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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数值模式中的台风初始化Ⅱ：业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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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国家气象中心基于全球数值模式、采用人造ｂｏｇｕｓ涡旋初始化方案建立起来的台风数值预报业务系统是独立于

全球资料分析同化—预报循环过程来运行的。实际上，台风涡旋是全球数值预报中一个重要的、密不可分的中尺度系统，台

风的正确描述会对周围的大尺度形势预报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反过来也会反馈到大尺度环流对台风移向移速

的变化上，陈旧的台风初始化方案和不合理的台风数值预报业务系统流程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台风数值预报业务水平的进

一步发展。最近，中国国家气象中心利用新开发的台风初始化方案、基于全球数值模式建立了新一代的台风数值预报业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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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相比于旧系统而言，新系统巧妙地将台风初始化过程与全球资料分析同化—预报循环系统融合在了一起，这使得改进目

前台风路径数值预报效果成为可能。应用新的台风数值预报系统，文中对２００６年生成于西北太平洋２３个不同类型的台风进

行了连续数值试验，统计分析表明，新系统在改进台风路径预报效果上有了不俗的表现，相比于业务使用的人造ｂｏｇｕｓ涡旋方

案而言，１２０ｈ预报时效内的平均路径误差有了十几公里到上百公里的下降。该系统在２００７年台风季节投入了实时试验运

行，并取得了令人惊喜的预报效果。

关键词　台风数值预报系统，台风初始化，台风路径预报

中图法分类号　Ｐ４５７．８

１　引　言

自从１９９６年中国国家气象中心将台风路径数

值预报系统投入业务运行以来，一直稳定地为预报

员提供指导性的西北太平洋台风路径预报产品。该

系统最初是基于一个包含粗、细网格单向嵌套的有

限区域模式建立起来的（王国民等，１９９６），系统运行

所需的背景场来自全球资料分析同化系统输出的分

析场，采用在背景场消除浅涡旋和嵌入人造ｂｏｇｕｓ

涡旋的台风初始化技术。尽管系统后来陆续经历了

二次嵌入ｂｏｇｕｓ涡旋和物理过程改进等技术更新

（王诗文等，１９９９；陈德辉等，１９９６），但在提高台风路

径业务预报水平上一直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进步，２４、

４８ｈ的路径预报平均误差始终维持在１８０、３７０ｋｍ

左右。实际上，目前中国国家气象中心的全球数值

模式的分辨率已经具有表达台风涡旋环流结构特征

的水平，特别是２００２年全球数值业务模式由Ｔ１０６

升级到 Ｔ２１３后（陈起英等，２００４ａ，２００４ｂ；金之雁

等，２００４），模式的水平分辨率提高到了０．５６２５°×

０．５６２５°，模式性能已经远远超过了有限区域台风模

式，而且全球数值模式还具有预报范围广、在积分预

报过程中不受边界条件约束的优势。基于以上因

素，中国国家气象中心在２００４年将台风数值预报业

务系 统 由 区 域 模 式 升 级 到 了 全 球 数 值 模 式

（Ｔ２１３Ｌ３１）（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升级后的台风路径预

报性能有所提高。

近年来，随着台风灾害对人民财产损失和经济

发展影响的加重，台风决策服务对台风数值预报业

务系统提出了越来越精确的预报要求。而目前台风

数值业务系统采用的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发的台风

初始化方案（即嵌入人造ｂｏｇｕｓ涡旋技术），该方案

主观经验色彩太浓的缺陷严重束缚了台风数值预报

水平的进一步发展。２００６年，中国国家气象中心基

于全球资料分析同化—预报循环系统，设计和开发

出了一套新的台风初始化方案，包括初始涡旋形成、

涡旋重定位和涡旋调整３部分。相比于人造ｂｏｇｕｓ

涡旋技术而言，新方案大幅减少了人为主观因素对

台风涡旋结构的影响，转而巧妙利用模式自身的动

力属性与物理过程来约束产生台风涡旋环流结构，

这样产生的涡旋结构不但与周围环流形势比较协

