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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中期天气预报计算的初步报告

符华儿 吴地兴 韦南茄

( 广西计算中心 )

杨振球等

( 广西 气象台 )

提 要

·

本文 简要地报告 了 19 82
.

n 一 1 9 8 4
。

8 期 间使用微型计算机时广 西中期 天气数据

进行计算和预 报的情况
,

计算预报的效果说明
,

微型计算机在这方面也可 以 发挥积

极的作用
。

一
、

概 况

中期天气预报的预报周期为一旬 ( 十天 )
,

它对于农业
、

交通运输
、

建筑等部门是十分

重要的
。

要进行中期天气预报
,

.

气象台必须建立各旬两种以上的预报工具
,

,

采取综合分析方法
,

才能有把握地发布预报
。

要建立两种以上的工具
,

就必须在短期内处理数十万数据
。

这样大

的工作量
,

人工操作是难于完成的
,

即使完成了
’

也赶不上预报发布的时效
。

因此
,

在中期天

气预报中使用电子计算机是势在必行的
。

从 1 9 8 2年 1。月开始
,

我们用 C B M 4 0 0 0系列微型计算机对广西中期
卜

天气预报数据 进 行 计

算
。 1 9 8 2年 n 月至 12 月为试验阶段

。
`

从 1 9 8 3年 1月开始
,

每个月分上
、

中
、

下三个旬 分 别对

广西南宁
、

桂林
、

柳州
、

钦州
、

玉林
、

百色
、

河池和梧州等八个地区发布中期天气预报
。

从

1 9 8 3年 1月至 19 8 4年 8月
,

二十个月共六十个旬的预报效果看
,

C B M 4 0 0 0这一类微型 计 算机

基本上能满足预报计算的要求
,

使用它能及时地处理各旬各地区的中期天气预报数据
,

在广

西气象台按时向广西各地区发布天气预报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二
、

本计算的特点和程序设计的主要思想

本计算分地面
、

高空两部分
,

主要采用逐步回归 (地面部分 )
、

相关 ( 高空部分 ) 和谐波

( 采用 5 00 毫 巴高度的三个纬圈的数据 ) 三种数学方法
。

三种方法的计算结果相互 对 照
、

补

充
,

各有侧重
。

例如
:
广西 4月至 6月的降雨主要由冷空气引起

,

谐波计算结果反映这种降雨

的程度和天气变化的周期性
。 7月至9月台风频繁

,

相关场的计算结果可反映出台风是否影响

广西
。

逐步回归得到的预报公式基本上能反映温度和降雨的情况
。

本计算的特点是数据量大
。

例如进行相关场计算的自变量个数每月每 个 地 区 达 1 5 7 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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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因子主要取自历年每月各旬 5 0 0毫巴高空平均图 )
,

因变量每个地区 每 个月用 6 至 12

个
,

这些变量的长度为 22 ( 即使用 22 年的历史资料 )
。

若取 9个因变量
,

则每月每个地 区 的

数据达 3
。

5万个
。

这么大的数据量
,

C B M 4 0 0 0微型机的 32 K用户可用内存是远不能满足要求

的
,

为此
,

必须把数据化整为零
,

进行分块运算
,

然后再化零为整
,

进行综合处理
。

例如
:

在计算相关部分时
,

我们把六个旬的数据按旬处理
,

进而把各旬的数据按气象图的规律分成

十六块 ( 化整为零 )
,

分别生成十六个文件
,

主程序运行一次就逐一用十六个文件中的数据

分别与因变量 y1
,

y2
, … … ,

” 运算
,

每次运算结果都分别存入文件 R I
,

R Z
, … … ,

R g中

( 化零为整 )
,

待一个旬的十六个文件均计算完毕才一起输出计算结果
。

在逐步回归中
,

我

们也用分批计算的方法筛选出与有关气象因素关系密切的因子
,

再对筛选出的因子进行逐步

回归分析和多因子拟合
。

本计算的另一个特点是重复多
,

即每个地区每个月进行重复运算
, 只是数据不同而 已

。

根据上述两个特点
,

我们在程序设计中采取有分有合的技巧
,

充分运用流结构的文件形

式和人机对话的方式
。

各个地区的数据经过一个小程序进行检查
,

生成统一的文件
,

然后由

主程序根据人机对话的情况进行处理
。

运算中需公用的数据也生成文件
,

以供公用
。

例如
.

要计算 1 5 7 2个 自变量 ( 长度为 22 ) 分别和 9个因变量的相关系数
,

即y1 要与 1 5 7 2个 自变量 进

行运算
,

y2 至 y9 也要分别与 1 5了2个 自变量进行运算
,

其中这 1 5 7 2个自变量与各个因变量的计

算过程都是一样的
,

只是各因变量 y 值不 同而 已
,

为此
,

我们把相关矩阵中相同部分存入一

个文件供公用
,

不 同部分在各个分支中计算
,

这样有分有合
,

大大节省 了存贮空间和运算时

间
。

一个月三个旬的预报计算共用机时 75 小时 (纯计算 )左右
,

加上每月输入数据的 2协对
,

共计 1 00 小时左右就可完成
。

第一年的计算每月都要输入历史数据
,

一年后就可以用已输入

的历史数据
,

只要每月增补新的一年的数据即可
,

从而数据输入工作将大大减轻
。

如果不是
采用上述的技巧

,

整个计算将不是 7 5小时
,

而是儿百小时
,

不是占用较小的存贮空间
,
而是占用

较大的存贮空间
,

那么
,

对于速度慢
,

存贮空间小的 C B M 4 0 o o这类微型机来说是不能胜任的
。

三
、

效 果 分 析

经过 1 9 83
、

1 9 8 4年的预报实践
,

各方面的反映是比较好的
。

计算的结果在作低温阴雨预

报和大雨以上天数预报方面取得较好的效果
。

例如
:

