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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中尺度天气分析技术已经在我国天气预报业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２０１１年以来国家级中尺度天气分析业务技术

取得了明显进展，促进了国家级强对流预报业务的发展。《中尺度天气分析业务技术规范》已重新编写和完善，内容分为两

篇，第一篇是中尺度对流天气环境场分析；第二篇为中尺度对流天气过程分析，第二篇为新增内容，将另文介绍。短时和短期

时效内中尺度对流天气环境场条件分析以配料法思路为基础，重新编排和简化了分析内容，兼顾分析的精细化和分析产品的

可操作性，增加了分类强对流天气分析量化指标建议供预报参考，新增了基于局地探空的强对流天气分析规范。中尺度天气

分析业务的支撑技术是推进该业务的必备基础，因此国家气象中心改进了 ＭＩＣＡＰＳ３中尺度天气主观分析工具箱功能；开发

了中尺度天气分析产品集成系统，包括强对流天气监测产品、中尺度天气分析主观和客观产品、基于不同数值模式预报的强

对流参数诊断产品等的数据产品和图形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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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尺度天气是指水平尺度几千米至几百千米，

时间尺度约１小时到十几小时的天气现象，按其性

质分为中尺度对流性天气和中尺度稳定性天气（大

气科学辞典编写组，１９９４；陆汉城，２０００）。中尺度对

流性天气（简称对流天气）包括雷暴、短时强降水、冰

雹、雷暴大风（下击暴流）和龙卷等。中尺度天气分

析指的是针对中尺度天气的天气尺度环境场分析和

中尺度过程分析，目前是对流天气分析，已在对流天

气的短期和短时临近预报服务业务和研究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比如针对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１日北京特大暴

雨的分析（谌芸等，２０１２；方罛等，２０１２；俞小鼎，

２０１２）等。但当前预报业务部门对于强对流天气的

预报能力还有很大不足，因此如何提高对强对流天

气的分析技术水平和预报能力，是现代天气预报业

务所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

国家气象中心自２００９年以来积极研发和推进

中尺度天气分析业务和技术，逐步制定和完善了《中

尺度天气分析业务技术规范》（张小玲等，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郑永光等，２０１０；何立富等，２０１１），该规范针对

的是对流天气分析。但目前业务使用的《中尺度天

气分析业务技术规范》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规范要

求的分析内容太多但还欠缺完整、没有物理量的量

化参考指标、没有局地探空分析、缺少对雷达和卫星

等非常规资料分析等，因此需要继续改进和完善中

尺度分析规范，尤其是需要补充明确分类强对流天

气的分析内容等。

开展中尺度天气分析业务不仅需要技术规范，

其支撑技术的发展也是促进该业务发展的重要方

面。中尺度天气分析支撑技术不仅包括对流天气监

测技术和客观分析技术，还包括中尺度天气主观分

析工具箱建设和分类强对流天气客观分析产品以及

产品集成系统，以给业务强对流天气预报提供快捷

方便的数据和图形产品。国家气象中心目前建立了

一整套支撑中尺度天气分析的客观技术，其中郑永

光等（２０１３）已专文介绍了国家气象中心利用多源观

测资料（常规和非常规资料）建设的强对流天气综合

监测业务系统。因此本文将重点介绍国家气象中心

强天气预报中心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在以下几方面取得

的进展：改进的中尺度天气分析业务技术规范中的

中尺度对流天气环境场分析部分，中尺度天气主观

分析工具箱和产品集成系统。

１　中尺度天气分析业务技术规范修订

《中尺度天气分析业务技术规范》自２００９年制

定后经过了多次修订，其中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做了重大

修订，新规范参考了美国强对流分析相关业务技术

（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９８２；Ｃｒｉｓｐ，１９７９；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７２），在内容

