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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尺度动力模式产品解释应用系统及预测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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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短期气候预测业务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针对月尺度气候预测，利用国家气候中心月动力延伸预报（ＤＥＲＦ）

模式资料，开发了集多种统计预测方法、多种解释应用技术于一体的业务系统。利用该系统的多种预测方法对广

西８８个站点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６月降水距平百分率的独立样本检验结果表明：在解释应用方法中，基于模式输出统计

假设方法（ＭＯＳ）的预报结果优于完全预报法（ＰＰ）；利用预测站点附近的环流关键区构建的预测因子预报效果最

好；经验统计函数法（ＥＯＦ）和动力与统计相结合的解释应用方法的预测准确率较高且较稳定；同时满足模式预测

资料中预测因子和预测对象的高相关关系，以及再分析资料中预测因子和预测对象之间高相关关系确定关键区，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预测模型的预测效果更佳。解释应用预测准确率一般都在７０分以上，高于传统的物理统计预

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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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由于影响短期气候因素的复杂性和气象工作者

对长期天气过程认识的局限性，目前的短期气候预

测水平还不高［１２］。２１世纪以来的短期气候预测业

务处于动力与统计等多种方法并存的时期［３］。尽管

“九五”以来，我国动力气候模式研发和应用取得了

较大进展［４６］，但受模式性能影响，模式对降水、温度

等要素的预测效果较低，无法完全满足业务预报和

服务的需求，因而基于模式输出的高技巧信息，一批

科研和业务人员完成大量解释应用研究和业务工

作，取得显著成果［７１２］。同时还有大量改进统计预

测方法的研究和应用工作［１３１４］。面对如此众多的动

力、统计预测、解释应用方法，如何设计一个软件系

统，能让预报员方便使用观测和模式数据并快速获

取预测结果进行综合集成非常必要。

　　本文以近年来多种解释应用技术和多种统计预

测方法为基础，设计了一套月尺度预测解释应用系

统，并利用该系统对广西８８个站点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６

月降水距平百分率进行独立样本检验，通过对不同

关键区、预测因子、预测模型、预测集成等结果的对

比，获得一些有益的信息。

１　资料及系统功能

本文所用的资料有两部分，一是国家气候中心

月动力延伸预报（ＤＥＲＦ）产品和 ＮＣＥＰ／ＮＣＡＲ再

分析资料的北半球环流场，分辨率均为２．５°×２．５°，

二是１９６０年以来广西８８个站点６月降水量资料。

该系统初步设计具备如下功能：① 包括解释应

用的两种不同假设方法，即假设模式完全精确（ＰＰ）

和基于模式输出统计（ＭＯＳ）的方法；② 针对预测区

域内各站点逐个寻找预测因子方法（以下简称单站

法）或以整个预测区域气候要素的总体平均特征寻

找预测因子的方法（以下简称区域法）；③ 利用３种

不同的高相关中心确定预测关键区；④ 利用６种不

同的解释应用方法从关键区衍生预测因子；⑤ 利用

７种不同的关键区因子组合方式确定最佳组合；⑥

利用４种建模预测方案建立预测模型；⑦ 在观测资

料更新后，可及时对多种预测结果进行评估。

在对广西６月降水量为实例检验预测所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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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关系中，ＰＰ法应用的是１９６０年以来的ＮＣＥＰ／

