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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最近我和叶笃正同志到四川看了几个县站的补充订正中期天气预报
,

学到了不少东

西
.

县站的补充订正天气预报已经有好几年历史
.

过去从一些文件里知道县站天气预报

是怎么一回事
,

但泣些认识都是间接的
,

所以在头脑里的印象并不很深
.

这一次亲自下去

体验
,

向观测员同志们学习了县站的中期天气预报方法
,

才对县站的中期天气顶报有了较

深刻的认识
.

四 J! }的县站中期天气预报方法
,

都是根据当地天气和气候的特点
,

围绕农业生产(尤

其是农事关键时刻)对气象预报的要求
,

制作出好多套模式(或称指标)
.

四川的大多数县

站 目前都备有春播
、

双枪
、

讯期和三秋时期的重要天气过程中期天气预报模式
.

这些模式

是收集当地的群众经验作基础
,

并对本站过去历史资料进行分析而建立起来的
,

预报的效

果很好
.

以 四月l的江津县气象站来说
, 1 9 6 5年3一6月共出现对农事活动有影响的重要天

气过程九次
,

用他们的模式抓住了六次
,

漏报一次
.

在同时期内
,

他们用模式作了十九次

预报
,

有十五次报对
,

四次放了空炮
.

又如仁寿县的气象站在 1 9 6 5年 4一7月共出现十五次

中雨以上过程
,

用他们的模式管住十四次
,

漏报一次
.

在同时期内他们用模式作了二十一

次预报
,

报准十五次
,

有六次空炮
.

平武县气象站在 1 96 5年的春播中期预报中
,

四次适宜

春播时段
,

全部被他们的模式抓住
.

我们在江津和平武学习的期间
,

都遇上他们发布一次

中期降水预报
,

这两次预报都报对
,

这给我的影响最深刻
.

我在 四川省气象局看到了四川

其他一些气象站送来的中期天气预报改革材料
,

知道各县的中期天气预报方法思路大体

上相同
.

从这次在桂林召开的全国补充订正天气预报学术会上各省的文件来看
,

至国各

地都普遍在搞
.

这是天气预报历史上的一次大革命
.

因为它不仅打破了气象站只做观测

和发报的框框
,

而且县站的预报一般比起大台对该地所做的预报更准
.

我们曹经拿上面

所提到的江津
、

仁寿和平武等站由模式所作出的预报结果和成都中心台对各地的预报结 今 一
‘

果相比较
,

发现相差甚远
.

这个事实说明了
“

天气预报大
、

中
、

小结合
,

以小为主
”
这条方针

的正确性
.

这些模式或指标极大多数是以当地群众经验为基础
,

通过气象资料的验证和分析
,

最

后概括成少数几条预报指标
.

在预报的时候
,

如果满足这些指标
,

则在未来四
、

五天以后

(或更长时期以后)有某一类天气过程 出现
.

县站的气象员普派反映
,

以群众经验作基础所

建立起来的预报指标比起光凭资料分析所整理出来的预报模式在实际预报中更有用
.

前

者的预报指标比较少
,

而后者却往往包含好多条指标
,

在使用时比较不容易套上
.

很可能

在群众的经验中已经掌握了对未来某种中期天气过程起主导作用的矛盾
.

四 Jll省县站中期天气预报模式的制作方法是相当严格的
.

在验证了群众经验以后
,

先

选择一些预报因子
,

把单独各个因子和预报量填在一张相关表上
,

$ll 断它们之间是否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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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相关
,

由此决定采取那几个预报因子
.

然后把这几个指标组合起来分析
,

求出在各个

预报因子那一个范围内
,

可以概括过去的预报量的个例 80 务以上
,

这样就求出了最后的

预报指标
.

这种做法合乎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学的原则
.

因为对某一种天气过程一般至少

备有二个或几个模式
,

因此第一个模式虽只管住 80 多
,

有 20 多被漏掉
,

但第二个模式可

能对范 20 务管住一部分
.

所以有了二至三个模式
,

大体上可以管住某类天气过程的过去

全部个例
.

有了这套中期天气预报模式以后
,

县站有了 自己的预报依据
,

不再象过去那样完全依

赖大台的预报
.

气象员对我说
,

现在他们在做中期天气预报时有了自己的发言权
.

在过

去由于缺少自己的预报依据
,

县站在做中期天气预报时往往跟着大台转
.

大台报错了
,

下

面也跟着错
.

现在却不然
,

气象员经过综合判断以后
,

如果认为自己的预报比大台的预报

更合理
,

他可以不考虑大台的预报
,

而采用 自己的预报
.

重庆沙坪坝气象站的一位年青的

气象员同志对我说
,

今年春季重庆专区台对一次收割期的中期天气预报和他们从模式所

做出的预报相矛盾
.

他们经过仔细判断
,

最后下决心根据自己的意见去发布预报
.

结果

他们抓住了这次农事关键时刻的中期天气预报
.

