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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滑动分区车贝雪夫多项式展开模型 研制福建省建阳市单站 ∗ 月暴雨客观预报模型 以提高单站暴

雨预报能力 ∀模型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客观预报模型因子结构简单而天气学意义明了 具有预报准确率较高 !稳定

性好 ∀各预报模型的三层形势特征都能体现出有利于暴雨生成的合理垂直配置 ∀在 ∗ 年的试用中 准

确率平均比主观预报高出 且无漏报 ∀在 年的试用中无空报也无漏报 ∀这表明该技术模型是一种能够

有效提高单站暴雨客观预报能力和效果的适用模型 ∀

关键词  单站暴雨预报  滑动分区  展开系数

引言

在 ≤ °≥和/ 0通信系统进入基层台站

气象信息同步共享成为现实的新条件下 采用文献

≈ 所提出的/滑动分区的车贝雪夫多项式展开技术

模型0 简称/滑动展开模型0 对前汛期 ∗ 月

暴雨预报技术做进一步的探究 改变了以往只用单

站要素指标值做预报的方法 以场量因子建模 研制

了全新的 ∗ 月暴雨客观预报模型 ∀试用结果表

明 已在区域暴雨预报中取得实效≈ 的/滑动展开

模型0 在单站暴雨客观预报中也是适用的 ∀

 /滑动展开模型0简介

/滑动展开模型0有两大技术构成 一是滑动展

开计算 二是可量化的预报模型制作 ∀

1  滑动展开计算

/滑动分区0指在一选定的大尺度场 称/基本场0

上 以一次尺度场 沿 ξ方向 按给定步长 δξ(格距)做

自西向东的递次滑动 ,沿 ψ方向 ,按给定步长 δψ做自

北向南的递次滑动来进行场的有序分割方式 ∀

在 δξ , δψ取 时 ,相对于第 ι种格式的次尺度场 ,

可将基本场有序地划分成 Σι个不同格式的次尺度场 :

Σι = ( Ν − νι + )( Μ − µι + ) , νι [ Ν , µι [ Μ

式中 Ν ! Μ分别为基本场的行数和列数 ; νι ! µ ι 分

别为第 ι种次尺度场的行数 !列数 ∀研究中基本场取

为 ≅ 的不规则网格场(图 ) ,对其进行 ≅ ! ≅

! ≅ ! ≅ ! ≅ ! ≅ ! ≅ 等 种次尺度网格

场的滑动分区 ,共得 个不等价的次尺度场 ∀

这种分区的优点是 可在基本场上做多尺度的

信息开发 有利于将天气系统所在位置细化而客观

地刻划出来 ∀

图  基本场的不规则网格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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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动分区展开0指对每个滑动分区分别进行车

贝雪夫多项式展开系数计算的计算方式 ∀

多项式展开系数计算算式为≈

Ακ, σ = Ε
µ

ξ =
Ε
ν

ψ=

ηξ , ψ5 κ( ξ) 7 σ(ψ)

Ε
µ

ξ =

5 κ( ξ) Ε
ν

ψ=

7 σ(ψ) ( )

κ = , , , , , µ − ;  σ = , , , , , ν −

式中 ηξ , ψ为在格点( ξ !ψ) 上的要素值 ,在本研究中

取为等压面的位势高度 ; µ 为展开场的列点数 ; ν为

展开场的行点数 ; 5 κ( ξ) ! 7 σ(ψ)分别为沿 ξ和ψ方

向最简整数化的第 κ阶和第 σ阶车贝雪夫多项式 ∀

Ακ, σ为要素场的 κ ≅ σ阶特征场的权重系数 ,通常称

为/展开系数0 ∀

Ακ, σ是要素场中相应特征分布之天气学意义的

量化体现 ,如 Α , < 表示要素场的分布趋势具有

北高南低的特征 ,其绝对值越大 ,北高南低的特征就

越突出 ,反之亦然 ∀所以 ,系数 Ακ, σ是一类很有预报

应用价值的因子 ∀研究中只取用上述天气学意义明

确的前 个低阶展开系数 ∀它们已可基本体现出影

响本地的西风带天气系统 ∀

Ακ, σ时间变量是指其在 ∃τ = τ − τ− 时间内其

值的变化量 ∀按系数的可加性 ,其算式可定义为[ ] :

∃τ( Ακ , σ) = ( Ακ , σ) τ − ( Ακ , σ) τ
−

= Ε
µ

ξ =
Ε
ν

ψ=

∃τηξ , ψ5κ(ξ) 7σ(ψ) Ε
µ

ξ =

5 κ(ξ) #

 Ε
ν

ψ=

7 σ(ψ) ( )

