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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服务业务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端义宏
国家气象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提　要：中央气象台成立到今天，已经走过６０年的风雨历程。文章回顾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业务的发展历程、总结中央气

象台天气预报业务的现有成就、展望中央气象台预报业务的未来，使我们更加坚定预报业务发展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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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０年３月１日，中央军委气象局组建了中央

气象台，建台初期下设天气预报组、电信组、观测组

和机要组等４个机构，仅有４０余名工作人员。１９５３

年８月１日，更名为中央气象局中央气象台，正式对

公众发布天气预报。中央气象台成立到今天，已经

走过６０年的风雨历程。天气预报作为中央气象台

的主要业务工作，在几代气象人的共同努力下，经历

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现在中央气象台预报

已经成为全国人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缺少的内容、

成为党中央国务院应对气象灾害必不可少的参谋、

成为国际气象同行中一支重要力量。在此之际，回

顾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业务的发展历程、总结中央

气象台天气预报业务的现有成就、展望中央气象台

预报业务的未来，将会使我们更加坚定天气预报业

务发展的信心。谨以此文庆祝中央气象台成立６０

周年。

１　回顾过去（１９５０—１９７７年）

　　这是一段特殊时期，中央气象台的业务必然也

打上深深的历史烙印。它经历了１９５０—１９６５年的

艰苦创业阶段和１９６６—１９７７年的风雨飘摇阶段。

１．１　天气预报业务建立

建台初期，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２７日中央气象台预报

组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成立了联合天气预报中

心，在老一代预报员中称为“联心”。当时在中央气

象台的“联心”集中了北京著名的气象科学家，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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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央气象台的变迁

（ａ）１９５０年的畅观园；（ｂ）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的业务楼；

（ｃ）１９８０—２００３年的办公楼；（ｄ）２００３年以后的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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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ｇｕａｎｙｕａｎＭａｎｓｉｏｎｉｎ１９５０，（ｂ）ｔｈ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０ｓ－１９７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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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是顾震潮、副主任是陶诗言，成员包括中国科学院

地球物理所的杨鉴初、刘匡南、朱抱真、罗四维等，中

央气象台的陈玉樵、章淹、陈汉耀、牟维丰等，“联心”

的成立为天气预报业务建立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

用，培养了大批气象科技人才（图２）。１９５５年底‘联

心’撤消时，中央气象台的组建工作基本完成，已经

具备了所需的各种天气图表，开展了天气学方法的

短期天气预报；用苏联自然周期天气的中期天气方

法投入了日常业务；用杨鉴初的历史演变法和苏联

穆尔坦诺夫的长期预报方法开展了月和季的长期预

报。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中央气象台在业务工作

上加强了台风联防、霜冻区域性预报，冰雹、寒潮大

风等灾害性天气预报；成立了中、长期预报组，定期

发行《每月全国气候公告》。同时，中央气象台的天

气预报业务迅速扩大，天气分析和预报质量有了很

大提高，顺利完成了对国内建设、国防安全和抗美援

朝提供预报的任务。

图２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央气象台技术人员工作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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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１０年间，中央气象台的各种业

务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干扰和破坏，但即使在这样的

艰难日子里，广大气象工作者仍怀着强烈的事业心

和责任感，克服重重困难，坚守工作岗位（图３），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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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资料的连续性基本得到了保证，天气预报业务一

天也没有停下来，曾多次得到周恩来总理及国务院

的表扬。１９６９年３号台风是历史上罕见的强台风，

影响范围很大，中央气象台准确地预报了台风登陆

时间和地点，由于提前做好防台的准备和采取各种

措施，减少经济损失几十亿元。１９７０年，通过与中

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合作，建立起气象卫星云

图接收和应用业务。１９７２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期间，及时准确的天气预报为我国的气象工作赢得

了荣誉。１９７５年８月４－８日，河南省的汝河、沙

河、颖河、唐河和白河流域上游的浅山丘陵地区发生

了我国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暴雨，受灾人口上千万，中

央气象台力排干扰，在政府部门组织防灾救灾抗灾

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期间，天气图作为天

气预报的主要工具，由填图员手工填图，预报员手工

分析，这种方式沿用了３０年。

图３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中央气象台预报人员工作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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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

