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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２００４年５月西汉高速公路施工沿线１４
个自动站的全面建成，自动站提供的温度、风向、
风力、湿度、降水要素资料，使预报人员制作更
为精确细致的、并有专业针对性的各施工路段天
气预报成为可能，经过对观测资料的分析、对比
与总结，归纳出几点在制作山区小区域天气预报
的简单实用方法，并予以实例分析。
预报技术要点

制作沿线１４个点的预报，预报技术路线：以
ＭＩＣＡＰＳ平台为依托，以西安市及陕南常规预报
产品为基础，综合运用数值预报产品、云图、雷
达资料、常规地面观测站网及加密自动站观测网
实况资料等，运用山地气候特点基本天气学原理
知识，结合工程建设实际特点制作和发布预报。概
括为７个字：“参、周、联、实、外、检、订”。

“参”：参考并分析实时大区域天气形势，判
断有无明显的天气系统影响该区域；参考数值预
报小区域形势预报场及对应格点要素预报值，例

如把Ｔ２１３降水量预报值和温度预报值插值到各
预报站点；参考上级区域预报或周边台站天气及
要素预报。

“周”：注意分析周边站的天气状况及风向、风
力、气温、湿度的逐时变化，分析变温、变湿、变
压特征，判断冷暖空气团、雨区的发展变化。由
于南北方向只有２个探空站，山区所建自动站无
气压要素观测，对西安、汉中２站的探空资料分
析尤其重要，分析时应注意把低层（９２５ｈＰａ、８５０
ｈＰａ、７００ｈＰａ）与海拔高度较高的自动站温、湿、
风变化连片分析。

“联”：根据周边台站天气状况、气温、气压、
风的变化趋势特征和小尺度云系、雷达回波特征
的演变，把１４个站点与周边台站联系起来，共同
纳入分析区域，在分析单站要素变化的基础上，寻
求他们之间的联系、变化规律及较小区域内的温
度场、湿度场、风场的变化特征；根据长时间的
总结分析，依据天气学基本原理，利用“高度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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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延安冬季辐照度与光照度之间有较好的直线

相关关系。１９９０年以来，冬季各月累计值呈上升
趋势，２月增幅最大。冬季日辐射值小，平均在８
ＭＪ燉ｍ２平均线上下小幅摆动，进入２月，日辐射
量缓慢上升，２月下旬增幅明显。延安冬季日光
温室透光率在４０％～６７％之间，平均透光率约为
６０％。光照可满足强光蔬菜的种植要求，但光照

不能满足棚内温度达到适宜生长范围，使温度成
为影响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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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同化”规则，找出１４个站点各自的相关站点来，
以相关站点的预报制作每个站点的天气预报。例
如通过简单统计分析，发现海拔１５００ｍ左右站
点（３号隧道口）与延安站的气温变化趋势一致，
制作３号隧道口预报时可与纬度偏北的延安站保
持一致。如制作西汉沿线１４个点的２００４年１１月
—２００５年２月的季预报中，把１２００ｍ以上海拔
高度站按“高度纬度同化”规则，北折至延安站，
这些站的月平均气温、极端最低气温预报值与延
安保持接近。降水预报同理，可分别找出与１４个
自动站相关性好的常规预报站点，如处于秦岭北
坡的一号隧道站与商县降水变化趋势有较好的相
关，制作一号隧道的旬、月等降水趋势预报时，可
与商县同步，可见降水量值趋势不是北折，而是
南折到纬度更低站。

“实”：根据每个站观测的实际数据，注重分
析每个站的气温、湿度等变化曲线，归纳出不同
天气形势的曲线变化特征，形成概念模型，运用
单站要素分析方法制作预报；经实地考察，掌握
每个站的下垫面特征及周围地貌地形特征，进行
预报订正。如经实地考察，皇冠到油房坳处于两
山之间的河谷地带，河谷地带降水不满足降水随
高度递增的规律，其降水特征要考虑实际地形，筒
车湾到油房坳河谷路段的降水表现为沿河谷向低
处降水量增加，制作预报时要考虑高度较低的油
房坳站比高度相对较高的筒车湾站降水量偏大的
气候背景。

“外”：即外推法，结合天气形势演变及单站
要素变化情况，利用外推法制作预报。在大区域
稳定天气形势下，利用当日与前日的温度等要素
变化趋势，用外推法进行第２日的温度要素预报，
效果较好。但应注意秦岭南北处于不同天气系统
控制时，外推法的应用要分段。如２００６年８月中
下旬，副高控制秦岭南部，地面有冷空气但未能
翻越秦岭，所以制作西汉沿线路段温度预报时，北
部是外推降温，南部升温，南北气温差别较大。

“检”：注重对前一日天气预报进行检验，找
出不同天气形势的最低、最高气温、降水强度误
差规律，把总结出的误差值用于第二日的预报中。

“订”：即主观订正，要求预报员提高对天气

形势演变的敏感性，发挥主观订正的能动性，随
时进行订正预报。

根据近３ａ的预报经验看，把沿线预报区域
分为３个：纸坊、一号隧道至大河坝、良心至槐
树关。在一定的天气形势下也可依据海拔高度划
分：１０００ｍ以上；５００～１０００ｍ；５００ｍ以下。
但在不同影响系统下要灵活掌握，如可分为南部
气团影响区，北部气团影响区。如２００４－０９－１０下
午，根据高空天气形势分析，发现高空８５０～７００
ｈＰａ以上有冷平流影响秦岭区域，根据数值预报
产品分析，发现更低层和更高层无冷平流影响，而
且平流强度较弱，基于此制作１１日预报时，把
１２００ｍ以上的站考虑降水（多云间阴有小阵雨），
其余站为多云天气，实况是高于１２００ｍ的站大
部分出现弱降水，其余站为多云天气。
实例分析

２００５－１２－０２—０５，关中到陕南出现了干降温
过程，４日普遍达最低，３—４日西安、户县、宁陕、洋
县、城固、汉中均观测无降水，４日夜间秦岭偏北山
区较高路段出现较大降雪，致使５００余辆汽车被困
秦岭。

西汉沿线路段预报思路：首先参考沿线常规站
预报，３日西汉沿线各常规站对４日参考预报为“晴
到多云，４～６ｏＣ降温”；其次分析周边台站的气象要
素变化，判断冷空气的强度和移速，分析天气形势为
区域性降温，再考虑２日０８时至３日０８时延安、西
安、汉中８５０ｈＰａ气温降幅为７ｏＣ、３ｏＣ、１ｏＣ，７００
ｈＰａ降温幅度为７ｏＣ、１０ｏＣ、１ｏＣ。预报１０００ｍ以
上海拔高度的站为６～８ｏＣ降温，１０００ｍ以下及南
部路段为４～６ｏＣ降温；三号隧道等高海拔路段极端
最低气温４日可达－９ｏＣ左右，一号隧道实况是最
低气温３日为－２９ｏＣ，４日为－９８ｏＣ。三号隧道
４日００时至０８时逐时温、湿变化特征为温度下降，
湿度上升，期间气温由－５９ｏＣ降到－９８ｏＣ，相对
湿度由３１％增至６６％，对应的露点温度为－２１ｏＣ、
－１４ｏＣ；３日２０时延安８５０ｈＰａ、７００ｈＰａ温度为
－１２ｏＣ、－２４ｏＣ，西安为－６ｏＣ、－１８ｏＣ；４日凌
晨，秦岭山区１２００ｍ以上路段气温降至－１４ｏＣ左
右，出现降雪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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