上精简了对流天气环境场条件分析，增加了局地探

空分析和中尺度对流天气过程分析内容，主要的修

订内容见表１。

完善后的新版《中尺度天气分析业务技术规范》

分为“对流天气环境场条件分析”和“对流天气中尺度

过程分析”两篇，其中第一篇主要使用探空数据和天

气尺度数值模式数据，在短时或短期时效内分析中尺

度对流天气环境场条件，目的在于指导短时和短期强

对流潜势预报；第二篇主要的目的在于形成中尺度短

临预报思路，指导短临预报的制作，本部分将另文介

绍。两个章节在规范内容上相辅相成，但在预报时

效、分析思路等方面又各有侧重和针对性，对不同预

报时效的强对流预报业务更具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２　对流天气环境场条件分析

“对流天气环境场分析”是新规范的第一篇，主

要基于配料法分析思路，针对产生对流天气发生发

展的必要条件（水汽、稳定度和抬升）和增强条件（垂

直风切变条件）等，从等压面分析和局地探空分析两

方面对大气环境场的相关气象要素进行分析，并以

各种标识符号显示在天气图上，辅以必要的文字描

述，最后形成反映对流性天气发生发展的大气环境

场条件的综合分析产品。该部分适用于６ｈ以外的

短时和短期预报业务，主要对地面、高空常规和加密

观测、自动站观测资料和数值预报资料进行分析。

　　本篇的规范内容主要分为四部分：（１）天气图

分析，在天气图上进行基于风、压、温、湿基本要素的

水汽条件、不稳定条件、抬升条件和垂直风切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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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尺度天气分析规范》主要修订内容

犜犪犫犾犲１　犕犪犼狅狉狉犲狏犻狊犻狅狀狊狅狀狋犺犲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狅犳犿犲狊狅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２００９年版 ２０１１年修订稿 ２０１２年修订稿