泣两个站相距不到十公里
,

一般省台预

报的范围更广
,

更不容易抓住相距较远的某个县站的具体天气预报
.

如果气象站没有一

套中期天气预报方法来订正
,

预报的服务工作是不容易做好的
.

大多数县站的预报模式都是依据当地的材料
.

这有一个好处
,

将来万一收不到大台

的预报
,

或者和邻县电讯断绝的条件下
,

他们仍可以做出预报
.

县站在制作中期天气预报的时候
,

他们主要从三个方面的依据进行分析和判断
.

第

一个依据是上面所讲的各套模式
,

第二是从本站过去的资料中恨站管它哄天气日历卡片)

找出一个或几个相似个例
,

第三是收听到气象台(包括省台和专台)的预报
.

他们对这三

个方面进行了综合的判断
,

尤其是遇见这三方面不一致的时候
,

更是仔细考虑
,

分辨哪个

依据最合理
,

最后才下预报的决心
.

如果是短期天气预报
,

他们的预报工具更多
,

拿四川

的县站来说一般有五种工具
: 1

.

简易天气图(就是从收听大台广播所绘出的图 )
, 2

.

重要

天气过程的预报指标(或点聚图 )
, 3

.

本站的天气日历卡片(用于找相似)
, 4

.

当地的天气气

候统计图表(例如
,

本站讯期各月暴雨次数和出现 日期的统计材料)
,
5

.

农谚和物象
.

由于

他们在做预报的时候比较全面地看问题
,

考虑了多方面的联系
,

研究了一切方面
,

这就使

他们诚少了做预报时思想上的片面性
,

因此他们的预报一般比较准确
.

中期天气预报(尤其是云和降水等天气现象的预报)
,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

主

要靠预报员的综合判断 形势预报只提供我们做天气预报的背景
,

它不能解决具体的细

节
,

况且形势预报有时候会报不准
,

尤其在关键性时刻
,

一般也是形势预报最难报准的时

候
.

所以预报员还要从指标和找相似个例这两个途径去寻找预报的依据
.

从县站在做中

期天气预报时所考虑的方面来看
,

他们已尽可能做到了综合判断的要求
.

当然目前县站的中期天气预报模式法
,

是处在刚建立的阶段
,

这些模式需要通过今后

的实践不断改进和提高
.

有些气象员对我说
,

他们在预报时遇上连垮二
、

三次
,

往往对模

式失去信心
.

我认为间题在于指标没有抓对
,

走的路却没有错
。

由于目前建立模式所依

据的个例比较少(一般不超过 20 一30 个)
,

如预报因子也没有找对
,

在实际使用会报错这

是可以预期的
.

只要每经过一年的预报
,

增加一批个例
,

对模式作一次改进
。

经过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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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次反复
,

模式准确性便不断提高
。

目前的模式还会有漏报
,

很可能漏报的一二次正是最

严重的炎害性天气
.

今后对模式的改进
,

要求消灭漏报
,

尽量械少空炮
.

四川省准备在今

冬(1 9 65 年)对现有的县站各种模式进行一次改进
.

他们希望消灭漏报
,

减少空炮
.

经过

这次改进
,

我相信明年的中期天气预报会此今年更准
.

县站的气象员在建立中期夭气预报的模式过程中
,

对当地的天气谚语作了深入的研

究
.

这是我国气象战线上的一项大规模群众性的科学实验
.

通过这类研究
,

使得千百年来

当地群众的看天经验更加系统化
,

并抽出其中的精华
,

这将会大大丰富我国天气学的内

容
.

例如
,

四川平武气象站对
“

天上钩钩云
,

地上雨淋淋
”
这条天气谚语

,

进行了仔细的研

究
.

他们发现卷云连续出现 2一3 天以后
,

会有一次降水
.

他们验证了 3 12 次
,

其中有 2 80

次合乎这个情况
,

相对频率达到百分之九+
.

广西容县对类似的谚语
“
日晕长(涨)江水

”

进行研究
,

也发现卷云出现三天以后有一次降水过程机率最高
.

在一般天气学教科书中

讲到跟低压系统相联
,

卷云一般出现在低压中心前面六百至八百公里处
,

因此一般不到

1一2 天就可能有降水出现
,

这是中纬度 (可能是西欧)的情况
,

对我国西南地区便不一定

合适了
.

通过平武等站的研究
,

我们得到西南各省卷云和低压系统关系的模式
.

这不是

打破了一般天气学教科书上的框框吗 ! 又例如
,

平武气候站对
“

公鸡提前哄
,

降水就要到
”

这条农谚进行了研究
,

他们作了较长时期的观察
.

发现鸡在清晨比上一天提前一小时左

右哄
,

朱来 24 小时有雨
,

机率可达到 2 2 8 / 2 5 2 ~ 90 %
.

我在平武的时候
,

他们曹用这条

农谚作了未来 24 小时有雨的预报
,

因为值大夜班的同志观察到当天鸡哄比前一天早 朽

分钟
.

