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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30天延伸期天气预报

延伸期天气预报是指10－30d的天气预报。它对于气象防灾减

灾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填补1-3d短期天气预

报和3－10d中期天气预报与短期气候预测(月和季节预报)之间的时

间缝隙和构建完备性预报体系的要求,具有突出的科学价值和很高

的应用价值,是近10年来国际上天气和气候业务预报发展的一个重

要方向[1]。10－30d延伸期预报的核心问题,即持续性异常天气事件

(特别是极端天气事件)的形成和变化,只要能预测出延伸期时段内

的主要异常天气过程(如强降水),则认为延伸期预报取得了成功。过

去的研究表明,当这些大气季节内振荡(ISO)信号明显持续时,对于

10－30d延伸期天气过程往往具有很好的可预报性,它们经常会引

发后期的极端天气气候异常事件(如强降水、强升(降)温过程等)。

总体而言,延伸期天气预报的基本方法主要有动力模式和基于

大气低频信号演变的统计方法2类。美国、英国、加拿大、欧洲中心、

澳大利亚等诸多国家将动力模式应用于对MJO的延伸期预报中,且

实时业务模式主要以发布未来2周的MJO指数预报为主。但由于数

值预报模式对于MJO的延伸期预报技巧仍有限,对与MJO相联系的

强天气过程及异常事件的延伸期预报存在较大难度。

另一方面,从物理上来说,在延伸期尺度内,ISO既是大气活动

的强信号,也是诱发大气环流演变的重要因子,因此基于ISO信号开

展延伸期预报成为除数值方法之外的另一个主要研究方向。从气候

角度来说,ISO既是高频天气变化的直接背景,又是月、季气候的主

要构成分量,它是“天气—气候界面”,是连接天气和气候的直接纽

带。通过对观测资料的合理处理和分解,可直接从观测资料中提取

与高影响极端事件密切相关的不同时间尺度的主要大气ISO型,在

分别研究制约这些不同的ISO型演变的因子和时间变化规律的基础

上,利用大气低频振荡动力机制分析可传播信号(如与长江下游地区

强降水(暴雨)等极端事件密切相关的ISO型)的放大和对预报区域的

影响,基于各种不同类型的ISO的综合作用,建立简化统计动力学模

型[2],可以作出远高于随机判断和单纯依靠统计计算的有效延伸期

天气预报。

总的看来,目前基于观测资料的统计模式对ISO的预报能力要

比动力模式好,在动力模式进一步得到改进之前,它无疑是一种研

究ISO可预报性的更加有效的途径。

2 2013年6-8月夏季长江下游地区强降水10-30天延伸期实时
预测

运用卡尔曼滤波等统计预报方法,根据前期北半球冬季(2012年

12月～2013年2月)平流层关键区50hPa纬向风的变化,江苏省气象科

学研究所天气气候实验室延伸期预报课题组预测长江下游地区2013

年6～8月强降水频数以正常偏多为主(6～7次),强降水时空分布不

均,部分地区有洪涝发生。预报结果以报告形式于2013年4月29日提

交江苏省气候中心,同时在课题组网站(http://www.lcjrerf30.org)

发布[3]。实况是2013年6-8月长江下游地区强降水频数是6次(6.7-8,

6.25-26,7.5-7,7.20-22,7.31-8.1,8.24-8.26),预报正确。根据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和欧亚以及南半球中纬度地区20-30天振荡的活

动和发展趋势和过去20多年的研究成果,在2013年5月29日,6月15

日,7月15日作出了3次长江下游地区未来30天延伸期预报,分别提

前10天,20天15天成功预报6月7-8日,7月5-6日2次大暴雨过程和7

月31-8月1日长江下游地区暴雨过程,预报结果以报告形式提交江

苏省气候中心,同时在课题组网站(http://www.lcjrerf30.org)发

布。显著的从长江中下游地区经北太平洋地区向北美地区传播的

850hPa经向风低频波列位相变化是造成这些强降水(暴雨)过程的主

要原因;另外,10-15天前较强的从大西洋向欧亚传播的波列活动在

暴雨前5-7天消失后伴随的东亚环流系统的重大调整是另一个重要

原因。同时,对应于南半球沿中纬度西风带传播绕球遥相关波列

(SCGT)的明显东传,显示出较强的南北半球热带外波列之间的相互

作用。使用主振荡分析模型[2],能有效预测上述低频波列的10-30天

变化,为长江下游强降水预报提供有用预报信号。以上夏季长江下

游地区强降水过程10-30天延伸期预测试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对

于预报员的实际预报工作提供较好的长时间尺度的背景场信息,为

省气象台和气候中心夏季长江下游地区强降水(暴雨)过程预报的水

平提供了实用的理论依据。这些预测试验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SCGT与夏季东亚ISO相互作用研究及其在长江下游强降水

延伸期预报中的应用”(41175082)(项目主持人:杨秋明)和江苏省气

象科研基金面上项目“夏季长江下游强降水年际变化及其气候预测

方法研究”KM201208)(项目主持人:杨秋明)的共同资助,推动了长

江下游地区气候预测技术的发展。

3 结语

我国气象部门对10～30天范围内的天气预报,还是一个“盲

点”。怎么解决10天以后的预报,是非常困难的问题,需要科技界大

力攻关。对建立10～30天延伸预报业务、实现天气预报“无缝隙”,复

杂中也有简单,简单中也有复杂。自然界的复杂与丰富来源于最简

单的图像或者元素。既然引起区域极端天气的重要原因主要是由大

气系统内部复杂非线性相互作用产生的ISO,那么通过复杂的超高

维数据分析,从大量观测资料中合理识别和提取影响区域极端天气

的主要简化动力过程,可以揭示低维空间中少数主要分量的非线性

变化规律,并在一定时间尺度上,基于新的近似动力学规律,构建带

有较高预测能力的简单模型,预测它们的动态变化过程,可以明显

提高强降水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可预报性。

参考文献:

[1]丁一汇,梁萍.基于MJO的延伸预报.气象,2010,36(7):111-122.
[2]杨秋明,李熠,宋娟,黄世成.2002年夏季东亚地区环流20-30d主振
荡型延伸期预报研究.气象学报,2012,70(5):1045-1054.
[3]http://www.lcjrerf30.org.

长江下游地区2013年夏季强降水延伸期预报试验
杨秋明

(江苏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江苏南京  210009)

【摘　要】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持续暴雨、特大干旱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呈增加趋势,导致了更为严重的气象灾害。在
气象防灾减灾形势日趋严峻和应对难度日趋增大形势下,开展10～30天延伸期预报技术方法研究,建立延伸期网上预报业务,是大势所趋。从大量观测
资料中合理识别和提取影响区域极端天气的主要简化动力过程,基于新的近似动力学规律,构建带有较高预测能力的简单模型,成功提前10天以上预测
2013年6-8月长江下游地区的3次主要的强降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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