ＮＣＡＲ资料，ＭＯＳ方法用１９８２年以来模式回算资

料，预测试验中均使用ＤＥＲＦ实时预测资料。

２　业务系统功能设计主要思路

预报员在完成预测业务和服务的过程中，需要

根据已有的观测数据和模式预测数据，采用一定的

预测方法得到预测结果。这个过程中，预报员还需

要知道针对预测对象如何选取恰当的预测因子，以

及针对多种预测结果进行集成或者最优集成。为了

达到上述目的，需要给预报员提供有效的资料信息

和方便的操作界面，并能快速完成预测产品的制作。

本文针对月尺度降水和温度的预测业务，介绍设计

系统的思路和具备的功能：

① 预测模型建立的假设选取。在进行解释应

用工作时，有两种假设：一是假设模式预报完全准确

（Ｐｅｒｆｅｃｔ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简称ＰＰ），因而直接使用历史观

测资料建立模型；另外一种是认为模式输出有系统

性偏差，因而利用模式历史数据建立模型（Ｍｏｄｅｌ

Ｏｕｔｐｕ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简称 ＭＯＳ）。本系统可以提供上

述两种选择。

② 关键区选择。在选择关键区时，一般根据预

报对象和预报因子的相关关系来确定明显影响预报

对象的关键区。系统设计了３种关键区选择方案：

一是利用预报对象与 ＮＣＥＰ／ＮＣＡＲ再分析历史资

料求相关，通过信度检验的区域作为关键区；二是利

用预报对象与月动力延伸预报回算资料求相关，将

达到信度检验的区域作为关键区；三是利用预报对

象和ＮＣＥＰ／ＮＣＡＲ再分析历史资料、模式回算资料

求相关，同时达到信度检验的区域作为关键区［１２］。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和检验效果选择一种确定关键区

的方案。

③ 区域和单站建模选择。在确定预测关键区

时的预测对象可以是单站或者区域，一种方案是根

据预测的整个区域气候要素平均特征序列（或ＥＯＦ

主成分序列）作为预报量，与预报因子场计算相关，

寻求通过信度检验的公共关键区，之后各预测站点

的预测模型均用该公共关键区衍生的预测因子建立

模型（简称区域法）；另一种方案是通过计算每一个

站点预报量序列与预报因子场之间的相关，分别找

出达到信度的针对各站点的关键区，然后利用衍生

预测因子建立模型（简称单站法）。显然这两种确定

关键区的计算速度和预测结果会有所不同。

④ 高影响关键区的组合选择。能否找到合适

的预报因子是预报成功与否的关键，不同因子的组

合提供了可能获取最优预测效果的机会。为了提高

预报因子的独立性，系统提供了３个达到信度检验

的基本关键区选项：包括正（ｐｏｓｉｔｉｖｅ）相关中心（简

称Ｐ）、负（ｎｅｇａｔｉｖｅ）相关中心（简称 Ｎ）和预测区域

附近环流（ｌｏｃａｌ）相关中心（简称Ｌ）。这３个基本关

键区有７种组合方式（即 Ｐ，Ｎ，Ｌ，ＰＮ，ＰＬ，ＮＬ，

ＰＮＬ）。可以利用不同的组合衍生预测因子，然后分

析何种组合预测效果更好。

⑤ 由关键区衍生预测因子的选择。在模式产

品解释应用中最核心的工作是如何利用已选出的关

键区构建有物理意义的预测因子。已有的理论证明

和业务应用试验表明，车比雪夫多项式［１５］、涡度

法［１６］、经验正交函数（ＥＯＦ）法
［１５］、ＬａｍｂＪｅｎｋｉｎｓｏｎ

环流分型［１７２０］和动力与统计相结合预测降水的方程

（简称Ｒ方程）
［７］在确定预测因子时都具有明确的物

理意义，而以关键区高信度格点为中心，考虑周围一

定范围内格点进行组合，可找出与预报对象关系密

切，并且具有一定范围的大气活动中心。系统提供

了６种不同的解释应用方案，即车比雪夫多项式、涡

度法、动态区域法、ＬａｍｂＪｅｎｋｉｎｓｏｎ环流分型、ＥＯＦ

法和Ｒ方程。各解释应用方案的计算方法是：车比

雪夫多项式计算是利用关键区中心点（最大正相关

中心、最大负相关中心或预测区域中心的经纬度）及

其邻近的５７个格点（２．５°×２．５°格距）进行车比雪夫

多项式展开，取前５个多项式系数作为因子；涡度法

是利用关键区中心点周围７７个格点，根据相对涡度

公式计算得到各格点的涡度作为预测因子。动态区

域法：用中心点附近５５个格点进行动态变化求其不

同区域平均值作为预测因子；ＬａｍｂＪｅｎｋｉｎｓｏｎ环流

分型法是用中心点附近的１６个格点计算出７个的

物理量作为预测因子；ＥＯＦ构建因子法为对中心点

周围５５个格点作ＥＯＦ展开的前５个时间系数作为

预测因子；Ｒ方程法是根据李维京等
［６］的计算方法，

用其方程中各分量计算结果作为预测因子。

⑥ 建立预测模型的方法选择。确定了影响预

报对象的关键区及其衍生预测因子后，需要考虑如

何建立预测模型。本系统中，提供了逐步回归、最优

子集回归、相似拟度和最短距离相似等４种建立预

测模型的方法。

⑦ 预测结果显示。在系统中，任何一种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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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结果都能以数据或者图形的方式显示。此外考

