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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９月Ｔ２１３数值预报Ｒａｉｎ３Ｐ产品检验
段桂兰，陶建玲，左爱文
（陕西省气象台，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对中国气象局下发的Ｔ２１３数值预报产品中的Ｒａｉｎ３－Ｐ产品与陕西省２００３年９月的实况
降水量分别采用两种方法进行对比分析检验，统计出一般性降水和暴雨的预报正确率，空、漏报
率及最大、最小绝对误差等，认为此产品对一般性降水和暴雨的２４ｈ和４８ｈ预报正确率较高，为
预报员运用此产品提供参考。
关键词：Ｔ２１３数值预报；降水量；检验
中图分类号：Ｐ４５９９ 文献标识码：Ｂ

２００３－０８－２３—１０－０４出现的连阴雨天气是
陕西省多年未见的。除８月底外，主要的天气过
程都集中在９月，主要分为２个阶段，即９月７日
前和９月１６日到月底，２００３年的连阴雨给渭河
流域及陕南东部造成严重灾害，期间的降水预报
是关系到各级领导及防汛部门如何做好防灾、救
灾的大事。每天有许多数值预报产品供预报员参
考，Ｔ２１３的降水预报Ｒａｉｎ３－Ｐ就是其中之一，将
２００３年９月的预报与实况进行对比分析，希望对
各级预报人员制作预报有所帮助。
资料来源与思路

对２００３年９月降水进行检验。由于９月阴雨
天气较多，对Ｔ２１３降水产品的准确率有一定的
放大效果。

利用中国气象局下发的Ｔ２１３数值预报产品
中的Ｒａｉｎ３－Ｐ场对未来２４ｈ和４８ｈ的预报分别
进行３ｈ累加并分别统计。因Ｔ２１３下发的产品为
格点资料，在陕西省境内由北向南共有２０个格
点，分别将每个格点的预报值每３ｈ一次累加，２４
ｈ为一时段，如：用１日２０时的预报场作２日２０
时—３日２０时２４ｈ预报，３日２０时—４日２０时
为４８ｈ预报，在统计时，２４ｈ预报值从２日２３时
开始累加到３日２０时，而４８ｈ预报值则是从３
日２３时累加到４日２０时，最后得出某个格点每

天的２４ｈ、４８ｈ的降水量预报值。实况值则使用
每天２０—２０时的降水量，选用陕西省气象台预报
评分选取的３０个站点，将预报和实况进行对比分
析。因Ｔ２１３下发的是格点数据资料，与实际预报
所选站点不是一一对应关系，分别采用２种方法
将格点值内插到站点，其一是对降水预报的格点
场资料采用双线性插值方法插到站点上；其二是
以每一个格点值为一点画等值线，在等值线范围
内内插到站点上。
对比分析方法

对比分析采用１９８７年中国气象局指定的预
报质量评定办法，省气象台一直采用此办法。
２１一般降水统计

某一站点预报有降水，对应站点也有降水量，
则为一个正确站点，反之为一错误站点。在降水
量为００ｍｍ时，若预报有降水，则为一正确站
点；未预报有降水，则不予评定。若预报有一般
性降水（０１～４９９ｍｍ），实况降水＜５００ｍｍ
时，预报为正确站点；若实况无降水，则视为空
报；若预报无降水，而实况出现≥０３ｍｍ时则视
为漏报，０１～０２ｍｍ不算漏报，但统计为错误
站点。
２２暴雨统计

当预报有５００ｍｍ及以上降水时，实况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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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ｍｍ降水量时，则暴雨预报为正确站点；
当预报有５００ｍｍ及以上降水时，实况无降水或
实况＜５００ｍｍ，则视为暴雨空报；反之，预报小
于５００ｍｍ或未预报有降水，而实况出现≥５００
ｍｍ降水时，则视为暴雨漏报。
２３质量统计

一般性降水和暴雨分别统计，统计项目为：
月预报正确率＝月预报正确站点总和燉（月预

报正确站点总和＋月预报错误站点总和）
月空、漏报率＝（月空报＋月漏报）燉（月预

报正确站点总和＋月预报错误站点总和）
预报最大（最小）绝对误差＝燏预报降水量－

实况降水量燏
双线性插值方法的对比分析

Ｔ２１３预报的起始场从２００３－０８－３１－２０：
００—０９－２８－２０：００，１３日、２９日缺资料，共统计
了２８ｄ。分别统计了２４ｈ和４８ｈ的一般性降水
和暴雨预报正确率和空、漏报率，最大、最小绝
对误差（见表１）。

表双线性插值方法的对比分析结果

统计项目 ２４ｈ
预报

４８ｈ
预报

一
般
性
降
水
预
报

预报正确站次 ３３１ ３５４
预报不正确站次 １５０ １１２
漏报站次 ２９ １３
空报站次 ８１ ７４

预报最大绝对误差燉ｍｍ ４１１ ４３１
预报最小绝对误差燉ｍｍ ００ ００
预报正确率燉％ ６８８ ７５９
空、漏报率燉％ ２２９ １８７

暴
雨
预
报

预报正确站次 ４ １０
预报不正确站次 １９ ２５
漏报站次 １３ ８
空报站次 ６ １７

预报最大绝对误差燉ｍｍ ２８ ３００
预报最小绝对误差燉ｍｍ ０３１ ２６
预报正确率燉％ １７４ １８７
空、漏报率燉％ ８２６ ７１４

经统计，３—６日、１７—１９日、２６—３０日全
省预报较准确，２４—２５日陕北、渭北预报较好。
不正确站次中有许多０１～０２ｍｍ的降水。暴雨
预报主要是一次区域性暴雨过程报得较好，而局

