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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异常初雪日的成因分析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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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灵　周月华
武汉区域气候中心，武汉４３００７０

提　要：统计湖北省７６站１９６１／１９６２—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共５２年大范围初雪偏早／偏晚年份，揭示初雪日异常早／晚年同期环流特

征，初雪偏晚当年１１月至次年２月海温、高度场及低层风场的典型分布表现为：中高纬的西北太平洋海温及新西兰东侧南太

平洋海温异常偏高，有利于乌拉尔山脊减弱、贝加尔湖低压及阿留申地区低压减弱，东亚大槽偏强同时孟加拉湾槽偏弱，对应

５００ｈＰａ高度距平场上欧亚大陆自北至南呈“－ ＋ －”的波列分布，中国大陆地区低层风场被北风距平控制；反之，初雪偏早。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关键区海温及环流分布符合典型的初雪偏晚对应特征。利用１９６１—１９９２年１１月关键区海温首次建立湖北初

雪日预测模型，准确预测２０１３年冬季初雪偏晚，同时针对１９９３—２０１２年初雪早晚的回报检验准确率达７５％，为预测湖北初

雪发生的早晚提供了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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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湖北省位于长江中游，地处东亚季风气候区，天

气变化剧烈，夏季风异常时，可能出现严重的旱、涝

灾害（李维京，１９９９；封国林等，２０１２；刘芸芸等，

２００９），而冬季风异常引发的低温雨雪冰冻天气（丁

一汇等，２００８；高辉等，２００８；王凌等，２００８；孙丞虎

等，２０１２），则可对交通、电力、农业等国民经济和人

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周月华等，２０１０；万素琴等，

２００８）。现有对降雪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分析辽宁、

新疆和青藏高原等降雪多发地（赵春雨等，２０１０；董

安祥等，２００４；韦志刚等，２００２；刘玉莲等，２０１３；董文

杰等，２００１）的降雪日数时空变化规律，或者是单次

降雪过程的天气诊断（王文等，２０００；刁秀广等，

２０１１；王亚非等，２００８；杜小玲等，２０１４；李多等，

２０１２），缺乏对初雪发生早／晚的气候背景细致的研

究，对于初雪发生早晚的预测能力相对薄弱，同时与

北方地区相比，南方地区虽然降雪频次较少，强度也

偏弱，但南方降雪湿度大、年际差异明显且对异常冰

冻天气应对能力偏弱，因此预测初雪开始的早晚具

有重要的意义。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冬季，湖北大范围的

初雪异常偏迟，其中武汉站出现了自１９５１年以来的

次晚初雪，仅早于１９７０／１９７１年（１９７１年２月２４

日）。从全国范围内来看，往年一些相对湖北初雪偏

早的我国北方部分地区至１月中旬未出现降雪，四

季如春的昆明却于１２月１５日普降大雪，这种异常

现象的出现值得思索。本文从湖北省１９６１／１９６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共５２年初雪日偏早／晚年着眼，揭示

同期环流特征，同时从环流大背景的角度解释湖北

地区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冬季初雪偏晚原因，此外通过诊

断分析找出影响湖北初雪发生早／晚的海温外强迫

和重要环流系统，尝试建立初雪日预测模型，并检验

此预测模型２０年的回报效果。

１　湖北省异常初雪日的特征

１．１　湖北初雪日的统计特征及异常年的挑选

研究湖北省平均初雪日统计特征。将湖北省

１９６１—２０１２年逐年７６站初雪日的平均值作为当年

的全省初雪日。湖北省常年平均（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

初雪日为１２月１９日，最早的初雪出现在２００９年

１１月１６日，最晚在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０日。湖北初雪

日集中出现在１１月中旬至１月中旬，出现概率为

９５％，其中以１２月出现的概率最高，达５５％。

异常偏早／晚年份的选取。考虑两个指标，一是

该年在全省初雪序列中的异常性指标。标准化处理

全省平均初雪日序列（图１），将标准化后数值＞０．

６５或＜－０．６５作为挑选异常年份须满足的标准；二

是全省空间上的一致性指标。为了避免局地性的异

常晚／早影响全省平均初雪时间序列的代表性，定义

相对单站常年平均初雪日晚／早的年份为单站初雪

偏晚／早年，计算出历年单站初雪晚／早的站数占总

站数的百分率，将百分率达到７５％作为异常年份挑

选的另一个标准。依据以上指标最终得到７个初雪

异常晚／早年。其中，初雪偏早的７年分别为１９７４、

１９７６、１９９３、２００９、１９６４、１９８７和２０００年，这７年中

前４年初雪偏早站数达７５站；偏晚的７年分别为

１９７７、２００８、２００７、１９９２、１９９０、１９８０和２００５年，除

２００５和１９８０年外，其他５年超过６０站初雪偏晚。

图１　１９６１—２０１２年湖北省平均初雪日

的标准化时间序列

Ｆｉｇ．１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ｉｒｓｔｓｎｏｗｄａｔｅ（ＦＳＤ）ｉｎＨｕｂｅｉｏｖｅｒ

