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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对２０１３年６—８月Ｔ６３９、ＥＣＭＷＦ及日本数值模式的中期预报产品进行了对比分析和检验。结果表明：就西太平

洋副热带高压而言，ＥＣＭＷＦ模式预报效果较为优越。３家数值模式对今年夏季出现在我国中东部地区的异常高温天气均提

前给出预报，但ＥＣＭＷＦ模式预报的高温持续时间以及高温幅度均更接近实况，且ＥＣＭＷＦ模式对高温天气转折预报效果较

好。对１３０７号强台风，ＥＣＭＷＦ模式较好地预报台风登陆位置及路径变化，但预报强度偏弱；而Ｔ６３９和日本模式预报台风

登陆时间均偏晚。

关键词：Ｔ６３９模式，ＥＣＭＷＦ模式，日本模式，中期天气预报，天气学检验

中图分类号：Ｐ４５６　　　　　　文献标志码：Ａ　　　　　　犱狅犻：１０．７５１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０５２６．２０１３．１１．０１６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ｄｉｕｍＲａｎｇｅ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ｂｙＴ６３９

ａｎｄＥＣＭＷＦａｎｄＪａｐａｎＭｏｄｅｌｆｒｏｍＪｕｎｅｔｏ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３

ＺＨＡＮＧＢｏ　ＬＩＹｏ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ｅｎｔｒ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１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ｏｆｍｅｄｉｕｍｒａｎｇｅ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Ｔ６３９，ＥＣＭＷＦａｎｄＪａｐａｎｄｕｒ

ｉｎｇＪｕｎｅ－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３ａｒｅｖｅｒｉｆｉ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ＥＣＭＷＦｈａｖｅｂｅｓ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ｈｉｇｈ（ＷＰＳＨ）．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ｍｏｄｅｌｓａｌｌｈａｖｅｇｏｏ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ｉ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ｒ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ｓｆａｒａｓ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ｎｇｅａｎｄ

ｔｕｒｎｉｎｇｔｉｍｅｏｆ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ａｒ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ＥＣＭＷＦｐｌａｙ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ｔｗｏ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ＥＣＭＷＦｈ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ｃｋ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ｎｄｉｎｇｔｉｍｅｏｆｔｙｐｈｏｏｎ

ＳｕｌｉｔｈａｎＴ６３９ａｎｄＪＰ，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ＥＣＭＷＦｉｓｗｏｒｓｅ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Ｔ６３９ｍｏｄｅｌ，ＥＣＭＷＦｍｏｄｅｌ，Ｊａｐａｎｍｏｄｅｌ，ｍｅｄｉｕｍｒａｎｇｅ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ｓｙｎｏｐｔｉｃ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　６—８月天气概况

２０１３年６—８月，全国平均降水量３３９．９ｍｍ，

较常年同期（３２５．２ｍｍ）偏多４．５％。降水分布呈

“北多南少”态势，西北西部和东部、华北大部、东北

大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降水偏多２成至１倍，局部

地区偏多１倍以上；黄淮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

和西部、贵州和重庆等地偏少２～５成，局部地区偏

少５～８成。黑龙江夏季平均降水量为１９５１年以来

历史同期最大值，甘肃为次大值；贵州为次小值。

６—８月，全国平均气温２１．７℃，较常年同期

（２１．０℃）偏高０．７℃，与２００６和２０１０年并列为

１９６１年以来同期最高。从空间分布看，除新疆、内

蒙古和海南的局部地区气温偏低０．５～１℃外，全国

其余大部气温偏高或接近常年同期，其中华北南部

至江南北部、贵州大部、重庆、四川、西藏北部、青海、

陕西南部等地偏高１～２℃，部分地区偏高２℃以上。

青海、河南、江苏、上海、浙江、江西、湖北、湖南、贵州

夏季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值，安徽、陕西、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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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云南为次高值。６—８月共发生了３３次强对

