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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在分析各种节假日负荷变化规律的基础上 o利用气象因子作预报变量 o使用动态的综合

线性回归和自回归相结合的混合线性回归方法及非线性的人工神经网络方法来进行华中电

网日负荷和日最大负荷及日最小负荷的预测 ∀对 tu个月共 vyx天的独立样本试预报表明 o

该客观方案对华中电网负荷的预测精度可满足业务调度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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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负荷预测 o对电力系统的安全 !经济运行起着重要的作用 o无论是电网的经济调度 !水

火协调 !发电计划 o还是系统安全评估等都需要有可靠的负荷预测数据作为前提 ∀不恰当

地考虑负荷运行模型 o会使预测结果与系统实际情形有较大出入 o从而构成电网运行的潜

在危险或造成不必要的投入 o从而降低系统运行的经济效益 ∀

由于构成电网的负荷多样性 o影响负荷的预测因素很多 o例如负荷水平 !气象条件 !季

节因素 !生活习惯 !社会经济环境等都对负荷变化起着一定的作用 o加之负荷变化本身具

有不确定性 o因此要准确地预测负荷有相当的难度≈t ∗ u  ∀目前 o业务的负荷预测流程正

由调度员的主观预测逐步过渡到基于统计规律的客观预测 o使用的客观预测方法主要包

括相似法 !模型法 !人工智能法和综合法等 ∀但是 o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 o现有的许多预测

方法一般只是定性地考虑气象条件对电网负荷变化的影响 o加之一些模型没有仔细分析

负荷本身的变化规律和特点 o现阶段负荷的客观预测仍存在较大误差≈v  ∀

本文在分析各种节假日负荷变化规律的基础上 o利用气象因子作预报变量 o使用动态

的综合线性回归和自回归相结合的混合线性回归方法及非线性的人工神经网络方法来进

行华中电网日负荷和日最大负荷及日最小负荷的预测 ∀对 tu个月共 vyx天的独立样本

试预报表明 o对华中电网的日负荷 !日最大负荷和日最小负荷的预测误差分别为 t qyu h !

t qxy h和 t q|v h o因而该客观方案对华中电网负荷的预测精度可满足业务调度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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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选用资料

本文所用负荷资料是华中电网各省k湖北 !河南 !湖南 !江西l逐日的日负荷 !日最大负

荷和日最小负荷 o华中电网负荷是四省负荷的累加值 o资料年限从 t||z年 u月至 usss年

x月 o总计 tuyw天的样本资料 ∀根据以前的研究结果 o电网负荷与气象因子中的气温关

系最为密切 ∀因而我们选用的气象资料是四省的省会武汉 !郑州 !长沙 !南昌四城市的日

平均气温 !日最高气温 !日最低气温 o其中日平均气温由 su }ss !s{ }ss !tw }ss和 us }ssk北

京时lw个正点时次的观测气温取平均值得到 ∀

u  负荷预测方案设计

2 q1  负荷资料预处理及预测方案概述

根据对华中电网负荷资料的分析 o本文把实际总负荷 Λ分解成 v部分 }随时间呈某

种增长程度变化的长期趋势项 Λτ !节假日效应项 Λη和以一年为周期的季节波动项 Λµ ,

其中最后一项季节波动项 Λµ 与气象条件密切相关 ,可认为主要是由于气象因子的变化

造成的 ,即

Λ = Λτ + Λη + Λµ (t)

其中长期趋势项 Λτ是以简单的线性关系来表示对 Λ的拟合 :

Λτ = ατ + β (u)

τ表示时间(资料序号或天数) , α !β是系数 ,由建模的样本确立 ∀而 Λη是节假日效应项 ,

由最近 v年的节假日负荷资料分析得出 ∀季节波动项 Λµ 是负荷预测方案中的主要预报

内容 ,它定义为实际负荷 Λ与长期趋势项 Λτ和节假日效应项 Λη之差 :

Λµ = Λ − Λτ − Λη (v)

  由于负荷变化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 ,预测模型必须是动态的 ,选用的样本也必须与