１９６１－２０１２

　　西伯利亚高压指数与东亚冬季风指数均是描述

中国大陆冬季冷空气强弱的重要指标（朱艳锋，

２００８），将１０月至次年２月各月及冬季的西伯利亚

高压及冬季风指数分别与去趋势后的平均初雪日时

间序列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仅１１月的相关通过α＝

０．０５显著性水平检验，分别为－０．３４和－０．２９，而

与整个冬季的指数相关程度较弱。在初雪异常早的

７年中，至少５年的１１月的西伯利亚高压指数偏

强，但１２月以及冬季偏强年份都仅有３年。

另外，通过初雪异常早／晚年的各月温度偏高频

次差值狋检验发现，差异最显著的月份也为１１月，

其次为１２月（图略），即初雪偏早，冬季风转变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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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反之亦然。

１．２　初雪异常年的环流特征

依据湖北省初雪偏早的７年和偏晚的７年进行

１１月至次年２月的５００ｈＰａ高度距平场、８５０ｈＰａ风

场距平场合成分析及湖北省温度偏高频次合成分析。

当初雪异常偏早，高度异常场（图２ａ）在欧亚大

陆上呈现明显的北高南低，且自西北至东南为“＋－

＋”的遥相关波列分布，主要的正、负异常中心分别

位于格陵兰岛—新地岛、贝加尔湖—蒙古大部、华

南—日本群岛。这种分布在３０°Ｎ以北是以经向环

流为主，利于来自高纬度的冷空气南下，同期１１月

至次年２月在湖北除了西南局部外，其他大部平均

温度相对历史同期偏低的可能性极大（图３ａ）。

图２　１１月至次年２月湖北省初雪偏早年（ａ）、偏晚年（ｂ）、差值场（ｃ）的５００ｈＰａ高度

距平场（单位：ｇｐｍ）及偏早年（ｄ）、偏晚年（ｅ）８５０ｈＰａ风场距平场（单位：ｍ·ｓ
－１）

（图２ｃ阴影区为通过α＝０．０５显著性水平检验区域）

Ｆｉｇ．２　５００ｈＰａ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ｏｍａｌｙ（ａ）ｉｎｅａｒｌｙＦＳＤ，（ｂ）ｉｎｌａｔｅＦＳＤ，（ｃ）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ｉｅｌｄ（ｕｎｉｔ：ｇｐｍ）ａｎｄ

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ｄ）ｉｎｅａｒｌｙＦＳＤ，（ｅ）ｉｎｌａｔｅＦＳＤｆｒｏｍ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ｔｏ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ｕｎｉｔ：ｍ·ｓ
－１）

（Ｔｈｅ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ｉｎＦｉｇ．２ｃｈａｓｐａｓｓｅｄ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ｌｅｖｅｌｔｅｓｔｏｆα＝０．０５）

图３　１１月至次年２月湖北省初雪偏早年（ａ）和偏晚年（ｂ）温度偏高频次

（ａ）１９７４、１９７６、１９９３、２００９、１９６４、１９８７和２０００年，（ｂ）１９７７、２００８、２００７、１９９２、１９９０、１９８０和２００５年

Ｆｉｇ．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ｗａｒｍ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ｒｏｍ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ｔｏ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ａ）ｉｎｅａｒｌｙＦＳＤａｎｄ（ｂ）ｉｎｌａｔｅＦＳＤｙｅａｒｓ

（ａ）１９７４，１９７６，１９９３，２００９，１９６４，１９８７ａｎｄ２０００（ｂ）１９７７，２００８，２００７，１９９２，１９９０，１９８０ａｎｄ２００５

　　而在低层８５０ｈＰａ上，对应上述正、负异常中心

存在着明显的反气旋式与气旋式风场距平环流

（图２ｄ）。高纬度地区以新地岛为中心的反气旋式距

平环流使得极地冷空气不断南侵，其东南侧的偏东

北气流加强了以蒙古为中心的气旋式距平环流。该

气旋西侧的偏北气流南下，与来自以南海为中心的

气旋东侧的东南气流及来自印缅地区的偏南气流交

汇，冷暖空气汇合利于降水（雪）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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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雪异常偏晚，高度异常场自北向南呈“－＋

