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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频天气图预报方法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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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当前国内推广应用低频天气图延伸期天气过程预报方法需要思考和探索的几个问题：气象
服务需求、完善技术方法、今后如何发展等提出了一些见解，供推广应用低频天气图延伸期天气过程

预报方法的有关省市自治区业务单位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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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长中短临一体化（无缝隙）预报和服务思路的

提出和 ２０１０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实践是成功的
（汤绪，２０１０年中国气象学会年会报告）。一套无缝
隙预报产品（包括年、季、月、月内、天、小时）是相互

联系、相辅相成的。长期预报为中短期预报提供背

景等相关支撑，中短期预报进一步通过把握长期预

报信息、跟踪天气系统演变和集合预报变化给出天

气预报，最后通过短时临近预报的修正给出最为精

确的天气预警和影响预报。而延伸期（１０～３０ｄ）天
气过程预报是“承前（长）”，把长期趋势背景预报具

体化，即天气过程发生时段（日期）预报；同事又“启

后（中短）”，为中、短期天气过程预报提供支撑。

延伸期预报国内外有众多的研究成果和应用范

例，低频天气图预报方法仅是其中之一。早在１９９０
年代初，孙国武等就提出用大气低频振荡来预报中

长期天气过程的方法———低频天气图［１－２］，并与何

金海致力于大气低频振荡预报方法在气象业务部门

的业务应用研究。为此，１９９１年和１９９５年，分别在
广州、南京举办全国性的大气低频振荡预报方法学

习班，由于当时资料条件的限制而未能实施。在中

国气象局预测网络司的扶持和帮助下，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低频天气系统预报技术业务化应用”项目作为

中国气象局新技术开发实施，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中
国气象局预报与网络司以“月内重要过程趋势预测

系统”立项，列为中国气象局现代气候业务建设试

点任务，先在辽宁、甘肃、浙江和江苏等省气候中心

推广低频天气图方法。２０１２年进一步扩大推广单
位，包括上海、辽宁、江苏、浙江、甘肃、福建、江西、安

徽、山东、河北和重庆市等气候中心。２０１３年，又进
一步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气候中心推广。中国

气象局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从２００９年开始，用低频
天气图进行沙尘暴、干旱过程的延伸期预报业务。

福建、海南气候中心也在２０１１年的汛期应用低频天
气图预报延伸期强降水过程等。

１　对低频天气图方法的思考

低频天气图方法，不同于天气学、统计学和数值

预报等方法，但与其又有密切关联。这种预报方法

运用了统计学，使用了数值预报产品和天气学分析

方法，而且符合天气动力学原理。其特点是在月时

间尺度内预报天气过程发生的具体日期。下面主要

针对该方法提出一些思考。

１．１　气象服务需求
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农业

现代化水平的提高等等，都给气象服务工作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长期预报的内容如趋势、距平等，显得

