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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月月1212日日，，在北京市朝阳区一路段在北京市朝阳区一路段，，行人冒雨出行行人冒雨出行。。

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精准预报有多难？

为何说好的北京降雨迟到

8月12日一早，全北京都在等一场雨的到来。前一天，中央气象台预报，12

日京津冀地区将现入汛以来最强降雨。然而，一上午，北京的雨只是在零散几

个地方下了点儿，而且也没有预报中的那么“暴”。降雨为何姗姗来迟？什么原

因导致了北方这轮强降雨？记者采访了中国气象局的有关专家。

景区关闭、公交调整、航班取消

……不少地方为应对此次强降雨做

了充足的准备工作。事实证明，相

比人们的“预期”来说，一些地方的

雨可能有些“迟到”，但并未“爽约”。

记者从中央气象台获悉，8月12

日4时至16时，京津冀大部出现较强

降雨，北京、天津东南部、河北中南部

等地出现中到大雨。河北西北部、天

津东南部、北京东南部和西北部出现

6至8级雷暴大风。

北京市气象台13日上午发布的

12日11时至13日8时降水量显示，全

市平均69.4毫米，城区平均92.8毫米，

最大雨量达156.7毫米，出现在昌平

沙河水库。

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玮

表示，气象学上降水量级的统计，是以

24小时累积降水量为口径，而非“瞬

时感觉”的雨量大小。据介绍，24小

时内的日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下为

小雨，10.0至24.9毫米为中雨，25.0至

49.9毫米为大雨，50.0至99.9毫米为

暴雨，100.0至250.0毫米为大暴雨，日

降水量超过250.0毫米为特大暴雨。

由此，此轮降水北京全市平均降水量

已达到“暴雨”量级，部分地区降水量

达到“大暴雨”量级。

虽然迟到但并未“爽约”

对地区的天气预报，常用滚动

预报，顾名思义，就是不断更新的天

气预报。中国气象局的专家表示，

天气预报员以数值预报为基础，再

综合运用各种信息分析，最后得出

预报结论。

但大气环流形势每天都在调

整，天气系统时刻在发生着变化，所

以，预报员就需要用最新观测资料

和数值模式结论制作出预报产品，

再进行订正，最终给出“在此刻更新

的天气预报”。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预报员可

以在一两天前“随便报一下”，然后

全凭灾害天气来临前再进行更新。

滚动预报的关注重点包括那些中小

尺度的灾害天气，这些天气系统“船

小好调头”，“变脸系数”高，发展趋

势难以提前准确把握。

中央气象台气象专家给记者作

了个形象的比喻：“下一场雨，就好像

从天上往下泼一盆水。预报员可以预

测大致的水量，也能预测大概哪些地

面会被水打湿。但水一定不会均匀地

落在地面上，有些地方打湿的面积大，

有些地方水落下的比较少，也有未被

水溅到的地方，要预知地面上每个点

被打湿的程度，难度很大。”

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

？？
就暴雨而言，它是不同时间

尺度、不同空间尺度影响系统相

互作用的结果，不在一定的空间

和时间范围内，对与暴雨有关的

各方面条件和资料进行全面和综

合分析，很难得出正确的预报结

论。从常规高空观测系统上看，

目前它所提供的有关暴雨的观测

资料和信息主要是针对天气尺度

的，而对直接造成暴雨的中小尺

度观测并不充分，甚至十分缺

乏。这就好比用网捕鱼，网眼太

大，小尺度的天气系统难免会成

为漏网之鱼。

所以暴雨预报中，常会出现

“局地”这一名词，正是因为以目

前的预报能力，往往只能提前预

报局地强降雨天气可能出现的范

围，还不能提前预知其发生的准

确位置。从整个世界来看，暴雨

预测的准确率也一直不高，属于

世界难题。

目前，随着智能网格预报技

术的发展，中央气象台的天气预

报已经实现逐小时更新，降水预

报甚至可以实现逐10分钟更新。

而各省、市级气象部门通常可以

做得更精细，预报滚动更新的频

次可以达到分钟级，同时，可以实

时更新预警信息。公众通过全国

各地气象部门的官方网站、微博、

微信，都能看到不断滚动更新的

预报结论。

另一方面，气象专家提醒，如

果决策者和公众能养成看滚动预

报的习惯，就不会因为前一天看

到预报的雨量不太大，第二天就

放松懈怠，不再查看更新的天气

预报；也不会因为某个时刻雨停

了，就认为已经安全，却不去留意

如果再来一场雨，是否会有泥石

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发生。

暴雨预测属于世界难题

什么原因导致了本次北方出

现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中央气

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解释，主要

受南海夏季暖湿气流北涌、北方

冷气旋引导冷空气南下、西太平

洋副高西进北抬，三种气候条件

相辅相成，导致了本次北方范围

强降雨过程。

张涛表示，从天气气候背景来

看，8月是我国盛夏季节，南海夏季

风向北势力达到最强阶段，这意味

着来自南方的暖湿气流的强度和

范围达到最大，形成降雨的条件。

其次，北方蒙古气旋生成，冷

空气活跃并随之南下，加之西太

平洋副高从12号开始西进北抬，

以上三方面气候条件共同造成了

北方本次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

张涛介绍，未来一周，本轮

降水结束后，整体形势并没有根

本调整，预计在 8 月 15 日～17

日，北方地区还将有一轮降雨过

程，但新一轮降雨强度还无法判

断。

“对于北方这样一个不常出

现强降雨的地区，对防汛工作是

一次考验。”张涛表示，由于南北

两地的差异性，本次北方强降雨

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北方各地的

防汛难度。

（综合光明日报、新华社、科技
日报）

什么原因导致北方最强降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