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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进淄博市气象局，揭秘天气预报数据出炉过程

复复杂杂气气象象预预报报要要集集体体会会商商讨讨论论

淄博属暖温带季风性大陆性
气候，温度适宜，光照充足，热量
较多，雨水集中，半干旱半湿润地
区。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多风，夏
季炎热多雨，秋季天高气爽，冬季
寒冷晴燥，年温及日温差异明显。

1980—2010年，淄博30年来大
致 气 候 状 况 为 ：年 平 均 温 度
1 3 . 5 ℃ ，历 年 极 端 最 高 气 温
4 0 . 7 ℃ ，历 年 极 端 最 低 气 温 -
23 . 0℃，最冷月平均气温-20℃，最
热月平均气温27 . 1℃。年平均降水
量609 . 9毫米，其中5-10月降水量
522 . 6毫米，占全年降水量的90%。
年平均相对湿度63%，最小相对湿
度 0 %。无霜期长，年平均无霜期
200天，全年日照时数2483 . 4小时，
占可照时数的 5 5 %，年最多风向
s sw风，年平均风速2 . 7米/秒，年
雷暴日数23 . 5天。主要气象灾害有
高温、干旱、低温、冰雹、大风、寒
潮、雷暴。

淄博30年来

大致气候状况

市气象站工作人员介绍，各地
的气象资料经过大气监测站和区
域自动站收集完毕后，计算机会将
观测到的数据汇集到国家气象中
心。国家气象中心通过超级计算机
形成各种大范围的天气图、卫星云
图、雷达产品图、数值预报图等，然
后再转发到各地的气象站。这些就
是初步的天气预报产品。各省、市
气象台接收这些资料后，会再根据
当地的监测数据和地理因素等，研
制出各地自己的天气预报。

“初步的天气预报产品可以预
测1-30天的未来天气状况，但这些

产品不一定准确，而且时间越往后，
准确性越差。”工作人员说。这是因
为每个地区的大气监测站建得疏密
不一，初步的天气预报是通过全省、
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海量数据得到
的，对一个区域来说并没有针对性。
而且，气象因素也会随时发生变化。

“这就需要预报员对这些初步
天气预报产品进行解读，进行分析
诊断，再经过计算得出结果。如果天
气情况比较复杂，预报员们就要进
行天气会商，在各抒己见、充分讨论
的基础上，得出比较可靠的预报意
见。”市气象站工作人员说。

全国概况加当地因素得出天气预报

本报记者 罗旭君 通讯员 董庆岳

生活中，天气情况
是与每个人都息息相
关的事情，天气预报则
成为人们每天都要去
关注的话题。许多人不
禁要问：天气预报是如
何出炉的？为何有时明
明预报有雨却晴空万
里？24日，记者走进市
气象局，揭秘天气预报
的产生过程。

据介绍，天气预报是由气象观
测、数据收集、综合分析、预报会商
和预报产品发布五大系统组成的。
每一个正确的天气预报都凝聚着
全球无数气象工作者的心血。仅气
象观测一项，全世界就有成千上万
个气象站，配置了各种气象雷达，
并在太空部署了多颗气象卫星，共
同组成全球大气监测网，而这些信
息在全球是共享的。

市气象台工作人员介绍，气象
观测分为地基观测、空基观测、天
基观测三部分。天基观测主要通过
卫星，我国目前发射的风云一号、

二号、三号等卫星都可以监测云、
气温、水汽运动等；空基观测主要
是通过民航实现，飞机在空中飞行
时可以实时收集数据，并将这些
数据传送到距离地面一万多米
的接收站；地基观测主要通过地
面气象观测站和地面雷达等设
备实现，气象观测站可以测量风
速、风向、降水、地面温度、地下
温度等，地下温度的测量分为
5cm—320cm不等，地面雷达一般
用于测量夏季突发的灾害性天
气，用于观测云的风向、速度、厚
度、物理状态等。

据市气象台工作人员介绍，目
前，淄博市有8个有人值守的大气
监测站和77个无人值守的区域自
动站。在淄博五区三县各有一个有
人值守的大气监测站，而几乎每个
乡镇都有一个无人值守的区域自
动站。这些监测站可以监测风速、
风向、能见、温度、湿度、降雨量、气
压等数据。

记者来到位于张店西六路的
淄博国家气象观测站，“以前我们
站上主要以人工监测为主，很多数
据都是通过工作人员每隔一定时
间收集、整理出来的；而随着科学

技术的发展，现在的机器设备越来
越精密，我们站上除了测量冬天降
水的仪器、日照计这两种仪器依然
使用人工外，其他测量都实现了机
器化、自动化了，监测结果更加精
准。”工作人员说。

淄博国家气象观测站里面的
十几种仪器基本都是每隔一分钟
就检测一次。“以前测量空气能见
度都是工作人员在气象观测站每
隔6个小时“眺望”一次再记录下
来，现在有了能见度仪，每分钟就
可以检测一次，而且结果更加精
细、准确。”工作人员介绍说。

85个监测站，每分钟出一次气象数据

地面、天空、太空，三管齐下观测气象

编者按

城市像是一位无私的“母亲”，给予我们生活的一方净土。但漫步在街头，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这位“母亲”的全
貌。钢筋混凝土之下，她有着怎样的运转模式；供气、供暖、供水，又是怎样错综复杂的血脉；天气预报、交通信号设设
置，她又是如何护佑着“子女”的生活……从今天起，本报“深读淄博”栏目推出大型策划《解读城市密码》，带您真真
正去了解这座城市的秘密；解读城市运转背后的故事。

用于测试光照的仪器。 本报记者 姜文洁 摄







天气预报业务流程



超级计算机计算

形成天气预报产品

预报了有雨，可是雨水连个
影儿都没见着；夏季预报了温度
是35℃，可在地上都可以煎熟鸡蛋
了……不少市民疑问，为何天气
预报很多时候看似都不准。对此，
市气象局工作人员给出了解答。

天气预报不可能达到100%准
确，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受监测站的影响。大气
监测站与站间隔较大且分布不
均、疏密不一都会影响监测结果，
因此一些中小尺度天气现象如雷
暴、龙卷风、冰雹等就会因此成为

“漏网之鱼”。
二是在气温监测方面，“气象

部门测量和预报的温度，是温湿
度智能传感器所测量的温度。测
量仪器可免受太阳直射和强风、
雨、雪等因素影响，且离地面 1 . 5

米，和人们体感温度不是一回事。
体感温度受的影响因素比较多，
譬如，在公园和在沥青路、在通风
环境和密闭环境，人们对温度的
感受是不一样的。”市气象局工作
人员说。

最为重要的是，数值天气预
报具有不确定性。数值天气预报
是把大气的演变规律近似表示为
一组数学方程式，通过求解方程
组，得到对未来天气或气候状况
的预报。初值误差、计算误差也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放大。

“天气越来越暖也影响了天
气预报的准确性。全球气候变化
增加了天气预报的难度，在全球
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极端天气
事件发生的概率和频率呈现增多
的趋势，这就需要预报专家去进
一步认识和了解新的天气特点和
气候变化规律，不断发现、总结、
补充预报经验。”市气象局工作人
员说。

据悉，淄博市气象台的晴天
阴天预报准确率已经达到了9 3%

左右，雨天的预报准确率稍低一
些。

天气预报

有时为啥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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