调，而且涡旋自身的各种物理量在动力属性上也比

较平衡。初步的个例试验表明，新方案在形成初始

场中的台风涡旋结构方面有着令人鼓舞的表现，这

使得提高目前中国国家气象中心台风路径数值预报

业务水平成为可能。

应用新设计的一整套台风初始化方案，本文首

先基于中国国家气象中心全球数值模式（Ｔ２１３Ｌ３１）

建立了台风数值预报业务系统的相关流程（文中提

到的台风是指对最大阵风强度不小于１８ｍ／ｓ的热

带气旋）；然后利用新建立的系统，对２００６年生成于

西北太平洋的２３个台风进行了连续滚动的数值试

验，并分析了新台风初始化方案在实际业务应用上

的能力，同时，本文也应用了人造ｂｏｇｕｓ涡旋方案对

这２３个台风进行了平行试验，来检验对比新旧台风

初始化方案对各种移动路径台风的预报能力；最后

本文介绍和总结了新台风数值预报系统在２００７年

台风季节实时业务试验运行情况，并展望了新系统

下一步的完善工作以及在业务运行上的应用前景。

２　台风数值预报业务现状

２００４年，针对当时有限区域台风模式性能落

后、预报长度和预报范围太窄的缺陷，中国国家气象

中心将台风数值业务系统由有限区域模式升级到了

全球数值模式（Ｔ２１３Ｌ３１），这次升级不但使台风预

报性能有了一个不错幅度的提升（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而且台风数值系统的业务能力也得到了拓展：预报

长度由４８ｈ延伸到了１２０ｈ，台风预报范围也由以

前的有限区域（主要指近海区域）覆盖到了整个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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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从目前台风数值预报业务系统的流程（图

１）可以看出，当台风发生的时候，系统就会启动，以

全球资料分析同化阶段输出的分析场作为初始场，

在进行消除浅涡旋和嵌入人造ｂｏｇｕｓ涡旋的台风初

始化处理后，进行模式积分预报，输出台风数值预报

产品。

为了提高全球数值模式初始场中台风涡旋的描

述质量，目前国家气象中心台风数值预报业务系统

采用的仍然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发的台风初始化方

案，该方案产生的台风涡旋结构绝大部分是基于人

为的、经验的因素而构建的，这种主观色彩太浓的初

始化技术缺陷严重限制了台风数值预报水平的进一

步提高。而另一方面，随着国家气象中心近两年来

台风预报业务的不断拓展，预报员迫切需要数值业

务系统提供越来越精确的台风数值预报产品，目前

的台风路径预报水平已经远远达不到数值业务发展

的需求。

实际上，除了自身技术落后以外，目前国家气象

中心台风初始化方案在流程设计上还存在致命的缺

陷。由于考虑到ｂｏｇｕｓ技术产生的人造涡旋本身各

物理量之间的动力属性并不平衡，而且还存在与周

围环境场不协调的问题，所以为了不影响全球资料

同化系统的分析效果，目前台风初始化过程并没有

融入到中国国家气象中心６ｈ间隔的全球客观资料

分析同化—预报循环系统中去（图１虚线框部分），

台风初始化过程是作为台风数值预报业务系统的一

部分独立运行的。这就造成目前国家气象中心数值

预报业务系统中出现了如下奇特现象：由于全球客

观资料分析同化—预报循环系统中没有具体的台风

初始化过程，使得直接（或间接）依赖于资料同化过

程输出的分析场作为初始场的全球数值预报模式输

出产品（及其他衍生数值系统产品，如区域预报、海

浪预报等）对台风的发生发展几乎没有什么反应能

力。然而，从天气学的角度来说，台风是全球数值预

报中一个重要的、密不可分的中尺度天气系统，台风

的正确描述会对周围的大尺度环流形势预报产生积

极正面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反过来又会反馈到大尺

度环流对台风移向移速的影响变化上，所以从提高

台风和全球数值模式的预报水平角度来说，台风初

始化过程应该尽早融入到全球客观资料分析同化—

预报循环系统中。其实，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们

国家在这方面的工作已经显得远远落后（Ｈｅｍｉｎｇ，ｅｔ

图１　国家气象中心台风数值预报业务系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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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１９９５；Ｍｉｎ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３　新台风数值预报系统

