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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 月 ∗ 日大雪天气过程预报有一定难度 降水预报失误较大 ∀在分析数值预报天气形势 !气象

要素预报的基础上 阐述了当时预报员的预报思路 分析实时天气形势的演变 指出 ° 上亚洲中部的西北或

偏西风急流轴逐渐南压 是诱发实时天气形势突变的触发物理机制 ∀上下层高空槽从后倾转为前倾 不利于强烈

的上升运动产生 ∀高空引导气流的演变 导致地面气压路径改变 !暖湿空气的配置变化 是预报失误的主要原因 ∀

关键词  降雪预报  天气形势  失误

 预报与实况对比

辽宁省气象台预报 年 月 ∗ 日 辽

宁省北部 !东部地区有小雨转中到大雪 其他地区有

小雨转雪 并伴有大风 !降温天气 实况是辽宁的东

北部 !东部地区降零星小雪 图 ∀ ∗ 日白天偏

北风 海上 ∗ 级 陆地 ∗ 级 日早晨的最低

气温 下降了 ∗ ε ∀此次大风 !降温预报基

本正确 但降水的量级 !降水的性质预报失误较大 ∀

图  年 月 ∗ 日预报 框中文字 !实况 降水性质

 预报思路分析

.  天气系统演变及数值预报形势

年 月 ∗ 日影响辽宁的冷空气来自

巴尔喀什湖 西路 及极地 北路 ∀ 日 北京

时 下同 ° 上 前期位于里海的高压脊东移

过程中强烈向北发展 在乌拉尔山西部到巴尔喀什

湖一带形成径向度较大的高压脊 ∀极地冷空气沿高

压脊前西北气流南下 前期位于巴尔喀什湖的弱高

空槽 下称影响槽 在东移过程中加深向东南方向

移动 ∀在河套地区形成温度槽落后于高度槽 上下

后倾有利于进一步发展的深厚高空槽≈ 图 ∀较

强的东移高空槽将在 后影响辽宁 ∀

图  年 月 日 ° 高度场 !温度场

日 前欧洲 ∞≤ !日本数值预报产品的

形势 !物理量 !降水要素预报比较连续 预报高空槽

脊的演变与天气图的分析一致 预报地面冷高压向

东南方向移动 其前部蒙古气旋加强东南下 低压中

心从辽宁西部到北部后继续加强 然后向东北偏东

方向移动 冷锋东移扫过辽宁 预报辽宁上空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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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 ° 涡度达 ≅ 以上

° 上垂直速度达 ≅ ° 另外预报 日

至 日 的降水量 辽宁东部 ∴

东北部的降水中心为 图略 ∀国家气

象中心的指导预报 !沈阳气象中心的 预报降

水范围与日本数值预报接近 降水强度稍强 ∀

.  暖空气活动

位于内蒙中部到河套地区暖温度脊逐渐东移

其后部为大片的冷槽区 ∀ ∞≤ !日本数值预报产品预

报 日白天辽宁上空为暖温度脊控制

° 上辽宁上空温度大于 ε ° 高空锋区南

压 日 到辽宁西部 日 到辽宁以东

地区 辽宁东部边界为 ε 线 较强冷空气占据辽宁

上空 ∀冷空气进入前辽宁升温使能量蓄积 冷暖空

气交汇构成产生较强降水的热力条件≈ ∀

.  水汽条件分析

日 在 ° 上辽宁大部地区上空 !

