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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波冷空气的来袭， 气温忽
高忽低， 你的穿衣模式是否还在凌乱
中？ 每天出门前， 你是不是会下意识
看一下天气预报。 在这些人们能看到
的气温、 降水量、 风力等天气数据背
后， 有很多人们看不到的气象 “黑科
技”。 这些不断发展的气象科技手段，
正在悄悄地改变着天气预报。

把气象数据放进 “榨汁机” 里

在天气预报领域， 有一个看似是
常识， 但却很容易被大众忽视的事情：
天气预报虽然是对未来天气的预报 ，
但预报的基础是监测当下的天气。

国家气象中心天气预报技术研发
室副主任曹勇介绍， 所有对于未来天
气的预测都要从当下的天气情况出发，
准确收集当下的天气数据是天气预报
工作的第一步。 收集数据需要依赖各
类气象观测设施 ， 比如人们在公园 、
草坪等户外场所经常能看到的百叶箱，
就是最常见的地面气象观测设施之
一———自动气象站。 要想天气预报准
确， 气象观测设施就要布置得足够密
集。

仅北京就大约分布了500个自动气
象站， 收集来自城市各个角落的风速、
风向、 空气湿度等气象信息。 除了常
见的自动气象站， 气象观测设施还有
放飞的探空气球、 飞翔在人们头顶上
空的气象卫星以及部署在众多城市的
天气雷达等。

有了原始的气象观测数据， 如何
利用这些数据得出预测结果， 是天气
预报中的关键问题。

“很早以前， 我们用的是外推法，
就是根据气象演变在短时间内具有一
定连续性的原则， 通过把当前的天气
趋势外延一段时间， 进而得出预报结
果。” 曹勇表示， 外推法的预报精准度
往往较为有限， 如今要实现更加精确
的天气预报要依赖超级计算机和预报
模型。

“原始的气象数据就像是原材料，
超级计算机和预报模型就像是 ‘榨汁
机’。 我们把原材料全都投入到 ‘榨汁
机 ’ 中 ， 经过大量的计算去伪存真 、
去粗存精。 在经过精准推演后， 就能
得到一个相对精确的预报结果。” 但曹
勇也表示， 即使是超级计算机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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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米级、 分钟级预报成为现实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开
赛的第一天， 比赛还未正式开始， 天
气 预 报 服 务 团 队 就 面 临 了 一 次 考
验———判断现场风速是否适宜比赛 。
经过谨慎研判， 该团队最终对未来天
气给出了判断： 当天中午到下午赛道
上的风速较大， 第二天风速会明显减

小。 工作人员基于这一信息， 决定将
当日的比赛调到次日举行。 事后观测
表明， 当天下午的天气情况果然与预
报结果一致。

目前， 我国能够实现的气象预报
精度在部分地区可以达到公里级甚至
百米级， 而在时间尺度上则可以实现
分钟级预测。

“比如， 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举
办期间， 我们的气象预报团队可以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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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勇表示， 要实现如此高
精度的气象预报， 首先就要在监测上
下功夫： 要提升监测密度、 进行加密
监测。 这是精细预报的基础， 2022年
北京冬奥会的三个赛区就布置了400多
套气象观测设施。

要实现高精度的天气预报，不仅数
据要更加丰富、准确，用来进行计算预
测的“榨汁机”也要足够“高精尖”。

“如果我们希望对某一个局部地
区进行高精度的天气预报， 那么我们
就可以针对这一区域的实际情况， 单
独搭建一个更加精密且贴合区域实际
特点的预测模型， 这样就会得出更加
准确的结果。 当然， 这需要气象观测
团队、 预报团队以及研发团队之间的
密切合作。” 曹勇表示。

高精度的天气预测， 绝不是重大
赛事活动的专属， 它也在逐步走进人
们的日常生活。 智能网格预报， 就是
这样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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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手机进入到不同网格时， 手机便会
接收到关于这一网格内的天气情况 ，
其预测精度相比过去的站点预报得到
了较大程度的提升。

每部手机都是一个微型气象站

从过去守在电视机前观看天气预
报节目， 到如今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查
看任一时间的天气状况， 天气预报技
术每一次的进步背后， 都离不开多种
“硬核” 观测科技手段的有力支撑。

近年来， 我国的气象观测技术有
了显著提升， 比如在2016年发射的风

云四号气象卫星就大大提升了我国气
象观测能力。 风云四号卫星目前共有

A星、 B星两颗星在轨运行， 曹勇介绍
道， 风云四号B星的观测分辨率已经
可以达到百米级 ， 它甚至能够 “看 ”
清楚云层中的对流泡。

不仅观测分辨率大幅提升， 过去
风云二号卫星传回一张卫星云图需要
半个小时， 如今的风云四号A星则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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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风云四号， 我们可以密集
获得卫星云图， 将这些图片连起来看，
就像是看高帧率的电影， 非常流畅。”
曹勇表示， 目前我国的气象卫星已经
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进入了与该领域
领先国家 “并跑” 的阶段。

不仅气象卫星技术实现跨越式发
展， 我国的天气雷达也正在进行全新
的技术升级改造。 天气雷达通过发射
电磁波照射大气中的水粒子， 能够实
现对雷暴、 大风、 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的精准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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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
达到200多公里， 在我国人口密集的中
东部地区已基本实现无死角覆盖。 当
前， 气象部门正在对现有的天气雷达
进行双偏振改造， 经过改造的双偏振
天气雷达， 能够更加准确地描述降水
粒子的尺寸和形状、 降水类型及分布
情况， 更好地识别气象回波， 滤除异
常回波，将有效提高对雷暴大风、暴雨、
冰雹等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警能力。

除了这些 “硬核 ” 的观测手段 ，
如今气象观测中还出现了一个新分
支———社会化气象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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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勇认为， 虽然手机收集的
数据可能相对 “粗糙”， 但其优势在于
量大。 未来随着机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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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 《科技日报》

模型推演、 智能网格预测、 气象卫星帮忙……

精准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得出的?

■看天下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
鸳”这副武侠小说迷熟悉的对联，同著
名小说家金庸生前手稿、藏书、文房四
宝等约300件展品，近日，在上海图书馆
东馆开放公众参观。为了让观众能在金
庸的“武侠世界”里沉浸式体验，承办方
之一中国建投集团建投书店特别在展
厅内打造了多个与金庸小说相关联的
“武侠场景”，分别是“藏经阁”“珍珑棋
局”“古墓”“绿竹巷”， 两大互动体验装
置“华山论剑”“高手过招”也吸引不少
观众到此合影留念。

金庸展在上海举办
珍贵手稿等亮相

广东清远长隆
成功繁育五头非洲象

广东清远长隆国家级世界珍稀野
生动植物种源基地接连成功繁育五头
非洲象宝宝。 目前， 五头新生非洲象
幼崽健康状况良好。 图为新生非洲象
宝宝在玩耍。

近日， 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
赛芬兰赛区比赛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
闭幕并举行颁奖仪式。 中国代表团取
得两金一银以及一优胜奖的成绩。 图
为获花艺项目优胜奖的上海农林职业
技术学院杨灵芝， 在芬兰首都赫尔辛
基参加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芬
兰赛区比赛。

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芬兰赛区
中国代表团获两金一银

日本天文学家参与的一个国际团
队在新一期美国 《天体物理学杂志》上
发表论文说，他们可能发现了宇宙诞生
初期的第一代恒星在“生命”最后阶段
发生超新星爆炸所留下的痕迹。这将成
为研究“婴儿期”宇宙的重要线索。

宇宙第一代恒星
残留痕迹或被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