目前，中国国家气象中心全球客观资料分析同

化—预报循环系统主要由 Ｔ２１３Ｌ３１模式和资料分

析同化过程两部分组成。Ｔ２１３Ｌ３１模式为三角截

断的全球谱模式，截断波数为２１３个波，在格点空间

其水平分辨率达到０．５６２５°×０．５６２５°，垂直方向为

３１个η面，模式顶为１０ｈＰａ，模式积分采用半拉格

朗日方案，具体细节可参见陈起英等（２００４ａ，２００４ｂ，

２００９）相关文献。资料分析同化过程最初应用的是

最优插值方案 （ＯＩ，Ｏｐｔｉｍｕｍ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从

２００３年 起，国 家 气 象 中 心 开 始 尝 试 引 进 美 国

ＮＣＥＰ／ＥＭＣ的三维变分资料同化系统ＳＳＩ（Ｓｐｅｃ

ｔｒ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在龚建东等（２００６ａ，

２００６ｂ）经过大量的本地化调试和试验后，中国国家

气象中心于２００６年下半年成功地将全球客观资料

分析同化过程从ＯＩ系统升级到了ＳＳＩ系统，新系统

最大的特征是采用了三维变分同化技术，并且包含

了辐射传输模式，可直接吸收同化ＮＯＡＡ／ＡＴＯＶＳ

辐射率资料（ＭｃＮａｌｌ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０），它的应用也开创

了中国全球数值预报系统直接同化应用卫星探测资

料的新局面。

由于中国国家气象中心实时业务中收到的台风

有效观测资料特别稀少，全球客观资料分析同化预

报循环系统自从投入业务运行以来，一直对台风分

析能力偏弱，有时对台风的发生发展几乎没有任何

反应（这也是目前单独存在一个基于ｂｏｇｕｓ涡旋初

始化方案的台风数值预报业务系统的根本原因所

在）。最近，中国国家气象中心开发了一套新的台风

初始化方案，由初始涡旋形成、涡旋重定位和涡旋调

整三部分组成，它的出现有效地解决了目前业务中

由于台风观测资料缺失而造成的初始台风涡旋的形

成问题。应用新方案，本文将台风初始化过程融入

到了中国国家气象中心全球资料分析同化预报循

环系统中，并建立了相应的台风预报业务流程（图

２）。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有某个台风发生时，相

关的台风初始化作业流程就会启动，针对不同编报

时刻执行涡旋形成、涡旋重定位或涡旋调整过程；而

如果多个台风并发时，就会执行不同编号台风应用

不同的初始化过程。

图２　国家气象中心新台风数值预报业务系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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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从图２中也看出，与目前业务中的台风初

始化流程（图１）不同的是，新台风初始化方案完全

溶入到了中国国家气象中心６ｈ间隔的全球客观资

料分析同化—预报循环系统中，而且台风初始化过

程是被设计在全球客观资料分析同化阶段之前完

成，这样安排有两方面的优势：一方面，它使得经过

初始化后的背景场中的涡旋场与实际台风观测资料

更加协调，从而会加大分析同化阶段（质量检查）对

这些宝贵资料的吸收率，使得部分有效观测信息（卫

星、船舶、浮标等）得以最大化的利用；另一方面，经

过这样的设计处理，同化阶段输出的分析场必定具

备了描述台风涡旋结构的能力，如果用这个已经具

备台风初始化过程的分析场来替换目前业务中的全

球客观资料分析同化阶段输出的分析场，将大大改

观目前１０ｄ全球中期数值预报产品和其他模式系

统（区域模式、海浪模式）对台风的预报反应能力，从

而也会进一步提高国家气象中心对台风灾害的数值

预报水平。实际上，当没有台风发生时，图２中展示

的相关流程是目前国家气象中心的全球资料分析同

化—预报循环业务系统流程，由此看来，新的台风初

始化过程已经从技术上真正实现台风预报与全球数

值预报系统的一体化，这也为今后两者合而为一的

实际业务运行打下了基础。

４　平行试验

利用新建立的台风数值预报系统，对２００６年发

生在西北太平洋的２３个台风进行了平行数值试验。

试验的标准严格按照实时业务预报的需求，资料也

取自实时业务运行的数据。每个台风样本试验选取

的时段从预报员初始编报开始，一直到消亡停编为

止，在此生命史期间，每天共进行４个时刻的循环滚

动预报，分别对应于业务上的００、０６、１２、１８时

（ＵＴＣ）的资料分析时刻，每个时刻输出１２０ｈ时效

的台风路径预报产品。

４．１　试验样本

试验选取了２００６年生成于西北太平洋的２３个

台风作为样本（包括前文试验的０６０５号台风），编号

分别是０６０２、０６０３……０６２４号（来源于中央气象台

实时编号数据）。在这２３个台风当中（图３），有５

个登陆中国，分别是编号为０６０４、０６０５、０６０６、０６０８

图３　试验选取的２００６年西北太平洋的台风样本

Ｆｉｇ．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ＴＣｃａｓｅ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Ｎｏｒ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ｉｎ２００６