式中 ∃τηξ , ψ为格点( ξ !ψ) 上要素变量(文中指等压

面上的变高) ∀故式( ) 表明 ,展开系数时间变量实

质上是要素之变量场的展开系数 ∀因此 ,它能从动态

的角度客观 !量化地揭示要素场随时间演化的特征 ,

如当 ∃τ( Α , ) > 时 ,它预示着要素场的分布在总

体上发生了/东高西低0增强的变化 ;当 ∃τ( Α , ) <

时 ,则预示着要素场的分布在总体上发生了/西高

东低0 增强的变化 ,且其值越大 ,变化越烈 ∀所以 ,系

数时间变量也是一类很有预报应用价值的因子 ∀

1  预报模型制作

1 1  因子选择

预报因子 ξι按如下量化条件进行选择

≠ 在 / 相关区间0[ α , β] 内的条件频率须达

Π(ψ = ξ
ι

Ι [ α , β]   ) > Β Π ;

在[ α , β] 内 ,正例数 Ν( ξι Ι [ α , β] Χ ψ =

) ∴ ν ;

≈ 在[ α , β] 内正例年份分布跨度(最晚年份与

最早年份之差) 大于等于 ∆ 年 ;

…相关指数 Ρξ
ι
, ψ > 1 (通过信度为 1 的

显著性检验)[ ] ∀

消空因子 ξι按如下量化条件进行选择 :

≠ 因子 ξι在消空区间[ χ , χ ] 内的条件频率须

满足 π(ψ = ξ
ι

Ι [ χ , χ ]   ) Σ 1 ;

在区间 [ χ , χ ] 内的反例数 Ν( ξι Ι [ χ ,

χ ] ) ∴ νχ ;

≈ [ χ , χ ] 的取值仅限两种方式 ,或是(− ] ,

Χ) ,或是( Χ, ] ) ,即仅取极端值域 ∀Χ为有限值 ∀

…在[ χ , χ ] 内 ,反例的年份分布跨度大于等

于 ∆χ 年 ∀

/相关区间0 系指其间有足够多/正例0(文中指

二值化值记为/ ψ = 0的有暴雨个例 ,)出现的因子

取值域[ α , β] ; /消空区间0 系指其间全部出现/ 反

例0(指二值化值记为/ ψ = 0 的无暴雨个例) 的因

子取值域[ χ , χ ] ; Π 为暴雨气候概率 ; Β 为倍数 ∀

因子的选取均首先必须以分析因子在取值区间

内的个例平均形势场特征的方法 ,实施因子物理意

义的甑别 ,只要物理意义明确 ,就入选备用 ∀

研制中 ,预报因子 ξι Ι [ α , β] 时 ,编码(布尔

数)为/ 0 ,反之为/ 0 ;消空因子 ξι Ι [ χ , χ ] 时编

码为/ 0 ,反之为/ 0 ∀

1 1  预报模型普查技术

用选入的所有备用预报因子进行全组合模拟预

报 ,从中选择出模拟预报效果达到设计要求的因子

组合作为初选预报模型 ∀模拟预报效果由两个参数

决定 :一是回报准确率大于等于 Πχ ;二是回报正例

数大于等于 Νχ个 ∀

研制中 ,只做 µ 个因子的 χ µ !χ µ 两种组合模拟

预报计算 ∀

1 1  预报模型优化集成技术

优化集成先按人工考评初选预报模型天气学意

义 挑出意义明确 概括率高 准确率高的预报模型

由计算机按最优模型集的总体拟合预报效果要达概

括率为 !拟合率大于等于 的正例有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模型/管住0 套上 而引入模型数为

最少的设定要求 做最优组合筛选 对筛选结果进行

第 期               黄永玉等 单站暴雨客观预报的一种适用模型                  



人工再审查 确定出/实用模型集0 最后给实用模型

集找寻/消空因子集0 ∀

 技术规定说明

研制时段与资料取 ∗ 年间的 ! 月

样本长度 月有 天 月有 天 ∀其间暴雨

指本站 ∗ 日雨量大于等于 的

降水强度 月有 次 气候概率为 月有

次 气候概率为 为 月的 1 倍 ∀这表明 两

月的暴雨生成背景特征有差别 故研制中采用分月

建模的办法 ∀取用资料为逐日 北京时 !

