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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矩阵在风资料重建中的应用分析
陈建文，何晓嫒，胡琳，范建勋

（陕西省气候中心，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利用２００７年清水川电厂５０ｍ和府谷县气象站１０ｍ同期自动站风逐时观测资料，建立两
地各月逐时风牣－牤分量回归方程和两地四季不同风速档次风向相关矩阵。依据回归方程回代获取
厂址５０ｍ风的拟合资料，采用风向相关矩阵修正拟合风资料的风向结果。对修正后的风向结果验
证表明：修正后的风向资料基本反映了厂址风向分布特征，效果较好。依据府谷县气象站１９９６—
２００５年１０ｍ风逐时观测资料，重建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厂址５０ｍ风资料，并采用风向相关矩阵修正
重建厂址５０ｍ风资料的风向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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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参数在工程设计和设备选型中具有重要
的作用。在电厂空冷设计中，风是空冷设备选型
和布局的重要气象要素，其中风向分布特征对空
冷设备的布局至关重要。在实际工作中，用一定
时期内现场气象观测资料与邻近气象站同期资料
对比分析，建立长序列气象资料，统计得到相关
气象参数。采用牣－牤拟合的风资料，风向结果更
接近气象站的风向特征，当建设区地形较为复杂
并与对比气象站差异较大时，其拟合结果与实际
相差较大，无法真实反映建设区风向特征。因此，
采用对比观测期两地风向相关矩阵修正牣－牤分
量模拟结果，使得拟合风向更接近于建设区风向
特征，从而更好地为电厂空冷设计服务。
资料来源与基本方法
１１资料来源

气象资料为２００７年清水川电厂厂址５０ｍ高
度和府谷县气象站１０ｍ高度同期自动站风逐时
观测资料，府谷县气象站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１０ｍ风
逐时观测资料。
１２技术方法

首先将２００７年厂址５０ｍ高度与同期府谷县
气象站１０ｍ高度风分解为牣－牤分量，建立厂址

与府谷县气象站各月逐时风牣－牤分量回归方程：
牪＝牃＋牄牨，再回代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府谷县气象站
逐时风牣－牤分量，得到同期厂址５０ｍ高度的牣－牤
分量，并将其合成得到厂址５０ｍ高度１９９６—
２００５年风资料。

风场特征主要受当地大气环流特征和局地地
理环境影响，尽管风有年际变化特点，但特定地
形条件下的风向分布特征却相对稳定。另外，季
节不同，大气环流形势和近地面大气动力条件不
同，风向具有季节特征；风速较大时，风速越大
风向越稳定，越能反映当地环流特征；风速较小
时，风向更体现地形特征而相对集中。因此，建
立２００７年四季不同风速档风向相关矩阵，分析两
地不同季节不同风速下风向对应情况，修正牣－牤
分量拟和结果，反演厂址１０ａ风资料。即：

爡（牏，牐）＝爳（牏，牐）

１７

牐＝１
爳（牏，牐）

×１００％

式中爡（牏，牐）为不同季节不同风速下气象站牏
风向时厂址出现牐风向的频率；爳（牏，牐）表示气象
站牏风向时厂址出现牐风向的频数，牏＝１，２，…，
１７，分别代表气象站１６个风向及静风，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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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代表厂址１６个风向及静风。
年风向代表性分析
２１２００７年气象站风向代表性分析

从图１看，府谷气象站２００７年与近１０ａ主
导风向均为ＳＳＷ，次主导风向也均为ＳＷ，各风

向频率相关系数达到０９２８０；近１０ａ主要风向
流型为Ｓ—ＷＳＷ和ＮＮＷ—ＮＮＥ，２００７年为Ｓ—
ＷＳＷ和ＮＷ—ＮＮＥ，也基本一致，且均为对倒
风。可见，对比观测期的风向观测资料具有很好
的代表性。

图１府谷县气象站２００７年（ａ）和近１０ａ（ｂ）风向频率玫瑰图

２２２００７年厂址风向代表性分析
２００７年，厂址全年最大风速在ＷＮＷ—ＮＥ

范围内，其次在Ｓ—ＳＷ范围内，气象站最大风速
在Ｎ—ＮＥ范围内，其次在Ｓ—ＳＳＷ范围内。可
见，两地最大风速区间和次大风速区间基本一致，
分别为偏北风和南偏西风。

厂址年主导风向ＷＮＷ，次主导风向Ｗ，主
要风向流型为ＷＮＷ—ＮＷ和ＳＳＥ—ＳＳＷ，集中
在偏西北风和偏南风，风向较为集中。厂址处于
西北—东南和东北—西南走向的沟道交汇处，可
见，２００７年厂址风向基本反映其地理地形和环流
特征，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相关矩阵分析

