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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近１０年短期气候预测质量评估检验

李　辑１　金　巍２　赵连伟３

（１．沈阳大气环境研究所，沈阳１１００１６；２．辽宁省营口市气象局；

３．辽宁省气候中心）

提　要：参考了现阶段国内外的短期气候预测质量评估办法，根据短期气候预测业

务的发展需要，提出了一种新的短期气候预测质量评估办法，并对近１０年（１９９４年

以来）辽宁省短期气候预测资料进行客观评定，把原办法的评定结论与之对比分析。

结果表明：新办法的指导思想、评分原理以及预报评分规则和标准等方面均优于原办

法，更符合实际，客观性更强，突出了气候预测的趋势性，提高了异常事件趋势的预测

能力，能更好地反映当前短期气候预测业务水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新办法评定的

月、季、年尺度气候预测质量较原办法有明显提高，其中，全年降水预测质量平均提高

４％，平均气温预测质量平均提高９％，所以新办法客观地评定更有利于促进短期气

候预测质量和服务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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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短期气候预测显

得越来越重要，要求也越来越高［１］。短期气

候预测又是气象领域研究的热点和难点，建

立一个统一规范的短期气候预测质量评估办

法，准确地评估短期气候预测准确率，具有重

要的实际意义。同时客观评估短期气候预测

水平，也有利于逐步提高短期气候预测技术

办法和预测能力［２］。２００２年８月世界气象

组织（ＷＭＯ）的基础标准委员会（ＣＢＳ）针对

目前各国的短期气候预测业务和科研工作不

能进行统一一致的比较和分析等情况，通过

专家设计和征询意见后，出台了各国统一推

荐使用的标准化评估方案。国外短期气候预

测注重形势场的预测，而目前我们国家人们

真正关心的是气温和降水的预报［３］。中国气

象局曾经在１９８０年代末下发过“长期预报评

分办法”（简称：原办法），经过业务应用，发

现其中存在一些问题，已经不能适应短期气

候预测业务的实际需求。随着社会发展对短

期气候预测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为加强对短

期气候预测业务管理，同时使短期气候预测

跟国际标准接轨［４］，在九五重中之重攻关项

目中，在王绍武教授领导下，在国家气候中心

业务质量评分办法［５］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与

国际接轨的气候预测评估办法。中国气象局

根据我国气候预测的实际业务需求，按

ＷＭＯ标准将“长期天气预报”改称为“短期

气候预测”，并重新制定了《短期气候预测质

量评定办法》，新的评定办法（简称：新办法）

在内容等方面做了重大修改，特别增加了对

异常气候趋势的评定，重新研制出一个新的

短期气候预测质量评估方案，并于１９９９年颁

发了业务运行暂行办法。根据业务需要，这

篇文章对近１０年（１９９４年以来）的辽宁省短

期气候预测资料的新办法与原办法两种评定

结果进行评估检验。

１　评分办法的设计原理

１１　指导思想

参考目前国内外短期气候预测质量评分

办法，针对我国短期气候预测业务实际现状，

在参考九五重中之重科技攻关项目研究成果

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评估办法，具体指导

思想是：

（１）气候预测评定“宜粗不宜细”的原则

原办法质量评定等级划分是：降水评定

夏季按７级评分制，其余季节按５级评分制，

气温全年均按７级评分制评定。针对当前我

国短期气候预测实际业务水平不够高，原办

法部分评定内容又过细，不能客观的反映当

前预测水平，所以提出了气候预测评定“宜粗

不宜细”的原则。

（２）鼓励异常气候预测和研究

在实际业务工作中，经统计发现辽宁省

异常气候事件的出现概率有增加的趋势，为

做好异常气候预测和服务，鼓励预报研究，在

学科技术发展水平不断进步的前提下，新办

法增加了异常气候趋势预测的相应权重，引

导预报员大胆发布异常气候预测。而原办法

对各等级预测的评定权重是一样的。

（３）充分体现了趋势预测

统计以往发布的短期气候预测，发现预

报员使用“正常”级用语的频率很高。新办法

取消了“正常”级用语，相应增加“略多”、“略

少”，即增强了短期气候预测的趋势性和实际

参考价值。

１２　评分预报用语及分级标准

（１）平均气温

原办法评定标准是：月平均气温各等级

跨值规定为±０．５℃。辽宁省月平均气温（特

别是冬半年）年际变化振幅很大，跨值太小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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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预测质量评定，所以新办法将温度等级跨

