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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天气预报一般是3天或
7天，然而随着人们对天气预报
的需求越来越高，3天或7天预报
已满足不了需求。小到一次旅行
规划、户外婚礼筹备，大到一场
赛事选址、庆祝活动筹划，都需
要提前更长时间了解天气。于
是，中国天气网等部门利用全球
数值模式，推出了8-15天甚至40
天的中长期预报。

不同于短期预报，中长期预
报是通过天气预报生产线———
数值模式得出的。

所谓模式天气预报，简单来说，
就是设计好一套庞大的计算天气预
报的程序，输入当前已知的天气现
象，它就可以计算出未来的大气运
动状态和天气状况。数值预报技术
也被誉为气象事业的“芯片”，是天
气预报的关键核心技术。

跟所有预报一样，时间越长，
准确率越低。数值天气预报未经预
报员主观订正，具有不确定性。所
以，目前中长期预报无法准确告
诉你十天后降温能达到0℃还是
-10℃，也无法精准地告诉你这个
月有1天还是3天会下雪。那是否意

味着，中长期预报就不靠谱呢？
并不是！中长期预报如今已

能预报出明确的天气趋势，比如
是否多雨，是否降温等，具有很
高的参考价值。天气形势时刻变
化，数值也会随时变化，所以中
长期预报也会根据变化的数值，
调整和订正预报结果，越临近准
确率越高。

所以，中长期预报正确的打开
模式，是不可尽信它的具体数值，但
不可不信它反映出的天气趋势。

除了此次大范围寒潮提前半
个月就有了相关预报，2016年初，中
国天气网的中长期预报也提前半个
月报出“广州下雪”“南京最低气
温-14℃”等看起来离谱的天气，同
样引发网友广泛关注。最终超级寒
潮如约而至，广州下雪了，江浙沪等
地也出现了历史罕见低温。

湖南省气象台国家级首席预
报员周慧介绍，目前40天的天气
预报，一般都是数值模式给出
的，前10天预报准确率可达80%
左右。有远行或活动计划的小伙
伴，多刷新几次中长期预报，就
能获取准确度较高的预报结论。

长达40天的天气预报靠谱吗
要做天气预报，首先要借助

雷达、卫星等观测的数据，把这
些数据放到数值预报体系中，就
像解数学题一样，经过复杂计算
得出答案。

测天气，最关键的有两点，一
是用数值模式在超级计算机上计
算，二是由预报员进行人工订正。

“在观测资料的收集和分析，以及
数值天气预报这两个关键环节中，
超算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中
国气象局数值预报中心高级工程
师管成功介绍。

准确收集当下的天气数据，是
天气预报的第一步。收集数据需要

依赖各类气象观测设施，除了常见
的自动气象站，还有探空气球、气
象卫星、天气雷达等。有了原始的
气象观测数据，如何利用它们得出
预测结果，就需要依赖超级计算机
和预报模型。

“原始的气象数据就像原材
料，超级计算机和预报模型就像
榨汁机。我们把原材料全都投入
到‘榨汁机’中，经过大量计算，
去伪存真、去粗存精。”国家气象
中心天气预报技术研发室副主任
曹勇介绍。

不过，即使超级计算机也存
在一定误差，这时就需要发挥预
报员的关键性作用。他们会依据
长期以来积累的预报经验，对输
出结果进行调整，从而使天气预
报更加精准。

近几十年，随着卫星、雷达、飞
机、地面等综合观测系统的建立，
以及大气科学理论的不断完善，数
值天气预报准确率也大幅提高。

目前，全国24小时晴雨预报
准确率达87%，暴雨预警准确率提
高到88%，强对流预警提前量达38
分钟，可提前3天至4天对台风路径
做出较准确预报……

不过，即便数值预报已发展到
一定程度，天气预报也是一门预测
科学，几乎不可能100%准确，总会
或多或少出现误差。

天气是如何被超算“算计”的

12月14日，中央气象台发布寒
潮橙色预警，这是最高级别的寒潮
预警。预报员之所以敢“拍板”极端
天气，不仅靠丰富的经验，背后还有
各种观测神器为研判提供支撑。

观测神器中最牛的当数风云
系列卫星。台风、暴雪、暴雨……每
一次灾害性天气过程，都逃不出风
云气象卫星的火眼金睛。

自1988年风云一号A星成功
发射，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射两代
四型21颗风云气象卫星，在轨9颗，
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上午、下午、
晨昏和倾斜4条近地轨道气象卫星
序列，唯一具备250米空间分辨率、
区域1分钟连续观测能力的国家。

2016年发射的风云四号气
象卫星，更是大大提升了我国的
气象观测能力。风云四号目前共
有A星、B星两颗星在轨运行，B
星观测分辨率可达到百米级，甚
至能“看”清云层中的对流泡。

过去，风云二号卫星传回一
张卫星云图需要半小时，如今风
云四号A星只需要5分钟，甚至在
观测重点局部地区时，可以实现
1分钟传回一张图。

气象卫星观测到的种种数
据，送回地面后，就由超级计算机

接手，使用数值模式做出预报。今
年夏天，台风“卡努”的诡异舞步，
就是因为被三个高压反气旋夹在
中间揉搓的结果，最终“卡努”的
路径和预报一致，正是气象卫星
精准观测与超算数值模式通力合
作的成果。