! ° 层的位势高度 ∀

取用的计算参数见表 ∀

表 1  研制中采用参数

倍数

Β

正例数

ν

反例数

νχ
正例年跨度

∆

反例年跨度

∆χ /

模型回报率

Πχ/

模型回报正例数

Νχ

月

月

  因子的标识格式 /要素代号 字 等压面代号

字 场代号 字 场网格行列标记 字 特征场

记号 字0 ∀如 表示场代号为/ ≤0 展

开场尺度为 ≅ 网格场的 ° 高度场的/ ≅

0阶特征场系数因子 ∀因子前加标记 / 0或 / 0

时 分别表示/静态型因子0或/动态型因子0 即时间

变量因子 ∀

 基本信息成果

从 个次尺度场及基本场的 层高度场共开

发出 个互不等价的展开系数 加等量的系数时

间变量 则每月均合计有 个可供分析之用的场

量因子 ∀从中 月选得 个备用因子 月选得

个备用因子 表 ∀

表 2  建阳市各月单站暴雨选取的各类因子( κ , σ)数

合计

月

月

  注 表中/分母0值为变量因子数

  用表 的各类因子 月共进行了 种

月共进行了 种组合模拟预报计算 ∀从中

月初选出 个 月初选出 个符合设计条件的

组合模型 ∀经优化集成 月精选出 个 月精选

出 个预报模型构成各月的实用预报模型集 ∀为

消除预报模型集中的空报个例 月精选出 个

月精选出 个因子做为/消空0条件 ∀

由于研制中注重天气学意义的甑别 所以 最终

引用的因子和预报模型的天气学意义都能很明确

使因子构成很简单的预报模型 对本站强降水过程

具有很强的预报能力 表 !图 !图 ∀其中 月

预报模型 的因子结构为

Ι ≈ Χ Ι ≈

Χ Ι ≈

表 3  6 月预报模型 4 历史套用实况与对各级降水预报出现的几率

暴雨出现日期 月 各级降水的出现几率

∴ ∴ ∴ ∴

日雨量 1 1 1 1

 判别方程的历史准确率

逐日有无暴雨的预报判别方程为

Ψ = Ε
ν

ι =

ψι Φ
µ

ϕ=

ξϕ

Ψ为总判别值 , Ψ ∴ 报有暴雨 , Ψ = 报无暴雨 ; ψι

为第 ι预报模型的判别值 , ψι = 套上 , ψι = 套不

上 ; ξϕ为第ϕ号消空因子的判别值 , ξϕ = 不消空 , ξϕ

= 消空 ; ν为预报模型数 , µ 为消空因子数 ∀方程

的历史准确率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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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建阳 月模型 共 个个例的

° 平均高度场

图  建阳 月消空因子/ 0 ∴

个个例的 ° 平均高度场

表 4  5 !6 月判别方程的历史准确率

Ν Ν Ν Ν Ν Π Π

月

月

  注 : Π [ Ν Ν ] / [ Ν Ν ] ; Π [ Ν Ν ] / [ Ν Ν ] ∀ Ν 为至

少有 个模套上的次数 , Ν 为有暴雨的次数 , Ν 为漏暴雨的次数 , Ν 为有

以上暴雨的次数 , Ν 为消空次数 ∀ Π 为严格评定的准确率 , Π 为非

严格评定的准确率 ∀

由表 可见 判别方程在做/消空0订正之前 有

大到暴雨的几率 月有 1 月有

1 分别是当月的大到暴雨的气候概率的 1

和 1 倍 ∀此外 各月预报模型集都能达到暴雨无

漏报的水平 ∀

 判别方程的应用检验与分析

∗ 年的准业务应用结果 ∗

年实况是 月出现 场暴雨 月出现 场暴雨 ∀

月套上的预报模型号均为 符合的消空因子号为

和 报对 次 报错 次 Π !Π 均为 ∀

月套上的预报模型号为 ∗ 号 消空因子号为 !

! ! 和 报对 次 报错 次 Π !Π 分别

达 和 ∀

年的实时业务应用结果 年实况是

月出现 场暴雨 月出现 场暴雨 ∀ 月套上的预

报模型号为 符合的消空因子号为 ∀ 月套上的

预报模型号为 和 消空因子号为 ∀既无空报

也无漏报 Π !Π 均为 ∀

 结果的分析

与历史纪录比较 在 ∗ 年的 年准应

用检验中 预报模型未漏报 消空因子也未错消 均

保持了良好的历史水准 月的准确率 Π 与历史

水准 持平 而 月比历史水准 低了

∀原因在于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这 次空报分别只出现 !

和 的降水 ∀显然 的降水与

的降水应是没有根本性差别的 视同为/暴雨0并不

为过 ∀因此 月的准业务应用检验准确率则可达

也能与历史水准持平 ∀

在 年的实时应用检验中 同样保持了预报

模型没有漏报 消空因子也无错消的良好历史水准

且达到了双月 ∀

可见 预报模型和消空因子的后续应用效果都

是较好且比较稳定的 ∀

与主观经验预报比较 客观预报准确率 Π 要

比主观经验预报高出 ∀重要的是客观预报在

年之中没有一次漏报 而主观经验预报有 次漏报

表 ∀

表 5  2000 ∗ 2002年 5 ∗ 6月建阳站暴雨主观经验预报准确率

Ν Ν Ν Ν Π Π

月

月

  注 : Ν 发布暴雨预报次数 , Ν 实有暴雨次数 , Ν 漏报暴雨次数 , Ν 有

以上降水次数 , Π 严格评定的准确率 , Π 非严格评定的准确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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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与讨论

由上述结果与分析可得出一个合理的基本结

论 /滑动展开模型0在单站暴雨预报中是很有应用

价值的 ∀该模型具有以下特点

能对要素场内在信息做多尺度的量化开发

可为客观 !正确地定量表征暴雨生成环境特征提供

更充分的信息依据 ∀

所制定的以甑别因子物理意义为基点的可

量化的预报模型制作技术 基于物理成因分析 有利

于单站预报方法研制 ∀

以因子的全组合进行预报模型的普查很有

利于求得客观的 !全面的预报模型 为预报模型的优

化集成分析提供充分而客观的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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