流天气过程，其中２７次过程以短时强降水为主，部

分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６次过程以雷暴大风

和冰雹天气为主，部分伴有短时强降水，以雷暴大风

和冰雹天气为主的强对流天气主要发生在北方地

区。６—８月，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上共生成１３个

热带气旋，较常年同期（１１．５个）偏多，其中７个登

陆我国，较常年同期（４．５个）明显偏多，６月有１个

登陆，个数接近常年同期（０．７个），７和８月各有３

个登陆，均较常年同期（７月２个、８月１．９个）略偏

多。其中第７号强台风苏力影响福建、浙江、广东和

江西４省，其中福建省损失较为严重。

２　资　料

本文选取２０１３年６—８月 Ｔ６３９、ＥＣＭＷＦ（以

下简称ＥＣ）及日本（以下简称ＪＰ）模式２０时（北京

时）零场和预报场（预报时效分别为９６、１２０、１４４、

１６８、１９２、２１６和２４０ｈ，其中ＪＰ模式预报时效只到

１６８ｈ）进行中期天气学检验及预报效果的对比分

析，检验所用的资料主要包括各模式的５００ｈＰａ高

度场、８５０ｈＰａ风场和温度场。Ｔ６３９模式资料分辨

率为１．１２５°×１．１２５°经纬网格，ＥＣ和ＪＰ模式资料

分辨率均为２．５°×２．５°经纬网格。Ｔ６３９和ＥＣ模

式预报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副高）１２０°

Ｅ脊线、面积指数及强度指数是根据各自资料的

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及风场得到。

３　模式中期预报性能检验

３．１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预报检验

副高是夏季影响我国的主要天气系统之一，位

于它西北侧的低空西南气流向东亚地区输送大量的

水汽，因此其位置和强度的变化是影响我国强降雨

带分布的重要因素。以下主要对副高的面积、强度

及１２０°Ｅ脊线进行检验。

图１和图２分别给出Ｔ６３９和ＥＣ模式对副高

图１　２０１３年６—８月Ｔ６３９模式（ａ）及ＥＣＭＷＦ模式（ｂ）００ｈ（实线）和

对应的１２０ｈ（虚线）副高面积指数时间演变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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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１３年６—８月Ｔ６３９模式（ａ）及ＥＣＭＷＦ模式（ｂ）００ｈ（实线）和

对应的１２０ｈ（虚线）副高强度指数时间演变曲线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００ｈ（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１２０ｈ（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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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指数和强度指数的预报及零场分析对比。两家

模式对６月至７月上旬副高面积和强度指数的预报

与零场存在明显偏差，两家模式１２０ｈ时效预报指

数强度较零场明显偏小，但进入７月中旬以后情况

改善，尤其在８月中上旬副高面积和强度较常年同

期明显偏强，两家模式对这一特征均给出较好的预

报。副高明显偏强是造成我国黄淮至江南大部地区

出现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的重要原因。８月１４日

起受台风北上的影响，副高的面积及强度均明显减

弱，对于这一变化两家模式１２０ｈ预报均予以体现。

　　副高阶段性北跳对应着我国雨带的向北推进。

副高１２０°Ｅ脊线的检验如图３所示，６月上旬副高

基本维持在２０°Ｎ左右，对应江淮梅雨时段（２０１３年

６月６日入梅），６月中旬至下旬初副高南北摆动；６

月２６日以后，副高稳定在２０°Ｎ以北，８月中旬的大

部分时段内，副高维持较强势力，在３０°Ｎ 以北，这

一时期正对应华北、东北雨季。对于副高脊线的位

置，Ｔ６３９模式总体把握较好，但对６月中旬副高南

北摆动过程预报效果稍差，６月１５—１６日零场脊线

位于２０°～２５°Ｎ，１２０ｈ预报脊线位于３０°Ｎ以北，６

月２０—２２日零场脊线位于３０°Ｎ附近，１２０ｈ预报

脊线南落至１５°Ｎ以南，表明６月１５—２２日 Ｔ６３９

模式１２０ｈ预报出现虚假的北跳南落过程。在８月

２３—２４日出现预报脊线虚假偏南；ＥＣ模式对６—８

图３　２０１３年６—８月Ｔ６３９模式（ａ）及ＥＣＭＷＦ模式（ｂ）００ｈ（实线）和

对应的１２０ｈ（虚线）副高１２０°Ｅ脊线时间演变曲线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００ｈ（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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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副高北跳特征均有较好的预报。