组织结构

以不同等压面分析的形式，组织分

析内容；缺乏分析内容形成有效产

品的规范

以各项对流条件分析（配料法）的

形式，组织分析内容；明确了简化

分析内容形成有效产品的方法

以各项对流条件分析（配料法）的

形式，组织分析内容；明确区分分

析内容和产品形成规范，兼顾分析

的精细化程度和产品制作的可操

作性

主要分析

内容构成

地面及各等压面气象要素所反映

的环境场对流条件
增加中尺度过程分析 增加局地探空分析

环境场条件分析 几乎所有要素和所有系统
大幅精简为三类条件主要系统和

一类综合物理量

增加分类强对流天气分析量化指

标建议

中尺度过程分析 无
分四部分描述分析频次区域、天气

实况、中尺度系统、中尺度环境场

重组结构使之与环境场部分统一；

强调和细化中尺度对流系统和结

构分析规范，增强分析的针对性和

可操作性；简化其中中尺度的环境

场条件分析

局地探空分析 无 无
从动力学和热力学角度阐述利用

探空图表进行对流条件探空分析

分析；（２）诊断物理量分析，从客观分析和模式输

出的各诊断物理量对上述四类对流条件进行分析；

（３）站点探空分析，选定站点分析探空资料的热力

学和动力学条件；（４）环境场分析业务产品制作，规

范简明的业务分析产品制作方法。

２．１　天气图分析

天气图分析部分给出对常规观测资料或数值模

式预报资料的风、压、温、湿等基本气象要素的分析

方法，以判断环境场中与对流相关的水汽、不稳定、

抬升和垂直风切变等条件。天气图的分析原则部分

参考了天气学分析基本方法（寿邵文等，１９９３；

１９８７）。新规范基于实时业务的可操作性简化了分

析内容，兼顾全面分析和突出重点，具体内容参见表

２。分析形式为在地面或不同特征等压面天气图上

的手工分析，分析内容可在综合分析图中进行显示。

　　中尺度对流天气环境场分析技术流程如图１。

水汽条件相关的湿度要素，重点分析对流层低层的

水汽含量及饱和程度，以低层显著湿区为主，判断对

流天气发生发展的基本水汽条件，同时分析与低层

湿区相对应，有利于形成“下湿上干”层结的对流层

中层干区，辅助判断不稳定条件及雷暴大风的发生

条件。不稳定条件相关的温度要素，重点分析有利

于出现“下暖上冷”结构的各种系统，包括低层暖脊、

中层冷槽、垂直温差大值区以及显著降温区。对流

触发的抬升条件主要分析边界层锋区、中低层短波

槽、低层辐合线或切变线，边界层锋区包括各类锋面

和干线（露点锋）等。垂直风切变条件相关的风场要

素，主要分析大风速带、急流核等，低空急流反映０～

１ｋｍ和０～３ｋｍ垂直风切变条件，中空急流反映０

～６ｋｍ强垂直风切变条件。

表２　对流天气环境场天气图分析主要内容

犜犪犫犾犲２　犅狉犻犲犳犻狀狋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狋狅狋犺犲犿犲狊狅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狅犳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犾犮狅狀狏犲犮狋犻狏犲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

水汽条件 不稳定条件 抬升条件 垂直风切变条件

低层显著湿区

中层干区

低层暖脊

中层冷槽

中低层温差区

中层降温区

边界层锋区

中低层短波槽

低层切变线

低层辐合线

大风速带

急流核

２．２　诊断物理量分析

除了对基本气象要素的分析，规范给出与对流

天气相关的实况客观分析和数值预报输出的各类诊

断物理量的分析应用，以判断各类有利于对流发生

发展和加强的环境场条件。表３给出了主要的参考

诊断物理量。

２．３　站点探空分析

探空资料直接反映一个地区垂直方向大气的对

流条件信息，新规范给出用热力学图表（温度对数压

力图和物理量垂直廓线）、风矢端图、各类对流相关

的诊断物理量和指数进行单点探空资料分析的建

议，以分析大气层结的垂直结构判断局地当前和未来

的对流相关条件。具体分析内容见表４。分析形式

为根据需求直接引用探空图表并配以主观分析文字，

部分量化指标参考前人的研究结果（章国材，２０１１）。

２．４　环境场分析业务产品制作

强对流天气的分析内容比较复杂，根据实时业

６９８　　　　　　　　　　　　　　　　　　　 　气　　象　　　　　　　　　　　　　　　 　　 　　　第３９卷　



图１　中尺度对流天气环境场分析技术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ｆｏｒｍｅｓ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表３　部分诊断物理量分析内容

