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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编 号】GYHY201406002 

【研 究 周 期】2014 年 1月—2016年 12 月 

【国 拨 经 费】320 万元 

【项目负责 人】毛冬艳 

【项目骨干成员】伍志方、孙建华、许爱华、王秀明、田付友、朱文剑、曹艳察、

周康辉、蔡雪薇、张华龙、陈云辉 

【项目承担单位】国家气象中心 

【项目协作单位】广东省气象台、江西省气象台、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中国气象局干部培训学院 

【主要研究成果】 

本项目针对华南区域对流性大风这一预报业务中的重点和难点，从数据集建

设、监测技术、天气物理模型和客观预报方法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工作，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包括：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华南春季对流性大风数据集，

研发了基于多源观测资料的对流性大风监测技术，发展了华南春季对流性大风物

理模型，建立了华南春季对流性大风客观预报技术，开发了江西强对流天气监测

预报系统并业务应用。同时，通过该项目研究，共发表科技论文 21 篇。具体为： 

（1）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华南春季对流性大风数据集。基于国家气象信息中

心整编资料，综合逐日天气现象观测中与强对流相关的雷暴、龙卷、冰雹等信息，

以及重要天气报中大风观测信息，建立了 1981-2010 年共 30 年的全国雷暴大风

数据集。在此基础上，收集了雷达拼图、闪电、卫星、自动站等数据，建立了

2005-2014 年近 10 年华南地区春季雷暴大风天气个例库。 

（2）研发了基于多源观测资料的对流性大风监测技术。在地面气象观测站

大风记录的基础上，结合多源数据（包括雷达、卫星、闪电、温度、露点等观测

数据），利用模糊逻辑算法（基于历史样本数据的统计得到各变量的概率分布函

数，进而得到各参数隶属度函数；然后采用概率重叠面积方法，确定各项质控数

据的权重；最后通过选取判断概率阈值 Q 的方法，区分雷暴大风与非雷暴大风），

实现雷暴大风与非雷暴大风的有效识别，可对雷暴大风进行实时监测。通过对

2010 年全国 50873 条人工观测大风数据的识别和两次雷暴大风过程的识别，结

果表明，该算法能有效区分雷暴大风与非雷暴大风。本工作能一定程度上提升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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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大风的监测效果、完善强对流监测业务体系。 

（3）发展了华南春季对流性大风物理模型。利用中尺度分析的方法对华南

春季产生对流性大风天气的典型天气形势分类，结合槽、冷空气的情况和对流性

大风发生发展主要机理，建立了四类华南春季对流性大风天气尺度物理（概念）

模型，其中，槽前冷锋型出现最多，占 49 %；其次为槽前静止锋型，占 23.5%；

槽后冷空气型最少，仅为 9.8%；暖区型（无冷空气）占 17.7%。相比于普通雷

暴，雷暴大风一般发生在更不稳定的大气环境中，其环境动力强迫大于普通雷暴，

雷暴大风发生环境的中高层更冷，而低层更暖湿，表明雷暴大风发生在斜压性更

强的大气环境中。 

（4）建立了华南春季对流性大风客观预报技术。选取与雷暴大风发生发展

密切相关的热力、动力、水汽等物理量因子，通过诊断分析及遴选等，建立预报

方程，构建客观预报方法。对 2016 年的预报检验结果表明，客观方法能够较为

准确预报华南及江西等地出现的区域性雷暴大风过程，对实际业务能够提供客观

预报支撑。 

（5）开发了江西强对流天气监测预报系统并业务应用。江西强对流天气监

测预报系统是集强对流天气监测、预警、分析与预报为一体的网络版工作平台，

主要包括 3 部分，分别为强对流天气实时监测报警与查询、强对流潜势分析和预

报辅助产品、以及分类强对流潜势预报产品。该系统是江西强对流监测预报预警

的重要平台，功能较多，产品也较丰富，使用简便快捷，对全省强对流分类监测、

预报有较好的参考，为江西强对流预报服务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预报员在业

务内网上随时调用。该平台在业务预报中得到较好应用，尤其是对雷暴大风过程

准确率较高，预报结果和实况对比表明预报效果较好，可以帮助预报较早地发布

大风预报和预警，减少灾害损失。 

【成果应用情况】 

本项目针对华南区域对流性大风这一预报业务中的重点和难点，从数据集建

设、监测技术、天气物理模型和客观预报方法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工作，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首次建立 1981-2010 年共 30 年较为完整的华南春季

对流性大风天气资料集以及 2005-2014 年近 10 年华南地区春季雷暴大风天气个

例库，该资料集已在项目组内部共享，成为本项目研究以及后续相关研究的重要

资料基础；针对雷暴大风的监测难点，发展的基于模糊逻辑算法的监测技术不仅

适用于华南春季，还可适用于全国其他区域、其他季节，具有较好的推广价值，

有利于提高对雷暴大风的监测识别和预警水平；华南春季对流性大风的天气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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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尺度物理模型的建立，有力提升了业务技术人员对于其发生发展物理机制的

认识与理解，并为预报员主观预报思路的建立和客观预报方法的研发奠定了基础；

客观预报方法已在实际业务中进行应用和检验评估，为国家级及省（市）预报员

提供了客观技术支撑。该项目的建设成果提高了华南区域对流性大风预报的准确

率和精细化水平，并可为其他区域提供参考借鉴，从而有效减少由对流性大风造

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具有较好的发展趋势和广泛的应用前景。 

【成果代表图片】 

 

图 1    强对流天气监测页面 

 

图 2  对流性大风概率预报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