３．２　８５０犺犘犪温度趋势检验

今年夏季，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出现３次大范围

高温天气过程，尤其６月３０日至８月１９日，南方地

区高温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高温强度大，江南、

江淮、江汉、黄淮南部等地高温日数达２１ｄ以上，其

中江南大部、江淮南部及重庆等地达３１～４０ｄ，湖南

东部、浙江北部、江苏南部、江西东北部部分地区达

４１～４８ｄ。本文选取位于浙江北部的（３０°Ｎ、１２０°Ｅ）

格点为例，考察数值模式中期时段对于异常高温的

预报能力。由图４可见，７月至８月中上旬，３家数

值模式零场及１２０ｈ时效预报的８５０ｈＰａ温度均超

过气候平均值，对此次高温天气过程给予提前预报，

但各家模式预报高温幅度有所不同。８月６日，距

离（３０°Ｎ、１２０°Ｅ）格点最近的杭州站探空观测８５０

ｈＰａ温度达２６℃，ＥＣ模式１２０ｈ预报８５０ｈＰａ温度

的时间序列与零场接近，预报温度超过２６℃，更接

近实况。Ｔ６３９和ＪＰ模式对此次高温天气过程也给

予预报，但对高温幅度的预报能力明显不足，尤其８

月６日两家模式预报的８５０ｈＰａ温度在２３℃左右，

明显低于实况。根据以上分析可知，Ｔ６３９、ＥＣ和ＪＰ

模式对今年夏季出现的异常高温天气均提前给出预

报，但ＥＣ模式对高温持续时间以及高温幅度的预

报均更接近实况。

　　受大气环流形势调整、登陆强台风“尤特”和西

南季风带来的风雨影响，８月１４日成为持续高温天

气过程的转折点。８月１４日起，江南南部和华南地

区的高温天气结束，江南北部高温强度明显减弱，我

国中东部地区持续的大范围高温面积明显减小。选

择位于江南南部的（２５°Ｎ、１１５°Ｅ）格点为例，检验３

家数值模式中期时段对高温天气转折的预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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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１３年６—８月（３０°Ｎ、１２０°Ｅ）格点Ｔ６３９（ａ）、ＥＣＭＷＦ（ｂ）和ＪＰ（ｃ）模式００ｈ（空心圆线）和对应的

１２０ｈ（实心圆线）８５０ｈＰａ温度逐日演变曲线 （单位：℃，点线：气候平均值）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００ｈ（ｈｏｌｌｏｗｃｉｒｃｌｅｌｉｎｅ）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１２０ｈ（ｓｏｌｉｄｃｉｒｃｌｅｌｉｎ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ｕｎｉｔ：℃）ａｔ８５０ｈＰａ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Ｔ６３９（ａ），ＥＣＭＷＦ（ｂ）ａｎｄＪＰ（ｃ）ｍｏｄｅｌｓｆｒｏｍＪｕｎｅｔｏＡｕｇｓｔ２０１３

