用的能力。 



OLR 

2013年12月15日FY-3B卫星全球OLR示范产品（左）和NOAA-18卫星产品（右）（单位：w/m2） 

2013年12月第3侯FY-3B卫星全球OLR示范产品（左）和NOAA-18卫星产品（右）（单位：w/m2） 

FY3/OLR产品整体质量与NOAA-18卫星同类产品相当，具备服务
员于BCC全球及区域气候监测业务的能力 

FY3B NOAA-18 

1.3 FY3产品气候监测业务应用 



FY3/OLR产品已在国家气候中心实现实时应用，服务于亚洲季风
监测业务。 



二、FY4卫星资料气候应用 
中国气象局，”风云四号科研试验卫星工程应用示范系统项目”
（气候领域） 

FY4 

LST 

海温 OLR 水汽 

积雪 



①SST  
 日、候、旬评估 

 FY4 产品相比 OISST 整体一致性较好，呈现1K左右负偏差，并随时间
频次增加而减小 

2.1亚洲季风系统监测应用 



FY4海温月产品相

比其他各类通用

SST产品的偏差都

存在负偏差，但

偏差较小，且偏

差距平较为稳定，

可用于气候SST距

平监测分析。 

 月产品评估 



 全球海温监测产品 



 关键区海温监测产品 

来自：于卫东（海洋一所） 

30°C 

东西 

海温浮标观测缺乏！ 



基于FY4资料的孟加拉湾季风监测产品 

形成对孟加拉湾季风的试验监测能力，可为南海季风爆发的监测提供参考
依据，已在国家气候中心2018年汛期气候预测滚动订正业务会商中得到正
式应用。 



②水汽(TPW)  

FY4 水汽产品在小时尺度上与NCEP和ERA-I再分析产品有
良好对应关系 

2.1亚洲季风系统监测应用  



 全球水汽监测 

FY4水汽输送监测
产品（4km） 



③OLR 

 FY4 OLR 产品相比 HIRS 产品的误差明显小于 FY3B 产品
（2.7w/m2 VS 13 w/m2）； 

 FY4A使用4通道建立反演算法，质量优于FY3B的单通道反演 

2.1亚洲季风系统监测应用  



 OLR监测产品 

全球区域 

亚洲区域 

OLR叠加风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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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月： 

 Bias较大； 

 RMSE较大； 

 相关系数R较小； 

4-8月： 

 Bias减小；                         数据质量明显提高 

 RMSE减小； 

 相关系数R增大； 

2.2 FY4陆表温度同化应用 



FY4A/LST产品相比GLDAS的RMSE空间分布（2017.4） 

各部分质量控制算法能剔除FY4A陆表温度产品中不同类型误差； 
实现在BCC气候分量模式中的同化试验性应用，同化后能进一步
减小LST产品中的误差 

FY4A QC1 QC2 

QC3 QC4 同化 



原始FY4A 

质控后FY4A 

模式 

同化 

相比GLDAS的BIAS 

相比GLDAS的RMSE 



2.3 FY4积雪覆盖资料多源融合应用 

2018年1月20-31日降雪过程（华东、华中大范围降雪过程） 

FY3 FY4 

IMS 
20+源 

融合 
3源 



2.4 建立基于FY卫星产品的气候业务应用试验平台 



三、下一步计划 

1. 进一步完善共享试验平台系统功能，在气候

业务中发挥作用； 

2. 提高对FY卫星多变量协调同化的能力； 

3. 改善多源积雪数据融合算法，提升融合精度； 

4. 挖掘更多FY卫星产品与气候应用的结合点，

提升FY卫星资料的气候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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