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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基众经验制作气象站天气预报

辽宁省东沟气象服务站

一年来
,

我们为了学习群众经验在全县不同地区深入到群众中进行调查
,

先后搜集了

多条看天经验 并且在附近建立了老农顾问 点
,

每天与老农讨论天气 在群众的帮

助下我们做了许多次成功的预报

一
、

摹众有丰富的看天翘酸

群众十分善于根据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
,

因而能正确的剁断天气的变化 例如
,

年 月 日我站出现卷积云
,

根据谚语
“

老龙斑
,

不过三
”

说明在两
、

三天内有雨
,

而且省

气象台也报次 日有 雨
,

我们考虑可能会出现 可是老农顾问却说
“
云起纹路和海上起波浪

一样
,

是风吹的
,

要看云的纹路怎么走
,

今天云的纹路是东西向的
,

说明天上头北风大
,

我

们这里北风大三
、

两天内是不会有雨的”
果然三天无雨 又如 , 月 加 日雨后放晴

,

转北

风
,

根据谚语
“

南风雨
,

北风开
,

再过三天又回来
” ,

应在
,

日还有雨 老农顾问说
“

今天的北风没有根
,

刮了一天北风
,

北边还有那么多云 淡积云
、

浓积云
,

云没动 有根的

风一刮云就散
,

天就利索了”
又说

“

现在立夏已过
,

这个经验好用了
,

立秋以后又不灵了

立秋以前西南凤开天晴天时间关
,

立秋以后北风开夭晴天时间长
”

‘

结果
,

日又下

了小雨 老农讲得太好了
,

转北风后仍然有大量对流云说明冷空气不弦
,

湿度还比较大
,

层结也不十分稳定
,

有利于近期降水
,

而且老农还给合了季节特点
。

后来这条谚语在老农

指导下又用过三次
,

都很灵

老农对地方性天气的研究更是非常细致
,

如他们总结地方性凤与天气变化的关系说
“
这里一般早晨是偏东风

,

逐渐转东南风
,

十点钟左右转南风
,

午后两点左右转西南风
,

傍晚

转偏西风 如果风这样按时上班的话
,

两三天 内都是好天气
”

根据资料验证结果
,

在多

雨的七
,

八月份
,

小时无雨的机率在 务以上
,

小时无雨的机率在 界以上 他们

由此还得出东南风过午
,

偏南风过夜
,

风向逆转等都说明天气将转坏的指标 应用这些指

标补充气象台的预报
,

一般都取得比较满意的结果

根据老农顾问的意见做出正确的预报次数是很多的
,

无论晴
、

雨
、

雾
、

风他们都能报

出 我们曾统计过 月份的预报情况 我们总共访间老农 次
,

老农报错两次
,

而我站

报错 次
,

其中只有一次是老农和我站都错了
,

而 四次是我们没有很好的运用老农经验而

报错的 事实说明劳动人民在长期与天斗争的生产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是丰富的
、

科学的
、

过得硬的具学问 毛主席说
“
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

‘

诸葛盒
,

每个乡村
,

每个

市镇都有那里的 锗葛亮
, ”

他的话真对

学习 了群众经验
,

我们预报的依据比较充分了
,

会商的内容丰富了
,

并且建立了新的

会商程序 会商时先谈老农意见
,

进行分析 再谈物象表现 我站根据群众经验每日进行

一系列天象
、

物象的观测和记载 再后谈本站气象要素变化及有关模式和指标 最 后谈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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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台发布的天气形势和预报

二
、

运用辜众翘脸报出春早与春寒

我县春季一般雨水较充足
,

南部地势低洼
,

降水偏多时不利于春播
,

北部山区则怕早

因此降水多少对农业生产有很大影响 群众经验有
“
八月初五下一阵

,

早到来年五月尽
”

一说 意思是如果夏历八月初五下了雨
,

次年春季雨水少 对照资料。 结果很符合 见下

表
,

可以看 出符合谚语的机率为 八 不包括 年
,

而且凡是八月初 四一六下过雨

年年 份份   !!!  !     !!! 呼呼 千均均

八八月初四一六降水水
。 。 。

 !
。 。 二

。

呼呼 斗
。 。 。

次次年阴历三一五月降水水
。

 
。

 
。 。

 !
。 。

次次年三一五月降水距平符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的次年都是降水偏少的  ! 年 一 月恰与夏历三一五月一致
,