预报日期较接近 ,否则模型在实际运用时可能不能实现模型的自适应和自调整 ∀本方案

主要是预测由气象因子造成的季节波动项 Λµ ,考虑到天气的相似性和连续性 ,预测模型

选用的样本取预报日之前的 t年又 t个月的资料 ,即每天在预报/明天0的负荷时 ,以过去

的 v|x天资料样本建模 ∀

2 .2  Λτ !Λη和 Λµ 的确定

u qu qt  长期趋势项 Λτ确定

使用 v|x天样本资料和最小二乘法 o确定系数 α和 β o从而可由式kul确定每个样本

建模时的 Λτ ∀同理 o由式kul也可确定预测日的 Λτ ∀

由于业务运行时调度员主要考虑的是负荷变化的百分比而不是具体的数值本身 o在

确定长期趋势项 Λτ后 o定义变量 Λπ }

Λπ = ( Λ − Λτ)/ Λτ (w)

Λπ实际上包含节假日效应项 Λη与季节波动项 Λµ 之和 ∀已知 Λπ 后由式(w)即可求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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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 Λ∀

u .u .u  节假日效应项 Λη的确定

节假日和非节假日的负荷有明显变化 ,特别是我国人民的传统节日春节 ,电网负荷明

显减少 ∀要预测好节假日的负荷变化 ,必须对节假日作特别的考虑 ∀本文使用节假日效

应项 Λη来处理节假日和非节假日的负荷变化关系 ,即在节假日时增加一项 Λη(非节假日

Λη项为 s)来表示节假日对负荷的影响 ∀

对样本中的节假日 ,要从 Λπ中分离出节假日效应项 Λη和与气温变化有关的季节波

动项 Λµ ∀要准确区分这两项是困难的 ,这里先统计非节假日情况下气温与 Λπ 的关系 ,

再将此关系运用到节假日 ,假定节假日中的 Λµ 中气温对负荷的影响是非节假日气温对

负荷的影响的平均情况 ,从而分离出历史样本中各个节假日的 Λη ,再以多年(本文为 v

年)历史样本的平均作为每个节假日的 Λη ∀

为方便比较各项的相对重要性 ,将 Λη与 Λτ的比值定义为 λη :

λη = Λη/ Λτ (x)

本文中考虑的节假日有 :春节 !五一节 !国庆节和周六 !周日 ∀表 t给出了根据 t||z ∗

t|||年春节期间资料计算的 λη ,从表中可知春节期间农历初二的 λη项绝对值最大 ,其日

负荷比正常工作日下降 vs h以上 ,而 t «的最大和最小负荷分别下降 ux h和 uw h ,在此

之前或之后 ,节假日效应项 λη的影响逐步减少 ,但在 t个星期之内节假日效应项 λη一般

要在 ts h以上 ∀五一节和国庆节的节假日效应项 λη最大在 p s .sx至 p s .ts之间 ,即可

使负荷变化下降 x h以上 ∀而周六和周日的假日效应项 λη较小 ∀

表 1  华中电网日负荷 !日最大及日最小负荷在春节期间的节假日效应项 λη

距农历初二的天数k§l

s ? t ? u ? v ? w ? x ? y ? z

日负荷 p s qvts p s qu|y p s quys p s quww p s qusx p s qty{ p s qtww p s qttv

日最大负荷 p s quw| p s quvv p s qt|x p s qtz{ p s qtwt p s qtus p s qs|{ p s qs{v

日最小负荷 p s quv| p s quws p s quuy p s qusw p s qt{z p s qtxu p s qtvz p s qtsx

u qu qv  气象负荷及其与气象因子的关系

仿式kxl o将 Λµ 与 Λτ的比值定义为气象负荷 λµ :

λµ = Λµ / Λτ (y)

根据研究 ,华中电网负荷与日平均气温的相关关系明显[ w] ,在日平均气温大于 us ε 时为

正相关 ,小于 us ε 时为负相关 ,且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在 s .x以上 ∀但如果使用日平均气

温和负荷直接建立回归方程 ,正相关和负相关对回归方程方差的贡献将相互抵消 ,因而引

入和气温有关的新变量 Τν :

Τν =

Τ − us      Τ > us ε

s         Τ = us ε

κ(us − Τ)     Τ < us ε

(z)

其中 κ是与电网有关的常量 ∀经式(x)对日平均气温变换后 ,气温变量 Τν 与气象负荷即

为正相关 ,二者可直接建立回归方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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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图 t显示的是华中电网逐日的气象负荷 λµ 与式(z)定义的气温变量 Τν 随时