虑到解释应用方法较多、建立预测模型的选项也较

多，为了给预报员快速提供多种因子和方法的综合结

果，系统中用两种集成方法对６种解释应用方法的预

测结果进行了集成，结果有两种显示方式：一是对６

种不同构建因子预测值进行平均；二是统计６种不同

构建因子预测值的优势符号率，由于气温预测系统设

定输出值为距平，降水量预测为距平百分率，因此，若

６种预测结果同为正值或同为负值，其优势符号率即

为６，３个预测结果为正值，３个为负值，则优势符号

率为０，依次类推。在预测结果显示中，正值用兰色表

示，负值用红色表示。系统主界面见图１。

⑧ 预报检验。为了快速检验不同预测方法的

效果，系统提供陈桂英等［２］的准确率评估方法（简称

ＰＳ），在预测对象的实况数据续补后，系统可自动进

行准确率评分和结果显示。

图１　动力模式产品解释应用系统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ｄｏｗｎｓｃａｌ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ｕｔｐｕｔｓ

３　基于业务系统的独立样本检验效果评估

利用该系统可以快速进行大量的独立样本检验

和业务应用试验。本文选择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广西６

月降水量进行独立样本预测检验，原因是广西６月

降水量是全年各月降水的高峰月，且６月降水量的

年际变率很大，做好６月降水量的气候趋势预测，对

指导农业生产和防灾减灾有重大意义，也是检验该

预测系统性能的一个最好实例。为此，本文给出６

月降水量的预测和评估结果。

由于业务系统中提供了多种选择方案，不同的

方案孰优孰劣，需要通过比较来给出结论。下面分

别在ＰＰ和 ＭＯＳ法两种假设条件下，针对单站预

测，从不同关键区因子组合预测效果、不同解释应用

方案预测效果、不同解释应用技术和统计预测模型

预测效果等角度进行分析，评分方法均使用ＰＳ评

分。由于系统设定的统计预测方法较多，为了减少

篇幅，这里仅对逐步回归预测结果进行讨论。

３．１　不同关键区因子组合的预测效果对比分析

３个基本关键区可有７种组合方式。表１是在

ＭＯＳ和ＰＰ不同假设条件下，利用７种不同关键区

组合，采用ＥＯＦ因子构建、逐步回归建模，预测广西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６月降水量的平均效果。表中ＲＤ，

ＭＤ，ＲＤ＋ＭＤ表示预测关键区分别采用 ＮＣＥＰ／

ＮＣＡＲ再分析资料（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ａｔａ，简称 Ｒ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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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回算资料（ＭｏｄｅｌＤａｔａ，简称 ＭＤ）以及同时使用

ＮＣＥＰ／ＮＣＡＲ再分析资料和模式回算资料与预报

对象求相关（简称ＲＤ＋ＭＤ）后，再衍生预测因子并

建立预测模型后的不同计算结果。

表１　犕犗犛和犘犘不同假设条件下基于单站的７种关键区组合方式的预测效果对比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狊犮狅狉犲狊犽犻犾犾狊狅犳狊犲狏犲狀狊犲犾犲犮狋犲犱犽犲狔狉犲犵犻狅狀狊犮犺犲犿犲狊犳狅狉狊狋犪狋犻狅狀狊犫犪狊犲犱狅狀犪狊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狅犳犕犗犛犪狀犱犘犘犿犲狋犺狅犱狊