犜犪犫犾犲３　犘犪狉狋狊狅犳犱犻犪犵狀狅狊狋犻犮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

水汽条件 不稳定条件 抬升条件 垂直风切变条件

基本湿度参量（比湿、露点、相对湿

度、温度露点差）

垂直累积可降水量

假相当位温

水汽通量散度

犓指数

对流有效位能

下沉对流有效位能

对流抑制能量

抬升指数类（ＬＩ、ＢＬＩ、ＳＩ）

垂直温差或直减率

垂直假相当位温差或直减率

地面气压

散度

垂直速度

０～１ｋｍ垂直风切变

０～３ｋｍ垂直风切变

０～６ｋｍ垂直风切变

务快速制作分析产品的要求，新规范给出国家气象

中心中尺度天气环境场分析业务产品的构成和制作

的一般原则。

强对流天气分析产品由四部分内容构成：（１）主

观分析的综合天气图，参照前面的对各对流条件主

观分析方法和分析符号，以能全面反映环境场主要

对流条件且简洁明了为原则，在每类条件中选择一

至两个最体现分析预报思路的要素，绘制在一张主

观分析综合图；（２）诊断物理量分析图，以能够辅助

反映各对流条件为原则，选择性的引用一至两类与

对流天气相关的诊断物理量客观分析资料和产品，

或根据需求在主观分析综合图加入诊断物理量分

析；（３）探空综合分析，当资料和分析时间允许时，引

用重点关注区域对数压力图，必要时应给出探空订

正后的对数压力图；将前述探空分析内容和分析思

路择要进行综合性描述；（４）基于前述内容给出综合

分析文字。

２．５　对流天气环境场分析范例

以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７日０８时广州强雷暴大风过

程（张涛等，２０１２）的常规资料分析为例，对新规范的

对流天气环境场分析内容尤其是新增探空分析内容

进行说明。

２．５．１　主观分析的综合天气图

以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７日０８时探空资料分析为例，

简化了的主观分析综合天气图（图２ａ）表明，由于处

在低层暖湿、锋面抬升、中层干燥且位于槽后急流区

域，中层位于槽后急流区一方面有利于冷平流增加

层结的不稳定，另一方面有利于形成和维持强垂直

风切变的环境场，综合来看广东珠三角附近地区各

要素相比其他地区都处于最有利于强风暴的情形

（阴影部分为强对流天气发生区域）。

２．５．２　探空综合分析

选取清远探空站温度对数压力图表（图２ｂ）及

部分参数进行分析。

　　探空热力学分析包括：稳定度参数，犛犐 为

０．３９℃，地面抬升指数约为－２℃，犓 为３４℃，表明

地面层不稳定而８５０层中性偏稳定，犜８５０－犜５００为

２２℃显示中层大气温度直减率较小，８５０ｈＰａ露点

为１５℃，７００ｈＰａ温度露点差为３℃显示低层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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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探空分析主要内容

犜犪犫犾犲４　犅狉犻犲犳犻狀狋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狋狅狊狅狌狀犱犻狀犵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分析内容 分析建议

探空热力学

稳定度参数（ＬＩ＼ＳＩ＼

ＢＬＩ＼ＫＩ）

湿层低于８５０ｈＰａ时ＳＩ可能失去代表性；处于地面冷区、存在逆温层或高架雷暴的情况

ＬＩ可能失去代表性；海拔高于７００ｈＰａ地区ＢＬＩ可能失去代表性；参考 ＫＩ时，关注所分

析区域垂直温差和低层湿度贡献度的差异影响。

湿层分析

上干下湿型且湿层厚度超过１００ｈＰａ有利于强对流；中低层湿层深厚时，需要关注上游地

区中高层干平流，存在干平流时有利于风雹类强对流，不存在干平流时有利于强降水类强

对流；上湿下干型通常不利于强对流。

θｓｅ廓线

θｓｅ在对流层低层出现极大值同时中层出现极小值时，表明层结不稳定；关注θｓｅ廓线变化，

当θｓｅ极小值增大且极小值高度增加时，反映低层湿层增厚且有抬升运动，预示强对流即

将发生。

对流抑制与抬升条

件关系

关注对流抑制能量ＣＩＮ因地面温湿改变而发生的变化；关注能够克服ＣＩＮ，触发对流天

气的抬升条件。

对 流 有 效 位 能

（ＣＡＰＥ）与上升速度

关系

参考ＣＡＰＥ估计对流的上升运动峰值速度；关注ＣＡＰＥ（尤其在－２０～０℃层之间的部分）

对估计冰雹大小的参考意义；关注对数压力图上ＣＡＰＥ对应正面积的高宽比形态，宽矮

型比窄高型更有利于强对流。

下沉对流有效位能

（ＤＣＡＰＥ）与下沉运

动关系

关注满足强对流条件时ＤＣＡＰＥ的大小，ＤＣＡＰＥ越大越可能出现强的雷暴大风。

探空动力学

强垂直风切变的有

利情况

在不稳定层结和水汽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强的垂直风切变（包括０～１ｋｍ、０～３ｋｍ、０～

