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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精准预报仍是世界难题

 

■本报见习记者 辛雨

8月11日，一条“12日早晨至夜间本市将有大到暴雨，建议居家办公”的信息在北京人的手机朋友圈

刷屏了。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12日，京津冀地区将有一次区域性强降雨天气过程，为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

雨。

12日，整个北京都在观云追雨。中午，北京局部地区暴雨姗姗来迟，但与原本想象的有差距，有专

家表示，中午的雨还不是主力军。傍晚，北京的雨如期而至，截至记者发稿，全市平均降雨量已达中雨

量级，局地大雨或暴雨。

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玮表示，12日北京降水的主体时间预计比较偏晚，主要是在19时以后。

准确预报是世界级难题

北京市气象局专家表示，由于大气系统复杂多变和数值预报本身的不确定性，以目前的预报能力，

往往只能提前预报局地强天气可能出现的范围，还不能提前预知其发生的准确位置。“局地”在天气预

报中并不是一个具体确定的地点，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预报的不确定性和可能达到的极端性。

中央气象台强天气预报中心副主任蓝渝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强对流天气预报的制作

基于其形成的物理机制，这些机制是非常复杂的，因此需要基于多方面因素的综合研判。

“强对流天气具有突发性、局地性等特点，且对流系统往往发展剧烈，易在短时间内造成极端灾害

天气。”蓝渝指出，强对流系统在触发和演变过程中，会受到背景天气系统、区域环境条件配置及其变

化的多方面影响，与当地地形地貌特征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

“因此，对于强对流天气的精细化预报仍是全世界气象专家致力于攻克的领域，对致灾性强对流天

气的准确预报仍是巨大难题。”蓝渝说。

科技元素支撑预警准确率达89%

中央气象台正研级高工符娇兰告诉《中国科学报》：“目前，基本可提前3天左右对强降水落区和强

度进行较准确的预报，我国24小时暴雨预警准确率可达89%。”

蓝渝介绍，空地一体的现代化观测网络、高分辨率数值模式预报及其释用技术，以及预报员的一线

经验，是强对流天气预报的主要技术手段。强对流天气的强度、时间等具体精细化预报依赖于以上几方

面支柱手段的共同应用。

“其中，影响预报尤其需要综合考虑特殊地形、地质环境以及城市经济人口分布等多方面因素，极

大依赖于现代化客观技术和预报员主观经验的有机结合。”蓝渝解释。

蓝渝表示，强对流天气预报中有着鲜明的科技元素。首先是空地一体的现代化观测手段，如密集地

面自动站网、新一代多普勒天气雷达观测网、我国风云系列气象卫星资料的应用。其次是在强大计算资

源（超级计算机）的支持下，公里尺度的高分辨率数值模式预报及其解释应用。此外，还有基于强对流

天气机理认识应用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客观分析预报技术等。

符娇兰介绍，我国自主研发的GRAPES-3km中尺度模式给强降雨预报提供了技术支撑。同时，中央气

象台研发的精细化智能网格降水预报的精度空间分辨率可以达到5km分辨率、时间间隔为逐小时，同时还

能根据实况进行滚动更新，不断提高降水预报准确率。

暴雨不罕见但今年较异常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此次北方大范围强降雨正处于盛夏季节，最大的特点是南海夏季

风向北势力可达到最强。“这意味着南方低层暖湿气流的影响范围可达到最北、强度可达最大，这是此

次降雨的一个基本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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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蒙古气旋和高空冷涡的影响，北方冷空气也相对活跃，活跃的冷空气南下，会遇上北上

的季风，引发降雨过程。此外，11、12日开始，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有大幅度西进北抬过程。“三者相

辅相成，即副高西进北抬、低空南海夏季风北涌、北方冷空气南下，共同造成了北方大范围降水。”张

涛说。

预计15日到17日，北方地区还将有一次降水过程。张涛表示，目前还很难判断15日到17日的降水过

程强度是否与此次相当。

张涛表示，今年降雨表现比较极端，与常年平均状况相比，偏向异常，主要表现在梅汛期的长江流

域。此后北方降水过程可能会出现更极端的情况。

《中国科学报》 (2020-08-13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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