业务已经发展到发布２４、４８小时降水落区预报，４８

小时地面形势预报，每旬制作旬天气趋势预报等，并

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公众提供２４小时全国天气预报。

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节目，渐渐成为全国家

喻户晓的知名品牌。

１．２　数值预报开始起步

我国数值天气预报的理论研究工作从１９５４年

开始的，当时国际上也是刚刚试验成功在电子计算

机上做出２４小时正压５００ｈＰａ北美形势预报。数

值预报前期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准备时期

（１９５４—１９５９年）：根据１９５６年国家１２年科技发展

远景规划，力争在国产电子计算机问世后，在最短的

时间内，做出数值天气预报的前期准备。为此，进行

了手算方法解预报方程，简化预报方程的研究及对

地形、热源天气演变的作用等大量工作；第二阶段正

压过滤模式时期（１９６０—１９６６年）：在１９５９年我国

１０４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后，由于事先充分的准备，

当年就制作出正压５００ｈＰａ形势预报，经过较大规

模的试验和改进，１９６０年２月正式将２４小时和４８

小时的高空形势预报提供给预报员使用。以绝对误

差≤４０ｇｐｍ为正确标准，对１９６１—１９６４年欧亚区

域平均误差进行评定，４８小时的准确率达６５％，

１９６５年３月，经原中央气象局批准，正式向全国发

布４８小时５００ｈＰａ形势预报。从时间上看，虽然比

日本气象厅开始发布业务预报晚６年，但这完全是

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完成。这期间，在台风季节，开

展了台风路径数值预报试验，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数值预报工作者曾先后尝

试过两层模式、简单的北半球正压过滤模式、三层原

始方程模式的开发和试验，但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

原因以及通信能力和计算机资源的限制，没有能够

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数值预报业务。

２　了解现在（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

１９７８年３月，中央气象台开始进行天气预报业

务系统的现代化建设。强调数值预报产品和以天气

学理论为指导的预报员经验相结合，打破了传统的

仅仅依靠天气图预报天气的操作流程，建立起以计

算机为工作平台，从资料收集、加工处理到分析预报

决策及气象服务等一整套现代化的预报业务流程，

同时人才队伍也得到壮大。

近年来，经过探索和借鉴国际先进发达国家经

验，中央气象台提出以专业化业务中心建设发展思

路，先后成立了中国气象局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

心、开展专业气象预报服务的应用气象室以及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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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预报中心，为加强气象为农服务工作成立了农业

气象中心。通过专业化发展来促进预报准确率和精

细化程度提高。明确中央气象台在全国天气预报业

务方面的技术辐射和产品指导的引领作用，不断调

整和完善天气预报指导产品的内容、形式。中央气

象台指导能力不断提高。

２．１　天气预报业务发展迅速

改革开放以来的３０年，国家级天气预报业务持

续发展，天气预报准确率稳步提高，预报业务指导能

力明显增强，为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气象防灾减灾

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建立比较完

善的暴雨、强对流、寒潮、高温、大雾、沙尘暴等各类

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报警报业务体系，并取得成效；

天气预报准确率明显提高，近１０年２４小时暴雨预

报ＴＳ评分提高５％，开展了６小时间隔定量降水预

报，定量降水预报准确率稳中有升。中期天气预报

开展旬降水量、平均温度距平和天气过程预报，开展

４～７天逐日要素滚动预报，尝试开展了未来１１～２０

天的延伸期预报业务；精细化天气要素预报得到持

续不断发展，实现了以 ＭＯＳ和多模式集成为核心

技术的国内、外２５００多个站点的温度、降水、风等气

象要素的精细化客观预报，建立了国家天气预报

数据库（ＮＷＦＤ），建立了数值预报产品天气学检验

业务。

表１　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业务重要变动时间表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犻犿犲犾犻狊狋狅犳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犻犿狆狉狅狏犲犿犲狀狋狊犻狀狑犲犪狋犺犲狉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犳狅狉犲犮犪狊狋狊犪狋狋犺犲犆犕犗