间变化的关系 ,图中可见总的来说一年四季气象负荷与气温变量 Τν 都有较好相关 ,特别

是二者变化的大趋势基本一致 ∀由计算可知 ,气象负荷 λµ 与气温变量 Τν 的相关系数

(s .ztx)比气象负荷与日平均气温的相关系数(s .tsz)大得多 ∀

图 t  t||z年 u月 t日至 usss年 w月 vs日华中电网逐日的气象负荷kλµ ,单位 }h l

和气温变量k Τν o单位 }ε l的时间序列变化关系

v  预测模型简介

3 q1  动态混合线性回归方法

电力负荷中的基础负荷是随时间有很大的变化 o要做出无系统偏差的预测 o预测方程

必须是动态的 ∀本文使用动态的综合线性回归和自回归相结合的混合线性回归方法≈x 

来预测 λµ :

Ψτ = αs Ψτ−t + αt Ξt + αu Ξu + αv Ξv + αw Ξw + αx ({)

Ψτ是预报变量 , Ψτ p t是预报变量前一天的值 , Ξt 是预报的气温变量 Τν , Ξu 是预报的最

高气温与最低气温之差 , Ξv 是前一天的 Τν 值 , Ξw 是前一天的最高气温与最低气温之

差 , αs !αt !αu !αv !αw !αx 是回归系数 ∀实际应用时 Ξt 和 Ξu 取气象台的预报值 ,线性回

归和自回归相结合的混合模型既可考虑其他变元对因变元的作用 ,又可体现出因变元自

身前后的变化 ∀加之模型是动态的 ,该模型可以较好地反映负荷的变化 ∀

3 q2  人工神经网络方法

人工神经网络是一个可自动提取一组预报变量和另一组自变量之间非线性关系的数

据处理系统 ∀该网络的建立过程称为人工神经网络的训练过程 o它是用自适应算法递归

迭代求解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o训练后的神经网络模型可用来估算或预报

预测变量 ∀到目前为止 o已经出现许多神经网络模型及相应的学习方法 ∀其中反向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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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网络模型k简称 �°模型l是应用较广泛的一种 o这种模型在输入层和输出层之间插

入若干个隐含层 o相邻层次之间的神经网络元之间用连接权系数作相互连接 o而各层内的

神经元之间没有连接 ∀本文使用的神经网络模型只含 t个隐含层 o其数学模型是 }

Ψ = ©kΞt Ξ + Ηtl k|l

Ζ = ©kΞu Ψ + Ηul ktsl

这里 Ξ , Ψ, Ζ分别是输入层 !隐含层和输出层矢量(节点向量) , Ξt , Ηt 和 Ξu , Ηu 表示输

入层与隐含层和隐含层与输出层之间的权重和阈值 , φ( ξ)为网络激活函数 ,这里采用 ≥

型函数 ,即

φ( ξ) =
t

t + ¨− ξ (tt)

神经网络/学习0或/训练0过程 o就是求解 Ξt , Ηt和 Ξu , Ηu ,使得 ,

Ε =
t

u Ε ( Ζ − Ζs)
u ktul

达到最小值的过程 ,这里 Ζs是期望输出矢量 ∀

神经网络的学习训练过程 ,就是用迭代方法确定 Ξt , Ηt 和 Ξu , Ηu 的过程 o具体的算

法可参阅文献≈y  ∀

神经网络模型的主要优点是它具有强大的学习功能 o神经网络的连接权和连接结构

都可通过网络训练得到 o并不需人们预先掌握两组变量之间的关系 o且训练得到的是变量

之间非线性关系 ∀神经网络的非线性是通过网络激活函数 φ( ξ)导入的 o通过它可解决

非线性问题 ∀

本文中使用的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的输入变元与混合线性回归模型所使用的变元相

同 ∀即输入节点数 x o隐含层节点数为 u o输出层节点数为 t ∀迭代次数为 tssss ∀

w  预测效果分析

对 t|||年 y月 u日至 usss年 x月 vt日共 vyx天进行独立样本试验 o试验效果分析

如下 }

4 q1  总体预测效果

对 λµ 作出预测后加上 λη ,由 Λτ和式kxl !kyl !ktl即可求出电网的负荷 o图 u给出了

独立样本试验期间的试验结果 ∀从图中可见无论是动态混合线性回归方法还是人工神经

网络方法 o均可对日最大负荷和最小负荷的季节变化和春节期间的变化作出较准确的预

测 o对 t|||年 z月和 |月高温时节的预测也基本能反映实况的变化 o因而两种方法对负

荷变化的总体趋势有较好的把握 o预测模型能较好地跟踪实况负荷的变化规律 o不存在一

段时期内长期高于或低于实际负荷的情况 ∀

  但从图 u也可见每日的预测仍存在一定的偏差 o特别是在负荷变化的转折时期或是

剧烈时期有时预测模型不能反映实际负荷的变化 ∀例如 t|||年 z月的几个用电高峰 o预

测基本都偏小 o其中的原因仍需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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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u  vyx天的独立样本试验结果k¤l动态混合线性回归方法 ~k¥l人工神经网络方法

k图中上 !中 !下曲线分别为日最大 !平均和最小电量负荷k单位 }tsy ®• l的预测k虚线l和实况k实线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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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2  预测效果的统计结果

