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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 usst年 w ∗ tu月 x种信息源广州市区的天气预报进行预报质量检验 o预报时效为

uw !w{ !zu «~检验要素针对降水 !温度 ∀对降水预报进行一般晴雨 !暴雨业务评分和 ×¶评

分 ~对温度预报进行方差 !分级等统计检验 ∀对预报员和模式预报产品的预报质量进行对比

分析 o结果表明对于一般性晴雨天气预报 o热带所中尺度模式的预报质量普遍较好 o并且具

有良好的稳定性 o预报员的 uw «预报质量与模式的预报质量相当 ow{ ∗ zu «预报总体而言 o

模式预报明显优于其它预报方法 ~各种方法对暴雨的预报能力偏低 ~ ×¶评分表明模式对

有 !无降水的预报能力较强 ~对于温度预报 o总体上 o预报员的预报准确率最好 o热带所中尺

度模式的温度预报存在系统误差 o预报普遍比实况偏低 ~对于降水和温度 o各种预报方法质

量均随预报时效的增长而下降 o且最高温度的预报误差总比最低温度的预报误差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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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 us年来 o世界天气预报业务获得了快速的实质性进展 o我国的天气预报业务确立

了以数值预报产品为基础 o综合运用各种气象信息和预报技术方法的技术路线 ∀数值天

气预报业务系统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形势场的预报总体上超过有经验的预报员的预报水

平 o而且天气要素的预报水平随之也有很大的提高 ∀但是 o天气要素预报的误差k定时 !定

点 !定量l还比较大 o仍需要进一步发展解释应用技术 o预报员的天气学预报经验及其应用

数值预报产品的经验还是十分有用的 o特别是在短期天气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报等方面 o

预报员的经验仍将在很长时间内发挥重要作用≈t  ∀目前 o预报员在业务值班中面对的信

息量很大 o除常规天气图 !卫星 !雷达资料以外 o主要参考日益丰富的数值预报产品 ∀高速

发展的本地化 o日新月异的高分辨率数值产品的应用 o以及在信息网络时代的今天 o网上

大量外来信息源的冲击 o将对天气预报业务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 !推动作用 ∀

以往 o对天气预报的性能检验主要是采用/距平相关系数等场相关方法0 ∀目前 o中尺

度高分辨率数值模式的要素预报主要是指局地要素的时间演变序列 o人们对模式产品的

应用要求日益提高 o对模式的质量检验由以往的形势场预报性能检验过渡到局地要素的

定时 !定点 !定量预报产品的预报质量检验 ∀本文利用 x种信息源资料 o对广州市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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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的几种预报方法的预报质量进行检验 !对比分析 o希望对这几种预报方法的性能

有所了解 o这将对本地化的模式产品的局地预报质量问题以及对外来信息源的预报质量

有所认识 ∀

t  资  料

所用资料 }ktl 广州市常规观测站实况资料 ~kul 广州中心气象台预报员广州市区

uw !w{ !zu «天气预报 ~kvl 广州中心气象台 uw !w{ «概率预报 ~kwl 中国气象局广州热带

海洋气象研究所的中尺度模式k� � � � luw !w{ !zu «预报 ~kxlººº q·z²±̄¬±̈ q¦²° 广州市

uw !w{ «天气预报 ~对上述 x种信息源进行对比分析 o对广州市的 uw !w{ !zu «天气预报质

量进行检验 o检验要素主要针对降水 !温度 ∀

预报员的广州市预报产品是指广州中心气象台日常业务预报的 uw !w{ !zu «预报产

品 o预报员只有下午kty }ssl才有 uw !w{ !zu «的预报 o而早上ksx }ssl只有 uw «预报 ~概率

预报产品是指以广州中心气象台中短期课题组开发的广州市晴雨 !暴雨概率预报系统的

uw !w{ «降水预报产品 o无 zu «预报k无温度预报l ∀

中国气象局广州热带海洋气象研究所k以下简称/热带所0l华南中尺度高分辨率数值

模式是在引进德国气象局中尺度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o于 t||{年 tu月正式业务运

