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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６３９数据格式及其读取方法
袁国波，韩子亮，赵红霞

（包头市气象局，内蒙古包头０１４０３０）
摘要：完善的数值预报技术是发展现代天气预报业务的基础。Ｔ６３９为日常业务提供了更加精细
化、时效长的预报资料，为天气预报服务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以Ｔ６３９为基础制作自动化的预报
工具，必须读取Ｔ６３９的数据资料。简要介绍了Ｔ６３９的基本含义和主要内容，剖析了Ｔ６３９的数
据格式，提供了Ｔ６３９数据的读取方法。
关键词：Ｔ６３９含义和内容；数据格式；读取方法
中图分类号：Ｐ４５６７ 文献标识码：Ｂ

概述
１１Ｔ６３９的基本含义和主要内容

Ｔ６３９是Ｔ６３９Ｌ６０全球中期数值预报系统的
简称，与Ｔ２１３数值预报产品相比，Ｔ６３９模式把
谱分辨率从２１３波提高到６３９波，垂直层次从３１
层提升到６０层，资料间隔由６ｈ缩短为３ｈ，预
报时效由原来的１６８ｈ（７ｄ）延长到２４０ｈ（１０
ｄ）。因此，其时空分辨率更高，预报时效更长，为
天气预报业务提供了更好的基础。

Ｔ６３９的主要内容包括场资料和物理量诊断
资料。与Ｔ２１３相比，Ｔ６３９有些物理量场的层次
减少了，水汽通量、水汽通量散度、温度场、温
度露点差场只有５００、７００、８５０ｈＰａ几个层次。同
时，Ｔ６３９增加了许多新的资料，如牘坐标垂直速
度、总降水量、２ｍ相对湿度、温度露点差场、１０
ｍ风场等。
１２Ｔ６３９的数据格式

Ｔ６３９数据的覆盖范围是东北半球，即地理范
围为０～１８０°Ｅ、０～９０°Ｎ的区域，空间分辨率为
１０°×１０°，所以总格点数为１８１×９１。最长预报
时效２４０ｈ，但不同预报时效的资料间隔不同。

在ＭＩＣＡＰＳ系统中，Ｔ６３９的风场为第二类
格式数据，其它要素均为第四类格式数据。Ｔ６３９
的各要素数据分别存放在相应的文件夹中，其文

件名格式为ＹＹＭＭＤＤＨＨＮＮＮ，其中ＹＹ、
ＭＭ、ＤＤ分别为制作数据产品时的年、月、日，
均为２个数字字符；ＨＨ为０８或２０，是制作时间；
ＮＮＮ是预报时效，为３个数字字符（０００，００３，
…，２４０）。
Ｔ数据的读取方法
２１第二类格式数据的读取

Ｔ６３９的风场数据遵从ＭＩＣＡＰＳ第二类数据
格式，其数据文件的内容包括文件头和数据两部
分。文件头由９个字符串（或数字）构成，用来
说明数据的类型、发布时间、预报时效、层次、格
点数量等信息；数据是浮点数，按二维矩阵形式
排列，每一行有１０列数据，表示一个格点的相关
数据信息，该矩阵共有１８１×９１＝１６４７１行。某一
行的内容如下：

序号经度纬度９９９９１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风向风速其
中第４～８列为固定值，起填充作用，对Ｔ６３９的
风场数据没有影响。例如２００９年３月１日２０时
发布的８５０ｈＰａ风场２４ｈ预报的部分数据为：
ｄｉａｍｏｎｄ２０９０３０１２００２４时效Ｔ６３９ＧＳＩ８５０ｈＰａ风场
（ＮＭＣ－ＮＷＰ）
０９０３０２１２８５０１６４７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９９９９１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７５６５３０７
２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９９９９１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７３４０３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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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９９９９１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６３６３３２４
假设要读取的数据所在格点的经度为Ｅ１，纬度