  表 u列出了试验期间动态混合线性回归和人工神经网络两种方法对华中电网负荷的

预测效果的一些统计参数 ∀从表中可见两种方法的系统误差都表现为较小的正偏差 o平

均误差也在 u h之内 o其中人工神经网络方法的系统正偏差很小 o且平均误差和误差均方

差也是人工神经网络模型比动态混合线性回归模型略小 o显示两种方法的预测误差都较

小 o且人工神经网络方法较动态混合线性回归方法略好 o但这种差别很小 o在实际运用中

对具体的预测个例的预测效果难以区分 ∀例如从两种方法预测的正最大误差和负最大误

差来看 o由人工神经网络方法作的预测的极大误差可能比动态混合线性回归方法略大 o特

别是对日最大负荷的预测 o由人工神经网络方法作的预测的负最大误差比动态混合线性

回归方法大得多 ∀

分析表 u可知 o总的来看对华中电网负荷的预测 o日最大负荷的预测误差最小 o日最

小负荷的预测误差最大 o日负荷的预测误差居中 o两种预测方法的平均误差都小于 u h ∀

但预测的最大误差仍较大 o可超过 y h o特别是对日最小负荷而言 o最大误差可超过 ts h ∀

表 2  试验期间华中电网负荷的预测效果 %

预测量
系统误差 正最大误差 负最大误差 平均误差 误差均方差

´ µ ´ µ ´ µ ´ µ ´ µ

日负荷 s qv s qu y q| z qv p | qw p { qv t qy{ t qyu u quv u qty

日最小负荷 s qv s qu tv qx tv qs p ts qv p tt qy t q|y t q|v u qyz u qty

日最大负荷 s qw s qs y qu y qu p z qz p tt qu t qxz t qxy u qtv u qsy

  3 ´ }动态混合线性回归 oµ }人工神经网络 ∀

  统计试验期间预报误差的分布可得表 v ∀华中电网的日最大负荷和日平均负荷 o预

报误差小于 u h的天数超过 zt h o日最小负荷预报误差小于 u h的天数超过 yv h ∀加上

误差在 u h和 v h之间的情况 o预报误差小于 v h的情形占 {s h到 |s h左右 o而预报误差

超过 y h的情况对日最大负荷和日平均负荷而言不超过总数的 u h o对日最小负荷预报误

差不超过总数的 w h o因而日最大负荷和日平均负荷的预报效果较佳 o日最小负荷预报效

果略为逊色 ∀
表 3  试验期间华中电网日负荷 !日最大及日最小负荷预报误差分布 %

负荷种类
[ u h u h ∗ v h v h ∗ w h w h ∗ y h y h ∗ { h { h ∗ ts h ∴ts h

´ µ ´ µ ´ µ ´ µ ´ µ ´ µ ´ µ

日负荷 zt qx zw qu tu q| tt qy z qw y qs y qy x qx t qv t qy s qv s qv s qs s qs

日最小负荷 yv qy yv qv tx q| t| qu | qv z qt z q| y q{ t q| u qx s qy s qs s q{ t qt

日最大负荷 zt qs zt q{ tz q{ tw qs w q| | qs w q| v q{ t qw t qt s qs s qs s qs s qv

  3 说明同表 u ∀

  表 v中显示除极个别例子外 o日最大负荷和日平均负荷的预报误差都不超过 ts h o

但是使用人工神经网络方法作的日最小负荷预报有总数 t qt h 的个例预测误差超过

ts h o因而使用中调度员仍需综合考虑其它因素 ∀

4 q3  华中各省电网的预测效果

仿照对华中电网的预测试验 o也可作出华中四省各省电网的日负荷 !日最大及日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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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的预测 ∀从总体上看 o对各省电网负荷的预测结果与对华中电网负荷的预测结果二

者基本一致 o但预测的误差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限于篇幅本文只给出了预测的平均误

