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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气候模式降水预测能力初步评估
张文静，方建刚

（陕西省气候中心，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利用１９８２—２００２年陕西省９４个气象观测站逐月降水实况资料、国家气候中心制作的月
动力延伸预测模式集合预报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资料，降尺度内插出９４个站点月降水预测值，采用预
报评分法（爮）和距平符号异同评分法对内插预测结果检验。结果表明：预报评分法（爮）评价结
果较距平符号异同评分法评价结果整体偏高，二者在评分趋势上基本相同，尤其体现在降水较少
的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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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预报方法一般有动力学方法和统计学方
法，由于传统的统计学方法无法解释物理机制的
缺陷，使得动力学方法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为一种
预测工具。但是目前很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动力
学方法对于大尺度的特征模拟较好，而对于较小
尺度的模拟技巧很低，容易使得较小尺度的预测
结果与实际情况产生较大误差。因此，对于较小
尺度的气候预测，利用降尺度方法将大尺度信息
给出的气候资料运用到较小尺度上，以便得到所
需要的较小尺度的气候预测数据。

短期气候预测以及预测结果的准确率是气象
领域研究的热点和难点，建立统一的短期气候预
测质量评估办法，对于准确的评估短期气候预测
准确率，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客观评估短期气候
预测水平，也有利于逐步提高短期气候预测技术
和预测能力［１］。

针对降尺度方法预测得到的较小尺度的气候
预测资料，为了较为准确地评估其预测准确率，逐
步提高短期气候预测水平，以各站点多年月平均
降水实况资料为依据，采用两种方法对其预测结
果进行评估检验。
资料和方法

采用１９８２—２００２年陕西省９４测站月总降水

量。降水距平百分率计算中，多年月平均降水量
采用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３０ａ的平均值。动力气候模
式产品为国家气候中心的月动力延伸预测模式的
集合预报产品，格距为２５°×２５°，预测时效为未
来８个候（４０ｄ）的网格点降水量。动力气候模式
产品内插到各测站采用双线性插值方法，其原理
为：测站牨（犧，犺）周围网格点牃（犧，犺），牄（犧，
犺），牅（犧，犺），牆（犧，犺）的降水量预测值分别为
牊牃、牊牄、牊牅，牊牆，则测站降水预测值为

牊牨＝犺牆－犺牨Δ犺牊牨１＋
犺牨－犺牆
Δ犺牊牨２，

牊牨１＝犧牨－犧牃Δ犧牊牄＋
犧牄－犧牨
Δ犧牊牃，

牊牨２＝犧牨－犧牆Δ犧牊牅＋
犧牅－犧牨
Δ犧牊牆。

其中：犧、犺分别表示经度、纬度，Δ犧、Δ犺分
别为格距（格距为２５°×２５°）。

动力气候模式月降水预测结果的检验，采用
距平符号异同评分和业务预报评分（爮）两种方
法。动力气候模式月降水预测降水距平与实况降
水距平偏多（偏少）的趋势一致即为正确，否则
为错误。业务预报评分是在距平符号预报准确的
基础上加上异常级加权得分构成，它表示在预报
区域内预报的总分。陕西省大部地区在冬季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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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西风天气系统影响［２］，冬季各站的月平均降水
量较小，为增加实用性，对降水量多年平均值小
于５０ｍｍ的月份，采用４级评分制，其余采用６
级评分制。

６级评分制表示为

爮＝爫０＋牑１×牕１＋牑２×牕２
爫＋牑１×牕１＋牑２×牕２，

４级评分制表示为爮牞＝爫０＋牑１×牕１
爫＋牑１×牕１。

其中：爫０为距平符号报对的以及预报和实况
虽距平符号不同但都属于正常级的站数（各级标
准见表１）；爫为参加评分范围内的总站数；牕１、牑１
和牕２、牑２分别为一级异常报对和二级异常报对的
站数和权重系数，一级和二级异常的权重系数牑１
＝１燉爮牏，牑１与月或季的降水距平百分率或平均气
温距平达到一级或二级异常出现的气候概率（爮牏）
成反比，称为反比权重系数。为了方便起见，在
实际使用时取月平均的整数值作为固定权重系
数，即：月尺度预报取牑１＝２，牑２＝１［１］。

预报评分爮立足于对大范围距平趋势预测
能力的评估，比较直观，对提高异常气候的预测
能力有明显的导向作用，经验性较强［３］。

表平均降水距平Δ爲分级标准 ％
分级 正常级 二级异常 一级异常

降水距平－２０＜ΔＲ
≤２０

－５０≤ΔＲ
≤－２０

＞２０或
＜－５０

动力气候模式预报结果评估
２１月降水预测

根据前述两种评估方法，对陕西年平均月预
报进行评估。其中采用距平符号异同评分法得到
的陕西省９４个站点的多年平均月降水评分结果
以及采用预报评分法得到的陕西省９４个站点的
多年平均月降水评分结果见表２。从表２可以看
出，符号异同评分结果在８５％～８３２％之间，预
报评分结果在２１３％～８６７％之间，两种方法的
预测评分趋势基本相同，其中评分结果较好的月
份主要为１、４、９、１２月，主要表现为降水量较
小的冬季的降水评分较高；６—８月进入汛期，降
水逐渐增多，而６月及８月陕西各站点降水预测
值偏低，而两种评分方法在６—８月所得的评分结
果均较低；在方法比较上，预报评分法相对于距
平符号异同法在评分准确率上有较大幅度的提
高，有一定优势。

表陕西省站点多年月平均降水评估结果 ％
月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符号异同法 ７４５４２６５３２６８１５３２３７２５６４４１５６０６３８３ ８５８３２
预报评分法 ７６８４３８６９２７９８７２４５３３７９３６６４８３３６００２１３８６７

２２季降水预测
采用相同的方法对陕西省９４个站点的季降

水量预测的评估（表３），结果表明，符号异同法
和预报评分法在春季和冬季评分结果相对较高，
春季到秋季呈持续下滑的趋势，秋季评分最低。
表陕西省站点多年季平均降水评估结果％
季 节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符号异同法 ５８２ ４５１ ３５８ ７４５
预报评分法 ７５８ ６６３ ５４９ ７５１

小结
距平符号异同评分与预报评分结果表明，动

力气候模式月预测在１、４、９、１２月预报效果较

好，在季节过渡时期和夏季预测效果较差，表明
月动力延伸预报在业务应用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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