据此预报 年 一

月降水偏少
,

报出 一 毫米
,

实况为 毫米 比夏历三一五月稍多

同时
,

还验证了“
三月不下雨

,

四月晒河底
”
这条谚语

,

发现夏历三
、

四月雨量距平符号

相同的机率 见下表 , 年夏历三月雨少
,

据此预报公历 月份降水偏少
,

雨量

一 毫米
,

实况 毫米
。

年年 份份  ! ‘  千均均

夏夏历三月降水及距平谷号号
。 。 。 。 。 。

弓
。

峪峪

夏夏历四月降水困 巨千谷号号
。 。 。 。 。 。 。 。

 
。

。 。

。

呼
。 。

制作 月份预报时又应用 “
三月初三

、

四下雨
,

高山顶上摸鳃鱼
”
的群众经验得出三月

初二一初四有雨 月份雨多反之雨少的指标 见下表
,

特别是如果这三天都没下雨
,

降水

年年 份份 斗斗 ,         斗斗 平 均均

三三月初二降水水
。 。 。 。 。 。 。

 
。

三三月初三降水水
。 。 。

三三月初四降水水
。

 !
。

马

公公历 月降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

会显著偏少
,

今年正是这种情况
,

因此预报 月雨量 一 毫米
,

实况 毫米
,

只有历

年平均的 务
,

是显著偏少的
。

这些预报对大 田杭早播种和水田计划用水都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我站在制作预报时

并不是仅依靠几条谚语
,

也应用了杨鉴初的曲线分析方法和其他要案相关的方法
,

但是群

本站从 年 月才有记录
,

以前的年份引用距本站 公里内的另一观测点
,

在三一五月中有一个闰月时
,

降水 统计向前挪一个月
,

如三月闰月则三一五 月降水遥为三月加三月加四月
,

五月不计其内

该月有一次大雪
,

如雪挂不计
,

则该月降水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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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经验是我们的主要依据

另外
,

在春季的多次调查访问时
,

老农都认为今春 年 天气冷
,

断霜迟
,

主要的

根据是

往年七九河开
,

八九雁来
,

九九乱穿衣
,

当时节气已到九九
,

小河里的冰还未化
,

大雁才来
,

棉衣脱不下
,

说明今春回暖晚于往年

立春后久早不雨
,

春风大不下透雨 地里的“ 阳气
”
上不来

清明在夏历二月暖得早
,

在夏历三月暖得晚
,

今年的清明在三月初四
,

因此暖得

晚 经验证结果
,

机率在  以上

清明断雪不断雪
,

谷雨断霜不断霜
,

今年节气晚
,

谷雨以前不能断霜

老农的预报意见根据丰富
,

可是也有些 同志认为
,

从我站掌握的八年霜冻资料来看
,

绝大多数年份终霜都在四月中旬
,

因此终霜不会到谷雨以后 是相信年代不长的资料
,

还

是相信群众经验呢 我们又分头下 乡调查
,

结果发现北部 山区终霜较晚
,

一般在五月初

沿海地区较早
,

在谷雨前后 这说明老农的意见比较正确 并且对
“

七九河开⋯⋯这一

经验作了验证
,

用冻土解冻到一定程度代替河开
,

找出它和春季最低气温低于零度的终业

日期有较好的正相关关系
,

井发现在七九一九九这一段时间里 日平均气温首次达到零上

的 日期后 天就是最低气温低于零度的终业 日期 应用这一指标和前述第 条经验的

验证结果
,

结合老农的意见预报四 月到五月上旬气温偏低
,

沿海和平原地区终霜在 月

一 日
,

山区在 月 日前后 实况本站 沿海 终霜在 月 日
,

山区在 月 日
,

这一时期的平均气温较历年偏低 1℃ 以上
.

有了春寒的预报
,

我县在水稻育苗的过程 中

采取了一些防寒措施
,

诚轻并部分地避免了低温和晚霜的危害
.

三
、

以摹为主
、

以小为主
,

抓住盛夏大暴雨

196 , 年 7 月 28 日我县在久早之后受第 10 号台凤影响全县下了一场大暴雨
。

暴雨前 5 天(7月 23 日)老农顾间说
“
最近密虫 (蚜虫)特别多

,

以后要有一场大凤雨天

气
,

时间在换月的时候 (郎夏历七月初一
,

公历 7 月 28 日)
.” 同时本站三天滑动平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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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的绝对湿度曲线连续下降(见图 l) 有符合前期低湿大一暴雨模式
1)的趋势

,

按此模式在

7 月 27 日前后有 50一100 毫米的暴雨
.
全站会商结果

,

大家都做了久早后迎接一场大暴

雨的准备
.

25 日山东省气象台发布了 2965 年 10 号台风消息
,

2 5 日 0 5 时台风已到达 Zo
.
so N ,

1
28

.

9
“

E
,

并预报山东在 27一28 日有大风和大一暴雨
.

我站与省气象台会商
,

他们认为影

响不大
.

与市气象台会商时
,

他们有无把握
.

我们考虑老农顾问预报有大风雨
,

且前述暴

雨模式已完全符合
,

当 日又出现了晕和老龙斑的现象等一系列的情况
.

这与第 10 号台风

进入警戒区 (20 一25“

N

,
1

20 一130“
E

) 有联系
,

不是偶然巧合的
,

台风可能影响
.

当天下

午向县领导和防讯部门汇报
“

28 日可能受台风影响
,

全县有大一暴雨
,

风力较大,’.

26 日台风进入台湾海峡
,

本站 1斗时气压曲线已符合
“气 压 谷后 降 压 大一暴雨模

式护
,

应在 27 一28 日有 50 毫米以上的降水
.