（图略）。８月１２—１４日，３家模式８５０ｈＰａ零场该

格点温度均呈连续降温趋势，Ｔ６３９模式９６和１２０ｈ

预报均为先升温后降温，即温度转折点落后于零场，

而１４４和１６８ｈ预报仍为升温趋势；ＥＣ模式９６和

１６８ｈ预报温度转折点与零场一致，１２０和１４４ｈ预

报落后一天；ＪＰ模式仅９６ｈ预报较为理想，其他时

效预报温度转折均明显落后零场。

　　５００ｈＰａ环流形势的演变是中期预报关注的重

点，以下将检验各模式对于８月１４日南方高温天气

转折的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预报效果（图５）。由 Ｔ６３９

和ＥＣ模式零场可以看出，伴随强台风尤特的登陆

北上，副高由１４日的块状挤压变为１５日的东西带

状，１６日副高５８８ｄａｇｐｍ等值线（以下简称５８８线）

东退至日本以南洋面。Ｔ６３９模式，９６和１２０ｈ对副

高减弱东退有所预报，但１４４和１６８ｈ预报与零场

差别较大；ＥＣ模式，９６～１６８ｈ均预报出副高主体

减弱东退的特征，但１６８ｈ预报副高５８８线范围较

零场略偏大；ＪＰ模式，零场中副高主体１４—１６日快

速东退，范围明显减小，各时效预报对这一特点预报

效果不理想，尤其１４４和１６８ｈ预报控制我国华中

地区附近的高压系统面积有增大趋势。由以上分析

可知，此次台风登陆造成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高

温趋于缓解，ＥＣ模式提前７天预报出副高主体减弱

东退，对高温天气转折给出较好的预报，其效果优于

Ｔ６３９和ＪＰ模式。

３．３　雨带北跳的检验

７月５—７日我国南方主雨带位于江淮流域及

江南地区北部，７月８日起主雨带北跳至华北地区。

副高的北跳意味着雨带向北推进，以下将检验Ｔ６３９

和ＥＣ模式９６～２４０ｈ对７月９日５００ｈＰａ副高主

体北跳位置的预报能力。由图６可见，Ｔ６３９模式零

场副高脊线已北跳至３０°Ｎ附近，９６和１２０ｈ预报

效果与零场接近，１４４～２４０ｈ预报副高主体离散度

较大，对副高主体的位置及面积均预报不理想；ＥＣ

模式１９２～２４０ｈ预报副高强度较零场明显偏弱，自

１６８ｈ起随预报时效临近模式预报的５８８线范围逐

渐增大，且副高主体位置北抬接近零场。可以看出，

中期时段对雨带北抬的预报，ＥＣ模式效果优于

Ｔ６３９模式。

３．４　台风的预报能力检验

２０１３年６—８月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上共有１３

个热带气旋生成，较常年同期（１１．５个）偏多，其中

有７个登陆我国，较常年同期（４．５个）明显偏多。６

月有１个登陆，接近常年（０．７个），７和８月各有３

个登陆，均较常年略偏多（７月２个，８月１．９个）。

本文以登陆我国的强台风苏力为例，分析Ｔ６３９、ＥＣ

及ＪＰ模式对台风路径和强度的中期预报能力。

　　１３０７号强台风苏力１３日０３时前后在台湾省

新北市与宜兰县交界处登陆，１６时再次在福建连江

县黄岐半岛登陆，对福建、浙江、广东、江西４省产生

较大影响，其中福建省损失较为严重。为比较各家

模式对台风各阶段强度和位置的预报能力，本文选

取７月１２日２０时、７月１３日２０时和１４日２０时３

个时次的８５０ｈＰａ风场及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进行对比

分析。

从３家模式的００ｈ分析场（图７）可以看到，台

风环流的中心位置基本相同。１２日２０时“苏力”中

心位置位于我国台湾岛东南海面上，强度为强台风；

１３日１６时在福建登陆后向西北方向移动，由福建

进入江西，强度迅速减弱，于１４日０５时减弱为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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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３家模式不同时效预报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４日（实线）、１５日（长虚线）及１６日（点线）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

（ａ）Ｔ６３９００ｈ，（ｂ）Ｔ６３９９６ｈ，（ｃ）Ｔ６３９１２０ｈ，（ｄ）Ｔ６３９１４４ｈ，（ｅ）Ｔ６３９１６８ｈ，（ｆ）ＥＣ００ｈ，（ｇ）ＥＣ９６ｈ，

（ｈ）ＥＣ１２０ｈ，（ｉ）ＥＣ１４４ｈ，（ｊ）ＥＣ１６８ｈ，（ｋ）ＪＰ００ｈ，（ｌ）ＪＰ９６ｈ，（ｍ）ＪＰ１２０ｈ，（ｎ）ＪＰ１４４ｈ，（ｏ）ＪＰ１６８ｈ

Ｆｉｇ．５　Ｔｈｅ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ｆｉｅｌｄ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ｅｄｂｙ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ｍｏｄｅｌ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ｏｎ１４（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１５（ｌｏｎｇ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ａｎｄ１６（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３

（ａ）Ｔ６３９００ｈ，（ｂ）Ｔ６３９９６ｈ，（ｃ）Ｔ６３９１２０ｈ，（ｄ）Ｔ６３９１４４ｈ，（ｅ）Ｔ６３９１６８ｈ，（ｆ）ＥＣ００ｈ，（ｇ）ＥＣ９６ｈ，

（ｈ）ＥＣ１２０ｈ，（ｉ）ＥＣ１４４ｈ，（ｊ）ＥＣ１６８ｈ，（ｋ）ＪＰ００ｈ，（ｌ）ＪＰ９６ｈ，（ｍ）ＪＰ１２０ｈ，（ｎ）ＪＰ１４４ｈ，（ｏ）ＪＰ１６８ｈ

图６　Ｔ６３９（ａ）和ＥＣ（ｂ）模式不同时效预报２０１３年７月９日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