假设条件 因子选择方案 Ｐ Ｎ Ｌ ＰＮ ＰＬ ＮＬ ＰＮＬ 平均

ＭＯＳ

ＲＤ ７５．９ ７５．２ ７７．７ ７２．２ ７１．０ ７２．７ ７０．６ ７３．６

ＲＤ＋ＭＤ ７５．９ ７６．９ ７７．７ ７２．６ ７２．９ ７２．１ ６９．４ ７３．９

ＭＤ ７５．０ ７６．５ ７７．７ ７２．９ ７２．９ ７１．４ ７０．１ ７３．８

平均 ７５．６ ７６．２ ７７．７ ７２．６ ７２．３ ７２．１ ７０．０ ７３．８

ＰＰ

ＲＤ ７６．６ ６９．２ ７７．６ ７３．６ ７２．８ ６４．１ ６９．８ ７２．０

ＲＤ＋ＭＤ ７２．７ ７４．５ ７７．６ ７３．３ ７３．５ ７１．４ ７０．２ ７３．４

ＭＤ ７３．３ ７３．２ ７７．６ ７３．４ ７２．８ ６８．２ ６９．１ ７２．５

平均 ７４．２ ７２．３ ７７．６ ７３．４ ７３．０ ６７．９ ６９．７ ７２．６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在７种不同的关键区组合

情况下，仅用预测站点附近环流（Ｌ）的关键区构建

因子进行建模预测，其准确率一般接近７８分，在７

种不同因子组合预测中，预报技巧排在首位，其次是

用正相关或负相关确定的关键区因子建立模型，其

预测准确率一般也达７５分左右；此外，在其他条件

相同的情况下，ＭＯＳ解释应用方法预测效果一般高

于ＰＰ法。

３．２　不同构建预测因子方案的预测结果分析

系统中提供了６种基于不同关键区的构建预测

因子的方案，表２给出在 ＭＯＳ和ＰＰ法假设条件

下，利用５种不同构建因子方案对广西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年６月降水量的预测结果（Ｒ方程解释应用方案是

用预测站点周围固定格点计算的），预测模型全部使

用逐步回归方法。

　　由表２可见：① 用ＥＯＦ解释应用方案的预测

表２　犕犗犛和犘犘不同假设条件下基于单站的５种构建预测因子的预测效果对比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狊犮狅狉犲狊犽犻犾犾狊狅犳犳犻狏犲狊犲犾犲犮狋犲犱狆狉犲犱犻犮狋狅狉狊犮犺犲犿犲狊犳狅狉狊狋犪狋犻狅狀狊犫犪狊犲犱狅狀犪狊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狅犳犕犗犛犪狀犱犘犘犿犲狋犺狅犱狊

