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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目标识别方式确定强降水过程为例介绍区域过程事件的识别。

目标识别是从原始的降水场中提取大于一定量级的降水区域并将它

划分成少数几个降水目标，其中关键内容是逐步将小的目标合并成大

目标。目标识别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聚类分析的过程（Marzban，2006），

其步骤如下：（1），设定一个阈值 α，找出观测场或预报场中降水值

大于 α 的观测点或格点，每一个观测点或格点作为一个初始的目标。

（2），计算各个目标两两之间的临近度，找出最为临近的两个目标，

若它们之间的临近度大于给定阈值 β 则合并作为一个目标。重复（2），

直到所有的目标之间的临近度都小于 β，则算法终止，所剩目标即为

算法识别出的降水目标。 

算法中目标之间临近度的定义决定了最终目标识别的结果，其定

义越合理，目标识别的结果越合理。降水目标实际上是像素点（站点

或格点）的集合，已有的研究中通常采用点集之间的距离的倒数作为

临近度（Venugopal，2005；Marzban，2006；Gilleland，2008），目标

之间距离越大，越不该合并。常用的点集之间的距离定义有平均距离、

最近距离、最远距离和最大近距。 

比较这四种度量方式，最远距离是一种最不稳定的度量，很容易

将一个尺度较大的目标判断成两个目标，而将尺度较小的两个目标判

断成一个目标；最近距离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度量，但是容易将主体相

距较远但有很小部分接近的两个目标误判成一个目标；平均距离和最



大近距的性能介于最小距离和最大距离之间。 

考虑到已有临近度定义存在的问题，提出一种更为合理的临近度

的定义方法。一般两个目标临近度不单由距离决定，至少还需考虑面

积和形状的因素。当判断两个目标整体上临近时，实际是指一个目标

中的很大部分处于另一个目标的附近。以图1来示意说明，图1中有A

和B两个目标，以填色区域表示，目标A和B有各自临近区域，A和B

各自处于对方临近区域的部分用黑色表示。A的黑色部分的面积占总

面积的比例就反映了A处于B临近区域的程度，反之亦然，这个比例

越高越说明A和B应该合并。 

 

图 1 目标之间临近度计算示意图 

为此，先对目标的临近区域进行定义，步骤如下 

步骤1，计算目标的主轴和次轴的特征长度( 1l ，2l )和特征方向( 1v 和 2 )v 。 

步骤2，设定一个特征尺度 0D ，计算反映降水目标形状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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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点到目标A中第i个像素（ ia ）的距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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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点到目标A的距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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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临近区域定义为所有到目标距离小于
0D 的区域。 

根据上面的定义，当目标的尺度小于
0D 时，其临近区域是均匀的

往四周延伸。如果目标尺度大于
0D 且呈团状分布，其临近区域也是

较均匀的向四周延伸。如果目标尺度大于
0D ，且呈狭长带状，则其

临近区域沿着主轴的方向要延伸的更远，但最多不超过两倍 0D 的距

离。 

在目标的临近区域的定义基础上，将两个目标的临近度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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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N 和 BN 分别是目标 A 和目标 B 的总像素个数， An 和 Bn 是目标 A

和 B 分别处于对方临近区域的像素个数。 

试验表明，采用这种算子来定义临近度的方式可以提高目标识别

结果的合理性，较好地识别区域过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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