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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县区局天气预报准确率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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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天气预报服务平台建设、预报技术改进、
预报信息的丰富等快速发展变化，县区局预报服
务的精细化和准确率仍然相对较低，特别是灾害
性、关键性、转折性天气预报水平和服务能力远
不能适应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围绕农业、果业、交
通运输、城市环境、重点项目建设等服务领域过
于单调。服务产品的基础依据是天气预报准确率
的提高，调研分析如何提高县区局天气预报准确
率的问题，对提高县区局气象服务工作大有裨益。
制约县区局天气预报准确率提高的主要因素
１１人员技术素质偏低

通过对延安市１３个县区局天气预报员的知
识、学历结构分析可见，４５名业务技术（含测报
岗位）人员中，技术素质参差不齐。一是学历结
构不合理。本科２人，大专１６人；二是从事天气
预报服务人员不稳定，连续从事预报服务工作１０
ａ以上人员极少；三是专业技术水平明显偏低，县
区局天气预报工程师只有３人；四是预报及相关
专业人员少，对日益丰富的数值预报产品、物理
量信息和云图资料、雷达产品等知识了解不多，缺
乏应用经验；五是没有适合当地的预报指标和订
正方法。六是科研技术能力偏低，灾害天气预报
完全依赖上级指导预报，订正服务技术能力较差。

１２人员数量少，兼职工作多
一是没有专职预报服务人员，部分县区局测

报预报大轮班，预报技术提高慢，多数人员只是
经过短期培训就上岗值班，缺乏系统预报专业理
论技术；二是人员数量少，且兼职人影、气象服
务、科技服务等工作，投入预报业务精力少。三
是知识结构不够合理，不能满足当地社会经济发
展和拓展服务领域的需求。
１３现代化建设系统效益发挥不够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气象业务现代化建设
迅猛发展，如卫星云图、雷达回波和ＶＳＡＴ单收
站系统、地面自动站、宽带通讯系统等项目的建
设完善，ＭＩＣＡＰＳ系统和各类数值预报产品的综
合应用在县区局成为现实，但现代化建设系统效
益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一些设备闲置或利用率
很低，大量数值预报产品、云图信息、雷达回波
等信息不能完全应用于预报产品的制作，严重影
响预报准确率的提高。
１４业务服务流程系统性较差

从ＶＳＡＴ单收站在县区局建成使用以来，以
ＭＩＣＡＰＳ平台为基础的预报信息量极大丰富，市
县局可迅速获取大量高空、地面、物理量场、数
值预报产品等信息，为上下级会商提供便利，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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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地图文件名、调色板文件名，设置完成
后，卫星云图即可显示在窗口中，运行程序，会
出现和设计时相同的窗口。这样，不用编写任何
代码，就完成了ＭＩＣＡＰＳ云图的显示。进一步使

用，可以编写代码，利用定时器，按一定时间间
隔，改变ＣｌｏｕｄＦｉｌｅ属性，实现无闪烁云图动画。
还可改变ＰａｌＦｉｌｅ属性，使其指向ＭＩＣＡＰＳ调色
板文件，更改云图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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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县区局没有客观的的服务流程，加上预报技
术研究、预报方法总结、灾害天气订正服务等方
面没有能力做好，天气预报准确率不高，气象服
务产品单一，技术含量不高。
１５预报服务目标任务不够系统、完善

近年来县区天气预报服务可利用信息量大
增，但考核办法变化不大，过多注重服务产品的
多少、灾情收集的快慢等，使预报服务人员过多
注重完成目标任务，对提高天气预报准确率的工
作做的少，灾害天气预报准确率没有明显提高。
提高县区局天气预报准确率的措施和建议
２１全面提高预报业务人员综合素质
２１１加大职业培训力度并引进急需人才县
区局要加强对预报员的培训学习，培养预报业务
技术带头人。支持鼓励预报服务人员脱产学习，积
极参加国家、省局举办的预报技术相关培训班，参
加省、市局预报岗位交流锻炼。邀请专家讲课，造
就一批理论基础扎实、预报技术全面、预报经验
丰富的预报服务队伍。市局应有计划地为县区局
安排大学生，使高素质人员不断充实天气预报技
术岗位。
２１２稳定预报服务队伍稳定的预报服务队
伍是提高预报准确率的重要因素。不要随意变动
预报岗位人员。
２１３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促进人才成长引
进竞争机制，实行竞聘上岗，完善奖罚分配机制。
县区局要建立重实绩、重贡献，向关键岗位和优
秀人才倾斜的激励机制，对在天气预报服务、预
报科研等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给予重奖。
２２做好预报服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工作

县区局要加强天气预报服务管理，严格预报值
班、技术学习和相关制度建设。加强预报业务人员
的责任感和职业道德教育，使预报业务人员牢固树
立敬业爱岗精神。组织天气预报服务人员参加气象
灾害现场调查，了解预报服务在防灾减灾中的重要
地位，增强对预报服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２３加大投入提高预报科研能力

天气预报准确率的提高是依靠科技水平的提

高。一是要加强预报知识的学习和灾害天气方法
的研究。针对提高预报准确率的重点、难点和突
出问题，有计划地组织技术攻关，适时将科研成
果应用到预报业务中，不断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积
极参加各类学术交流活动；二是做好重大灾害性
天气过程的技术分析和总结，加强对本地天气演
变规律的认识，积累丰富的天气预报经验并应用
到短时预报订正服务中，逐步形成系统的预报方
法；三是加大对县区局预报服务工作的考核力度。
２４强化业务管理

一是全面完善预报考核机制，建立预报员逐
日预报服务情况详细档案，对逐日预报质量考核
评定。二是加大奖罚力度。三是完善规章制度，制
定详细的预报服务规划和预报服务程序，做好预
报值班记录和服务档案。
２５进一步提升业务现代化系统效益

一是加强数值预报产品和上级指导产品的检
验和使用，如对各种预报产品在不同季节的准确
率分析，了解指导信息的系统误差并合理应用；二
是做好探测资料的分析加工，结合自动站和周边
县区资料综合分析订正，应用雷达回波、卫星云
图、物理量资料、数值产品等信息，完善县区局
灾害天气预报流程；三是加强与上级单位和周边
台站间的天气会商，做好短期预报订正工作；四
是制定完善的周年预报服务方案；五是组织研制
适合本地的精细化天气预报客观方法。
２６建立详细档案不断完善客观预报方法

一是建立客观预报方法。要求预报服务人员
每天建立完整的预报信息档案，将数值预报产品、
省市指导预报、天气在线预报和云图、雷达回波
资料分析等记录归档，并逐日针对当天实况对预
报得失总结分析，逐步总结当地客观预报方法。二
是要求预报服务人员每年撰写一篇当地灾害天气
预报技术总结文章。三是开发天气预报业务平台，
围绕不同季节天气特点，总结天气预报经验指标，
不断改进调整，形成满足当地订正预报需要的客
观预报方法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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