值规定为±１℃。新办法平均气温的划分标

准详见表１。

表１　６级评分制气温趋势预测用语

及各等级划分标准（单位：℃）　 　

预测用语 气温距平

特低 Δ犜≤－２．０

偏低 －２．０＜Δ犜≤－１．０

略低 －１．０＜Δ犜＜０

略高 ０≤Δ犜＜１．０

偏高 １．０≤Δ犜＜２．０

特高 Δ犜≥２．０

　　（２）降水量

原办法评定标准是：所有月的降水量各等

级分界百分率保持一致。辽宁省冬季各站的

月平均降水量大都不足１０ｍｍ，分级评定的实

际价值不大，所以新办法对其不要求评定；为

增加实用性，对降水量多年平均值＜５０ｍｍ的

月份，使用４级评分制，其余使用６级评分制。

新办法降水量的划分标准详见表２。

表２　降水趋势预测用语及各等级划分标准

４级评分制 ６级评分制

预测用语 距平百分率／％ 预测用语 距平百分率／％

偏少 Δ犚≤－３０ 特少 Δ犚≤－５０

略少 －３０＜Δ犚＜０ 偏少 －５０＜Δ犚≤－２０

略多 ０≤Δ犚＜３０ 略少 －２０＜Δ犚＜０

偏多 Δ犚≥３０ 略多 ０≤Δ犚＜２０

偏多 ２０≤Δ犚＜５０

特多 Δ犚≥５０

１３　评分原理

新办法包括预报评分（犘狊）、技巧评分

（犛狊）和异常气候评分（犜狊）３种参数评估降水

距平百分率和平均气温距平的预测质量。

预报评分（犘狊）立足于大范围距平预测能

力的评估［４］，提高异常级得分权重，对预测异

常气候的预测能力有明显的导向作用；技巧

评分（犛狊）体现了业务预测主要反应预报量级

距离实况量极的偏离程度；异常气候评分

（犜狊）主要评估异常级的预测能力。

１３１　预报评分（犘狊）

预报评分（犘狊）公式分为两种：一种是６

级评分制公式，另一种是４级评分制公式。

６级评分制犘狊计算公式：

犘狊 ＝
犖０＋犘１×犖１＋犘２×犖２
犖＋犘１×犖１＋犘２×犖２

×１００

　　４级评分制犘狊计算公式：

犘狊 ＝
犖０＋犘１×犖１
犖＋犘１×犖１

×１００

式中犘狊：预报评分，犖：总站数，犖０：预测与

实况距平符号相同的站数与符号不同但相差

只有１级的站数之和。犖１：预测与实况同为

偏级的站数及实况为特级的站数之和。犖２：

预测与实况同为特级的站数及实况为偏级的

站数之和。犘１＝０．５为偏级预测正确加分权

重系数，犘２＝１．０为特级预测正确加分权重

系数。

１３２　技巧评分（犛狊）

技巧评分（犛狊）是相对于气候预报距平符

号报对的预报技巧。用下式表示：

犛狊 ＝ （犖０－犖′）／（犖－犖′）

式中犛狊：技巧评分，犖０：预测与实况的距平

相同站数，犖：总站数，犖′＝犉×犖，犉：该项目

预测各站统计时段内优势距平符号的气候概

率平均值。

１３３　异常气候评分（犜狊）

异常气候评分（犜狊）用下式表示：

犜狊 ＝
犖犮

犖狅＋犖犳－犖犮
×１００

式中犜狊：异常气候预测评分，犖犮：异常气候预

测正确的站数，犖狅：实况出现异常气候的站

数，犖犳：预测异常气候的站数。

２　辽宁省近１０年气候预测评定结果对比分

析和检验

　　利用辽宁省近１０年短期气候预测结论，

把新办法犘狊 评分与原办法定性评分进行比

４８　　　　 　　　　　　　　　　　　 　气　　象　　 　　　　　　　　　 　　 　　　第３３卷　



较，并对不同的评定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同时

对新办法犛狊评分和犜狊评分的评定结果也进

行了检验分析。

２１　月、季、年尺度气候预测评定对比分析

（１）降水量

分别用新办法和原办法对近１０年来辽

宁省降水量气候预测质量进行评定，逐月

（３—１１月，舍去平均值小于１０ｍｍ的冬季月

份）的评定结果是：６个月新办法预测质量比

原办法均有所提高（平均提高６％），１个月持

平，２个月略降低（低２％）；各季及年度评定

结果是：均有提高的趋势，其中，夏季提高

８％，秋季持平，春季提高３％；全年度（３—１１

月）提高４％（见图１）；年际变化对比分析结

果是：除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外，新办法预测质量均

高于原办法（见图２）。

图１　近１０年逐月、季、年度季水量预测质量评定对比

图２　近１０年降水量预测的年平均质量评定对比

　　（２）平均气温

分别用新办法与原办法对近１０年来辽

宁省平均气温气候预测质量评定，逐月的评

定结果是：有１０个月质量有所提高（平均提

高１２％）；２个月降低（平均降低７％）。各季

及年度的评定结果是：新办法的预测质量均

高于原办法，夏季和冬季提高明显，其中，夏

季提高１１％，冬季提高１３％，春季提高９％，

秋季提高４％；全年度提高９％（见图３）。年

际变化对比分析结果是：新办法预测质量均

接近或高于原办法（见图４）。

图３　近１０年逐月、季、年平均气温预测质量评定对比

图４　近１０年平均气温预测的年平均质量评定对比

　　从上面得出的近１０年来辽宁省气候预

测质量评定结果可知：绝大多数情况下，新办

法预测质量好于原办法，但也会出现由于不

同预报员的预测水平和能力，以及使用预报

方法都有所不同，加上每年大气可预测性不

同，使得部分时段新办法的评分质量低于原

办法。

２２　异常气候预测质量评定对比分析

２２１　降水量

（１）夏季（６—８月）

使用不同办法评定汛期预测结论，其结

果有差异。得出（表略）：新办法的质量评定

较原办法有所提高，多雨年平均提高１５％，

少雨年平均降低１３％。

个例分析：１９９４年夏季降水量预测为正

常略多，在实况中有７个站特多，新办法评定

其为“正确”，原办法对预报是正常级，实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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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偏级评定为“不正确”。表现出：新办法更