日期 天气预报业务重要变动

１９９４年６月 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公众提供４８～７２小时全国天气预报。

１９９６年８月 制作国外城市２４小时天气预报。

２００１年
正式发布短期７２小时和中期１２０小时内的降水逐日滚动预报及第６～１０天降水趋势预报，增发４８小时国外

城市天气预报。

２００３年
正式发布短期沙尘暴、雾、高温的２４小时、４８小时和强对流天气２４小时落区预报及中期１４４小时、１６８小时

降水逐日滚动预报。

２００４年６月 正式开展了短期灾害性天气及其次生、衍生灾害落区预报业务。

２００７年３月
下发全国２４小时内１２小时间隔降水预报、灾害性天气落区预报、重要天气预警信息、国外城市４８小时预报、

亚欧地面图分析等产品。

２００８年６月 新增了全国２４小时内６小时间隔定量降水预报和数值预报产品天气学检验公报。

２００９年４月 开始下发强对流天气潜势预报产品。

２０１０年１月 开始发布气象灾害预警。

２．２　台风预报服务能力稳步提高

１９７８年以来的３０年间，我国台风及海洋气象事

业得到较大发展。在此期间，中央气象台致力于台风

监测预警水平的提高，注意发挥国家级业务单位在台

风警报服务体系中的指导和协调作用。随着我国气

象监测系统的不断完善和台风路径数值预报水平的

不断发展，中央气象台台风路径业务预报取得了很大

的进步。国家级台风监测、预报及警报服务体系进一

步完善，台风监测区域扩大至全球范围，热带气旋路

径预报已由７２小时延伸至９６小时（表２）。

　　台风综合预报路径误差呈现逐年减小趋势，

２００９年，我国２４、４８和７２小时台风路径综合预报

误差分别为１１９、２０５和２９９ｋｍ，其中２４和４８小时

误差较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减小了５０％，７２小时预报

误差相当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的４８小时预报水平，

台风路径综合预报误差基本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当。

表２　中央气象台台风监测和预报业务重要变动时间表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犻犿犲犾犻狊狋狅犳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狊犻狀狋狔狆犺狅狅狀

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犪狀犱犳狅狉犲犮犪狊狋犻狀犵犪狋狋犺犲犆犕犗

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区域 全球范围

２００１年６月，开展７２小时预

报业务试验。

２００３年５月，正式发布７２小

时预报。
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５日，开展孟加

拉湾热带风暴的监测。

２００５年６月，开展大西洋飓风

监测。

２００６年４月，开展全球热带气

旋监测。

２００７年５月，开展９６小时预

报业务试验。

２００８年，正式发布９６小时预

报。

２００９年，开展１２０小时预报业

务试验。

２．３　数值天气预报业务能力全面提升

１９７８年，中央气象台正式开展国家级数值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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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３０年来，已建立了包括全球三维变分资料同