假设条件 因子选择方案 车比雪夫多项式 涡度 动态区域 ＬａｍｂＪｅｎｋｉｎｓｏｎ ＥＯＦ 平均

ＭＯＳ

ＲＤ ６８．２ ７０．２ ７８．８ ７１．８ ７９．０ ７３．６

ＲＤ＋ＭＤ ６８．３ ７１．４ ７８．７ ７２．１ ７９．１ ７３．９

ＭＤ ６９．１ ７２．９ ７６．７ ７０．５ ７９．７ ７３．８

平均 ６８．５ ７１．５ ７８．１ ７１．５ ７９．３ ７３．８

ＰＰ

ＲＤ ７１．９ ７３．９ ７６．５ ５６．０ ７７．１ ７１．１

ＲＤ＋ＭＤ ７１．２ ７３．８ ７６．３ ６７．０ ７８．３ ７３．３

ＭＤ ７１．３ ７３．１ ７４．３ ６７．２ ７６．９ ７２．６

平均 ７１．５ ７３．６ ７５．７ ６３．４ ７７．４ ７２．３

效果在５种不同构建预测因子方法中效果最好，预

测准确率接近７９分，动态区域法构建预测因子效果

次之，预测准确率可在７５～７８分之间；② 对于各种

不同的构建预测因子方法，ＭＯＳ假设条件下预测准

确率一般高于ＰＰ假设；③ 在用不同历史资料确定

预测关键区时，以利用 ＮＣＥＰ／ＮＡＣＲ再分析资料

和模式回算资料与预测对象求相关，二者同时达到

高相关的区域作为预测因子确定预测模型的准确率

好于仅用ＮＣＥＰ／ＮＡＣＲ再分析资料或是模式回算

资料与预测对象求相关确定的关键区预测结果。

３．３　不同解释应用方法的预测结果对比分析

为了比较ＰＰ和 ＭＯＳ这二种不同假设情况下

解释应用方法的预测效果，下面对确定关键区、构建

因子、单站预测等不同假设条件下的广西２００５—

２００８年６月降水量预测结果进行分析，把预报准确

率评分ＰＳ在８０分以上作为预测优秀，ＰＳ评分在

６０分以下作为预测失败，统计各自的总站数，分析

不同条件下的预测效果。

３．３．１　不同解释应用方案下的的 ＭＯＳ法预测结

果比较

　　表３是在 ＭＯＳ假设条件下，利用７种不同关

键区因子组合下的各种预测因子建立方案、逐步回

归建立预测模型方法，对广西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６月降

水量预测的结果（共２８种）进行统计。可见，在构建

预测因子方案中，动态区域法有５７．１％（１６／２８）预

测个例达到优秀，其次为ＥＯＦ法和Ｒ方程法，预测

７１６　５期　　 　　　　　　　　　　覃志年等：月尺度动力模式产品解释应用系统及预测技巧　　　 　　　　 　 　　　　　



表３　犕犗犛假设条件下基于单站构建预测因子的预测效果比较

犜犪犫犾犲３　犜犺犲狊犮狅狉犲狊犽犻犾犾狊狅犳狊犲犾犲犮狋犲犱狆狉犲犱犻犮狋狅狉狊犮犺犲犿犲狊犳狅狉狊狋犪狋犻狅狀狊犫犪狊犲犱狅狀犪狊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狅犳犕犗犛犿犲狋犺狅犱狊

预测效果 因子选择方案 车比雪夫多项式 涡度 动态区域 ＬａｍｂＪｅｎｋｉｎｓｏｎ ＥＯＦ Ｒ方程

８０分以上

ＲＤ ３ ３ １６ １ １４ ７

ＲＤ＋ＭＤ ３ ５ １６ ０ １５ ７

ＭＤ ２ ６ １６ ０ １６ ７

平均 ２．７ ４．７ １６ ０．３ １５ ７

６０分以下

ＲＤ ５ ３ ０ ０ ０ ０

ＲＤ＋ＭＤ ４ ３ ０ ０ ０ ０

ＭＤ ４ ２ １ ３ ０ ０

平均 ４．３ ２．７ ０．３ １ ０ ０

达到优秀以上也分别有５０％和２５％。

　　对 ＭＯＳ假设条件下，预测效果低于６０分的统

计看，不同构建因子方案中，车比雪夫多项式系数和

动态区域法排在前两位，而ＥＯＦ和Ｒ方程法的失

败率最低。

由此看出，在ＭＯＳ方法中，动态区域构建因子方

案效果最不稳定，ＥＯＦ和Ｒ方程方案则较为稳定。

３．３．２　不同解释应用方案下ＰＰ法预测结果比较

　　基于ＰＰ法的试验同３．３．１。从表４可以看到，

在６种构建预测因子的方案中，动态区域方案仍有

５７．１％（１６／２８）预测达到优秀，其次为ＥＯＦ和Ｒ方

程构建因子方案，预测达到优秀以上也分别有５０％

和２５％，基于ＬａｍｂＪｅｎｊｉｎｓｏｎ环流分型构建预测因

子的方案失败率多达２９．６％，是６种构建因子技术

中最差的一种，而ＥＯＦ和Ｒ方程构建因子方案失

败率最低，也是预测较为稳定的方案。

表４　犘犘假设条件下基于单站构建预测因子的预测效果比较

犜犪犫犾犲４　犜犺犲狊犮狅狉犲狊犽犻犾犾狊狅犳狊犲犾犲犮狋犲犱狆狉犲犱犻犮狋狅狉狊犮犺犲犿犲狊犳狅狉狊狋犪狋犻狅狀狊犫犪狊犲犱狅狀犪狊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狅犳犘犘犿犲狋犺狅犱狊

