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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天气预报准确率为核心的地市天气
预报预测系统建设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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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天气预报业务主要是针对政府决策及社

会需求而展开的，是基层气象部门服务社会的重
要窗口和拳头产品，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天
气预报准确与否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事
关政府决策的大局和百姓生活，事关气象部门声
誉及地位。以提高预报准确率为核心的地市天气
预报预测系统建设，已成为支撑地市天气预报业
务的基石，是气象工作的核心和重点。
地市天气预报预测系统业务现状及存在问题
１１队伍现状

目前全省各地市气象台短期预报员大多是４
～６名（包括正副台长），主要精力集中在每年５
个月汛期的２４ｈ业务值班和常规天气预报服务，
加上预报服务面拓宽及精细化预报的开展，没有
足够的时间学习业务和预报技术方法总结，人员
及时间严重不足。
１２业务现状

近年，天气预报员趋于年轻化，缺乏有丰富
经验的预报员和业务骨干，学科及业务带头人匮
乏；对影响当地天气变化的不同时空尺度天气系

统演变及相互作用规律认识不足，缺乏针对突发
灾害性天气的预警预报技术方法的开发研究；地
市天气预报业务有过度依赖数值预报产品的倾
向，预报员自身的能动没有充分发挥，表现在不
注重常规天气图表的深入分析和当地预报经验的
积累，缺乏对日益丰富的数值预报产品的深层次
的检验和对比分析，数值预报产品解释应用和各
类新型气象资料应用能力不高，研究性业务氛围
不浓；业务流程不尽合理，天气预报平台功能不
强，预报检验薄弱和业务持续改进缺乏依据等。
１３短时、临近及精细化天气预报现状

卫星云图、雷达图的应用程度不高，天气预
报精细化程度不高，对局地中小尺度系统把握不
到位，特别是对中小尺度突发性灾害性天气的监
测和短时预警能力、暴雨等强对流天气的预报能
力不足，缺乏系统的短时、临近预报系统，距离
政府防灾减灾的需要有一定差距。
１４温度预报业务系统亟待建立

温度预报是全省一项薄弱环节，各地市虽高
度重视，预报质量有所提高，但不稳定。客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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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除印刷板的飞线、断线和主板元件被烧
焦、主板受挤压变形、主板与机箱短路等明显的
现象外，主板故障只有在确认了主板上所有零部
件正常时，才能判断是否是主板故障，如果更换
了好的同型号主板死机依然存在、则可能是该主
板与某个零部件不兼容。要么更换兼容的其它型
号的主板、要么只能用拔插法依次测试各板卡、芯

片，找出不兼容的零部件更换之。
７４电源、风扇、机箱等

劣质电源、电源线缆故障、电源插接松动、电
源电压不稳能引起不明原因死机。ＣＰＵ风扇、电
源风扇转动不正常、风扇功率不足则会引起ＣＰＵ
和机箱内“产热大户”元件散热不良因而引起死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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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的温度预报业务系统亟待建立。
提高地市天气预报准确率的思考
２１提高对天气预报准确率重要性的认识
２１１提高天气预报准确率是气象工作的核心
和重点气象服务是气象工作的立业之本，准确
的天气预报是做好气象服务工作的关键，提高天
气预报准确率是气象业务工作的核心和重点。预
报业务人员应进一步提高对预报准确率重要意义
的认识，增强责任心和使命感，在“准”字上下
功夫。
２１２领导重视提高天气预报准确率涉及到
理论、技术、方法、设备、人员素质和管理等诸
多复杂因素，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对提高预报确率
至关重要，尤其是主管业务工作的领导，要亲自
抓，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强化业务组织与管
理，加大人员、经费和设备等的投入力度，将提
高预报准确率作为气象部门的工作重点，常抓不
懈。
２２加快地市新的预报业务技术体系建设步伐
２２１加快天气预报制作集约化的进程，减少预
报制作环节上的重复劳动地市气象台应以国
家、区域中心、省台指导预报为基础，综合运用
各种技术方法，对上级指导预报产品进行科学订
正，力争在１～２ａ建立起客观的、运行流畅的新
一代预报业务系统。
２２２加快建立新的预报业务流程新的天气
预报流程应以大气科学及相关的最新成就为理论
基础，以高性能计算机和高速网络技术为支撑条
件，以现代大气探测业务系统为信息源形成预报
思路，综合预报依据，量化预报结论，规范预报
流程。
２２３强化省市县天气会商在实行天气预报
制作责任制的同时，加强省市县天气会商。认真
执行有关天气会商规定，提高天气会商的质量。改
进会商方式，大力推进使用互连网技术制作“会
商件”，加快发展网络会商和电视会商。
２３提高天气预报技术水平
２３１加强地市预报员队伍建设解决预报员
数量少、结构不合理和预报员主要精力忙于业务
值班，缺乏时间总结、学习和研究的问题。预报