行≈u  ∀模式水平分辨率约 tw ®° ≅ tw ®° o垂直 vt层 ∀模式中嵌入了一个地表预报诊断

模块 o能直接作出地表几十个要素的预报 o现在业务上为逐时输出有关站点的主要常规要

素zu «预报 o本课题利用其广州市区的预报结果 o即每天 s{ }ss !us }ssk北京时 o下同l起

报的两次 uw !w{ !zu «预报产品 ∀

天气在线k ººº q·z²±̄¬±̈ q¦²° l是欧洲最大的网上气象服务机构之一 ∀天气在线提

供的天气预报产品是根据欧洲 !美国数值天气预报模式的输出结果 o结合公司自己研制的

� �≥预报模式 o并经公司资深气象预报专家的数据调控处理后自动生成的 o本网站每天

以电子邮件的形式给用户提供各类 uw !w{ «预报产品k虽然其网上有一周的预报产品 o但

未发送 zu «以后的预报产品给用户l ∀本文利用该机构对广州市区的 uw !w{ «预报产品 ∀

u  降水预报质量对比分析

降水预报是天气预报中最重要的气象要素之一 ∀x种资料集中 o只有实况和热带所

的模式才有定量的雨量值 o其它 v种资料只是对晴雨状况作描述性的预报 ∀

业务降水评分kts分制l分两大类 }一类是一般天气晴雨预报质量评定 o另一类是暴

雨预报评分 ∀虽然通常以日雨量 ∴xs °°为暴雨定义 o为体现大雨量级的降水样本等问

题 o当预报或实况出现日雨量 ∴v{ °°则归入暴雨项目进行评定统计 ∀评分规则参见附

录 ∀

2 q1  一般晴雨天气预报质量评分

  图 t¤是各月一般晴雨天气 uw «预报质量对比 ∀由图可见 o预报员和热带所模式的

预报质量比较稳定 o预报员的预报质量在 z q{ ∗ | q{w之间波动 o热带所模式在 { quz ∗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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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波动 ~·z²±̄¬±̈ 和概率预报的质量呈现较大的波动性 o·z²±̄¬±̈ 在 y qyz ∗ | qxu之间波

动 o概率预报在 y qsv ∗ { q{之间波动 ∀总的说来 ouw «平均预报质量的比较 o预报员和热

带所模式的预报质量相当 o预报员为 | qszkty }ss预报l !| qtyksx }ss预报l ~热带所模式

为 | qxyks{ }ss起报l !| quvkus }ss起报l o热带所模式预报质量略高于预报员的预报质

量 ∀·z²±̄¬±̈ 和概率预报的质量相当 o分别为 z qxw !z qtw o概率预报的质量最低 ∀

  图 t¥是各月一般晴雨天气 w{ «预报质量对比 ∀可见 o预报员对 x ∗ {月的预报能力较

差 o| ∗ tu月的预报质量较好 o热带所模式仍具有预报质量的平稳性 o且 w ∗ {月热带所模式

的预报质量明显好于其它预报 ∀平均而言 o热带所 w{ «的预报质量最好 o为 | qwx ks{ }ssl !

| qsukus }ssl o预报员次之 o为 { qtv o其次是·z²±̄¬±̈ o为 z qzz o最差是概率预报 o为 y q|| ∀

图 t¦是 zu «预报质量 o可见 o除 tt月外 o模式预报质量明显优于预报员 o模式 s{ }ss

起报的预报质量比 us }ss起报的稳定性要好 ∀平均而言 o对于 zu «预报 o预报员平均得

分为 z qwz o热带所模式为 | qxks{ }ssl !{ q|kus }ssl ∀

图 t  usst年 w ∗ tu月一般晴雨预报质量比较

k¤l uw «预报 ok¥l w{ «预报 ok¦l zu «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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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分析表明 o对于一般性晴雨天气的 uw !w{ !zu «预报 o热带所模式的预报质量普