和０６０９的台风；有８个热带气旋虽未在中国登陆，

但对中国近海有影响，它们分别是编号为０６０３、

０６１３、０６１５、０６１６、０６２０、０６２１、０６２２和０６２３的台风。

与近１０多年来台风灾害相比，台风给中国造成的直

接经济损失偏重。其中０８号台风＂桑美＂在浙江省

苍南县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１７级（６０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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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气压为９２０ｈＰａ，为近５０年来直接登陆中国大

陆最强的台风。因此本文选取的这２３个台风样本

具有较典型的代表意义。

４．２　结果分析

本文对选取的２３个台风前后共进行５０６次连

续滚动的预报试验，同时，为了对比新方案与现行业

务中方案的优劣，我们也应用人造ｂｏｇｕｓ涡旋台风

初始化方案对这２３个台风进行了平行试验。

表１　基于新台风初始化方案和ｂｏｇｕｓ涡旋方案

的Ｔ２１３Ｌ３１系统的台风路径预报平均误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ｍｅａｎｔｒａｃｋ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ｅｒｒｏｒｓｗｉｔｈｔｈｅ

ｎｅｗｔｙｐｈｏｏｎｉｎｉｔ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ｂｏｇｕｓｓｃｈｅｍｅ

预报时效

（试验样本数）

ｂｏｇｕｓ方案平均

路径误差

（ｋｍ）

新初始化方案

平均路径误差

（ｋｍ）

提高百分比

（单位：％）

＋００ｈ（５０６） ６．６ ６．４ ０．３

＋１２ｈ（４６１） ９５．２ ７４．０ ２２．３

＋２４ｈ（４１３） １４５．６ １２７．７ １２．３

＋３６ｈ（３６９） ２０４．１ １８０．０ １１．８

＋４８ｈ（３２８） ２６５．８ ２３３．４ １２．２

＋６０ｈ（２８９） ３３４．３ ２８６．３ １４．３

＋７２ｈ（２５２） ４１０．６ ３３７．２ １７．９

＋８４ｈ（２１７） ４９２．９ ３９１．５ ２０．６

＋９６ｈ（１８５） ５７５．１ ４４２．７ ２３．０

＋１０８ｈ（１５７） ６３９．０ ５２４．２ １７．９

＋１２０ｈ（１２７） ７２９．３ ６３５．１ １２．９

　　全球数值模式Ｔ２１３Ｌ３１在１２０ｈ时效内预报

的台风路径平均误差对比分析（表１）表明，应用新

台风初始化方案后，台风平均路径预报误差普遍降

低，在１２—１２０ｈ的预报中，路径误差有了几十公里

到上百公里的下降，下降百分比都明显在１１％以

上，其中２４ｈ减少１２．３％，４８ｈ减少１２．２％，７２ｈ

减少１７．９％，特别是在９６ｈ的降幅达到了２３％。

这说明，在间隔为１２ｈ的５ｄ预报时效内，基于新

方案预报的台风路径平均误差整体上都要小于业务

ｂｏｇｕｓ方案的路径误差。

为了进一步分析新初始化方案对这２３个不同

台风类型的路径预报误差分布特点，本文将每个台

风样本的６、１２、２４、４８ｈ的平均路径误差进行了对

比分析（图４）。从图４ａ、４ｂ可以看出，在试验的２３

个台风样本中，除０６０４、０６１９、０６２１、０６２３号４个台

风外，绝大部分台风的短时效（６、１２ｈ）路径预报误

差都呈现减小的趋势，而即使误差有偏大的４个台

风中，有两个台风的误差增加的幅度很小（０６１９、

０６２１号），这表明，相比于ｂｏｇｕｓ方案，新台风初始

化方案大大减少了全球数值模式Ｔ２１３Ｌ３１对台风

的短时效预报路径误差。同时也从侧面证明：由于

新方案依靠和利用数值模式积分产生的涡旋环流来

进行台风初始化（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人为经验技术

对涡旋初始结构的影响），在动力物理属性上与数值

模式本身比较协调，大大减少了模式初始积分过程

中产生的振荡问题。实际上，这也是新台风初始化

方案的一个主要优点。

图４　２３个台风的６—４８ｈ平均路径误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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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２４和４８ｈ的路径误差分布（图４ｃ、４ｄ）中也

