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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市６－９月主汛期暴雨预报方法
斟小峰，徐愫莲

（汉中市气象台，陕西汉中７２３０００）
摘要：统计汉中市１９８６－１９９５年高空和地面资料，得出汉中市６－９月暴雨预报指标作为暴雨
发生的起报条件。再用相关分析方法选取２００２年汛期Ｔ２１３数值预报产品与降水关系密切的且物理
意义明确的因子，对这些因子进行格点插值后统计分析，确立每个站点暴雨的临界指标值，利用
该临界指标值作为判据进行暴雨的消空和订正，进而形成２４ｈ暴雨过程综合预报方法，并对预报
效果进行了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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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是汉中市的主要灾害性天气之一，其暴
雨日数的时间分布有三低两高特点，即春到初夏、
８月中旬、１０月到１１月中旬暴雨日数少，６月下
旬到７月中旬、８月下旬到９月上旬为全市暴雨
集中出现时段。６月到９月的暴雨日占全年总暴
雨日数的８４％。根据这一特点，建立汉中市６－
９月主汛期暴雨预报系统，于２００２年６月开始试
用，取得了较好效果。
暴雨标准

汉中市１１个县（区）气象站凡有１站及以上
出现２４ｈ雨量≥５０ｍｍ，即作为一个暴雨日，统
计时以２０－２０时雨量为准。
暴雨预报依据及指标的选定
２１暴雨起报条件

经统计汉中市１９８６－１９９５年１０ａ６－９月共
出现暴雨日８４个，其中６月份１６个，７月份３１
个，８月份２３个，９月份１４个。暴雨空间分布平
川少、山区多，中部少、周边多，如图１所示。其
中城固最少，为８个暴雨日；镇巴最多，为３４个
暴雨日。根据以上时空分布特点和汉中特殊的地
理地形特征，选择出以下暴雨预报起报条件（取
每天０８时高空图资料）。
２１１汉中湿静力温度Σ爴犲＝爴犲８５０＋爴犲７００＋
爴犲５００≥１８５℃

图１汉中市１９８６－１９９５年６－９月暴雨日空间分布图

２１２７００ｈＰａ图上达县、汉中、重庆、威宁、西
安、玉树风向均为偏南风
２１３５００ｈＰａ图上昌都、甘孜、重庆、成都、玉
树３站以上偏南风
２１４７００ｈＰａ图上武都、合作、兰州、平凉４站
最少有１站偏南风
２１５汉中Δ爴（５００－７００）＜－１０℃
２１６汉中７００ｈＰａ犤ｓｅ≥６５℃
２１７５００ｈＰａ图上Σ爣（湟中＋兰州＋合作）－
Σ爣（南阳＋郑州＋鄂西）≤－５ｄｇｐｍ
２１８５００ｈＰａ图上Δ爴（酒泉－汉中）≤－５℃
２１９７００ｈＰａ图上兰州偏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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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爴２１３指标选取
根据接收的爴２１３数值预报产品，２００２年汛期

预报采用上月的历史资料统计作为下月的预报指
标值。例如，６月份采用５月份的爴２１３历史资料统
计值，作为预报指标。首先选用爴２１３数值预报产品
的分析场和６ｈ、１２ｈ、１８ｈ、２４ｈ、３０ｈ、３６ｈ、
４２ｈ、４８ｈ预报图上的有关格点资料。其次，将
格点资料应用两维二次插值法插值到１１个站点
上，先进行牨方向的二次插值，再进行牪方向的
二次插值。最后，利用天气学原理统计每个站点
暴雨天昶碌闹标因子并取临界指标值，作为
各站２４ｈ暴雨天气的消空和订正指标，相对每一
个站点，指标如下：
２２１Σ（爴－爴ｄ）（７００＋８５０＋５００）≥２６℃
２２２７００ｈＰａ风速相对站点的西南方向的投
影牊牊·ｃｏｓ（牆牆－２２５）（牆牆为风向，牊牊为风速）为
西南风
２２３８５０ｈＰａ２４～４８ｈ时段和７００ｈＰａ２４～
４８ｈ时段平均饱和水汽通量散度≤－２×１０－７
ｋｇ燉（ｍ·ｈＰａ·ｓ）
２２４７００ｈＰａ的０～２４ｈ时段和２４～４８ｈ时
段的平均高度差≤０ｄｇｐｍ
２２５８５０ｈＰａ２４～４８ｈ时段和７００ｈＰａ２４～
４８ｈ时段的平均涡度≥２×１０－５ｓ－１
２２６８５０ｈＰａ的２４～４８ｈ时段和０～２４ｈ时
段涡度差≥１０×１０－５ｓ－１
２２７９９～１１５°Ｅ，２８～３８°Ｎ范围内，Δ犤ｓｅ（８５０－７００）
梯度最大处的南侧或东侧易有强降水产生
２２８槽脊特征值：Δ爣牏＝２爣牏－（爣牏－１＋爣牏＋１），
负中心是槽区，正中心是脊区，５００、７００、８５０ｈＰａ３

层是否统一为槽、为脊进行判断
２２９地面０～２４ｈ时段内和２４～４８ｈ时段的
平均气压差≤０ｈＰａ
预报方法及流程

虽然汉中区域性暴雨预报已有一定经验和成
果，且效果较好，但很少能准确到县站，其主要
原因之一是县站资料较少，高空站点稀疏。Ｔ２１３网
格点高空资料改进了探空站点过疏缺陷。受此启
发，用历史资料选择适用因子作为起报条件，当
起报条满足９３３％及以上时，作为暴雨预报警
戒日，将暴雨天气与非暴雨天气区分开。然后，采
用Ｔ２１３数值预报产品资料，用相关分析方法选取
了与降水关系密切且物理意义明确的因子，对这
些因子进行格点插值到各县站后统计分析，确立
每个站点暴雨天气的临界指标值作为判据，进行
暴雨的消空和订正。
回报及逐日试报情况

由于受资料的限制，回报只以起报条件回报，
通过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６－９月的回报，报对１４次，
空报１次，漏报０次，合计１５次，总概括率１４燉
１４＝１００％，预报准确率为１４燉１５＝９３３％，应用
于２００２年６、７月预报，共出现暴雨日４次，预
报５次，无漏报，空报暴雨１次，预报准确率为
４燉５＝８０％，并且暴雨预报结果与实况分布拟合较
好。表１为各站２００２年６月８日分县暴雨预报结
论与６月９日实况对比（表中预报有暴雨为
“有”，无暴雨为“无”；实况为各县当天降水量），
预报落区准确。

方法结合了经验预报和数值预报的长处，改
善了经验预报中暴雨分县预报资料不足和数值预

表各站年月日分县暴雨预报结论与月日实况对比
站名 留坝 略阳 佛坪 勉县 汉中 南郑 城固 洋县 宁强 西乡 镇巴
预报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有

实况燉ｍｍ５５６ ２３６２０３３６８４ ６０８ ６３２ ４９９ ６８３１３０１７９７ ３５８
评价 正确 正确 正确 正确 正确 正确 错误 正确 错误 正确 错误

报受地形特征影响初始场误差等的缺限。由于资
料收集等原因未做４８ｈ及更长时段的预报，而且
也没有细化做６ｈ及１２ｈ预报，还有待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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