化、全球数值天气预报、区域／中尺度数值天气预报、

全球集合预报、台风路径数值预报等模式系统为主

的国家级数值预报业务体系，建立了东亚区域沙尘

暴预报、全球海浪预报、紫外线指数预报、污染物扩

散传输等专业数值预报模式系统，数值预报业务能

力明 显 提 高，全 球 中 期 数 值 天 气 预 报 系 统

（Ｔ６３９Ｌ６０）可用预报时效达到了６．５天（见表３）。

表３　中央气象台数值预报业务系统发展历程

犜犪犫犾犲３　犜犺犲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犮狅狌狉狊犲狅犳狋犺犲犖犠犘

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狊狔狊狋犲犿犪狋狋犺犲犆犕犗

时间／年．月 数值预报业务系统发展

１９７８ 开始发展数值预报业务

１９７９ 引进上海气象台Ａ模式，形成传真产品

１９８１．０９ 北半球模式准业务试验

１９８２．０２ Ｂ模式业务化运行

１９８３．１０ 筹建全球中期数值天气预报业务系统建设

１９９０．０１ Ｔ４２Ｌ９谱模式准业务运行（简称Ｔ４２）

１９９１．０６ Ｔ４２Ｌ９业务化运行

１９９２．１１ Ｔ６３Ｌ１６谱模式试运行（简称Ｔ６３）

１９９４．０６ Ｔ６３Ｌ１６准业务运行

ｌ９９５．０６ Ｔ６３Ｌ１６投入业务运行，预报时效较Ｔ４２提高１．５天

１９９７．０６ Ｔ１０６Ｌ１９谱模式业务化运行

２００２．０９ Ｔ２１３Ｌ３１谱模式业务化运行，可用预报天数达到６天

２００７．１２ Ｔ６３９Ｌ６０谱模式业务化运行，预报时效６．５天

２００９．０３ ＧＲＡＰＥＳＧＦＳ全球中期数值预报系统准业务运行

　　目前，国家气象中心的业务数值预报已建立起

比较完整的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体系，包括：中期预报

模式为Ｔ６３９Ｌ６０（水平分辨率约为２８ｋｍ）；区域预

报模式为 ＧＲＡＰＥＳＭＥＳＯ中尺度预报模式（水平

分辨率为０．１５°×０．１５°）；台风路径预报模式、海浪

预报模式、环境预报模式、集合预报等也都相继投入

业务运行。在全国的天气预报业务和服务中发挥重

要的作用。

２．４　预报平台迅速发展效益显著

１９８５年，计算机终端、卫星云图、雷达回波显示

等系统被引入至中央气象台会商室，从美国引进的

人机对话资料处理系统（ＭＣＩ２ＤＡＳ）投入业务应用；

１９９４年，开发出第一套人机交互系统 ＭＩＰＳ；１９９６

年，在ＭＩＰＳ的基础上开发了ＭＩＣＡＰＳ１．０系统，在

中央气象台形成了人机交互系统的新的业务工作方

式，实现了从传统的、以天气图和经验分析为主的作

业方式向以数值分析产品为基础、以人机交互处理

系统为主要平台、综合应用各种气象信息和各种先

进技术方法的现代天气预报作业方式的转变，为预

报员提供了一个信息完整、高效便捷的工作平台，并

在全国范围得到广泛应用；１９９６年，建立了短期、中

期、延伸期等常规气象预报业务系统以及台风与海

洋预报、环境预报、农业气象、环境气象等专业预报

服务系统；２００３年，中央气象台门户网站开始运行；

２００５年以来，全国决策气象服务系统、全国气象业

务服务信息共享系统、气象灾情信息收集上报处理

系统和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系统的建立，基本实现了

国家、省、地、县之间的气象服务信息共享；２００７年，

ＭＩＣＡＰＳ３．０系统的升级和新一代决策气象服务系

统的开发与应用顺利完成；２００８年，ＭＩＣＡＰＳ３．０

系统已在中央气象台和省级气象台推广应用，台风、

海洋气象等专业版本和短时临近预报（ＳＷＡＮ）的

研发初具成效；形成了完整的公共产品数据库

（ＮＷＦＤ），实现了预报服务产品的统一管理和共

享。

２．５　对内对外合作日新月异

１９７２年世界气象组织恢复我国在该组织的合

法席位后，我国气象部门参与国际合作的频次明显

加快，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气象中心紧紧抓住

发展机遇，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对外，自１９７８年开始，国家气象中心积极参加

台风委员会活动和业务试验，是台风委员会的重要

成员。目前，中央气象台是世界气象组织亚洲区域

专业气象中心、环境紧急响应中心和 ＴＨＯＲＰＥＸ

（全球观测系统研究与可预报性试验）亚洲ＴＩＧＧＥ

（交互式全球大集合）中心，在世界气象组织“北京

２００８年奥运天气业务与研究”等示范项目和世界天

气信息网、亚洲航空气象服务网等实验计划中，也成

为了具体项目实施的主体部门，在世界气象舞台中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国家气象中心的科学家在

