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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用电负荷与气象要素关系，选取了预报因子，建立 了焦作市用 电负荷气象指数预报方法，2003年 

以来预报准确率达到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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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农业生产 自动化程度和人 民群众工作 、生活条件 

的不断提高，社会对电量的需求加大，用电负荷大幅度攀升。 

为向电力部 门科学调度 、采购用电量提供依据 ，研制了焦作市 

用电负荷指数预报方法。 

1 焦作市用电量特征分析 

1．1 用电量变化特征 

对焦作市近 3年来用电负荷沿时间序列逐日变化分析发 

现，用电量在节假日扰动非常突出：从农历小年开始 ，用电呈 

下降趋势，25天以后每天以 3％ 一5％的比例下降，除夕到初 

三用电量较月度均值下降 13．8％ 一30．0％ ，初四到初七 以 

3％ 一5％上升；“五一”黄金周下降幅度平均值为 3％ 一5％； 

“十一”黄金周下降幅度为 8％ ～10％。 

1．2 用电量与气象因子的关系 

运用 2001年 1月 一2003年 8月的逐 日用电负荷资料，与 

日降水量、最高气温、最低气温 、平均气温、平均湿度 、0 cm平 

均地温、08时云量和 14时云量作相关统计分析发现：冬季 

(1、2、11、12月)用电量 与各因子对应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03、一0．20、一0．10、一0．19、0．25、0．04、0．06、0．08，说明冬 

季用电量随气温下降和湿度上升增加幅度明显，而与降雪、地 

温及云量呈弱的正相关；夏季(5～9月)用电量与各因子对应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一0．02、0．37、0．48、0．43、0．02、0．39、 
一 0．07、0．12，说明夏天用电负荷与气温 、地温呈正相关，随着 

气温的升高用电负荷大幅度攀升，与夏季降水、夜晚云量的增 

多呈弱的负相关；春秋季节用电量与各因子对应的相关系数 

分别为 0．04、0．O0、0．O1、一0．16、0．08、0．O0、0．01、0．O0，说明 

春秋季用电量除与降水、湿度呈弱的正相关外，与其它气象要 

素变化关联不大，但干旱、春播、双夏和三秋等重要农事季节 

用电负荷有5％ ～10％的攀升。 

2001年 1月 ～2003年 8月月度用电负荷同气象要素分 

布统计结果表明：用电量呈逐年增加趋势。夏季用电量最大， 

极值出现在7月 ，12月为一个次峰值区，1、2月用电量最小， 

这是因为春节出现在这两个月，此间许多企业停止生产活动， 

小麦等农作物近于停止生长，耕作用电也很少。 

2 预报因子及判别方程的建立 

2．1 预报因子 

收稿日期．2005—05—16 

河南气象 2005年第4期 

在焦作，夏季天气炎热时，人们多采用空调或 电风扇降 

温；冬季，城市供暖系统还很不完善，很大一部分单位和居民 

仍采用空调或电暖气取暖。夏季当日最高气温 >28℃、最低 

气温 >23 oC时，人们 日常工作和生活环境需要采取降温措 

施 ，气温越高，降温的用电能耗越大，用电负荷增加量越大。 

冬季当日最高气温 <10 oC、最低气温 <5 oC时，人们的日常工 

作和生活环境均需要采取增温保暖措施，气温越低，增温的电 

能耗越大。日最高气温在 10—28℃ 、最低气温在 5—23 oC 

时，气温对用电负荷影响不大。因此 ，气温因子 

r(t 一28)／2 t⋯ >28~C 

xl：{0 0≤t ~28~C 

【(10一t )／2 t <10℃ 

r(t⋯ 一23)／2 t⋯ >23℃ 

x2={0 5≤t⋯≤23℃ 

L(5一t⋯)／2 t⋯ <5℃ 

空气湿度／>50％时，阴冷和湿热都会增加用 电负荷量。 

湿度 因子 

3=(f一50％)／20％ 

预报业务中，取f=L(1+n),fo为起报 Ft 08和 14时实测值平 

均；口为相对湿度预测增减百分比，由 1000 hPa T213相对湿度 

08时、14时对焦作站预报量的增减幅度平均值计算得出 

根据冬季降雪与其它季节降雨对用电负荷的不同影响关 

系，确定降水因子为 

r1 0．1≤R<2．5mm且train≤2℃or0．1≤R<Smm且t i >2℃ 

4={2 R≥2．5mm且(train≤2℃or 5≤R<20mm且t⋯>2℃ 

L3 R≥20mm且t⋯ >2℃ 

中采用最低气温是否高于 2℃区别降水 的影响，业务中利 

用指导预报编码提取最高、最低气温和降水级别的预报值。 

2．2 判别方程与用电负荷指数 

定义预报量 

Y= l+ 2+ 3+ 4+Al+A2 

式中，A 为节假 日或重要农事活动期订正指标，据统计确定农 

历正月初一前 3～5日、后 4～8日A =一1；正月初一前 1日 

到后 3日A =一3 ；“五一”3天法定假 日A =一1；“十一”3 

天法定假 日A =-2，后四天假日A =一1。A 为农业抗旱指 

标 ，参考农气周报土壤墒情资料，当耕作层湿度 <15％ ，且测 

墒过后至预报 日无 >10 mm降雨，A2=2；有 10～20 mill降水 

A2=1；当耕作层湿度为15％ ～30％且无 >10ram降水时，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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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实践证明，在灾害性气候条件下要获得棉花高产稳 