－”的分布（图２ｂ）。北冰洋至东亚大陆北部为负异

常，整个欧亚大陆经鄂霍次克海至阿留申地区为正

异常，中国大陆也为正异常中心，东亚地区以纬向环

流为主，冷空气相对较弱，同期１１月至次年２月湖

北大部平均温度相对历史同期偏高的频次较高

（图３ｂ），而低层８５０ｈＰａ风场距平场上以日本群岛

为中心的气旋西侧的偏北气流影响中国大陆；在中

国大陆的南面以南海为中心存在着气旋式环流，其

西北侧的偏东北气流加强了中国大陆盛行的北风，

使得南边暖湿气流无法北上（图２ｅ）。

初雪异常偏早／晚年的高度差值场自西北向东

南呈“＋－＋”分布（图２ｃ），其中正、负、正中心分别

位于西伯利亚群岛至北极、贝加尔湖至阿留申地区、

日本群岛，这些中心也是研究湖北地区初雪日早、晚

应重点关注的区域。

２　影响湖北初雪日的重要系统

将湖北７６站５２年的初雪日时间序列标准化后

进行ＥＯＦ分解，第一主模态的空间特征向量表现出

全省一致为正，意味着第一模态的空间分布为一致

早或晚型（图４ａ）。

ＥＯＦ分解第一模态对应的时间系数（简称

ＰＣ１，图略）与湖北７６站平均初雪日的标准化时间

序列都存在着显著的偏晚趋势，偏晚的速率相同，均

为０．０２ｄ·ａ－１（图１）。鉴于ＰＣ１与湖北省初雪日

序列相关大多通过α＝０．００１显著性水平检验（图

４ｂ），为进一步了解初雪日异常对应的环流特征，将

ＰＣ１去趋势后的序列作为自变量，５００ｈＰａ高度距

平场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场（图５ａ）显

示欧亚大陆自北向南呈现出“－＋－”的波列分布，

图４　（ａ）湖北省７６站标准化初雪日序列ＥＯＦ分解第一主模态的空间分布，

（ｂ）ＥＯＦ１时间系数与湖北省７６站初雪日序列的相关分布

（图４ｂ阴影区为通过α＝０．００１显著性水平检验区域）

Ｆｉｇ．４　（ａ）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ｌｅａｄｉｎｇＥＯＦｍｏｄｅｏｆＦＳＤ，（ｂ）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ＰＣｏｆＥＯＦａｎｄＦＳＤｆｏｒ７６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Ｈｕｂｅｉ

（Ｔｈｅ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ｈａｓｐａｓｓｅｄ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ｌｅｖｅｌｔｅｓｔｏｆα＝０．００１）

图５　湖北省７６站初雪日序列ＥＯＦ分解第一模态对应的时间系数去趋势后回归的１１月至次年２月

（ａ）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等值线，ｇｐｍ）和相关场，（ｂ）８５０ｈＰａ风场距平场分布（矢量场，ｍ·ｓ
－１）和相关场

（阴影区为通过α＝０．０５显著性水平检验区域）

Ｆｉｇ．５　（ａ）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５００ｈＰａｈｅｉｇｈｔ（ｕｎｉｔ：ｇｐｍ）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ｄｅｄ），

（ｂ）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ｕｎｉｔ：ｍ·ｓ－１）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ｄｅｄ）ｏ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ｌｅａｄｉｎｇＰＣ

（Ｔｈｅ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ｈａｓｐａｓｓｅｄ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ｌｅｖｅｌｔｅｓｔｏｆα＝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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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初雪偏晚年的高度异常场分布较为一致，同时回