差k表 wl ∀从表 w可见各省电网负荷的平均预测误差总体上在 u h到 v h之间 o其中对日

负荷和日最大负荷的预测效果较对日最小负荷的预测效果为好 o四省中又以湖北省的预

测效果最好 o江西最差 o河南和湖南介于两者之间 ∀仔细比较两种预测方法的预报效果 o

人工神经网络方法可能比动态混合线性回归方法略好k例如江西的情况l o但整体差别也

不明显 o实际工作中应对具体问题分别考虑 ∀
表 4  华中四省各省电网日负荷 !日最大及日最小负荷的预测平均误差 %

负荷种类
湖北 河南 湖南 江西

´ µ ´ µ ´ µ ´ µ

日负荷 u qtu t q|t u quw u qvw u qu{ u qux u quv u quw

日最小负荷 u q|{ u qyw u qzy u q{| u qzy u qzs v qvu u q{z

日最大负荷 u qtx u qvy u qwv u qu{ u qvt u qxw v qsu u quw

  3 说明同表 u ∀

x  结  论

本文在分析气象因子和负荷变化及各种节假日负荷变化规律的基础上 o利用气象因

子作预报变量 o使用动态的综合线性回归和自回归相结合的混合线性回归方法及非线性

的人工神经网络方法来进行电网日负荷和日最大负荷及日最小负荷的预测 ∀对 tu个月

共 vyx天的独立样本试预报表明 }

ktl 华中电网的日负荷 !日最大负荷和日最小负荷预测的平均误差小于 u h o对华中

各省的预测平均误差小于 v h o因而该客观方案对华中电网负荷的预测精度可满足业务

调度的需要 ∀

kul 混合线性回归方法和非线性的人工神经网络方法基本相当 o但人工神经网络方

法的预测效果可能略好 ∀

kvl 本方案对日负荷和日最大负荷的预测效果好于对日最小负荷的预测效果 ∀

但本方案的预测误差在某些情形下仍可能较大 o实际运用时应对此有所估计 ∀另外 o

负荷变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o要准确预测几乎不可能 o即便是气象因子对它的影响也仍有

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

参 考 文 献

t  ⁄²∏ª̄¤¶ � �≤ o � ±̈µ¼ ∞ • q � ²§̈ ¬̄±ª·«̈ ¬°³¤¦·²©¶∏°° µ̈·̈°³̈µ¤·∏µ̈¶²± ±¤·¬²±¤̄ ¨̄ ¦̈·µ¬¦¬·¼¦²±¶∏°³·¬²±q ϑ . Απ2

πλ. Μετερο qot|{t o20 }twtx ∗ twt| q

u  ±∏¤¼̄ ¨ � � o⁄¬¤½ � ƒ q � ¤̈·¬±ª§̈ ªµ̈¨§¤¼ §¤·¤¤³³̄¬̈§·²µ̈¶¬§̈ ±·¬¤̄ «̈ ¤·¬±ª ±̈̈ µª¼ ¦²±¶∏°³·¬²±q ϑ . Αππλ. Μετεορqo

t|{s o19 }uwt ∗ uwy q

v  陈正洪 o杨荆安 o洪斌 q华中电网用电量与气候的变化及其相关性诊断分析 q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ot||{ o32kwl }xtx

∗ xus q

w  胡江林 o陈正洪 o洪斌 o等 q华中电网日负荷与气象因子的关系研究 q气象 oussu o28kvl }tw ∗ t{ q

x  杨位钦 o顾岚 q时间序列分析与动态数据建模 q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ot|{{ qxvz ∗ xwu q

y  李学桥 o马莉 q神经网络#工程应用 q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ot||y qvz ∗ wt q

zsy x期        胡江林等 }基于气象因子的华中电网负荷预测方法研究          



ΦΟΡΕΧΑΣΤ ΤΕΧΗΝΙΘΥΕ ΟΦ ΕΛΕΧΤΡΙΧ ΝΕΤ ΩΟΡ Κ

ΛΟΑ∆Σ ΙΝ ΧΕΝΤΡ ΑΛ ΧΗΙΝΑ ΒΑΣΕ∆ ΟΝ

ΜΕΤΕΟΡ ΟΛΟΓΙΧΑΛ ΕΛΕ ΜΕΝΤΣ

�∏�¬¤±ª̄¬±  ≤«̈ ± �«̈ ±ª«²±ª
( Μετεορολογιχαλ Ρεσεαρχη Ινστιτυτε οφ Ηυβει Προϖινχε , Ωυηαν wvsszw)