遍较好 o并且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os{ }ss起报的结果总体上比 us }ss起报的要好 ∀预报员

的 uw «预报质量与模式的预报质量相当 ow{ ∗ zu «预报总体而言 o模式预报明显优于其

它预报 o但在 tt月份模式预报水平低于预报员的预报水平 o尤其是 us }ss起报的预报质

量反映更明显 ~·z²±̄¬±̈ 和概率预报的质量相当 o但均比预报员和模式预报的质量差 o而其

中概率预报的质量最差 ∀

2 q2  暴雨天气预报质量业务评分

表 t是 uw «暴雨预报质量评分 o可见 o对于暴雨预报质量普遍较低 ∀比较而言 o预报

员的预报质量最好 o且对 z !|月出现的暴雨预报较好 o分别得 y qyz !y qzx分 ∀总体平均而

言 o预报员为 w qt|kty }ssl !v q|uksx }ssl ~其次是·z²±̄¬±̈ 为 v qzv ~概率预报和热带所的

模式预报较差 ous }ss起报的模式预报质量比 s{ }ss起报的预报效果略差些 o除 us }ss起

报的模式产品在 ts月份有一次未能反映无暴雨的实际天气情况外 o其它方法均对 ts ∗

tu月的天气预报反应良好 o均正确反映无暴雨的客观实际天气情况 ∀

表 1  2001 年 4 ∗ 12 月暴雨 24 η预报质量(10 分制)

月份
预报员 模式预报

ty }ss sx }ss s{ }ss us }ss
·z²±̄¬±̈ 概率预报

w w qss v qvv u qss s qss v qvv u qss

x v qux u qvv t qss s qss s qyz s qss

y w qww w qxs v qvv u q{y v qss x qyz

z y qyz ts qss v qvv t qyz u qsz u qys

{ s qss v qss t qws x qss x qss t qss

| y qzx s qss u q{y s qss { qvv s qss

ts 无暴雨 无暴雨 无暴雨 s qss 无暴雨 无暴雨

tt 无暴雨 无暴雨 无暴雨 无暴雨 无暴雨 无暴雨

tu 无暴雨 无暴雨 无暴雨 无暴雨 无暴雨 无暴雨

平均 w qt| v qyu u qvu t qt| v qzv t q{{

  表 u是 w{ «的暴雨预报质量 o可见 o各种预报质量均很低 o比较而言 o最好的是

·z²±̄¬±̈ o总体平均为 v q|z分 o预报员次之 o为 u qwz分 o热带所模式和概率预报的质量很

差 o平均不到 t分 ∀
表 2  2001 年 4 ∗ 12 月暴雨 48 η预报质量(10 分制)

月份
预报员 模式预报

ty }ss s{ }ss us }ss
·z²±̄¬±̈ 概率预报

w x qss u qxs t qzt x qss s qss

x t qss s qss s qss s qss s qss

y s qss s qss s qss v qvs s qss

z x qxs s qss t qtz u qxs t qwv

{ s qss u qss s qu| x qss s qss

| v qvv t qvv t qus { qss s qss

ts 无暴雨 无暴雨 无暴雨 无暴雨 无暴雨

tt 无暴雨 无暴雨 无暴雨 无暴雨 无暴雨

tu 无暴雨 无暴雨 无暴雨 无暴雨 无暴雨

平均 u qwz s q|z s qyu v q|z s qu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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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v是 zu «的暴雨预报质量 o可见 o预