这次预报很准
.

公鸡提前哄和未来 24 小时下雨的关系
,

目前虽然还无法知道
,

但

如果继续深入研究
,

总可以研究出道理来
.

我认为我所看到的县站的一些总结
,

是有水平

的
.

也认识到在县站的预报改革中有着天气学研究的广阔领域
.

我们不应该轻视这些总

结
,

相反
,

应该向县站气象员学习
,

从他们那里开阔我们对夭气学的眼界
.

我们气象台的预报
,

经过这几年来的改革
,

有了不少改进
.

每一个气象台都有一套环

流型
,

不少台站对大形势的演变也有模式(例如
,

四川省夏季中期天气预报的模式 )
,

这些

工作都是从形势预报着手的
.

有些模式很灵
.

例如川东各专区台的 7 00 毫巴青(海)川(四

川 )高压
一
湘黔切线型

, 5一6 月报未来 3一5 天有一次中期降水过程是十拿九稳的
.

这些成

绩应该肯定
.

然而
,

气象台的预报所考虑的方面却不及县站那么全面
,

预报依据主要是从

形势的角度来考虑
,

指标和相似个例考虑比较少
.

形势预报固然很重要
,

今后仍需要继续

提高
,

但气象台的预报应该象县站一样从多方面来考虑
.

从这个方面来看
,

县站已走在气

象台的前面
,

当前的问题是气象台的顶报员包括我在内如何更好地向县站学习
,

学习他们

的革命精神
,

学习他们的预报方法
.

今年成都中心台每天向四川省 21 个县站要了他们的

中期天气预报
,

作为中心台作四川省分片预报的依据之一
,

这种做法很好
.

怎样向县站气象员同志学 习呢? 这要我们深入实际
,

甘当小学生
.

我们搞大形势预

报的人
,

不能报准单站的中期天气预报
,

县站的气象员却能报准
,

他们就是我们的老师
.

我

们应该下去蹲点
,

和他们有共同的语言
,

这样才能在他们的帮助和启发下
,

提炼出重要的

预报间题和预报思路
,

以便更进一步对气象台的预报进行改革
.

气象台的预报员和我一样在学校里读了什么天气学和天气预报方法等课程
,

思想上

受洋教条的束缚很大
。

目前的天气学教科书都是按照国外的传统来编写的
,

前面五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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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讲述大形势和种种天气系统
,

最后仅有五分之一才不着边际地讲了些怎样做预报
.

前

面五分之四的内容并不是天气学的 目的
,

而是一种手段
.

我们弄清楚大形势种种系统
,

为

的是掌握它们的规律
,

以用来预报天气
.

在处理前面这部分的材料时
,

一般也不是怎样服

务于预报的观点来讲述
,

所以前后两部分连贯性很差
.

学生毕业以后到工作岗位不会做

预报
,

一切从头开始
,

这是个很大的浪费
.

由于大形势和天气系统的研究一般比实际的预

报方法研究有规矩可循
,

并且前者的研究在 目前大体上已有个体系
.

从这个体系中作推

导
,

可以发现许多新的天气学问题
.

大多数天气工作者喜欢走这条捷径
,

至于从其中得出

的新的天气学问题是否真能解决预报实践中的问题
,

或者是不是预报中的关键问题
,

他们

却并不有兴趣
,

因此
,
目前天气学的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的现象是严重的

.

我们承认近年来

形势预报(尤其是有了数值预报以后)有很大进展
,

但是怎样从形势过渡到预报具体天气
,

却一直是天气学没有解决的间题
.

我们做过几年预报的人都体会到郎使形势完全报对
,

根

据形势去做
“
在何地

” 、 “

在何时
”的具体预报却是个难关

.

看来
,

这个问题在目前不可能由

什么天气学和天气预报方法等文献所能解决
.

解决的途径是什么呢 ? 我认为县站的中期

天气预报改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样板
.

我们向县站学习
,

才能打破我们的洋框框
,

努力找

寻气象台预报改革的道路
.

最近
,

我国广大天气学工作者都在讨论天气学怎样走中国式的路子
,

并争取在第三个

五年计划中写出中国式的天气学
.

什么是中国式的路子呢 ? 我认为这是指我国天气学的

研究应该立足于国内
,

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
,

用我们 自己的力量解决我

国秋会主义建设所提出的天气预报问题
.

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
,

我们熟识了各种各

样的天气现象
.

在这个基础上才能 自己提出间题
,

才能通过进一步的研究设想出新的理

论来说明这些现象
,

而且设想出来的理论又在预报的实践中受到检验
.

天气学研究走这条

道路
,

我国天气学才有充沛的生命力
,

才能得出真正的天气学理论
.

天气学研究走这条道

路才能摆脱依附于外国地位
,

才不会专从外国文献上找问题
,

为外国人琪缝补缺 我
—

作为一个天气工作者
,

应该和大家一道在党的领导下参加到这一行列中去
,

为我国的天气

预报改革工作贡献最大的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