从观测期年风向相关矩阵看，气象站１０ｍ
和厂址５０ｍ高度在Ⅲ、Ⅳ象限的风向较为一致，
Ⅰ、Ⅱ象限的风在气象站主要为偏北风，在厂址
主要为偏西北风。

从春、夏、秋、冬四季，风速＜１５ｍ燉ｓ（小
风和静风）、１５～３ｍ燉ｓ、３～４ｍ燉ｓ、４～５ｍ燉ｓ、

５～６ｍ燉ｓ、６～７ｍ燉ｓ和≥７ｍ燉ｓ等７个风速档计
算的相关矩阵看，气象站风向对应厂址风向具有
明显的季节和地形特征，风向较为集中。因此，用
不同季节不同风速档气象站风向对应厂址频率明
显高于其它风向的风，替换气象站对应风向，修
正牣－牤分量拟合结果。
厂址ｍ风向模拟效果分析
４１２００７年与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修正结果风向分
布特征比较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春、冬季和全年主导风向均为
ＮＷ，全年次主导风向为ＳＳＷ，春、冬季次主导
风向为ＷＮＷ；夏季主导风向ＳＳＷ，次主导风向
ＷＮＷ；秋季主导风向ＳＳＷ，次主导风向ＮＷ。
２００７年全年和冬季主导风向为ＮＷ，次主导风向
为ＷＮＷ；春季主导风向为ＮＷ，次主导风向为
ＷＮＷ；夏季主导风向为ＷＮＷ，次主导风向为
ＮＷ；秋季主导风向为ＮＷ，次主导风向为
ＷＮＷ。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主要风向流型为ＷＮＷ—
ＮＷ、ＳＳＷ—ＳＷ和ＳＥ，２００７年为ＷＮＷ—Ｎ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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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ＳＳＷ和ＥＳＥ—ＳＥ，两者基本一致，年各风向
频率相关系数０９１３３，相关显著，而牣－牤分量拟
和结果各风向频率相关系数仅０２０９９。表明相关

矩阵修正结果更好地反映了厂址风向分布特征，
重建结果良好（表１）。

表年与—年牣－牤分量拟和及相关矩阵修正结果风向频率对照表 ％
风向 ＮＮＮＥＮＥＥＮＥＥＥＳＥＳＥＳＳＥＳＳＳＷＳＷＷＳＷＷＷＮＷＮＷＮＮＷＣ
２００７年 １４１６１９１８２６６２７５３９５２７１４６３９６０１１９１３２２１１９０
相关矩阵
修正结果２２２５１３１０３３１８８２５４４１２１６８４６３４１０８１６７２３１７２

牣－牤分量
拟合结果８７６３３９２３２１２３２４３３６８１１２９９８８３９５３４８７７１０１

４２２００７年与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风速＞３ｍ燉ｓ修正
结果风向分布特征比较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风速＞３ｍ燉ｓ的风主要集中于
ＷＮＷ—ＮＷ、Ｎ—ＮＮＥ区间和ＳＳＷ、ＳＥ风向，其
中主导风向为ＮＷ，次主导风向为ＳＳＷ，第三为
ＷＮＷ。２００７年主要风向流型为ＷＮＷ—ＮＷ和

Ｓ—ＳＷ，主要风向为ＳＳＷ，其次为ＮＷ，第三为
ＷＮＷ。可见，两者风向流型和主要风向基本一
致，各风向频率相关系数０８１７５，牣－牤分量拟合
结果各风向频率相关系数仅０２５４８，也表明相关
矩阵修正结果更好的反映了厂址风向分布特征
（表２）

表年与—年风速＞ｍ燉ｓ修正结果风向频率 ％
风向 ＮＮＮＥＮＥＥＮＥＥＥＳＥＳＥＳＳＥＳＳＳＷＳＷＷＳＷＷＷＮＷＮＷＮＮＷ
２００７年 ２３３３３５２０１４１６４１３５９１１６３９６３８５１１１９１５６７０
相关矩阵
修正结果６５７９２５２１０４３６８４２４４９１３７５４２９３７１２６１９６３５

牣－牤分量
拟合结果１５３１５２６８２１０６０８０９２７６３１５１８４５５２５５３２９９７

小结
在工程气象风资料分析中，当两地地形差异

较大时，牣－牤分量拟合风向相关性很小，不能很好
反映建设区风向特征。利用不同季节不同风速下
的风向相关矩阵修正牣－牤分量拟合风向，拟合风

向资料与观测期间风向相关显著，能很好的反映
建设区风向特征。因此，可利用气象站和建设地
同期观测资料建立的风向相关矩阵，修正重建的
建设地风资料的风向，方法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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