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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气候预测质量评估方法与业务考核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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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气候预测评分办法
１１短期气候预测评分办法不断改进

近２０ａ的短期气候预测评分办法有１９８７年
中国气象局下发的《重要天气预报质量评定办
法》，１９９０年５月气天发（１９９０）２６号《重要天
气预报质量评定办法》（第一次修订）（简称《老
办法》）和１９９９年７月起执行的中气预发
［１９９９］１５号《短期气候预测质量评定暂行办法》
（简称《新办法》）。

《老办法》规定汛期或降水集中的月份预报用
语划分７个等级：特少、偏少、正常略偏少、正
常、正常略偏多、偏多、特多，其它月份划分５个
等级，天气气候较特殊的少数省、区，可划分为
３个等级，气温预报划分７个等级。《老办法》采
用了国际通用的“技巧评分”体系。《老办法》使
用过程中暴露出预报员使用“正常”级用语频率
过高等问题。《新办法》作了改进：①取消“正
常”级，预报用语划分６个等级：特少（低）、偏
少（低）、略少（低）、略多（高）、偏多（高）、特
多（高），预报至少给出一个略多（高）或略少

（低）的趋势，增强了短期气候预测的实际参考价
值，符合气候预测与评定重点抓趋势的理念和指
导思想。异常级趋势预测正确采用加权加分办法，
鼓励预报员对异常级进行预测。进一步规范了技
巧评分办法。②规定预测区域内多年月平均降水
量大于５００ｍｍ的月按照６级评分，１００～４９９
ｍｍ的月按照４级评分，小于９９ｍｍ的月不评
分。据此，陕西１月、２月、１２月降水不评分，３
月、４月和１１月按照４级评分，其余月和月平均
气温按照６级评分。
１２《新办法》执行后短期气候预测预报评分有
所提高

有关对《老办法》和《新办法》的对比研究
表明，《新办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评分高于《老
办法》［１］；陕西预报评分明显提高（表１）还与选
择按气候区域评分有关。《新办法》规定各省可以
在按气候区域和按站点预测评分两种方式中任选
一种。经过对比发现同样预测水平下，气候区域
评分高于单站评分，所以选择了以气候区域（１０
个地（市））作为预测对象（图１）。

表陕西月降水、月平均气温预报评分历年平均值 （％）
时间燉年份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气温 ７１４ ６７７ ７５８ ７４２ ７９２ ７８３ ８０８ ６６７ ７５０ ７４３
降水 ５８８ ５９７ ７１４ ７３３ ６６７ ５８９ ７３３ ７２２ ７３４ ６８１

１３《新办法》存在的不足
《新办法》在加强短期气候预测业务管理和服

务工作中发挥了很好作用，沿用至今，但也存在
不足：①实况在±２０％、±０４ｏＣ时，预报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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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略少（低）预报评分都正确。气温、降水
落在这个范围的概率较大，预测略多（高）、略少
（低）得高分可能性就大。尽管预测偏多（高）、特
多（高）或者偏少（低）、特少（低）正确时有加
权加分，但实况一旦为负距平或者正距平则不得
分，失分风险比预测略多（高）和略少（低）大，
导致预报员经常使用略多（高）、略少（低），很
少使用偏多（高）、偏少（低）等，影响实际服务
效果。②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地区气候差异对预报
评分的影响，预报用语等级划分全国使用±２０％
（±０４ｏＣ）等相同的划分标准，对降水、气温变

率大的地区不利。
短期气候预测业务考核办法
２１《新办法》实行后业务考核办法多次改变

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７年用全年月气温、
降水预报评分平均成绩等于或大于７０％、５５％作
为业务达标的指标；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按月气温、降
水和汛期气温、降水２６项中有１５项或以上高于
近５ａ平均成绩作为业务达标的指标；２００７年３
月中国气象局要求各省按月上报指定单站预测数
据，统一用单站评分，此前采用气候区或单站评分
各省自定，预测质量各省自评，定期上报（表２）。

表陕西短期气候预测评分方式和业务考核办法
时间 等级划分 对象评定单位 业务考核办法 结果
—１９９９－０６

１９９９－０７—２００４－１２
２００５－０１—２００６－１２
２００７－０１—２００７－１２
２００７－０３—２００７－１２

７级、５级
６级、４级
６级、４级
６级、４级
６级、４级

单站
区域
区域
区域
单站

自评上报
自评上报
自评上报
自评

中国局评

不详
月气温、降水得分是否等于或大于７０％、５５％
２６项是否有１５项或以上高于近５ａ平均成绩
月气温、降水得分是否等于或大于７０％、５５％
通报评分结果

不详
达标
达标
达标
较差

２２业务考核办法改变对短期气候预测业务服
务工作的影响

每次业务考核办法的改变都会对短期气候预
测工作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２００５年业务考核办
法变为按２６项考核，陕西原来不评分的３个月共
６项开始了手工评分，成绩很不稳定。

４月、９月平均气温等近５ａ平均成绩已经接
近或超过９０％，预测不是全部正确就不达标，预
报员不得已较多地采用预测全省偏高或者全省偏
低的方法。２００７年陕西１０个气候区域１—１２月
平均成绩降水６８％，温度７４％，考核结果双达标；
但业务考核办法改变后，中国气象局对陕西８个
单站３—１２月评定的成绩为降水５６％，温度
６５％，分别相差１２％和９％。
适应新的业务考核办法，努力提高预测准确率
３１尽快适应新的业务考核办法