重视趋势性，充分体现了气候趋势预测宜粗

不宜细的原则。

（２）７月份

采用两种办法对７月份降雨异常年预测

进行评定，得出（表略）：新办法评定的多雨与

少雨年预测质量均提高１７％。

个例分析：１９９７年７月份降水量预测为

正常少到稍少，在实况中有９个站特少，５个

站偏少，实况与预测趋势一致，新办法评定其

为“正确”；正常少到稍少处于原办法的正常

级，原办法对其评定为“不正确”。表现出：原

办法不是很重视趋势性，当预测处于“正常”

级别，实况出现“特”或“偏”级时，评为“错”；

新办法更重视趋势性和实用性。

２２２　平均气温

（１）夏季（６—８月）

分析近１０年辽宁省夏季平均气温异常

年预测质量评定结果，得出（表略）：新办法评

定质量，多数年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个别年质

量有所下降，其中，高温年平均提高２７％，低

温年平均提高１１％，综合提高１９％。

个例分析：１９９６年预测趋势与实况均为

略低趋势，在实况与预测等级比较一致的情

况下，两种评分结果没有什么区别。

（２）７月份

分析７月份平均气温异常年预测质量评

定结果，得出（表略）：新办法评定质量，多数

年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个别年质量有所下降，

其中，高温年平均提高３４％，低温年平均提

高２０％，综合提高２７％。

个例分析：１９９７年夏季平均气温预测为

正常稍高，实况有３个站偏高，１１个站特高，

与实况趋势一致，新办法评定其为“正确”；原

办法预报为正常级，实况出现偏、特级，评定

为“不正确”。显现出：新办法规定的评定细

则符合实际，且客观性较强，突出了气候预测

与评定重点抓趋势，体现气候预测评定宜粗

不宜细的原则。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新办法增加了异常

气候预测的权重，更加重视气候异常时对社

会和人们生活的影响，鼓励预报人员日常值

班时，在考虑气候要素趋势的前提下，也重视

异常气候出现的可能性，促进技术人员对异

常气候预测的总结和研究，从而对提高异常

气候的预测质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２３　技巧评分（犛狊）和异常气候评分（犜狊）的

检验分析

　　依据新办法对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辽宁省短

期气候预测进行了评定。由于日常业务中，

异常级很少使用，犜狊 评分几乎都为０。增加

犜狊 评分，无疑对鼓励预报员使用异常级用

语，加强对异常气候的研究，将会发挥积极的

导向作用。统计得出：月平均气温技巧评分

犛狊为１６％，月降水技巧评分犛狊 为－１３％，气

温的犛狊评分略高于降水，气温的可预报性比

降水更大。

目前短期气候预测比较保守，一般都在

正常值附近，新办法将异常气候预测评分

（犜狊）纳入考核，将会促进提高趋势预测服务

效果。新办法保留了国际上通用的技巧评分

（犛狊）办法，使短期气候预测的评定结果与国

际上有一定的可比性。

３　结　论

（１）新办法无论评定指导思想、评分原

理以及预报评分规则和分级标准等方面均优

于原办法，更加贴近目前短期气候预测业务

发展现状。

（２）新办法评定的月、季、年尺度气候预

测质量与原办法比较，绝大多数情况较原办

法有明显提高。其中，全年降水预测质量平

均提高４％，平均气温预测质量平均提高

９％；平均气温预测质量较降水预测质量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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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大，比较符合当前气候预测业务实际，能

够客观地评定当前的短期预测质量，有利于

促进短期气候预测质量和服务水平的提高。

（３）以夏季（６—８月）和７月份气候异常

为例，对异常气候预测质量进行评定，结果表

明：与原办法相比，新办法客观性更强，突出

了气候预测与评定重点抓趋势，对异常事件

趋势预测能力的提高有明显的导向作用，更

有利于趋势预测服务。新办法增加了异常气

候预测的权重，鼓励预报员对异常气候预测

的预测和研究，对提高异常气候的预测质量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４）目前短期气候预测比较保守，一般

都在正常值附近，新办法将异常气候预测评

分（犜狊）纳入考核，将会促进提高预测服务效

果。新办法又是一个与国际接轨的短期气候

预测业务评定办法，新办法保留了国际上通

用的技巧评分（犛狊）办法，使新办法与国际上

的短期气候预测评估有一定可比性。

（５）由于不同预报员的预测水平和能

力，以及使用预报方法都有所不同，加上每年

大气可预测性不同，造成了部分时段新办法

的评分质量低于原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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