可以看出，在试验的２３个台风样本中，新方案对大

部分台风预报的平均路径误差都要小于ｂｏｇｕｓ方案

的预报。对比图３还可以发现，新方案预报效果较

好的台风实际移动路径多为西行、西北行登陆路线，

尤其是偏西行路线的台风（如０６０５、０６０６、０６０８、

０６０９、０６１６、０６２１、０６２２号等），而效果较差的台风多

为洋面上转向后东北行或东北偏北行路线（如

０６０７、０６１７、０６１９号）。实际上，从试验的２３个台风

中，如果我们将登陆中国的０６０４、０６０５、０６０６、０６０８、

０６０９号台风和对中国近海有影响的０６０３、０６１３、

０６１５、０６１６、０６２０、０６２１、０６２２和０６２３号台风的试验

数据挑选出来进行单独分析的话，更能充分说明新

台风初始化方案的预报特点。

表２为应用两种方案后，全球数值模式对这些

登陆或近海台风在１２０ｈ时效内的平均路径预报误

差对比分析。从表２中可以明显看出，相比于整体

路径预报的改进效果而言（表１），新台风初始化方

案对近海和登陆台风的路径预报效果改进的尤为明

显，其１２—１２０ｈ的预报时效中，平均路径误差下降

百分比都明显在２２％以上，９６ｈ时效的降幅甚至接

近了３９％（路径误差直降２６３ｋｍ）。

表２　基于新台风初始化方案和ｂｏｇｕｓ涡旋方案的Ｔ２１３Ｌ３１

系统的台风路径预报平均误差分析（近海或登陆台风）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ｍｅａｎｔｒａｃｋ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ｅｒｒｏｒｓｗｉｔｈｔｈｅ