从预报评分角度看，预测８个单站（图２）与
将全省３６个单站按照每区３～５个单站划分成
１０个气候区（图１），计算气候要素平均后进行预
测相比难度要大（图３、图４），而且８个单站陕
北５个，关中、陕南３个，分布不合理，对评分

不利，《新办法》也有不合理的地方，都是事实。
然而，过多强调这些没有意义，要承认它，适应
它，努力改变它。要认识到基础差，业务支撑能
力弱才是问题的根本。２００７年预测成绩前５名内
蒙古、青海、宁夏榜上有名等事实说明最重要的
因素还是预测水平。

《新办法》实行时陕西选择了按气候区域预测
评分这条比较好走的路，如今再回到单站评分的
路上去，与一直沿用单站预测评分的绝大多数省
（市）相比，缺少了８ａ多的磨练，许多地方落后
了。修改完善原有业务流程，丰富单站预报方法
和工具，努力提高预测准确率才是解决问题的根
本所在。
３２重视对各种预测方法的质量评估

预报评分是主要的业务考核指标，技巧评分
反映预报与实况距平符号的一致程度和预测是否
有技巧；距平相关系数不仅反映预报与实况空间
分布上的一致程度，还反映预报值的偏离程度；异
常级评分反映预报气候异常事件的能力等。通过
评估参数，了解各种预测方法和预测系统的特性，
服务时才会做到心中有数。表３给出了用前期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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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陕西８个评分站（带星号站，泾河除外）图１陕西１０个气候区域

（细线：１０个区域；粗线：８个单站；直线：平均值）
图３陕西历年逐月平均气温距平评分曲线

（细线：１０个区域；粗线：８个单站；直线：平均值）
图４陕西历年逐月降水量距平百分率评分曲线

表陕西个气候区—年月平均气温距平多元回归预测方法评估参数
评估参数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平均
爮ｓ ６３６ １０ ８１ ６０ １００ ９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７５６
爳ｓ １４９ －９１５ ３６２ －４８９ １００ ７８７ ７８７ １００ ３３５
爛ＣＣ ０３９ －０５３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３１ ０６３ －０３２ ００５
爴ｓ ０１３ ０ ０２２ ０ ０７ ０ ０７８ ０６ ０３
说明：表中爮ｓ、爳ｓ、爛ＣＣ、爴Ｓ计算公式见《新办法》和文献［２］。

半球逐月５００ｈＰａ、１００ｈＰａ高度场以及５００ｈＰａ
与１００ｈＰａ厚度场建立的陕西１０个气候区域４
月平均气温多元回归预报方程的预测评估参数，
可知该方法７ａ平均预报评分（爮ｓ）７５６％，技巧
评分（爳ｓ）、距平相关系数（爛ＣＣ）均为正值，异常
级评分（爴ｓ）表明其对气候异常有一定的预测能

力，总体表现良好。２００６年表现最好，２００１年表
现最差。结合实况分析，该方法对气温略低、偏
低的预测能力相对较差。
３３提高预报员素质，稳定预报员队伍

２００６年６月气候中心成立到２００７年５月，５
名预报员先后有３人调离，气候预测、气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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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对陕西部分气象站地面
气象观测的影响分析

邓芳莲１，田守丽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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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汶川地震及余震的影
响，陕西部分气象台站地面气象观测质量受到影
响。根据５月地面气象观测报表数据及宁强、略
阳、宝鸡县等９站原始记录发现，影响主要表现
在供电、仪器安装标准、观测数据异常等。
对观测业务及报表数据质量的影响
１１停电现象普遍

ＥＬ电接风缺测记录较多５月１２日地震后
汉中、宁强、略阳、勉县、留坝、南郑、宝鸡县、
太白、岐山９个气象站全部断电，虽及时启用备
用电源，但其中８个站因ＥＬ电接风未连接直流
电源或ＵＰＳ电源，导致断电期间ＥＬ电接风记录
缺测。１个站因４ｄ市电无法输送，ＥＬ电接风备
份的直流电源线路发生短路，只在正点传输数据
时发电，导致记录多时段缺测。

略阳站在应急发电未启动前采集器供电出现
异常，１２日１５时和１６时所有记录缺测。

１２地面晃动引起观测仪器位移
温度计、湿度计、气压计存在非人为记号，百

叶箱内的温度计与湿度计受地震的影响要大于气
压计。５月１２日１４：２８大地震时温度计、湿度计、
气压计出现了明显的跳跃，５月２５日、２７日余震
时也出现跳跃。

最高、最低温度表从支架上落到百叶箱内最
多，地面温度表位移次多，也有干湿球温度表从
支架上落下，造成当日最高、最低读数无效和温
度表损坏。

地温传感器损坏，致地温异常。５月２３—３１
日南郑１０ｃｍ地温数据出现异常，原因为多次地
震使１０ｃｍ地温探头损坏，更换探头即恢复正常。
１３大型蒸发器振动水外溢，造成蒸发数据缺测

汉中站大型蒸发水溢出，造成１２日１４—１５
时自动蒸发小时数据缺测，采用内插法获得该小
时蒸发量。略阳站５月１２日、２５日地震使大型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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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影响评价一度仅３人值班，预报员断层，变
动频繁对预测业务产生一定影响。提高预报员素
质，稳定预报员队伍是提高预测准确率的关键。各
级组织要采取有力措施，不断完善科研投入和人
才培养机制，创造良好氛围，制定激励机制，稳
定队伍，增强预报员的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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