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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是影响我国的主要海洋灾害，准确的台风路径和强度预报对防灾减灾

至关重要。卫星遥感可以提供常规现场观测无法企及的大范围同步观测数据，

在海上强对流天气的预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星载雷达可以通过测量海

面粗糙度变化引起的后向散射回波信号改变，从而定量反演海面风场分布，以

成为了获取海面信息的重要手段。高分辨率的合成孔径雷达（SAR）数据可以

用于多种气象水文过程的定量监测，是近年来资料同化领域的研究前沿。SAR

图像可用于台风形态和精细结构的监测，基于 SAR 观测的海面风场反演数据的

精度也达到了与微波散射计相近的水平，为 SAR 资料应用于数值预报模式提供

了技术基础。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可用于 Sentinel-1 卫星 SAR 反演风场的数据同

化框架，并基于 WRF 模型开展了台风条件下的典型案例研究。2016 年台风狮

子山期间 Sentinel-1 卫星成功完成了多次对台风眼区的观测，获得了多景扫描

模式（EW swath）下的双极化（VV/VH）观测图像。基于上述图像，利用地球

物理模式函数算法、方位向截断算法和风场重构算法三种不同的方法开展了海

面风场反演实验，并分别基于上述三种风场反演结果进行了同化实验。初步的

实验结果表明同化质量控制等预处理环节对同化效果存在很大影响，同化 SAR

观测可以提高台风路径预报的精度，并改进台风中心区域的风场强度预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