报员和模式的预报质量都很差 o评分约为 t

分左右 ∀

综合分析表明 o各种方法对暴雨的预报

能力偏低 o平均最高分为 w qt|k预报员l ∀

比较而言 ouw «内预报员对暴雨的预报能

力较强 o随着预报时段的增加 o预报质量下

降明显 ~·z²±̄¬±̈ 对暴雨的预报有一定的参

考作用 o并且其 uw !w{ «的预报质量相对稳

定 ~热带所模式和概率预报的 uw «预报具

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o但 w{ !zu «的预报参考

表 3  2001 年 4 ∗ 12 月暴雨 72 η预报质量

月份
预报员 模式预报

ty }ss s{ }ss us }ss

w v qvv u qss s qss

x s qss s qss u qyz

y s qss s qss t qus

z t qux v qvv t qws

{ s qss s qss s qss

| s qss v qvv s qss

ts 无暴雨 无暴雨 无暴雨

tt 无暴雨 无暴雨 无暴雨

tu 无暴雨 无暴雨 无暴雨

平均 s qzy t qww s qzx

意义不大 o并且发现热带所模式 s{ }ss起报的结果较好一些 ∀

2 .3  热带所中尺度模式预报 Τσ评分

×¶评分是对模式预报质量进行检验的另一种客观方法 ∀因此 o对热带所模式的 uw !

w{ !zu «降水预报产品进行了 ×¶评分≈v  ouw «内累积降水分 t !ts !ux !xs和 tss °°以上

五个雨级 o当预报和实况降水等于或大于某一等级的临界值 o才被视为产生这一级别的降

水 ∀评分结果见表 w ∀

表 4  2001 年 4 ∗ 12 月热带所中尺度模式预报 Τσ评分

雨级

k°°l

s{ }ss起报 us }ss起报

×¶评分 偏差 漏报率 空报率 预报效率 ×¶评分 偏差 漏报率 空报率 预报效率

uw «

预报

t s qyv t qsz s qus s qux s q{v s qxw t qsx s qu{ s qvu s qzz

ts s qvu s qzw s qx{ s qwv s q{u s qv s qyu s qyu s qv| s q{u

ux s qut s qx| s qzu s qxv s q{z s quu s qyz s qzs s qxx s q{z

xs s qts s q|u s q{v s q{u s q|u s quw s qzv s qyz s qxx s q|w

tss s qtz t qvv s qyz s qzx s q|{ s qtt u qvv s qyz s q{y s q|z

w{ «

预报

t s qw| t qts s qvt s qv{ s qzx s qxy t qsu s quz s qu| s qz|

ts s qt| s qyz s qzv s qyt s qzz s qvv s qzy s qxy s qwv s q{t

ux s qty s qy{ s qzz s qyz s q{x s qts s qzw s q{w s qz{ s q{v

xs s qsx s qzz s q|u s q|s s q|u s qsz s q|v s q{z s q{y s q|s

tss s qss s qzx t qss t qss s q|z s qss t qyz t qss t qss s q|z

zu «

预报

t s qwu s q{| s qww s qvz s qzu s qvw s qzs s qxz s qv{ s qy|

ts s qtz s qwu s qz| s qxs s qz| s qtt s qvs s q{{ s qx| s qzz

ux s qtx s qvu s q{u s qwx s q{z s qs{ s qu{ s q|t s qyz s q{y

xs s qsx s qxw s q|u s q{y s q|v s qsy s qtv s q|v s qxs s q|w

tss s qtz s qzx s qzx s qyz s q|{ s qss s qyz t qss t qss s q|{

  由表 w可见 o热带所模式的小雨量级的 ×¶评分较高 o暴雨的评分低 o与业务屏分结果

相符合 ~降水预报效率较高 o普遍大于 s q{以上 o表明模式对有 !无降水的预报能力较强 ~

中雨级以上降水的漏报率和空报率均较大 o普遍大于 s qx ∀

分析表明 o对于大雨量级的降水 o模式的定时 !定点 !定量预报仍不理想 o预报质量得

分很低 ∀但通过分析模式预报的区域雨量分布 o模式对雨带 !雨区的发展变化具有相当的

预报能力 ∀因此 o开展模式的定时 !定点 !定量预报产品的释用方法很重要 o同时 o应与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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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员的暴雨预报经验方法有机结合 ∀

v  温度预报质量对比分析

统计了最高 !最低气温预报的平均误差k表 xl和均方根误差k表 yl ∀图 u给出最低 !