世界气象组织各种专家组、工作组中承担着重要工

作。目前，国家气象中心共有１０位气象专家在世界

气象组织世界天气研究计划ＴＩＧＧＥ工作组、数值

预报专家组等１２个世界气象组织下属委员会及气

象相关国际组织委员会中担当职务。

对内，国家气象中心以业务科研项目研发为纽

带，加强与相关部委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省级气

象部门等的开放式合作。先后与国土资源部、交通

运输部、农业部、水利部、林业局等建立了合作关系。

从“七五”至“十五”期间，在全球中期数值预报模式、

短期数值天气预报业务系统等重大科研项目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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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北京大学、南京信

息工程大学、南京大学、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北京

区域气象中心等单位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一五”

期间，国家气象中心承担的国家公益类行业专项、国

家科技支撑等重要项目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与众

多的国内其他单位研发人员共同协作完成。

３　展望未来

现代天气业务以提高精细化基础上的预报准确

率为核心，以数值预报等现代预报技术的发展及多

种资料和预报技术的综合应用为支撑，以建设能够

驾驭现代科学技术的预报员队伍为关键因素。国家

气象中心将按照“只有专，才能精”的发展思路，积极

探索专业化的科技支撑和技术发展路线，以现代天

气业务指导意见为蓝本，提高天气预报准确率和精

细化程度，着重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３．１　数值天气预报业务

发展完善变分同化分析系统并业务运行。提高

全球模式卫星遥感资料同化应用水平，卫星遥感资

料能够占到所同化资料总量的８０％以上。建立区

域变分同化系统，有效同化应用多普勒天气雷达、卫

星、自动站等高时空分辨率的稠密资料，实现逐小时

快速资料同化分析。建立全球和区域数值预报模式

系统。建立全球２５ｋｍ分辨率和中国区域３～５ｋｍ

分辨率的分析与预报系统。改进影响东亚区域预报

技巧的降水过程、陆面过程的参数化方案，优化辐射

过程中云的处理和预报方案，发展能反映中国天气

气候特点的物理过程参数化方案。发展全球、区域

集合预报系统并实现业务运行。全球集合预报的预

报时效达到２周。完善中国 ＴＩＧＧＥ中心建设，发

展多业务中心多模式集合预报集成技术；发展概率

预报降尺度技术，进一步提高精细概率预报水平。

３．２　天气分析业务

以多种观测资料和数值预报产品的综合应用为

基础，以 ＭＩＣＡＰＳ系统为平台，逐步从以天气尺度

分析为主的业务向天气尺度与中尺度分析相结合的

业务转换。加强天气尺度和中尺度分析业务，特别

强调对灾害性天气发生发展有明显影响的各种特征

线、特殊区域、特征系统和物理量的分析。加强中尺

度天气分析方面，加强对中尺度系统的空间结构、要

素配置和物理过程演变的认识和理解，准确判断灾

害性天气的种类、强度和落区。加强数值天气预报

产品检验、评估及订正业务。发挥国家级的人才优

势，开展数值预报形势场、要素场以及主要天气系统

的动态检验，分析误差规律；通过比较不同数值模式

产品误差，分析数值预报产品相关特征线和特征天

气系统的演变规律，订正主要天气系统的移动、强度

等信息，提高数值预报产品的使用能力。

３．３　天气预报业务

以多种资料融合技术、高分辨率数值预报和集

合数值预报产品为基础，以数值预报产品释用技术

和预报员经验为依托，利用动力和统计相结合的技

术，开展无缝隙的天气预报业务。加强强对流天气

预报业务。利用ＳＷＡＮ系统技术，加强预报员对高

分辨率快速分析预报产品的分析和应用，完善和发

展基于多种资料的灾害性天气发生发展的动力热力

特征物理参数客观诊断分析技术。增强对中尺度天

气系统及其特征物理量的综合分析能力。建立基于