产 ，培育棉花壮苗适时早栽是棉花高产技术中抗灾减灾的重 

要一环 ，也是发展棉花生产的重要技术措施之一。 

1 影响培育棉花早壮苗的灾害性天气 

1．1 低 温 

周 口市春季来得早，气温回升快，倒春寒现象十分普遍， 

影响棉花播种和出苗。在采用薄膜覆盖育苗中，低温高湿的 

环境 ，棉苗容易受立枯病、炭疽病等侵害，直接影响成苗率。 

1．2 连阴雨 

连阴雨天气出现在 3月中下旬时，营养钵下籽播种被推 

迟 ；出现在播种后，则会导致烂种烂芽，出苗缓慢 ，苗势参差不 

齐 ；如出苗后遭连阴雨天气，易引起和加重棉花苗期病害的发 

生，棉苗生长缓慢，还有可能发生倒床重播。 

1．3 气温变化频繁 

气温变化频繁，多出现在棉花育苗中、后期，表现为昼夜 

温差大或温度骤增 、骤降，给苗床管理带来困难，常出现低温 

僵苗和高温烧苗等情况，影响成苗率和壮苗率。 

2 抗灾育苗的技术措施 

2．1 早做苗床准备 

苗床地应选择向阳、通风、排灌方便处，每667 m 大田留 

足 66．7 nl 苗床地 ，苗床最好南北走向呈长方形 ，做厢时，在 

苗床四周挖好排水沟，并适当提高床基，以降低出苗后苗床土 

壤相对湿度 ，减轻病害发生和形成高脚苗。钵体制作，应在播 

前抢晴天进行，摆入苗床后及时用薄膜覆盖，以防雨水冲烂破 

损。 

2．2 合理确定播期 

棉花播期应根据当地气温变化和前茬作物茬口早晚来确 

定。一般来说，以移栽前 40～50天进行较为适宜，周 口市 3 

月下旬到 4月上句为适宜期，此期当 5 cm地温稳定通过8℃ 

以上时，抢晴天床温较高时播种。 

2．3 选用良种，催芽种籽播种 

棉种宜选用当前生产主推的优良品种 ，籽粒要饱满 ，播前 

抢晴天晒种后，用温汤浸种 ，待种子吸胀后装袋保温催芽，种 

子露白后在晴天选带芽种子播种。催芽要根据天气预报、当 

时天气状况和育苗进度，分批分期进行，一定要在当天把催过 

芽的种子播完。 

2．4 双膜覆盖育苗 

第一层膜平盖，第二层膜拱盖，出苗后及时破膜放苗，地 

膜仍留在苗床上 ，具有地膜平铺和棚架育苗的双重增温作用 ， 

还可减少苗床内的湿度，减少病害发生。实践证明，该方法是 

抗衡低温阴雨灾害的有效措施 ，比单膜出苗早 3-_4天 ，出苗 

率高 10％左右。 

2．5 加强苗床管理 

棉籽顶土出苗后，要及时破膜放苗，齐苗后要抢 晴天炼 

苗 ，做到只通风不揭膜与问隙揭膜晒床相结合 ，调控苗床内温 

湿度，要日通夜盖，遇阴雨天要全封闭。此外，用多菌灵、托布 

津等防治立枯病 、炭疽病等苗期病害，用敌杀死、乐果、三氯杀 

螨醇等防治土蚕、棉蚜虫、棉叶螨等害虫。 

=1。统计确立了用电负荷指数 ，与预报量Y之问的关系式 

1= 

7 v>13 

6 7≤ Y<13 

5 3≤ Y<7 

4 0≤Y<3 

3 —3≤Y<0 

2 —5≤ Y< 一3 

1 v< 一5 

用电负荷指数可定量地反映用电量的变化(见附表)。 

3 结 语 

由于用电负荷变化在时问上连续性较好，因此供电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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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利用用电负荷量值资料，加上气象部门提供的次 日气象要 

素变化可能引起的增减幅度，确定次 日预报量值。 

系统的历史回代率为91．4％。2003年 9到 11月份该系 

统投入业务试运行 ，预报准确率达 83．2％。 

附表 用电负荷指数对应的用电量变化 

用电负荷指数 用电量距平／(％) 

7级 

6级 

5级 

4级 

3级 

2级 

1级 

≥ 15(用电量将大幅度增加) 

10～14(用电量将明显增加) 

5—9(用电量将略有增加) 
一 4—4(用电量在正常范围内) 
一 9一一5(用电量将略有降低) 

一 14一一10(用电量将明显降低) 

≤一15(用电量将大幅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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