（黑线－０ｈ；红线－９６ｈ；绿线－１２０ｈ；蓝线－１４４ｈ；青线－１６８ｈ；

紫线－１９２ｈ；黄线－２１６ｈ；桔黄线－２４０ｈ）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ｐｅｒｉｏｄ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ｆｉｅｌ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ｅｄｆｒｏｍＴ６３９（ａ）ａｎｄＥＣ（ｂ）ｍｏｄｅｌｓｏｎ９Ｊｕｌｙ２０１３

（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０ｈ；ｒｅｄｌｉｎｅ－９６ｈ；ｇｒｅｅｎｌｉｎｅ－１２０ｈ；ｂｌｕｅｌｉｎｅ－１４４ｈ；ｃｙａｎｌｉｎｅ－１６８ｈ；

ｐｕｒｐｌｅｌｉｎｅ－１９２ｈ；ｙｅｌｌｏｗｌｉｎｅ－２１６ｈ；ｏｒａｎｇｅｌｉｎｅ－２４０ｈ）

８１５１　　　　　　　　　　　　　　　　　　　 　气　　象　　　　　　　　　　　　　　　 　　 　　　第３９卷　



图７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２—１４日Ｔ６３９（ａ～ｆ）、ＥＣ（ｇ～ｌ）及ＪＰ（ｍ～ｒ）模式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

和８５０ｈＰａ风场零场（ａ～ｃ，ｇ～Ｉ和ｍ～ｏ）及１２０ｈ预报（ｄ～ｆ，ｊ～ｌ和ｐ～ｒ）

Ｆｉｇ．７　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８５０ｈＰａ００ｈ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ａ－ｃ，ｇ－ｉ，ｍ－ｏ）ａｎｄ１２０ｈ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ｄ－ｆ，ｊ－ｌ，ｐ－ｒ）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Ｔ６３９（ａ－ｆ），ＥＣ（ｇ－ｌ）ａｎｄＪＰ（ｍ－ｒ）ｍｏｄｅｌｓｏｎ１２，１３ａｎｄ１４Ｊｕｌｙ２０１３

低压。对比３家模式发现，ＥＣ模式预报的５００ｈＰａ

形势接近实况，预报出台风北侧西太副高东西带状

形态，台风强度及移动路径预报也更接近实况，但其

预报台风登陆时强度较实况偏弱。Ｔ６３９模式预报

台风登陆时间较实况明显偏晚，但台风登录时强度

接近实况。ＪＰ模式预报登陆时间偏晚，登陆位置较

实况略偏东偏北，且登陆后衰减速度超过实况。

４　小　结

本文通过对Ｔ６３９、ＥＣ及ＪＰ模式中期时段预报

产品的检验，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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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对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两家模式对６

月至７月上旬副高面积和强度指数的预报与零场存

在偏差，但对于８月两家模式均给出较好的预报。

对于副高１２０°Ｅ脊线的位置，Ｔ６３９模式预报６月中

旬副高南北摆动过程效果稍差，ＥＣ模式预报与零

场接近。

（２）Ｔ６３９、ＥＣ和ＪＰ模式对今年夏季出现的异

常高温天气均提前给出预报，但ＥＣ模式从高温持

续时间以及高温幅度均更接近实况。强台风尤特的

登陆造成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高温趋于缓解，ＥＣ

模式提前７ｄ预报出副高主体减弱东退，对高温天

气转折给出较好的预报，其效果优于Ｔ６３９和ＪＰ模

式。

（３）对７月８日我国中东部地区主雨带北抬至

华北一带，ＥＣ模式中期时段对副高北跳特征的预

报效果优于Ｔ６３９模式。

（４）ＥＣ模式对１３０７号台风生成与登陆期间

５００ｈＰａ副高形势把握较好，较好地预报台风登陆

位置及路径变化，但预报强度偏弱；而Ｔ６３９模式和

ＪＰ模式预报台风登陆时间均偏晚，ＪＰ模式预报登

陆位置较实况略偏东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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