最高温度预报的均方根误差 ∀

  分析表明 o预报员对最低温度的预报总体上比实况偏高 ox !y月份相对偏高明显 o{ ∗

ts月份的偏差最小 ~热带所模式的最低温度预报总体上比实况偏低 oz ∗ tt月偏低较明

显 o仅 w !x !tu月可能出现预报偏高的情况 o具有夏秋季节预报的最低温度偏低 o而冬春季

节最低温度预报偏高的趋势 ~·z²±̄¬±̈ 在 w !x !tt月预报的最低温度与实况偏差较大 o其

余各月误差较小 ∀

表 5  2001 年 4 ∗ 12 月温度预报平均误差 ε

预报员 模式预报 ·z²±̄¬±̈

ty }ss sx }ss s{ }ss us }ss

月份
最低

温度

最高

温度

最高

温度

最低

温度

最低

温度

最高

温度

最高

温度

最低

温度

最低

温度

最高

温度

uw «

预报

w p s qtz  s qsy p s qtz  s qt|  s qtt p s qtu  s qws  s qyx  s q|z  s q|v

x s qx| s qvv s qvv s qy{ s qsw p t qww p t quu s qss p s q{t p t qyx

y s qvt s qyy s qys s qxs p s qvv p t q{s p t qyt p s qwv p s qtu t qvy

z s qut s qtt p s qt{ s qxt p s qwz p u qx{ p u qxs p s qwv s qtu s qsu

{ s qu| s qwu s qwu s qt{ p s q{z p u qxw p u qyx p s qz| p s quz s qut

| p s qtu s qww s qxt s qs| p t qu{ p u qsw p u qtw p t qss p s qsy s qyt

ts p s qs| s qty s qtv p s qts p t qww p t qvu p s qxu p s qwv s qtu s qsv

tt p s qtw p s quu p s qwu p s qts p t qxw p s qys p s qtt p s qwy s qzy p s q|x

tu p s quv p s qvv p s qwx s qvs p s qyt p s q|u p s quw p s qvx p s qtw p s qu|

平均 s qsz s qt{ s qs{ s qux p s qzu p t qw{ p t qut p s qvz s qsy s qsv

w{ «

预报

w p s qtv  s qs|

x s qz| s qvs

y s qxx t qss

z s qwt s qs{

{ s quu s qw{

| s qt{ s qvw

ts s qsz s quy

tt p s quw p s q{x

tu s qt| s qvx

平均 s quv s quv

无预报

 s q{v  t qt|  t quy  t qts  t qxv  t qvy

s qwz p s q|z p t qxz s quv p s qwy p t qvw

p s qt{ p t qsw p t qus p s qu{ p s quu s qzs

p s qxy p u qvv p u q{t p s qvy p s qtt p s qtt

p t qvt p u qwy p u qvs p s q{| p s qxy s qxt

p t qs| p u qu| p t q|u p t qs| p s qwv s qt|

p t qtx p s qw| s qss p s qys p s quv p s quv

p t qu| s qtw s qwu p s qzy s qzy p t qtx

s qsu p s qzx p s qsv s qvv p s qsw s quu

p s qw{ p t qss p s q|w p s qu{ s qsv s qsu

zu «

预报

w  s qts  s qt{

x t qsx s qsz

y s qz{ t qtv

z s qyv s qyv

{ s qvx s qzw

| s qtz s quy

ts s qwv s qvu

tt p s qt{ p t qwx

tu s qvw s qxv

平均 s qwt s quz

无预报

 t qvw  t quy  t q|w  t qvv

s qxy p s qys p s q|| s qxv

p s qtv p s qy{ p s q{u p s quu

p s q|u p v qss p u q{y p s qz{

p t qxx p u quy p u qst p t qvu

p s q{w p u qsx p u qvv p s q|w

p t qut p s qvw s qtu p t qss

p s q{w s qu| s q|t p s qxw

s qzx s qw| t qsu t qtv

p s qvv p s qzy p s qyt p s qux

无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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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01 年 4 ∗ 12 月温度均方根误差统计结果 ε