物象也有突出的表现
,

如 山色发白
,

泥鳅游

动
,

鸡发愁 (母鸡拖长声咯咯地呀)
,

燕子打场 (成群低飞)
,

这些都是群众经验中有雨的征

兆
.

另一老农顾间说近三天早上烧红 (朝霞)
,

要有大雨
.

当天中央气象台预报台风在大

陆消失
,

省气象 台只报有小阵雨
,

市气象台报中一大雨
。

我站考虑到天物象和气象要素的

变化与我站原来的预报及老农意见符合
,

于是继续发布 48 小时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
,

风力较大泊勺预报
.

27 日台风登陆后移至南昌附近
,

省
、

市气象台仍预报台风不会影响
,

而本站 山景已变

为模糊不清
,

小蜘鱼从鱼缸中跃出
,

燕子继续打场
,

鸡的咯咯呀声更拖长了
.

而且云层增

厚并开始下零星小雨
,

老农顾问说
“

今夭东南风刮的硬
,

若傍晚不刹凤
,

正赶上明天换月
,

按
“

涨潮风
、

落潮雨 ”的经验
,

下半夜落潮
,

雨势要加大
,

明天有大雨
.

并且从三天滑动平均

气压 曲线上找出与 1% 2 年第 8 号台风相似 (见图 3)
,

而那次我县下了 120 一20 0 毫米的

大暴雨
.

从几天来一系列的变化都说明 台风要影响
,

这与气象 台的预报存在着本质上的

矛盾
,

应该怎样认识呢? 我们 想到了毛主席关于矛盾的普通性与特殊性的教导
,

不能用 气

图 2

象台一般分析得出的预报代替我站的具体情况
,

应

该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
因此发布

“

今夜到明天全

: 县有大一暴雨
,

部分地区偏大
,

偏南风 5一6 级
” 的警

报
.

在 28 日早晨雨势逐渐加大
,

我们又向防讯指挥

部及领导补充预报雨量 50 一100 毫米
,

部分地区大

一 于 10 0 毫米
.

在 28 日 白天下着倾盆暴雨的时候
,

我
日期 们又根据老农若转西北风时雨将停的意见

,

和本站

受 台凤影响降水时间 的统计指标预报29 日早晨降水

对绝湿奄度八巴)

l) 该模式是我站夏季一套三天滑动平均曲线大一暴雨模丈中的一个
.

它是由盐物反油主雨的军众经脸得出的
。

为了延长时效
,

同时考虑到事物有向其相反方向发展的规律
,

因而想到在湿度增大之前可能有一个低湿阶段
,

事情果然如此
.
模式见图 2 ,

条件与指标如下:

( 1) 绝对湿度连续下降三夭或以上
,

总降值) 3 落巴
.

(2 ) 最低点距平值在一 2 毫巴或以下
.

(3 ) 6 月下旬到 8 月中旬在最低点后 3一5 天 出现 50 一 100 毫来 的暴雨(机率 s/ 夕
,

另一次降水 20 毫米)
.

(勺 最低点在 8 月下半月
,

则在其后 ‘一9天出现 20 一30 毫米的大雨(机率 灯,
,

另一次降水 92
.
, 奄米)

.

2) 该模式的条件是当气压曲线上 出现一明显低谷
,

即降值与升值的绝对值之和 > 3 毫巴
,

且升值> 降位
,

当气压

再度转降后在 24一铭 小时大一暴雨(》 2 , 落米)
,

并有相应的点聚图确定雨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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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62 年第八号台风气压三天滑动平均曲线图

结束
.

实况是从 28 日早晨到 28 日上半夜全县降水 70 一120 毫米
,

本站 156 毫米
,

风力 6

级左右
,

” 日晨转晴
.

预报基本正确
.

之后我站又成功地抓住了盛夏第二次暴雨
.

7 月 ” 日气温突然显著升高
,

根据群众
“
热得很

,

下得稳
”的经验找 出的指标

,

在高温日后第 4一5 天应有大一暴雨
,

又根据我站受

7 ,
8 月份台风影响后 5一7天还会有一次暴雨的指标(机率 13/13) 在 7 月 30 日开始预报

8 月 2一3 日有大一暴雨
,

直到短期都预报正确
,

实况是 2一3 日降水 50 毫米
.
接着在 8

月 3 日又订正了省台关于 12 号台风将要影响丹东地区的预报
,

因为本站实况不符合本站

的各个模式或指标
,

而且天物象表现都很正常
,

向县领导汇报了 台风不会影响的意见
,

实

况也正确
.
领导和群众对我站盛夏的预报服务工作都比较满意

.
防讯部门反映

,

今年夏

季没有因预报不准造成损失
.
特别是第 10 号台风的预报起了很大作用

,

在接到预报后扒

开了枣儿沟拦河坝
,

避免了上游两到三千亩水田被淹
.

又因知道次 日郎将转晴
,

组织人力

在雨后及时堵上
,

又保证了下游一万亩水田后期用水
.

一年来 由于我站坚持以群为主的预报改革
,

预报服务工作逐步有所改进
,

但工作还是

初步的
,

缺点一定很多
,

还需要继续深入学习群众经验
,

搞好以群为主的预报改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