归的８５０ｈＰａ风场距平场在中国大陆地区盛行明显

的偏北气流（图５ｂ），也类似于初雪偏晚年风场异常

分布。

两者显著相关的区域与初雪异常早晚年的高度

差值场的显著区域吻合。对应的环流系统分别是北

极涛动、贝加尔湖低压、阿留申地区的低压、东亚大

槽以及南支槽。它们分别反映了中高纬度冷空气、

副热带暖湿气流及输送条件。这一结论与马林等

（２００１）分析影响青藏高原冬季雪灾天气的系统有部

分相似之处。

３　湖北初雪日预测模型及其可能的物

理机制

　　有研究证明海温异常通过影响以上提及的环流

系统（陈少勇等，２００９；伍红雨等，２０１４），尤其是东亚

大槽，使得中国东部冬季气温出现异常。鉴于海温

对本研究中关注的环流系统有重要影响，将去趋势

后的初雪日时间序列与同期１１月至次年２月海温

进行相关分析，两者在北太平洋地区、新西兰及其以

东的区域为显著相关（图６ａ）。鉴于（４５°～５５°Ｎ、

１５０°Ｅ～１６０°Ｗ）、（２８°～３５°Ｓ、１４０°～１１０°Ｗ）、（４５°～

５５°Ｓ、１７０°～１５０°Ｗ）３个区域的相关通过α＝０．０５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将其作为预测湖北初雪日的关

键区，分别称作关键１～３区，为建立湖北初雪日预

测模型提供参考因子。

　　依次分析各关键区的海温序列与５００ｈＰａ高度

距平场的相关性，以此寻找关键区海温对于环流的

影响。从关键１区海温与高度场的相关（图６ｂ）看，

显著正相关区位于贝加尔湖东侧至阿留申，显著负

相关位于日本群岛至西北太平洋，与初雪偏晚年回

归的高度异常场分布较为类似，同时在贝加尔湖东

北侧的乌拉尔山地区存在着弱的负相关中心，意味

图６　（ａ）去趋势后的初雪时间序列与海温的相关分布图，（ｂ）关键１区海温与

同期５００ｈＰａ高度距平场的相关分布图

（阴影区为通过α＝０．０５显著性水平检验区域）

Ｆｉｇ．６　（ａ）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ｄ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ＳＤａｎｄＳＳＴ，（ｂ）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ｄ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ＳＴＡ

ｉｎｋｅｙａｒｅａａｎｄ５００ｈＰａ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ｏｍａｌｙ

（Ｔｈｅ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ｈａｓｐａｓｓｅｄ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ｌｅｖｅｌｔｅｓｔｏｆα＝０．０５）

着当中高纬的北太平洋海温偏高时，利于乌拉尔山

脊偏弱，阿留申低压偏弱，同时东亚大槽偏强，南支

槽偏弱。东亚大陆以纬向环流为主，不利于冷空气

南下，外加水汽条件不好，最终不利于初雪偏早。这

也是高纬度西北太平洋海温通过影响大气环流最终

导致初雪日异常的物理机制。有研究表明冬季北太

平洋的海气相互作用中，大气对海洋的影响是主要

的（蒲书箴等，２００３；秦正坤等，２００６），但不能简单地

排除海洋对大气的作用，研究结论证实高纬度西北

太平洋的海温与冬季东亚大气环流（西伯利亚高压、

阿留申低压和东亚大槽等）存在着正反馈作用（赵永

平等，１９９５；赵巧莲等，２０１３；朱小洁等，２００６），最终

影响东亚冷空气强度（林玉英等，１９９９）。关键２区

与５００ｈＰａ高度距平场的相关分布显著区域与关键

１区的相关分布类似，但显著区域相对缩小，同时在

孟加拉湾地区相关显著（图略）。高聪晖等（２０１２）有

关海温影响以上系统的研究成果也印证了以上分

析。关键２区（即澳大利亚东侧）前期海温与后期

１１月至次年２月的海温场及高度场显著相关区域

也显示出，当前期澳大利亚东侧海温偏高时，后期

１１月至次年２月澳大利亚南侧（３区）海温偏低（图

略），同时南半球极地到负极地（６０°～９０°Ｓ）为负高

度异常，而３０°～６０°Ｓ为正高度异常，南极涛动呈现

出偏强的特征（图略），进一步可通过南北两半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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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度间的经向遥相关作用，最终通过引起北半球高

纬度环流的异常以及欧亚西风异常（范可等，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由于海温持续性较好，且对于初雪发生早／