广西 3月上
、

中
、

下旬是 育秧
、

插秧大

忙季节
,

这时最怕遇上 12 度以下的日平均气温 ( 低温天气 )
,

如果遇上三天以上这种天气
,

管理不善
,

将造成死秧
,

使农业生产遭受损失
。

1 9 8 3年
,

我们对广西八个地区的数据进行逐

步回归计算
,

根据所得的公式算出了3月上旬桂北有大于 8天
,

桂中有 5天 ,

桂南有 3天的低温

天气
,

结果实况是桂北有 9天
,

桂中有 4天
,

桂南有 3天低温天气
,

完全符合
。

中旬 计 算结果

是桂北有 5天
,

桂中有 3天
,

桂南。天
,

实况是桂北出现 6天
,

桂中3天
,

桂南 1天的低温天气
,

也相当符合
。

下旬计算得出桂北 3天
,

桂 中 1天
,
桂南 。天

,

实况是桂北出现 5天
,

桂 中2天
,

桂南。天的低温天气
,

也基本符合
。

由于较准确地预报 了春季低温阴雨天气厂对 指 导农业生

产作出了贡献
。

在应用相关和回归方程作降雨预报方面
,

经气象台按本系统评分方法 统 计
, 1 9 83年 1月

至 7月发布的21 次预报
,

八个地区平均评分在 60 ~ 80 分的有 12 次
,

50 ~ 60 分的有两次
,

其余 7

次在 50 分 以下
,

也就是说有 12 次预报比气候评分值高
,

达到满意的水平
,

有两次达到要求
,

余

下的 7次基本上是失败的
,

其中五
、

六月的六个旬中就有四个旬预报降雨量失败
,

占比例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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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及时认真地对失败原因进行了分析
、

总结
。

主要原因是
,

进入夏季后
,

雨量的变化振幅

很大
: 一个旬内少的可以没有雨

,

多的雨量 可达 3 00 ~ 40 0毫米
,

要找出有线性关系的因子是

不容易的
,

而逐步回归方程建立的好坏
,

除了因子筛选是否合理
,

有否物理意义以外
,

其本

身有一定的限制
,

在气象要素预报上存在着非线性关系
,

因此按线性办法处理
,

必然拟合率

低
,

所以五
、

六月雨量预报不理想
。

我们及时地采用富氏级数拟合的方法计算降雨过程 ( 谐

波析分 )
,

并计算振幅较小的旬内大雨以上天数来进行弥补
,

使七
、

八月的雨量预报准确性

迅速提高
。

六个旬中有五个旬预报准确
。

往年七
、

八月是广西进入汛期
,

台风雨多的时期
,

况且当年全国许多地区都在抗洪
,

但从大雨天数的计算和降雨过程计算
,

以及相关拟合都反

映少雨
,

对这种情况
,

气象台的同志结合其他工具及预报经验进行综合分析
,

发布了七
、

八

月有五个旬少雨的天气预报
,

结果基本正确
,

有力地推动了抗早工作的进行
。

在 1 9 8 4年的预报中
,

我们继续有分析
、

有比较地使用 1 9 83 年计算出的三种类型的预报公

式 ( 回归
、

相关
、

谐波 )
。

回归方程和 5 00 毫巴相关场的计算结果对中期预报低温天数的能

力较强
,

为了防止数理统计方法处理非线性预报对象的波动性
,

应用谐波分析计算结果对冷

空气强度进行鉴别
,

在三种方法计算结果基本一致的基础上做出中期预报
。

在 1 9 8 4年 2月至 3月六个旬的预报中
,

在低温阴雨天数
,

冷空气强度
,

冷暖趋势方面报对

五个旬
,

仅三月中旬报错
,

取得较好的效果
。

尤其二月下旬是桂南大播期
,

不少地方准备下

种
,

我们预报了下旬还有 3至 5天低温天气
,

结果完全准确
,

给有关单位指导播种提供了有力

的参考意见
,

·

避免了不应有的损失
。

4月至8月份汛期预报中
,

由于总结了上年曾经出现的雨

量预报差距较大的原因
,

四
、

五月发布八次全区大雨
、

暴雨预报
,

报准七次
,

六至八月的大

雨
、

暴雨过程预报准确率也达到了要求
。

一年多的实践进一步坚定了我们把计算机应用于中期天气预报的决心
。

实践也说明
,
微

型计算机在天气预报方面也可以发挥其积极作用
。

我们准备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地摸索
、

总

结
、

完善
、

提高
,

以便让电子计算机为广西天气预报做出更大的贡献
。

广西气象台韦可芳
、

高安宁
、

陆家德和赵大烈也参加了本工作
。

在计算过程中
,

广西计算中心陈大连
、

唐贵松
、

候利英和冯丽珍等曾参加了对计算机的

维护和数据输入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