为Ｎ１，其风向为ＤＤ１，风速为ＶＶ１，则读取该点数
据的程序段（源程序以ＶｉｓｕａｌＣ＋＋为例，下同）：

ｐ１＝ｆｏｐｅｎ（ｎａ，＂ｒ＂）燉燉ｎａ是数据文件名
ｆｏｒ（ｉ＝１；ｉ＜＝９；ｉ＋＋）
ｆｓｃａｎｆ（ｐ１，＂％ｓ＂，＆ａ［ｉ］）；燉燉读文件头
ｗｈｉｌｅ（！ｆｅｏｆ（ｐ１））
｛
ｆｏｒ（ｉ＝１；ｉ＜＝１０；ｉ＋＋）
ｆｓｃａｎｆ（ｐ１，＂％ｆ＂，＆ｄａｔ［ｉ］）；燉燉读一行
ｉｆ（ｉｎｔ（ｄａｔ［２］）＝＝Ｅ１＆＆ｉｎｔ（ｄａｔ［３］）

＝＝Ｎ１）
｛ＤＤ１＝ｄａｔ［９］；ＶＶ１＝（ｄａｔ［１０］；ｇｏｔｏ

ＥＸＩＴ１；）｝
｝
ＥＸＩＴ１：ｆｃｌｏｓｅ（ｐ１）；

２２第四类格式数据的读取
除风场数据外，Ｔ６３９的其它数据均遵从

ＭＩＣＡＰＳ第四类数据格式，其数据文件的内容也
包括文件头和数据两部分。文件头由２２个字符串
（或数字）构成；数据是浮点数，按二维矩阵形式
排列，每一行有１８１列数据，表示同一条纬线上
的１８１个格点的要素值。该矩阵共有９１行×１８１
列，其第１，２，…，９１行依次对应０°Ｎ，１°Ｎ，
…，９０°Ｎ；第１，２，…，１８１列依次对应０°Ｅ，１
°Ｅ，…，１８０°Ｅ。例如２００９年３月１日２０时发布
的７００ｈＰａ水汽通量２４ｈ预报的部分数据为：

ｄｉａｍｏｎｄ４０９０３０１２００２４时效Ｔ６３９ＧＳＩ７００ｈＰａ水
汽通量（ＮＭＣＮＷＰ）０９０３０１１２０２４７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９０００１８１９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０００２０００
８８５４９３７６９８３２８０１２８１３４９３６９
８８７９８４７２８２０４８１７９８１９４９２５７
１０３９９１０５２６１０１１７１００１０９５０９９４３６

假设要读取的数据所在格点的经度为Ｅ２，纬
度为Ｎ２，其水汽通量值为ＷＷ２，则读取该点数
据的程序段：

ｐ１＝ｆｏｐｅｎ（ｎａ，＂ｒ＂）燉燉ｎａ是数据文件名
ｆｏｒ（ｉ＝１；ｉ＜＝２２；ｉ＋＋）

ｆｓｃａｎｆ（ｐ１，＂％ｓ＂，＆ａ［ｉ］）；燉燉读文件头
ｆｏｒ（ｉ＝０；ｉ＜＝９０；ｉ＋＋）
ｆｏｒ（ｊ＝０；ｊ＜＝１８０；ｊ＋＋）
｛ｆｓｃａｎｆ（ｐ１，＂％ｆ＂，＆ｘ）；燉燉读一个数据
ｉｆ（ｉ＝＝Ｅ２＆＆ｊ＝＝Ｎ２）ＷＷ２＝ｘ；ｇｏｔｏ