晚具有良好的指示性，选以上３个关键区１１月的海

温作为自变量（依次为狊狊狋１、狊狊狋２和狊狊狋３），初雪日

（犇犪）作为因变量，利用１９６１—１９９２年实况资料建

立预测模型，经检验最终确定预测模型为：

犇犪＝ －１．７＋１６．２狊狊狋１＋１０．３狊狊狋２

　　利用此预测模型回报１９９３—２０１２年武汉初雪

日，并预测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初雪发生早晚。在回报检

验的２０年中有１５年报对，回报正确率达７５％，回

报与实况的年际变化较为一致，对于１９９３和２０００

年异常偏早和２００５年异常偏晚回报完全正确，２０

年的回报与实况距平相关系数达０．６０，回报效果良

好，也正确预测出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初雪偏晚（图７ａ，图

中纵坐标２０～１５０表示以１１月１日为第１天，１１

月２０日为第２０天，以此类推）。此模型回报湖北省

１９９３—２０１２年共２０年７６站初雪日与实况的距平

符号一致率（图７ｂ），全省除２站一致率未超过５０％

外，其余７４站中有６３站符号一致率通过６０％，南

部个别站点一致率甚至达９０％（表１）。由此可见该

模型在湖北省初雪日回报检验及预测中表现较好，

具有一定的业务参考价值。

图７　１９９３—２０１３年，武汉预测模型回报与实况对比（ａ，单位：ｄ）和

湖北省回报与实况一致率（ｂ，单位：％）

Ｆｉｇ．７　（ａ）Ｒｅ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ｏｆＦＳ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１９９３ｔｏ２０１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ｉｎＷｕｈａｎ，（ｂ）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ｏｆｒｅ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Ｈｕｂｅｉ（ｕｎｉｔ：％）

表１　１９９３—２０１２年湖北初雪预测模型回报与实况符号

一致率站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狋犪狋犻狅狀狊狑犻狋犺犉犛犇狆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犿狅犱犲犾犳狅狉犲犮犪狊狋狊犪狀犱

狅犫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狊犮狅狀狊犻狊狋犲狀狋犻狀犎狌犫犲犻犳狉狅犿１９９３狋狅２０１２

距平符号

一致率／％
４０～４９ ５０～５９ ６０～６９ ７０～７９ ８０～８９ ９０～９９

站数 ２ １１ ３８ １７ ７ １

　　对比２０１３年１１月至今的海温场，在中高纬度

的北太平洋、新西兰东侧太平洋及马达加斯加附近

海温为暖海温，中东太平洋为冷海温（图８ｃ），在重

点关注区域与图６ａ初雪时间序列与海温的正、负相

关呈现出较为一致的分布。对应的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异

常场为典型的“－ ＋ －”分布（图８ａ），关键的环流

系统表现为北极涛动正位相、贝加尔湖低压和阿留

申地区低压偏弱、东亚大槽偏强和孟加拉湾槽略弱，

低层中国大陆地区盛行偏北气流（图８ｂ），属于典型

的偏晚年对应环流型，这也是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湖北初

图８　２０１３年１１—１２月（ａ）５００ｈＰａ高度距平场（单位：ｇｐｍ），（ｂ）８５０ｈＰａ风场距平分布（单位：ｍ·ｓ
－１）

及（ｃ）２０１３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２月海温距平实况（单位：℃）

Ｆｉｇ．８　（ａ）５００ｈＰａ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ｏｍａｌｙ（ｕｎｉｔ：ｇｐｍ），（ｂ）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ｙ（ｕｎｉｔ：ｍ·ｓ
－１）ｆｒｏｍ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ｃ）ＳＳＴＡｆｒｏｍ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ｔｏ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４（ｕｎ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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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异常偏迟的原因。

４　结论与讨论

湖北初雪发生偏早，对应着１１月至次年２月欧

亚大陆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表现为“＋－＋”的遥相关分

布，以经向环流为主，同期湖北省温度偏低的频次更

高。同时在低层风场上表现为中国大陆盛行偏南气

流；初雪偏晚，则相反。初步诊断分析发现，中高纬

的北太平洋海温偏高时，利于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自北

向南呈“－＋－”分布，主要的环流系统表现为北极

涛动正位相，乌拉尔山脊偏弱，贝加尔湖低压及阿留

申地区低压偏弱，东亚大槽偏强，总体以纬向环流为

主，低层盛行偏北风，不利于湖北初雪偏早。通过选

取１９６１—１９９２年两个关键区海温建立初雪日预测

模型，回报近２０年初雪与实况一致率超过６０％的

站点达６３站。对于武汉站的回报，一些异常早和异

常晚年都能在回报序列中有所体现，此外也预测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初雪偏晚。

本研究主要是针对湖北地区初雪发生异常早晚

的海温外强迫和大环流背景进行分析并给出了相应

的物理机制，首次建立湖北初雪日预测模型且回报

效果较好，具有一定的业务参考价值。在今后具体

初雪预报业务服务中，可结合中短期降雪形势分析，

包括对形成降雪的天气系统及上升运动、水汽、适宜

温度等天气尺度条件进行滚动订正，更好地为防灾

减灾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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