据悉，2035年前，我国将建
成第三代风云气象卫星综合观
测体系，实现星地—星间协同
智慧观测，全球观测数据获取
和处理时效将达到1小时以内。

不仅气象卫星技术实现跨越
式发展，我国天气雷达也正在进行
全新的技术升级改造。

在天气雷达家族里，除了常规
天气雷达、多普勒天气雷达、双偏振
天气雷达等，相控阵天气雷达是最
年轻的一员，它的“眼睛”就像蜻蜓
的复眼，由许多小眼排列组成，比起
其他天气雷达，能提早4—6分钟识
别出新生对流单体，能更快、更准地
探测短时临近、快速生消的灾害性
天气过程。

目前我国已部署了200余部天
气雷达，单部雷达的有效观测半径
能达到200多公里，已基本实现无
死角覆盖，有效提升对雷暴大风、
暴雪、冰雹等的监测预警能力。

敢拍板“极端天气”，背后有观测神器加持

准备旅游，未出门就收到目的
地的天气预报；要滑雪，可随时了
解风向、积雪深度等各种天气指
数……相信很多人都对这种精准
的气象服务充满期待。

目前我国能够实现的气象预
报精度，在部分地区可达到公里级
甚至百米级，在时间尺度上，则可
以实现分钟级预测。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举办期
间，气象预报团队就可以准确给出
赛场范围内精确到分钟级的，涵盖
气温、湿度、风速等关键信息的天
气预报。要实现如此高精度的气象
预报，就要在监测上下功夫：提升
监测密度、进行加密监测，北京冬
奥会的三个赛区，就布置了400多
套气象观测设施。

当然，高精度天气预测，并非
重大赛事活动的专属，它也逐步走
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智能网格预
报”就是这样的产品。

所谓“智能网格预报”，是将城
市划分为一个个更加细密的网格，
每个网格都有单独的天气预报结
果。当人们携带智能手机进入不同
网格时，手机便会接收到这一网格

内的天气情况，预测精度相比站点
预报，得到了较大提升。

每个人的手机中，都有可测量
气压、温湿度的设备，每部手机就
相当于一个微型气象站，可以用
来收集气象数据。虽然手机收集
的数据相对粗糙，但优势在于量
大。随着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
技术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气象
预测中，社会化气象观测所产生
的庞大数据，或许能成为预测模
型数据来源的有力补充，为实现
更加智能化、精准化的天气预报
提供有效支撑。

“将来天气预报只会更懂
你。”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学顺说，
随着智慧气象的发展，可针对人
们不同时间、位置需求，提供可
订制、分钟级、场景化的精准气
象服务产品。“未来全球预报的
模式分辨率将达到3—5公里、区
域或局地预报的模式分辨率将
达到100—1000米。”这意味着，
未来无论你身在城市的哪个角
落，你所获取的天气预报，都会
是你周围一公里甚至更小范围
内的天气情况。

百米级、分钟级预报成为现实







让天有“可测”风云
揭秘天气预报的“科技与狠活”

主笔 于梅君

自12月14日起，今冬以来最强寒潮挟风带雪席卷全国，
北方多地冷破纪录，南方上演冷暖大逆转。实际上，早在此前
半个月左右，就有人从手机里关注到这个“将要被冻哭”的中
长期预报，只是当时很多人不以为意。那么，中长期预报是如
何出台的？靠不靠谱？更精准的天气预报是怎样得出来的？

葛探索发现

利用海藻研发出
新型水凝胶

日本研究人员近期研
发出一种用于治疗皮肤伤
口的新型水凝胶，这种基
于海藻成分的新型水凝
胶，具有低粘附性和低溶
胀率等特性，可在促进皮
肤伤口愈合的同时，防止
伤口扩张，与传统水凝胶
伤口敷料相比，提高了治
疗效果。

这种新型水凝胶由海
藻酸盐、碳酸钙和碳酸水
制成。研究人员表示，由海
藻酸盐等材料制得的新型
水凝胶不仅成本低廉并且
可生物降解，这标志着可
持续医学发展的重要一
步，并为下一代伤口凝胶
提供了新的设计指南。

控制一种脑干激素
有助防治孕吐

很多女性在孕期会出
现恶心呕吐症状。一项新
研究发现，导致孕吐的原
因与一种作用于脑干的激
素GDF15有关。控制或阻
断该激素与大脑相互作用
或有助防治孕吐。

未怀孕女性身体中的
GDF15通常处于较低水
平。研究发现，孕吐严重的
女性身体中，GDF15水平
显著升高。若未怀孕女性
身体中该激素水平较高，
则会降低她们怀孕后出现
孕吐的风险。

研究者表示，子宫中
胎儿产生的GDF15是孕
妇所不习惯的，孕妇对这
一激素越敏感，孕吐就越
严重。研究人员表示，深入
了解这一机制，找到控制
或阻断GDF15与大脑相
互作用的方法，或有助预
防和治疗孕吐。

适当独处
有利于缓解压力

经常独处者“容易孤
独”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
可能是误解。一项国际新
研究显示，适当独处，可有
助缓解现代生活的压力，
让一些人感觉更加自由。

该研究的最初目的，
是寻找是否存在一个“临
界点”，即每天独处多长时
间可能损害健康。但令研
究人员惊讶的是，没有发
现这种临界点，该研究显
示，如果人们主动选择独
处，可以不感到孤独，并能
缓解自身压力。

研究结果发现，一天
中独处时间越长的人，认
为自己受到压力的程度越
低，生活自由度越高；在研
究期间独处时间过长的
人，其孤独感更强，生活满
意度也随之下降；但如果
独处是主动选择而不是被
迫，这些负面效应会减轻
甚至消失。研究人员说，这
项研究表明，主动独处可
以是一个健康、积极的选
择。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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