不太具体，针对性不强；中、短期过程预报虽内容具

体，但时效又显得短了一些。因此，延伸期（１０～３０
ｄ）天气过程预报的作用在于为政府部门应对气象
灾害的预防，赢得宝贵的采取对策的时间，从而减轻

受灾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推广应用低频方法的省市



气象部门第一线预报服务人员很感兴趣并积极参与

的原因所在。

１．２　完善技术方法［３－１３］

任何新预报技术方法都不是固定的，需要通过

实践检验，在实践中改进、充实和完善，甚至借鉴和

吸取其他方法的经验，为我所用或与之结合。中国

气象局预测网络司为该方法提供了很好的业务实践

平台。但从１２个省市气象单位推广应用的过程中，
技术上有一些问题值得深入思索（思考和探索）。

（１）低频天气图方法有较强的地域特色，适用
省、市、区气象业务单位和某一气候区应用。推广应

用时，最重要的一点是结合本地区的大气环流、天气

系统、地形地理和服务需求等诸多特点，把这些特点

融合在低频天气图方法中，有所创新地应用低频天

气图方法，得到具有地区特色的低频天气图方法。

（２）低频天气图方法要以天气动力学原理为基
础，它的工具———低频天气图，即把日常天气图（未

滤波）上的高频变化的天气系统滤去，改为具有缓

变特征的低频天气图上的低频系统。分析低频气旋

和低频反应的生成、移动、强度、消失和周期以及各

低频系统的分布等演变过程来做延伸期天气过程预

报。实际上，低频天气图方法是用低频天气图像中

短期预报员的思路做预报。

（３）低频天气图方法预报流程中，有几个关键
流程（关键区的选择、低频图的分析和预测模型的

建立）至关重要。如：选择关键区，一是查看气象台

预报员天气个例预报总结，了解引发本地区某类天

气过程的天气系统的来龙去脉；二是用自然正交展

开或其他统计方法，分析低频系统频发的地域，以确

定关键区。又如：分析低频天气图。预报人员首先

要熟悉天气学原理和技术规则，分析低频天气图，了

解低频系统的活动特性，这是低频方法的基本功。

再如：建立预测模型。低频系统与天气过程的联系，

不是前后一一对应的简单相关和环流相似，要突出

“面”的概念，即各关键区、各低频系统的配置、组

合，才能做出预报。

（４）低频系统的２类状态（原地振荡和位相传
播）和４个特性（时间周期性、空间连续性、路径相
似性和生成地区的准定常性［１４］）是作延伸期天气过

程预报的基础。

１．３　今后发展方向［１５－２６］

不发展，就会出现像气旋锢囚一样的结果，这是

自然规律，低频方法也不例外。那么，低频方法今后

如何发展呢？

（１）理论研究。新技术方法，必须有理论基础

为其支撑。低频方法同样需要深入研究其物理机

制，否则难以提高和发展。比如研究和实际应用表

明，大气演变中有一些变化较慢的过程存在于天气

噪音水平之上，这些缓变过程是和大尺度大气运动

和低频外强迫相联系的，但它们联系的物理机制并

不清楚，大气内部的动力学过程也不明确，外强迫的

因素及其物理过程更不了解，等等。但我国科学家

丑纪范、李建平对大气环流异常信号的持续性能够

导致异常天气的持续性和延伸期可预报分量的提取

方法以及大气的可预报性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其结果为延伸期预报提供了一定的物理依据。

今后如果在大气波动理论、低频系统的准定常性与

下垫面的作用、外强迫与大气内部动力学过程、天气

尺度涡旋与低频气流的相互反馈等方面进行诊断、

模拟和理论分析，以及大气可预报性、大气持续性的

深入研究，将大大丰富大气低频动力学的内容。

（２）事实分析。观测事实的揭露有利于理论研
究的突破。低频天气图上的低频天气系统与日常天

气图上的天气系统有密切联系。低频天气系统反映

出造成某种天气过程的一些主要天气系统的生成、

维持、加强、移动和减弱的过程。但低频系统与天气

系统（未滤波）相互联系的大气环流演变过程的观

测事实，尚需深入分析。随着从大气低频角度揭示

大气环流演变过程，如亚洲夏季风及其夏季风系统、

青藏高原季风系统、南亚高压、东亚大槽、西太平洋

副热带高压和ＡＯ、ＥＮＳＯ，将逐步发展为我国的低频
天气学。

（３）方法改进。为发展低频方法，可以在滤波
计算方案设计、等压面层次、气象要素的选择和强降

水过程预报中，强度（中—大雨与暴雨）区分的预报

以及周期确定等方面改进、发展，使之客观化，最终

建立本单位业务平台的“大气低频振荡延伸期天气

过程预测系统”。还可与其他方法如ＭＪＯ结合。还
需说明一点，即使数值预报发展到能预报未来３０ｄ
的逐日流场、位势高度场等，低频方法仍可以使用其

３０ｄ预报场为实况场，预报未来３０～６０ｄ的天气过
程。

２　结束语
虽然利用大气低频振荡来进行延伸期天气过程

预报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低频天气图方法在我国不

同地区的延伸期天气过程（强降水、沙尘暴、干旱）

预报中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低频天气图方法

因其具有较强的地域特色，并且低频天气图上的低

频天气系统与日常天气图上的天气系统有密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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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但低频系统与天气系统（未滤波）相互联系的大

气环流演变过程的观测事实，尚需深入分析等，认真

思考和探索这几个问题，有助于目前应用低频天气

图延伸期天气过程预报方法在国内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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