ｎｅｗｔｙｐｈｏｏｎｉｎｉｔ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ｂｏｇｕｓ

ｓｃｈｅｍｅｆｏｒｌａｎｄｆａｌｌａｎｄ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ＴＣｓ

预报时效

（试验样本数）

ｂｏｇｕｓ方案

平均路径误

差（ｋｍ）

新初始化

方案平均路径

误差（ｋｍ）

提高百分比

（：％）

＋００ｈ（３３３） ６．０ ６．３ ５．０

＋１２ｈ（３０５） ９４．０ ７２．０ ２３．４

＋２４ｈ（２７５） １５２．６ １１９．１ ２２．０

＋３６ｈ（２４９） ２１０．０ １６１．０ ２３．３

＋４８ｈ（２２４） ２７３．８ ２０９．０ ２３．６

＋６０ｈ（１９９） ３３９．４ ２４７．７ ２７．０

＋７２ｈ（１７６） ４１６．９ ２９３．３ ２９．６

＋８４ｈ（１５２） ５１２．７ ３３４．０ ３４．８

＋９６ｈ（１３０） ６２０．３ ３７７．７ ３９．１

＋１０８ｈ（１１０） ７０５．７ ４６８．２ ３３．６

＋１２０ｈ（８８） ８２１．１ ６０１．０ ２６．８

　　详细对比分析表２与表１还可以发现，对于

ｂｏｇｕｓ台风初始化方案而言，其对登陆或近海台风

的路径预报统计误差要明显的高于整体２３个台风

的平均路径误差，也就是说，相对于远海的台风，ｂｏ

ｇｕｓ方案对近海或登陆台风的预报技巧要略差些，

这个结论也和多年的业务检验结果相吻合（造成这

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与ｂｏｇｕｓ方案所采用的技术特点

有关）。但是，对于新应用的台风初始化方案而言，

其结论却完全相反。如表１显示新方案对全体２３

个台风预报的７２ｈ的路径平均误差为３３７．２ｋｍ，

而表２中却揭示新方案对近海和登陆台风的７２ｈ

的路径预报平均误差仅为２９３．３ｋｍ，下降了４４ｋｍ。

再如９６ｈ的路径误差分别为４４２．７和３７７．７ｋｍ，下

降了６５ｋｍ。实际上，在整个１２０ｈ时效的预报长度

中，新方案对近海和登陆台风的平均预报路径误差

都要低于整体２３个台风的路径误差，换句话说，新

方案对那些登陆台风和近海影响中国海域台风的预

报偏差要远远低于那些远海的台风。其实如果我们

单单分析表２中登陆和近海台风的统计检验数据，

也可以看出，新开发的台风初始化方案在２４、４８、７２

ｈ的平均路径预报误差仅有１１９、２０９和２９３ｋｍ，这

个结果是相当令人鼓舞的。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的

主要原因是，实时台风数值业务滚动预报中，相比于

远海区域，近海区域或多或少可以接收到一些零散

的台风观测资料（如船舶、浮标、岛屿站等），由于新

台风初始化过程是被设计在全球资料分析过程之前

完成，这样在资料分析同化阶段就可以有效地吸收

和利用这些台风观测信息，使得输出分析场中的涡

旋与周围环流场更加能代表实际天气特征，从而产

生更加准确的台风路径预报。

５　应用表现

在取得平行试验成功的基础上，２００７年台风季

节，中国国家气象中心应用新台风初始化方案、基于

ＳＳＩＴ２１３Ｌ３１建立的新一代台风数值预报系统投入

了业务试验运行。经过近一年实际试应用发现，新

系统在向预报员提供指导性的台风路径数值预报产

品方面起到了良好效果。

从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０７年中国国家气象中心目前台

风数值预报业务系统对台风路径的平均预报误差统

计，以及新系统对２００７年台风的预报检验数据（图

５）可以看出，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业务台风数值预报系统

的误差基本呈现稳定均态的趋势，没有太大的摆动

幅度，但是新台风数值系统２００７年的检验数据与业

务近３年平均数据比较，有一个明显改进提高的过

程，无论是短期的 １—３ｄ预报，还是较长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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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ｄ的预报，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实际上，

从新旧两个系统对２００７年台风预报数据直接对比

发现，新台风数值预报系统在提高１２０ｈ时效的路

径预报效果方面有了大幅度的进步。统计发现，２４、

４８、７２、９６、１２０ｈ的路径预报平均误差分别降低了

２７％、２５％、３０％、３６％、４１％，平均幅度为３１％。

图５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台风平均路径预报误差

Ｆｉｇ．５　ＭｅａｎＴＣｔｒａｃｋ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ｅｒｒｏｒ

ｏｆ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实际检验数据显示，新台风数值预报业务系统

对２００７年台风的２４、４８和７２ｈ的路径预报的平均

误差仅为１１９、２０１、２７２ｋｍ，这个数据是历年来表现

最好的。

６　结论和讨论

利用新设计的台风初始化方案（包括涡旋形成、

涡旋重定位和涡旋调整），本文基于国家气象中心全

球客观资料分析同化—预报循环系统建立了中国新

一代的台风数值预报业务系统，应用于２００６年西北

太平洋的２３个台风试验表明，相比于目前业务上应

用的人造ｂｏｇｕｓ涡旋方案而言，新的台风初始化方

案在１２０ｈ时效内的平均路径预报误差有了大幅的

进步，尤其对登陆中国和影响近海的台风取得了令

人振奋的预报效果。２００７年实时试验运行的数据

也显示，新建立的台风数值预报业务系统大幅提高

了中国国家气象中心现有的台风路径预报效果。

尽管目前在洋面上还没有足够的观测资料来塑

造台风的三维结构，但是实时业务中有些时刻（特别

是近海区域）还是可以接收到部分卫星探测资料和

零散的常规船舶和飞机探测资料，以新设计的流程

运行方案可以让这部分资料在分析阶段被吸收进

来，从而进一步改进初始涡旋结构。从资料的使用

角度来说，新方案最大化的利用了背景场的台风涡

旋结构信息，这使得上个预报时次的或前几个预报

时次的台风观测资料（如果在分析阶段融入了部分

观测资料的话）的演变信息被吸收了进来，这在目前

台风观测资料缺失的业务情况下，提供了一条便捷

的路径。同时，新方案又会吸收当前时刻的台风观

测资料（如果有的话），而这些资料与前一个时刻的

资料在特征和属性上常常是不一致的，特别是对那

些常规的零散的探测资料而言，这样既能最大限度

的吸收实时的观测资料，又能保留背景场中有价值

的涡旋信息，有效地满足了实际业务应用中的实时

预报需要。

目前，试验工作所关注的仅仅是新的台风初始

化方案对台风的数值预报表现能力上。以后研究重

点将放在新提出的台风初始化方案能否提高全球数

值模式的预报效果上，评估台风涡旋正确初始化是

否对周围环流形势场的预报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

影响程度多大？从而进一步推动和实现国家气

象中心台风预报与全球数值预报系统的合而为一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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