预测效果 因子选择方案 车比雪夫多项式 涡度 动态区域 ＬａｍｂＪｅｎｋｉｎｓｏｎ ＥＯＦ Ｒ方程

８０分以上

ＲＤ ３ ３ １６ １ １４ ７

ＲＤ＋ＭＤ ３ ５ １６ ０ １５ ７

ＭＤ ２ ６ １６ ０ １６ ７

平均 ２．７ ４．７ １６ ０．３ １５ ７

６０分以下

ＲＤ ５ ３ ０ ０ ０ ０

ＲＤ＋ＭＤ ４ ３ ０ ０ ０ ０

ＭＤ ４ ２ ０ ０ ０ ０

平均 ４．３ ２．７ ０ ０ ０ ０

３．３．３　解释应用技术与统计预测模型效果的比较

讫今为止，统计预测模型在短期气候预测中仍

占据一席之地。为了比较统计预测模型和解释应用

预测效果，本系统设置以预测年１—４月北半球

５００ｈＰａ相关系数为０．３５以上的格点作为预测因

子，利用逐步回归建立预测模型，作为统计预测方法

的代表，制作广西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６月８８站降水量

预测，经与用ＲＤ＋ＭＤ高相关确定关键区，使用单

站信息确定的各种解释应用方法进行预测的结果比

较（见表５，ＰＳ差表示各解释应用方法评分结果与

统计模型评分结果的差值）可见，各种构建因子的预

测结果都明显好于统计预测模型。特别是ＥＯＦ和

动态区域构建预测因子法，每年预测成绩都高于其

他方法１５分以上。当然本文设计的统计预测模型也

表５　物理统计预测模型与基于 犕犗犛假设的解释应用结果比较

犜犪犫犾犲５　犜犺犲狊犮狅狉犲狊犽犻犾犾狊狅犳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狊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犪犾狆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犿犲狋犺狅犱犪狀犱犱狅狑狀狊犮犪犾犻狀犵犿犲狋犺狅犱狊

年份
车比雪夫多项式 涡度 动态区域 ＬａｍｂＪｅｎｋｉｎｓｏｎ ＥＯＦ Ｒ方程 统计模型

ＰＳ ＰＳ差 ＰＳ ＰＳ差 ＰＳ ＰＳ差 ＰＳ ＰＳ差 ＰＳ ＰＳ差 ＰＳ ＰＳ差 ＰＳ

２００５ ６６．３ －４．８ ６３．９ －７．２ ８４．６ １３．５ ６６．２ －４．９ ８３．８ １２．７ ７３．０ １．９ ７１．１

２００６ ６６．５ ６．３ ７０．８ １０．６ ６７．４ ７．２ ６９．９ ９．７ ７３．１ １２．９ ７２．９ １２．７ ６０．２

２００７ ６９．３ ８．９ ７８．２ １７．８ ７９．８ １９．４ ７６．８ １６．４ ８１．８ ２１．４ ７８．４ １８．０ ６０．４

２００８ ７１．１ ７．７ ７２．５ ９．１ ８２．９ １９．５ ７５．４ １２．０ ７７．８ １４．４ ８３．０ １９．６ ６３．４

平均 ４．５ ７．６ １４．９ ８．３ １５．４ １３．１

８１６　　 　　 　　　　　　　　　　　　　　　　　应　用　气　象　学　报　 　 　 　　　　　　　 　　　　　　２１卷　



具有局限性。但是根据国内外的解释应用研究成

果［２１２２］，解释应用结果之所以具有较明显的优势，主

要是利用了模式预测的高技巧信息。

４　小结与讨论

本文从实际预测业务需要出发，设计开发了一

套月尺度动力模式产品解释应用软件系统，集多种

解释应用技术与统计预测方法为一体。可快速获取

多种预测因子构建、多种解释应用方法预测结果和

评估结果，大大减少在制作气候预测过程中的劳动

强度和时间。

对比不同预测方案，考虑模式和预测对象以及

再分析资料与预测对象同时高相关所确定出来的关

键区作为预测因子的预测效果较好。在７种不同关

键区组合中，只选取预测站点附近环流关键区作为

预测因子建立的预测模型效果相对最好；在 ＭＯＳ

和ＰＰ两种不同假设条件下，ＭＯＳ优于ＰＰ法；在６

种构建预测因子的方案中，ＥＯＦ和Ｒ方程预测准确

率较高且较为稳定。

上述结论是对广西６月降水量预测进行分析研

究的结果，不同季节、不同月份和不同地区的预测效

果可能会有所不同。同时，对于４种不同的预测模

型建立方案，在预测效果上究竟有何差别，由于篇幅

有限，这里也未讨论。

本系统尽可能考虑到了预测业务中所要考虑到

的问题，本着边研究、边开发、边业务化应用的思路，

拟在国家级气候动力模式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进

行不断升级和改进，完善系统功能，使其在短期气候

预测业务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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