地暴雨空漏报越多。由于受检验月份出现连阴雨
天气，降水日数多达２０ｄ，Ｔ２１３过程预报比较准
确，但量级上存在很大误差。检验结果表明：过
程越多，预报正确率较高，预报误差值越大，预
报正确时误差较预报不正确时的误差大。区域性
暴雨时的预报误差较小，局地暴雨预报误差较大。
４８ｈ较２４ｈ的正确率略高，说明Ｔ２１３预报具有
一定的滞后性。统计中发现，陕北、陕南预报正
确率略高于关中，陕北漏报较多，关中、陕南空
报较多。２４ｈ和４８ｈ暴雨全省空、漏报较多。只
有９月１９日２４ｈ陕南报对４站，而４８ｈ关中、陕
南共报对１０站。

省台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４ｈ评分，一般性降水预
报正确率平均为７００％，暴雨预报正确率为
８３０％，都略高于Ｔ２１３的降水预报。
等值线内插值方法的对比分析

等值线内插方法统计结果见表２，所评结果
略高于双线性插值方法。２种方法各有优越性，
双线性插值方法精度较高，但插值时工作量较大；
等值线内插值方法较粗糙，但操作简单。

表等值线内插值方法的对比分析结果

统计项目 ２４ｈ
预报

４８ｈ
预报

一
般
性
降
水

预报正确站次 ３２４ ３６３
预报不正确站次 １２９ ８２
漏报站次 ３３ １６
空报站次 ８９ ６４

预报正确率燉％ ７２１ ８１５
空、漏报率燉％ ２６９ １８０

暴
雨
预
报

预报正确站次 ５ １１
预报不正确站次 ２０ １４
漏报站次 ８ ７
空报站次 １２ ７

预报正确率燉％ １７４ １８７
空、漏报率燉％ ８２６ ７１４

讨论
通过对２００３年９月Ｔ２１３数值预报产品中

的Ｒａｉｎ３－Ｐ检验分析，认为此产品对陕西降水预
报有一定指示意义，特别是预报有区域性暴雨时，
各级预报人员应引起重视，可根据天气变化，综
合各种预报产品和天气形势做好暴雨预报。经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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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Ｔ２１３数值预报产品释用方法
高菊霞，陈卫东，李建芳，梁新兰，孟妙志

（宝鸡市气象局，陕西宝鸡７２１００６）
摘要：随着Ｔ２１３预报产品业务使用和预报能力的增强，对Ｔ２１３数值预报产品的本地释用性研
究势在必行。利用５ａ的数值预报客观分析场资料，结合本地预报因子，对宝鸡地区１１站５ｄ降
水的有无和量级，采用二级判别和多级判别法分别做解释预报试验，并用滤波方法做２ｄ最高、最
低温度的释用预报试验。结果表明，晴雨预报和温度预报有较好的预报效果。
关键词：降水；判别；数值预报产品
中图分类号：Ｐ４５６７ 文献标识码：Ｂ

备选因子的形成及初始化处理
用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５—１０月逐日ＨＬＡＦＳ数

值预报客观分析场，在２５～４５°Ｎ，９０～１１５°Ｅ范围
内，选１６０个格点的５００、７００、８５０ｈＰａ各种物理
量组成２３３个初选因子，同时考虑到各个县站的局
地特点，选取同时段各站逐日气压、温度、水汽压、
温度水汽压差、２４ｈ变压、２４ｈ变温等，共９个要
素，分别形成数值预报备选因子数据库［１］，作为降
水和温度释用预报试验备选因子。对全区所属１１
个县区，也分别建立相应的降水和温度预报对象
库。为比较方便，对全部因子进行标准化处理，即

牀牂＝
牀牏－１牕

牕

牏＝１
牀牏

１
牕

牕

牏＝１
牀牏－１牕

牕

牏＝１
牀槏 槕牏槡 ２

，

牀牏为因子实际观测值，牕为样本个数，牀牂为无量

纲标准化变量。
降水预报释用方法
２１降水预报因子的选取

在本地化释用中，备选因子按月，分时段和
站点，分有雨（爲＞ｍｍ）和无雨（爲≤０３ｍｍ）
逐一进行方差分析检验，选取方差贡献大的前７
个要素作为预报因子。前期因子中，实际风场牣、
牤分量入选最多，其次是温度露点差和水汽通量。
入选的同期因子中以反映能量、水汽条件、垂直
运动和辐合辐散的物理量为主。地面因子中，１４
时的单站温度和气压入选率比较高。以宝鸡站８
月份１２ｈ预报所选因子为例（表１）。入选因子中
多数为组合因子，还选入反映本地温湿条件的因
子，这些因子既反映了动力条件，也反映了水汽、
热力条件和稳定度状况，物理意义明确，代表性
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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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Ｔ２１３中的Ｒａｉｎ３－Ｐ对预报区域性降水的过
程预报比较准确，只是量级上有差异，而对局地
降水预报则不太理想。

本文仅对２００３年９月Ｔ２１３数值预报产品
中的Ｒａｉｎ３－Ｐ检验，由于受检验月出现连阴雨，
预报正确率较高，分析结论有一定的局限性，今
后需将样本长度延长为整个汛期或全年甚至更

长，才能对Ｔ２１３数值预报产品中的Ｒａｉｎ３－Ｐ给
予较准确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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