６ｋｍ）是强风雹类对流系统发展的必要条件；０～３ｋｍ强垂直风切变利于超级单体风暴

的产生；０～１ｋｍ强垂直风切变利于在强风暴系统中出现龙卷。

强垂直风切变的不

利情况

对流不稳定条件较弱的情况下，强垂直风切变是强对流天气发生发展的不利条件；强垂直

切变对产生非风雹类的强降水型对流系统不利；低空切变较弱，但高空切变较强的环境，

不利于强对流天气的发生和维持。

水平风向垂直变化

根据热成风原理，水平风向随高度顺时针旋转表明有暖平流，风向随高度逆时针旋转则表

明有冷平流。须关注低层风向顺转而高层风向逆转的情况，对应于低层暖平流高层冷平

流，有利于强对流天气发生。

大，分析表明层结总体处于弱不稳定。湿层分析，从

地面以上超过３７０ｈＰａ的气层都非常湿，６００ｈＰａ以

上到３５０ｈＰａ的中高层非常干，湿层是典型的下湿

上干且湿层足够厚的有利于强对流型。对流抑制情

况，犆犐犖 只有１３．６Ｊ·ｋｇ
－１，对流抑制很容易被克

服，对流启动只需要较弱的抬升条件。犆犃犘犈与上

升运动，ＣＡＰＥ 为６６５．５Ｊ·ｋｇ
－１，并非很显著。

ＤＣＡＰＥ与下沉气流，中层干燥ＤＣＡＰＥ较大利于雷

暴大风发生。

探空动力学分析：近地层风速较小同时中层存

在急流，说明０～３ｋｍ和０～６ｋｍ垂直风切变很

强，在具备较强的不稳定能量的情况下十分有利于

风雹类强对流天气产生，且出现超级单体对流系统

的可能性较大。

综合分析：从早晨０８时的探空分析，清远地区

下湿上干，湿层较厚，在温度直减率较小的情况下层

结不稳定，考虑午后近地面温度上升，且高空槽后冷

平流明显，温度直减率将会增大，在低层高湿情况下

有利于不稳定能量迅速增加，同时０～３ｋｍ和０～

６ｋｍ垂直风切变较大，环境条件有利于出现强风雹

类强对流天气。

３　ＭＩＣＡＰＳ３中尺度天气主观分析工

具箱改进

　　ＭＩＣＡＰＳ３的中尺度天气主观分析工具箱是进

行对流天气主观分析的必备工具。国家气象中心对

ＭＩＣＡＰＳ３的中尺度天气主观分析工具箱改进主要

包括三个部分（见图３）：调整了中尺度分析标注符号，

可动态生成中尺度分析图例，可增加标题和ＬＯＧＯ。

新版 ＭＩＣＡＰＳ３的分析工具箱以最新修订的

中尺度分析业务技术规范为标准，调整了部分分析

标注符号，进行了增删和美化。

对编辑图层中所绘制的中分析标注符号进行自

动识别，并在产品界面“左下角”添加相应的图例说

明，见图３。在“属性配置”菜单中增加“符号图例设

置”相关选项，可随时生成并更新图例内容，图例位

置及图例的列数等默认设置可根据需求调整。

工具箱新增功能可在分析产品界面左上角增加

分析单位ＬＯＧＯ，以及中央上方位置增加主标题和

副标题内容，在“属性配置”菜单中增加“标题和

ＬＯＧＯ设置”相关选项（蓝色方框区域），可根据用户

８９８　　　　　　　　　　　　　　　　　　　 　气　　象　　　　　　　　　　　　　　　 　　 　　　第３９卷　



图２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７日０８时主观综合分析图（ａ），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７日０８时清远探空犜ｌｏｇ狆图（ｂ）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ｍａｐｏｆ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ｓ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ａｎｄｓｏｕｎｄ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Ｑｉｎｇｙｕａ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ｂ）ａｔ０８：００ＢＴ１７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１

图３　ＭＩＣＡＰＳ中尺度天气主观分析工具箱

Ｆｉｇ．３　ＭＩＣＡＰＳｔｏｏｌｋｉｔｆｏ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ｓ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需求设置标题显示属性，并修改其中文字内容。