预报

时效

预报员 模式预报 ·z²±̄¬±̈

ty }ss sx }ss s{ }ss us }ss

最低

温度

最高

温度

最高

温度

最低

温度

最低

温度

最高

温度

最高

温度

最低

温度

最低

温度

最高

温度

uw « t qu{ t q{u t q{| t qwy t qy| u qvs u qu| t qwt t qys u qv{

w{ « t qyv u qvs
无预报

t q{y u qxs u qwy t qxu t q|v u qxu

zu « t q{w u qx{ u qs{ u qw{ u qzu t q|y 无预报

图 u  最低k左l !最高k右l温度预报均方根误差

k¤l uw «预报 ok¥l w{ «预报 ok¦l zu «预报

  对最高温度的预报 o预报员总体上比实况偏高 o仅 tt月份的预报出现偏低的情况 ox !

y月份相对偏高明显 o偏差幅度在 t qv ε 范围内 ~热带所模式的最高温度预报总体上比实

况偏低 oy ∗ |月偏低较明显 o仅 w !tu月可能出现预报偏高的情况 o具有夏秋季节预报的

最高温度偏低 o而冬春季节最高温度预报偏高的趋势 ~·z²±̄¬±̈ 在 w !x !tu月预报的最高温

度与实况偏差较大 o其余各月误差较小 ∀

可见 o对于 uw !w{ !zu «预报 o以预报员的预报质量最好 ~热带所模式与·z²±̄¬±̈ 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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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质量相当 ∀预报员和·z²±̄¬±̈ 的预报均比实况偏高 ~热带所中尺度模式的预报存在预