�²±ª �¬±  • ¤±ª �∏¤±ª¶«̈ ±ª
( Ενεργψ Ρεσεαρχη Ινστιτυτε οφ Ελεχτριχ Ποωερ Βυρεαυ οφ Χεντρε Χηινα , Ωυηαν wvsszw)

Αβστραχτ

�¤¶̈§²±·«̈ √¤µ¬¤·¬²± ¤±¤̄¼¶¬¶²©¨̄ ¦̈·µ¬¦±̈ ·º²µ® ²̄¤§¶²± √¤µ¬²∏¶«²̄¬§¤¼¶o·«̈ °²§̈ ¶̄

©²µ©²µ̈¦¤¶·¬±ª·«̈ §¤¬̄¼ ²̄¤§²©·«̈ ¨̄ ¦̈·µ¬¦³²º µ̈±̈ ·º²µ® ¤±§¬·¶°¤¬¬°∏° ¤±§ °¬±¬°∏°

²̄¤§¶³̈µ§¤¼¬±·«̈ ≤ ±̈·µ¤̄ ≤«¬±¤¤µ̈ ª¬√ ±̈ q �¶¬±ª ° ·̈̈²µ²̄²ª¬¦¤̄ √¤µ¬¤¥̄ ¶̈¤¶³µ̈§¬¦·²µo·«̈

§¼±¤°¬¦¤̄ ¦²̄ ¬̄ª¤·¬±ª ¬̄±̈ ¤µµ̈ªµ̈¶¶¬²±¦²°¥¬±̈ § º¬·«¤∏·²2µ̈ªµ̈¶¶¬²± ¤±§·«̈ §¼±¤°¬¦¤̄ ±²±2
¬̄±̈ ¤µ¤µ·¬©¬¦¬¤̄ ±̈ ∏µ¤̄ ±̈ ·º²µ® ° ·̈«²§¶¤µ̈ ∏¶̈§q×«̈ ³µ̈§¬¦·¬²± º¬·«vyx¬±§̈ ³̈ ±§̈ ±·¶¤°2
³̄ ¶̈¶«²º¶·«¤··«̈ ° ·̈«²§¶«¤√¨¤«¬ª«³µ̈¦¬¶¬²±¬± ¨̄ ¦̈·µ¬¦̄ ²¤§©²µ̈¦¤¶·¬±ª¬± ≤ ±̈·µ¤̄ ≤«¬±¤

¤±§¦¤± ¥̈ ∏¶̈§©²µ·«̈ ²³̈µ¤·¬²±¤̄ ³µ¤¦·¬¦̈ q

Κεψ ωορδσ: ∞̄ ¦̈·µ¬¦̄ ²¤§¶ �¬±̈ ¤µµ̈ªµ̈¶¶¬²±  �µ·¬©¬¦¬¤̄ ±̈ ∏µ¤̄ ±̈ ·º²µ®  � ·̈̈²µ²̄²ª¬¦¤̄ ¨̄2
¨° ±̈·¶

欢迎订阅 ussv年5气象6杂志

  进入 ussv年5气象6杂志将走入复刊后的第 u|个年头 ∀多年来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 o在广大读者

和作者的支持和关爱下 o5气象6杂志已成为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在国内外有一定知名度的核心期刊 ∀在

新的一年里我们将继续贯彻面向业务 !面向科研 !面向基层 !面向服务的办刊方针 o努力开创新局面 o为

气象业务现代化服务 ∀

提高预报准确率是气象服务工作的重中之重 o我们将努力配合这一目标 o大力宣传数值预报技术 !

数值预报产品的释用方法 !卫星云图和雷达遥感资料的应用 !数理统计方法的应用进展以及洪涝干旱等

灾害性天气的监测和分析预报技术 ∀

加大为基层服务的力度是我们在新世纪的又一新举措 o我们将更加重视宣传和报道各级气象台站

天气预报和监测的经验及气象业务现代化建设的进展 o为基层台站提供更加先进和实用的技术和方法 ∀

我们还将大力扶植青年作者 o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发表论文的机会 ∀

扩大信息量 o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新理论 !新方法 !新技术 !新知识是我们的期望 ∀我们将配合我国西

部大开发的战略及环境气象学 !城市气象学等新学科的发展 o开辟新的栏目 o积极宣传国内外有关特种

气象服务的科技动态和进展 o为读者提供更多的参考资料 ∀我们还将举办专题报道以满足广大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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