ＥＸＩＴ２；）｝
ＥＸＩＴ２：ｆｃｌｏｓｅ（ｐ１）；

Ｔ数据的应用
读取Ｔ６３９数据的主要目的是在预报业务中

应用。举两个例子简单介绍。
３１以Ｔ６３９数据为因子建立预报方程

制作内蒙古河套地区未来６ｈ降水预报方
程：
牪＝１５０６９＋１４９１牨１＋０６３３牨２－０５２６牨３
当牪≥３５０时，即预报河套地区未来６ｈ有

≥５ｍｍ的降水。其中：牨１为上下游高度差（单位：
ｄａｇｐｍ），牨１＝爣２－爣１，爣２为距离起报时间未来
６ｈ７００ｈＰａ高度场预报图上１０８°Ｅ～１１７°Ｅ、３７°
Ｎ～４３°Ｎ区域内７０个格点数据的平均值，爣１为
该图上１００°Ｅ～１０５°Ｅ、３５°Ｎ～４０°Ｎ区域内３６
个格点数据的平均值。牨２为爦指数（单位：Ｋ），
是距离起报时间未来６ｈ爦指数预报图上１０５°Ｅ
～１１２°Ｅ、３７°Ｎ～４３°Ｎ区域内５６个格点数据的
平均值。牨３为水汽通量散度（单位：１０－７ｇ燉（ｈＰａ
·ｃｍ２·ｓ）），是距离起报时间未来６ｈ７００ｈＰａ水
汽通量散度场预报图上１０５°Ｅ～１１２°Ｅ、３７°Ｎ～
４３°Ｎ区域内５６个格点数据的平均值。
３２依据Ｔ６３９数据绘制辅助图

可以利用Ｔ６３９数据绘制一些辅助图供预报
员参考使用。例如，绘制关键区未来的变高分布
图可了解未来是否具备降水形势；绘制Ｋ指数分
布图可了解能量的集中区域；绘制水汽通量散度
分布图可以分辨出水汽辐合区；绘制假相当位温
剖面图可看出锋面的空间结构等等。图１是一张
牘坐标系垂直速度的空间剖面图，其基线是４０°
Ｎ。从图中可以看出：１０８°Ｅ～１２０°Ｅ是上升气流
区，１０２°Ｅ～１０８°Ｅ是下沉气流区；两地之间存在
垂直方向的次级环流；对流运动主要发生在４００
ｈＰａ高度以下。

９２００９（４） 袁国波等：Ｔ６３９数据格式及其读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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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月尺度单站预报方法研究
田武文

（陕西省气候中心，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介绍一种月尺度单站预报方法。通过从前期大气环流的高层、中层环流场及中高层温度
场的月平均资料中，提取一组影响单站气候要素变化的信号源，组成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同时对
同一要素的多个测站进行预报。在对全省１０个气候区的业务预报中，经过多年应用，该方法逐步
成为短期气候预测的关键决策依据。利用该方法，建立全省１４个测站的预报模型，并于２００８年
３月投入业务使用。利用该模型的预报结果，３—１２月预测质量大幅提高。
关键词：月尺度单站预报；最强影响信号；预报方法；预报质量
中图分类号：Ｐ４５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我国短期气候预测主要有两类预报方法：第
一类是通过对大气活动中心位置和强度变化的监
测诊断、对外强迫热源的周期变化特征及异常发
展的监测诊断，预测未来气候的可能变化；第二
类是通过对具体预报对象与前期环流场进行相关
分析，确定一组影响气候变化的因子源，建立单
站预报模型。两种方法前者注重宏观信号，后者
侧重统计学原理。两类预报方法相互依赖，互为

参考，成为预报质量稳定提高的基础。对于省级
短期气候预测，第一类预报方法往往只能对全省
降水多少或气温高低给出定性判断，而对于具体
测站的预报，还需要有逐站预报结果，为最终的
预报结论提供决策依据。

经过多年研究，总结出一套气候单站预报方
法，一次可对同一要素的多个测站预报。该方法
能分析影响测站气候变化的各种因子，提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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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垂直速度空间剖面图（１０－２ｈＰａ燉ｓ）

讨论
４１提供的程序段用以读取１个格点的数据，如

果需要读取多个格点（例如某个划定区域）的数
据，只要把相应的程序段加入到循环体中即可。
４２Ｔ６３９还提供了用于驱动区域模式的数据产
品，覆盖范围也是０°Ｅ～１８０°Ｅ、０°Ｎ～９０°Ｎ，但
空间分辨率为０３°×０３°，总格点数为６０１×
３０１，层次数达１７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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