４　中尺度天气分析产品集成系统

中尺度天气分析业务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必须有

高度集成的中尺度天气分析工具以及便利的主观、客

观分析产品显示和共享平台系统作为技术支撑，因此

对中尺度天气综合分析及产品集成系统的开发，也是

开展中尺度分析业务技术建设的重要一环。

２０１２年强天气预报中心结合目前的中尺度天

气分析业务现状和需求，着重开发了包括强对流天

气监测、中尺度分析主观和客观产品、针对不同模式

的强对流参数诊断产品、基于数值预报产品的强对

流客观预报等在内的中尺度天气分析产品集成系

统，方便预报员快速调阅使用。强对流天气监测数

据产品基于多源观测资料（常规和非常规资料）由强

对流天气综合监测业务系统（郑永光等，２０１３）生成；

中尺度天气客观分析数据产品主要以郑永光等

（２０１１）建设的客观分析诊断技术为基础以Ｃｒｅｓｓ

ｍａｎ逐步订正法对常规地面观测资料和探空资料

进行诊断分析生成，主要包括基本物理量、平流物理

量、假相当位温和稳定度等。

中尺度天气综合分析图形系统是在配料法分析

思路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中强对流天气类型，开发

了包括实况观测资料、模式分析产品以及主观分析

等多种产品叠加显示的对流条件综合图分析产品。

　　产生不同类型强对流天气的环境场条件各不相

同。为在中尺度天气分析业务中进一步明确分类强

对流的分析方法，指导预报员快速形成分类强对流

特征的分析思路，将表征不同类型强对流条件的实

况观测资料以及模式分析产品进行叠加显示，自动

生成一系列的对流条件的单要素图和综合图产品，

供预报员在业务中进行快速调用和预报分析。

单要素图如表征不稳定条件的最优抬升指数

ＢＬＩ和最不稳定层对流有效位能ＢＣＡＰＥ等。综合

分析图实例如图４，用整层可降水量、最优抬升指数

和９２５ｈＰａ风场叠加作为分析短时强降水的综合图

（图４ａ），用最不稳定层对流有效位能ＢＣＡＰＥ、零度

层高度和５００ｈＰａ风场叠加作为分析冰雹的综合图

（图４ｂ），用下沉对流有效位能ＤＣＡＰＥ、最不稳定层

对流有效位能ＢＣＡＰＥ和５００ｈＰａ风场叠加作为分

析雷暴大风的综合图（图４ｃ）等。

５　结论和讨论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国家气象中心强天气预报中心

在中尺度分析业务技术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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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基于数值预报产品的分类强

对流天气中尺度分析客观产品

（ａ）短时强降水综合图（填色ＰＷＡＴ，

等值线ＢＬＩ，９２５ｈＰａ风场），（ｂ）冰雹

综合图（填色ＢＣＡＰＥ，粗实线零度层

高度，细实线５００ｈＰａ温度，５００ｈＰａ风场），

（ｃ）雷雨大风综合图（填色ＢＣＡＰＥ，

等值线ＤＣＡＰＥ，５００ｈＰａ风场）

Ｆｉｇ．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ｄｓｏｆ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ＮＷＰ

（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ｍａｐｆｏｒｓｈｏｒｔｔｉｍｅｓｅｖｅｒ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ＰＷＡＴｃｏｌｏｒｓｈａｄｅｄ，ＢＬＩｉｓｏｌｉｎｅ，

９２５ｈＰａｗｉｎｄｖｅｃｔｏｒ），（ｂ）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ｍａｐ

ｆｏｒｈａｉｌ（ＢＣＡＰＥｃｏｌｏｒｓｈａｄｅｄ，ｈｅｉｇｈｔｏｆ

０℃ｔｈｉｃｋｌｉｎｅ，５００ｈＰａ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ｉｎｉｓｏｌｉｎｅ，

５０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ｖｅｃｔｏｒ），（ｃ）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ｍａｐ

ｆｏｒ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ｇｕｓｔ（ＢＣＡＰＥｃｏｌｏｒｓｈａｄｅｄ，

ＤＣＡＰＥｉｓｏｌｉｎｅ，５０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ｖｅｃｔｏｒ）

包括：修订和完善了中尺度天气分析业务技术规范；

改进了 ＭＩＣＡＰＳ３中尺度分析工具箱；中尺度客观

天气分析产品集成系统开发取得了初步成果。

新规范以配料法思路为基础精简了对流天气环

境场条件分析，增加了分类强对流天气分析量化指

标建议，新增了基于局地探空的强对流天气分析规

范。在对流天气环境场条件分析规范的基础上，对

于不同类型的强对流天气，开发了包括实况观测资

料、模式分析产品等多种产品叠加显示的综合图产

品和显示系统。

目前修订的《中尺度天气分析业务技术规范》是

在国家级对流天气分析业务制作的基础上发展的，虽

然也考虑了地方气象台站的应用需求，但主要适用于

国家气象中心开展的对流天气分析和短期落区预报

业务，各地方台站在开展相关业务时可以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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