员队伍要相对稳定，实现业务值班与研究定期或
不定期轮换。
２３２加强预报团队建设完善以领班预报员
技术把关为主，主副班预报员配合协助的预报责
任制，加强预报团队建设。针对目前中期、短期、
短时临近预报预警流程存在的问题改革优化。加
强天气实况的情报服务，中期、短期和短时服务
相互衔接。通过连续的跟踪监测，以实况服务弥
补某些突发性灾害预报技术的不足，有效提高天
气预报的准确率和服务水平。
２３３加强“订正”技术的研究市气象台应加
强“订正”技术的研究，尽快建立与省气象台指
导预报相配套的各种客观预报方法，使天气预报
真正向定点、定时、定量方向过渡。
２３４继续加强ＭＩＣＡＰＳ系统开发和本地化
建立具有本地特色的“预报技术经验工具库”、
“天气气候资料库”，地市气象台应建立技术档案
（天气过程总结档案、重要天气个例档案、预报方
法应用特点及误差分析档案等），为预报业务经验
总结和技术开发研究奠定基础。
２３５开展研究型业务加强对天气变化的机
理与规律的研究；加强日常预报技术方法和解释
应用上级指导预报方法的研究；加强卫星、雷达
等探测资料在天气预报分析和应用上的研究；加
强预报集成技术的开发与研究；加强定时、定点、
定量的预报技术和预报方法的开发研制；预报方
法和技术的研究应做到边开发、边应用、边完善，
坚持集约化发展和实现客观化、业务化。
２３６加强区域自动站网资料应用，提高短时临
近预警水平进一步加强区域自动站资料分析和
应用。地市应尽快综合应用雷达、卫星和地面加
密观测资料建立起中小尺度灾害性天气短时预报
和临近预警业务系统。
２３７建立实用性强准确率高的天气预报系统
加强开发基于现有数值预报产品的实用性强的

综合因子预报系统。局地性强的灾害性天气，如
暴雨、冰雹等，可以开发人机交互式的、主客观
相结合的预报系统。科研开发要面向实际预报业
务，建立有针对性的、实用性强的预报系统，尽
可能多地实现科研成果的业务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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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采取多种方式，提高预报员业务素质
２４１建立重大天气过程个例总结制度深入
细致地分析各类天气图表和丰富的数值预报产
品，并将短期预报、中期预报和短期气候预测有
机地结合起来，认真分析和总结重大天气过程，建
立完善的重大天气档案资料库。
２４２加强业务学习，不断积累预报经验加强
天气学、动力气象学、卫星云图、雷达等知识和
季风、中尺度天气系统知识的学习。加强对天气
气候特点与地貌的研究，分析研究历史天气图，不
断总结、积累预报经验，提高预报水平。
提高地市预报准确率的几个途径
３１认真细致地完成日常业务

预报员要认真细致地分析各类天气图和丰富
的数值预报产品，将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将短
期气候预测、中期预报和短期预报结合起来，严
格按照预报业务流程开展预报工作。
３２及时进行预报技术工作总结
３２１从局地的特殊性总结入手相同的天气
系统在不同季节和不同地区会产生不同的天气，
预报员对本地区的地理、地貌和地形特征应非常
熟悉，在日常工作和值班中，应把局地特殊天气
列为当日工作的重点，时刻关注和思考。
３２２从定时、定点、定量方面入手中国气象
局提出的定时、定点、定量要求，基于地市预报
员对本地环境条件熟悉了解。当一次天气过程影
响本地时，其在本地移动的快慢、加强还是减弱、
稳定还是发展等情况，只有在日常业务值班时，把
“三定”问题容入其中，才能对预报员建立定时、
定点、定量的预报思路建立打下良好的基础。同
时在预报经验总结时，必须考虑定时、定点、定
量的问题。
３２３从失败个例入手把失败个例作为切入
点，可找出失败原因，容易发现技术不足。
３２４从气候异常条件入手通常采取的统计
方法、诊断方法、集合方法，大多对平稳时间序
列和气候变化波动不大的条件下应用较好。对气
候异常和极端天气事件则不然，这也是预报中最

重要的难点问题，预报员更应对其详细分析和研
究，总结其出现的物理机制，提炼出征兆信息，才
能进一步提高预报经验，提高预报能力和水平。
３３加强天气会商

在会商中，每个人能充分阐述自己的预报理
由，再进行充分的讨论会商，通过会商提高每个
预报员预报水平，积累预报经验。
３４做好数值预报产品检验

对数值预报产品本地应用进行检验，从中寻
找规律性的东西，总结数值预报产品在什么条件
下、在什么环境中、在什么气候背景下、在哪个
季节、哪个时段应用效果如何？寻找出误差规律，
然后将误差规律应用到日常预报工作中，对每次
预报过程进行订正。
３５建立适合本地的集合预报系统

基于数值预报产品综合因子预报的预报准确
率高于某一种数值预报产品的准确率，因此建立
数值预报基础上的具有本地强信号的综合因子预
报系统，是数值预报解释应用的一种较好的方法。
３６建立开放的人机交互预报系统

对于局地灾害性天气，如暴雨、大风、冰雹
等高影响天气，将预报员的经验和诊断量、特征
量结合起来，通过人机交互预报业务系统，提高
灾害性天气预报准确率。
３７加大预报技术研究力度

确定周期性攻关项目，加大投入并形成制度。
可以采取省、地合作，地与地合作方式，建立较
为完善、客观的预报方法库，作为提高预报准确
率的支撑条件。
３８加快完善预报业务技术流程

针对不同的天气类型，应分别制作相应的业
务技术流程，加强预报员的责任心；有利于密切
监视和全程跟踪。
３９加强科研成果转化力度

对已投入业务使用的预报方法，要长期检验
不断升级完善，并且持续给予支持，用已研究的
成果支持提高预报准确率。

４５ 陕西气象 ２００８（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