报比实况偏低的趋势 ∀各种预报方法质量误差均随预报时效的增长而下降 o且最高温度

的预报误差总比最低温度的预报误差大 ∀

表 z为温度预报与实况误差的分级统计 ∀温度预报在 t qx ε 误差范围内 o预报员的

预报准确率最高 ouw «最低 !最高温度预报分别有 zz qwx h !y| q{u h的准确率 o其它的预

报均低于预报员的水平 ∀

表 7  2001 年 4 ∗ 12 月预报温度各级误差统计频率 %

[ t qx ε [ u qx ε [ v qx ε � v qx ε

最低

温度

最高

温度

最低

温度

最高

温度

最低

温度

最高

温度

最低

温度

最高

温度

uw «

预报

预报员 ty }ss zz qwx yw qzv |x qyw {x qs| || qyw |w qt{ s qvy x q{u

sx }ss zw q|t y| q{u |u qzv {y qt{ |z qwx |v q{u u qxx y qt{

模式预报 s{ }ss x{ qyv wy qx| {x qxw y| qw{ |{ qv| {x qxw t qyt tw qwy

us }ss y| qsu w| qwt |v qvv zu qxx || qyt {y qyz s qv| tv qvv

·z²±̄¬±̈ yy qvs xy qvs |t q{x zw qsz |z qz{ {| qyv u quu ts qvz

w{ «

预报

预报员 ty }ss yy qxx xw q|t |s qt{ zy qss |x qyw {| q{u w qvy ts qt{

模式预报 s{ }ss xw qww ww qzy {v qwz yw qxu |v q|x {w quz y qsx tx qzv

us }ss yx qw| ww qs| {z qwx yu q|| |{ qwv {w qyx t qxz tx qvx

·z²±̄¬±̈ x| quy w| quy {v qvv zt qw{ |v qvv {w qsz y qyz tx q|v

zu «

预报

预报员 ty }ss yv qts xt qu| {x quw zt quu |v qzv {v qv| y quz ty qyt

模式预报 s{ }ss x{ qsy wx q|z zz qwu yx qzv |s qvu {v qwz | qy{ ty qxv

us }ss xz qs| v| qvz z| qxv yu qys |s q|w z| qtv | qsy us q{z

  分析也表明预报准确率随预报时效的增长而明显降低 o并且各种预报方法对最高温

度的预报水平比最低温度的预报水平要差 ∀

w  小  结

通过以上 x种信息源广州市 uw !w{ !zu «天气预报质量的统计检验及分析 o预报员在

参考模式预报产品和网上外来预报产品进行天气预报时 o应充分认识到 }

ktl 热带所模式对一般天气过程的描述具有相当的能力 o但对于大雨量级的降水 o模

式的定时 !定点 !定量预报质量仍然较低 ∀但分析模式预报的区域雨量分布 o此模式对雨

带 !雨区的发生 !发展变化具有相当的能力 o尤其是对系统性降水 o模式结果具有良好的参

考价值 ∀

kul 热带所模式的温度预报具有明显的系统性误差 o在模式产品的实际应用中应充

分考虑这种系统误差的影响 o初步分析表明 o在夏秋季节预报的偏差较大 o最低 !最高温度

分别偏低约 u ε !u qx ε 左右 ~而冬春季节的温度预报偏差较小 o且可能主要以偏高为主 o

最低 !最高温度分别偏差约 t qx ε !u qs ε 左右 ∀

kvl欧洲天气在线·z²±̄¬±̈ 的天气预报产品也存在一定的参考价值 o其预报产品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数值模式预报 o在计算机信息网络时代的今天 o应该警惕外来信息源的天气

预报对本地区的天气预报业务潜在的冲击和促进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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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1  晴雨评分业务规定

  晴雨预报的评分kts分制l规则

如下 }

  一般天气预报可分夜间 !白天 两

段发布 o评分时仍按附表 t分别统计

质量 o两段得分的平均值作为该日的

预报得分 ∀

附表 1  晴雨评定得分表

预报
实况k°°l

无降水 s qs或 × 量 s qt或 s qu ∴s qv

晴 ts ts x s

雨 s ts ts ts

  晴雨 uw «预报的月准确率 ½按下列公式计算 }

ζ �
得分总和

ts ≅发布预报次数

2  暴雨评分业务方法

暴雨预报评分kts分制l规则如附表 uk只列出实况雨量 ∴ts °°的评分l }

附表 2  日雨量评定得分表

实况

k°°l

预报

大到暴雨 暴雨 暴雨到大暴雨 大暴雨 特大暴雨

ts qs ∗ ty q| u s

tz qs ∗ uw q| y v s

ux qs ∗ vz q| { z v s

v{ qs ∗ w| q| ts ts z v s

xs qs ∗ zw q| { ts ts z v

zx qs ∗ || q| y ts ts ts z

tss qs ∗ tzw q| u ts ts ts ts

tzx qs ∗ uw| q| s x ts ts ts

uxs qs ∗ v|| q| s s x ts ts

∴wss qs s s s x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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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ΧΟΜΠΑΡΙΝΓ ΑΝΑΛΨΣΙΣ ΟΝ ΣΥΒϑΕΧΤΙς Ε ΑΝ∆

ΟΒϑΕΧΤΙς Ε ΩΕΑΤΗΕΡ ΦΟΡΕΧΑΣΤ

⁄̈ ±ª ÷∏̈¬¤²
tl  �∏≥«̈ ±ª

ul  ≠¤± �¬±ª«∏¤
tl

 tlk�∏¤±ª½«²∏�±¶·¬·∏·̈ ²© ×µ²³¬¦¤̄ i �¤µ¬±̈ � ·̈̈²µ²̄²ª¼ ²© ≤ � � o �∏¤±ª½«²∏xtss{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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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µ¬± usst ¤µ̈ ·̈¶·̈§o·«̈ ·¬°¨¶³¤± ²©©²µ̈¦¤¶·¬¶uw !w{ !zu «²∏µ¶¤«̈ ¤§o¤±§·«̈ ·̈¶·̈§

¨̄¨° ±̈·¶¤µ̈ ³µ̈¦¬³¬·¤·¬²±¤±§·̈°³̈µ¤·∏µ̈ qƒ²µ³µ̈¦¬³¬·¤·¬²±o·«̈ ¦²°°²± º ¤̈·«̈µ²©©¬±̈ ²µ

