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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气象预报预测准确率和精细化水平是气象业务发展的重要标志，是避免或减轻灾害损失的重要气象保障。分析制约、
影响鄂托克旗气象局天气预报业务准确率的主要因素，应从提高多种探测资料综合应用能力、加强数值预报和基础理论研究、
加强中尺度研究和天气会商、强化预报员队伍建设及提高预报员整体素质和技能等多方面出发，尽可能缩小天气预测预报
与实际天气状况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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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可靠的气象预报预测产品是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安全的重要保障，重大气象灾害和突发性公共事
件、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航空飞行、地面交通、重点工程建设、旅游、气候变化影响评估、生态环境保护等涉及人类生
产生活的重要领域无一不需要气象部门为其提供准确可靠的预报预测结果和建议，因此作为整个气象事业的核心，强化气
象预报预测系统建设，提供多元化天气气候预报预测服务产品，不仅是气象业务体制改革的目标，也是当前一项迫切的重
要任务。 

1 影响和制约气象预报准确率的主要因素 

1.1 气象监测信息获取不全面 

气象局观测站是国家气候站网的骨干和标准站之一，其基本任务是积累长期稳定可靠并具有准确性、代表性和比较性
的气候观测资料，用于气象预报监测的系统主要为地面固定监测及肉眼目测等，实行业务人员昼夜连续守班，每小时进行
一次定时观测，以每天 24 次观测记录进行报表统计和上报。从时间观测上，监测信息的获取是定时而非连续不断的，而且
全市监测站点的分布虽然在不断加密但还是有着空间间隔，如果天气变化恰好发生在这些时空或空间间隔中，就会导致获
取的监测信息不完整，从而影响气象预报预测的准确率。 

1.2 气象预报分析技术急需提高 

气象预报主要是通过对大气运动规律的监测，获取相关数据后，利用数字和物理学知识进行全面分析，进而得出结论，
其分析技术依赖于和受限于数学和物理学的发展。一般情况下，由观测员按时对上级指导预报产品进行订正预报，然后发
布气象预报产品，订正预报同样需要综合运用各种诊断分析、预报技术和方法，在预报业务方面，观测与预报有着必然的
联系，但仅凭观测员现有业务能力和知识层面还不能完全掌握气象预报分析技术。 

1.3 气象观测环境受限制 

在气象预报方面，如果能够进行优秀的气象观测那么在准确率方面就成功了一半。但是就目前我国的气象观测环境而
言还有很多不足。例如我国的城市发展很快，很多气象观测站被划入城市范围内，这种情况的观测站常常处于质量不好的
环境中，而且在观测站四周还有很多高大的建筑物遮挡，造成了气象观测的不准确，不具体的现象发生。而且很多气象观
测站由于过度开发而搬离原所在地，也就造成了气象资料的不连续性，这直接影响着我国气象预报的整体质量。

1.4 基层的气象分析和应用能力需要提高 

 拥有了准确而全面的观测数据，只有通过优秀的气象分析技术才能得到准确的气象预报，但基层气象台站的业务人
员的素质，尤其预报员的业务水平未达到全面分析各种复杂因素的能力。。而目前普遍使用数值预报技术，预报员对综合资
料的分析应用能力，特别是动态分析能力、多种数值预报产品的解释应用能力和分析能力不强。数值预报产品的效果检验
工作落后于业务应用。不同时效预报准确率发展不平衡，没有短时定量降水客观产品，对数值预报产品缺乏系统、客观的
检验方法等。 

2 改进措施 

2.1 强化综合观测基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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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综合观测监测是提高气象预报预测能力、加强气象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开发利用气候资源的基础，因此
要不断提高气象预报预测准确率、精细化和专业化水平，坚持观测系统建设，加强观测自动化进程和观测系统标准化，充
分发挥气象观测系统效益。不断优化站网布局与设备更新，完善专业气象观测系统建设，健全观测业务规范、技术标准和
业务流程，加强中小尺度天气等气象灾害和关键性、转折性天气监测；并通过提高观测资料的数据质量控制，逐步实现国家、
区、台站三级观测资料质量检测与控制实时业务系统，深化观测资料及数据产品的应用。 

2.2 完善灾害性天气短时、临近预警预报系统 

在全球气候变暖大背景下，极端天气事件频繁发生，要提高气象预报预测水平，就必须加强气象监测点建设，提高气
象灾害综合监测能力，加强对以往发生的极端天气事件的预报能力及灾害天气具体影响的分析、总结能力等。 

2.3 提升基层台站预报业务和服务能力 

县、市气象局处于气象服务的最前沿，担负着为民气象服务、防灾减灾和农业农的村气象服务重任。去年，经过多方
的努力协调后，引进新型天气预报制作系统，在预报中增加紫外线指数预报、舒适度指数预报等项目，争取在天气预报制
作软件中增加发布负氧离子监测数据的语音合成项目，以更好的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 

2.4 做好预报预测业务人才支撑保障作用 

拥有具备现代预报预测技术的高素质预报员队伍是提高气象预报预测准确率的关键，因此，要坚持以人为本，重点加
强预报员人才体系建设，培养掌握扎实理论基础知识、具有较强天气分析预报实践能力和高度责任心的学习型观测预报员，
加强常态化的岗位培训和集中轮训机制，重视预报员岗位锻炼，在重大灾害性天气预报实践和预报技术总结交流过程中善
于发现和培养骨干预报员，带动和促进观测预报员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提升现代天气预报业务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3 结束语：

气象预报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障，但是我国的气象预报准确率还远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
众的要求。而影响气象预报准确率的原因主要有观测数据不完整和准确，气象数据分析应用能力不强、基层气象预报员的
业务水平不高等现实情况。解决这些问题要靠多建立气象自动站，采用引进和本地化先进的气象数据分析技术方法和提高
预报员的综合素质来解决。通过这些方法可以让我旗的气象预报准确率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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