集合预报的短时灾害性天气概率预报业务。加强定

量降水估计（ＱＰＥ）和定量降水预报（ＱＰＦ）业务。

利用短时临近预报预警系统（ＳＷＡＮ）中已有的定

量降水估测技术，综合应用卫星、雷达及加密自动观

测资料，形成覆盖全国范围的定量降水估测产品

（ＱＰＥ）。发展主观等级降水预报与高分辨率数值

模式产品融合的定量降水预报（ＱＰＦ）技术，定时制

作７２小时预报时效内时间分辨率为６小时的降水

预报产品。加强灾害性天气中期和延伸期概率预报

业务。利用中期集合数值预报产品的释用技术，发展

高温、强降水、低温冷害等灾害性天气中期概率预报

方法，开发相应的概率预报产品；发展海陆气耦合模

式及其集合预报业务系统，研发延伸期降水和温度距

平概率预报产品。加强台风精细化预报和海洋气象

预报业务。提高台风路径和强度预报能力以及风雨

预报精细化水平。７２小时预报时效内时间分辨率达

１２小时；２４小时台风路径预报误差接近１００ｋｍ，台

风强度预报误差降至４．５ｍ·ｓ－１左右。发展台风路

径和强度的中期预报方法，尤其大力发展基于全球模

式和区域模式基础上的集成预报、集合预报和概率预

报技术，延长台风预报时效至１２０小时，发布台风强

度和路径概率预报产品。加强气象要素精细化预报

业务。重点完成数值预报产品释用平台（ＭＥＯＦＩＳ）推

广和开展基于Ｔ６３９模式及业务化的区域数值预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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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解释应用工作。为全国数值预报产品释用的科

研和业务工作提供技术和参考。

３．４　预报技术总结和产品检验业务

建立常态化的预报技术总结机制，推进预报技

术总结的系统化和深度发展。加强天气业务产品的

检验。建立预报技术总结交流机制。中央气象台将

继续建立常态化的预报技术总结机制，及时总结各

地发生的重大天气过程，积累预报经验，凝练相关科

学问题。建立分类预报产品检验业务。改进常规气

象要素预报检验业务，建立并完善灾害性天气短时

临近预报、灾害性天气落区预报、中期天气预报和延

伸期天气趋势预报的检验业务，加强业务数值模式

预报性能的实时检验评估业务。强调中央气象台各

类预报相对于数值预报的提高率。

３．５　预报业务的技术系统

完善全国通用的气象信息综合分析处理系统

（ＭＩＣＡＰＳ），完善全国标准化与地方化结合的短时

临近预报业务系统（ＳＷＡＮ），建立全国精细化预报

产品共享数据库（ＮＷＦＤ）。改进和完善气象信息

综合分析处理系统（ＭＩＣＡＰＳ）。进一步确立 ＭＩ

ＣＡＰＳ在全国天气预报综合业务平台的核心和基础

地位，建立集约化、专业化地发展全国适用的 ＭＩ

ＣＡＰＳ平台系统。未来３年，将发布 ＭＩＣＡＰＳ３．２

版，升级各专业版本，发布 ＷＥＢ版本，开发跨平台

统一框架版本，发布 ＭＩＣＡＰＳ３．１和３．２版本对应

的英文版本。实现微机版和工作站版软件框架的融

合，形成标准的基础软件框架，支持 ＭＩＣＡＰＳ及其

各专业版本的开发。加强短时临近预报业务系统

（ＳＷＡＮ）建设。继续开展全国灾害性天气短时临

近预报业务系统（ＳＷＡＮ）研发和推广应用。提高

对雷达、卫星、自动气象站和中尺度快速同化资料的

使用水平；实现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龙卷等

中小尺度天气系统的自动识别；建立定量降水估测

和临近预报、强对流短时和临近预报、闪电临近预报

等方法，并基于 ＭＩＣＡＰＳ技术框架实现产品的综合

显示和分析。各级气象台在该系统的规范和标准功

能体系下结合地方灾害性天气特点建立本地化的短

时临近预报业务系统。建立和完善精细化天气预报

产品共享数据库（ＮＷＦＤ）。完善全国精细化预报

产品共享数据库（ＮＷＦＤ），该库将包括７天全国县

市和５ｋｍ格点的气象要素客观释用产品，实现要

素预报结果实时提供、网上直接调用、结论实时评定

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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