µ¤¬±o¤±§ º ¤̈·«̈µ²©«̈ ¤√¼ µ¤¬± «¤√¨¥̈ ±̈ ·̈¶·̈§µ̈¶³̈¦·¬√¨̄¼ ¥¼ ∏¶¬±ª·«̈ ° ·̈«²§¶²©²³̈µ¤2

·¬²±¤̄ ¤³³µ¤¬¶¤̄ ¤±§×¶√¤̄∏¤·¬²±q�¶©²µ·̈°³̈µ¤·∏µ̈ ©²µ̈¦¤¶·o·«̈ √¤µ¬¤±¦̈ ¤±§ªµ¤§̈ §¶·¤·¬¶2

·¬¦¶«¤√¨¥̈ ±̈ ¦²°³∏·̈§q×«̈ ¤±¤̄¼¶̈¶¶«²º ·«¤·©²µ·«̈ ¦²°°²± º ¤̈·«̈µ©²µ̈¦¤¶·²©©¬±̈ ²µ

µ¤¬±o·«̈ ©²µ̈¦¤¶·́ ∏¤̄¬·¬̈¶²© � � � � ¤µ̈ ª̈ ±̈ µ¤̄ ¼̄ ¥̈··̈µ·«¤± ²·«̈µ¶o¤±§«¤√¬±ªª²²§¶·¤2

¥¬̄¬·¼ qƒ²µuw «²∏µ¶¤«̈ ¤§o·«̈ ©²µ̈¦¤¶·́ ∏¤̄¬·¬̈¶²©©²µ̈¦¤¶·̈µ¶¤µ̈ ΅ ∏¤̄ ·²·«̈ °²§̈¯o¥∏·©²µ

uw ∗ w{ «²∏µ¶¤«̈ ¤§oª̈ ±̈ µ¤̄ ¼̄ ·«̈ °²§̈¯³µ̈§¬¦·¬²±¬¶¶∏³̈µ¬²µ·²²·«̈µ° ·̈«²§¶q�¯̄ ° ·̈«2

²§¶«¤√¨³²²µ¤¥¬̄¬·¬̈¶·²³µ̈§¬¦··«̈ «̈ ¤√¼ µ¤¬±q×«̈ ×¶√¤̄∏¤·¬²± µ̈√ ¤̈̄¶·«¤··«̈ °²§̈¯«¤¶

¥̈··̈µ¤¥¬̄¬·¼·²³µ̈§¬¦·µ¤¬± ²µ±²·qƒ²µ·̈°³̈µ¤·∏µ̈ ©²µ̈¦¤¶·oª̈ ±̈ µ¤̄ ¼̄·«̈ ©²µ̈¦¤¶·́ ∏¤̄¬·¬̈¶

²©©²µ̈¦¤¶·̈µ¤µ̈ ·«̈ ¥̈¶·o¥∏··«̈ � � � � «¤¶¶¼¶·̈°¤·¬¦¤̄ µ̈µ²µo·«̈ °²§̈¯ ©²µ̈¦¤¶·¶¤µ̈

¦²°°²±̄ ¼ ²̄º µ̈·«¤± ·«²¶̈ ²©µ̈¤̄¬·¬̈¶q ƒ²µ·«̈ ©²µ̈¦¤¶·¶²©³µ̈¦¬³¬·¤·¬²± ¤±§·̈°³̈µ¤·∏µ̈ o

·«̈ ∏́¤̄¬·¬̈¶²©¤̄¯ ° ·̈«²§¶¤µ̈ ·̈±§¬±ª§²º± º¬·«·«̈ ªµ²º·«²©³µ̈§¬¦·¬²±·¬°¨o¤±§·«̈ µ̈2

µ²µ¶²©©²µ̈¦¤¶· ∏́¤̄¬·¼ ²© °¤¬¬°∏° ·̈°³̈µ¤·∏µ̈ ¤µ̈ ¤̄ º¤¼¶ ¤̄µª̈µ·«¤± ·«¤·²© °¬±¬°∏°

·̈°³̈µ¤·∏µ̈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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