高空影响槽后的北部大片地区 Τ Τδ [ ε 为准

饱和区≈ ∀高空影响槽后当时为西北风 水汽将沿

西北气流东南下 使辽宁全省特别是辽宁北部 !东部

的湿度增加 图 ∀辽宁原有的水汽和北方的水汽

通道 形成了有利于降水的水汽条件 ∀

图  年 月 日 ° 风场

实线为槽线 阴影为湿区 箭头所指为急流

综上 预报员认为高空影响槽不断加深东移

蒙古气旋南下经辽宁后北上 辽宁上空冷暖空气交

汇 湿度增加接近饱和 日本数值预报可信 ∀并且

日 ° 上辽宁上空温度大于 ε 白天

降水性质以雨为主 日夜间开始 随着冷锋锋区南

压东移 降水性质转为以雪为主 ∀由此预计 月

∗ 日白天将有大风降温 !较强降雪 北部 !东部地

区降水量偏大 ∀

 预报失误原因分析

日 之前高低空系统演变与预报员的设

想 !各种数值预报产品一致 ∀ 日 开始天气

形势有所变化 ∀

.  天气形势突变触发机制

日 至 日 高空 ° 上 图

略 由于巴尔喀什湖北部强盛的高压脊缓慢东移

高压脊前的冷空气沿西北气流南下 使亚洲中部的

西北或偏西风急流轴逐渐南压 ∀到 日 高空

槽南段后部 β 附近的风速急剧增大 普遍增大

最大增幅达 相反高空槽北段后部

β ∗ β 附近的风速迅速减小 最多减小 ∀

高空能量的下传 造成 ° 同样出现了类

似的现象 高空槽后部 β 以南风力加大 β 以

北风力减小≈ ∀进而使影响槽中部分冷空气进入

影响槽南部的高空槽中 南部高空槽加强北挺 加速

前进 而影响槽北缩 槽底由 日 的 β 缩

到 的 β ∀另外 ° 影响槽前部一直

维持有高压脊 对其移动也有一定的阻挡作用 ∀两

个因素造成后期影响槽移速放慢 ∀

° 高空形势的变化 导致高空引导气流

发生了改变 日 地面低压上空为偏西气流

到 转为西南气流 造成了地面气压在偏西的

位置提前转向 ∀

.  上下层高空槽前倾抑制上升运动

日 前 ° 高空槽落后于 °

高空槽 为后倾槽 ∀随着 ° 高空槽后高空风

速加大 高空槽的移速加快 日 前 移动

∗ 个经距 后 移动了 ∗ 个经距 ∀ 日

上下高空槽接近垂直 到 日 °

高空槽已超前于 ° 高空槽 形成前倾槽 ∀此

时 ° 辽宁上空为槽区 即辐合区 ∀ 日

后的上下层高空槽的配置结构 不利于强烈的上升

运动产生 也就不利于强降水的产生 ∀

.  高空低压槽变化与降水动力 !热力 !水汽条件

变化的关系

日 ° 影响槽南部高空槽移速加

快 原来位于影响槽的西南部 一跃跳到影响槽的东

南部 ∀相应 ° 高空图上 图 原为一

个的高空槽分为两个 北部的高空影响槽位置向北

调整 其前部维持东西向的切变线 南部的槽从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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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向西南延伸到 β 并且南槽速度快 辽宁的

南部此时为偏西气流 冷空气先由华北入侵 使通过

影响槽侵入辽宁的冷空气势力减弱 ∀同时 南槽先

行破坏了低空西南急流 也破坏了南方的水汽通道 ∀

南槽移过辽宁南部时为西北风与偏西风的切变 影

响槽移过时槽底只到辽宁中部 而且其前部东西向

的切变线有将北部的水汽截在切变线以北 黑龙江

省境内 ∀可见分为南 !北槽后使原有利于降水的动

力条件大打折扣 ∀

图  年 月 日 ° 高度 !风场

.  地面低压 !冷锋演变与低空冷暖空气 !湿度条

件变化的关系

地面低压中心 !冷锋 日 位于辽宁以西

地区 之后低压中心就向东北偏东方向移动 比预报

的转向点偏西 β ∗ β 经度 ∀ 日 冷锋到辽

宁以东地区 较预报偏晚 ∀在预报冷锋扫过的时

段内 恰逢暖空气进入 暖脊占据整个辽宁 且势力

较强 使入侵辽宁的冷空气慢了一步 ∀而进入辽宁

的是原来位于华北的干燥空气 辽宁上空的湿度条

件不是增湿反而急剧变干 日 至 日

只有辽宁的东北部为准饱和区 图略 ∀

综上 日 后实况形势的急剧演变 使得

原有利于降水的动力 !水汽 !热力条件变为不利条

件 造成了预报员的预报失误 ∀

 结论

° 上亚洲中部的西北或偏西风急流

轴南压 β 附近的风速急剧增加 β ∗ β 附近

风速迅速减小 ∀高空能量下传及 ° 影响槽前

维持有高压脊 促使后期影响槽北缩 !移速放慢 而

南支槽北挺 !加速前进 ∀ ° 高空形势变化导

致地面低压上空高空引导气流从偏西转为西南气

流 造成地面气压在偏西的位置提前转向 ∀

随着 ° 高空槽后高空风速加大 高空

槽的移速加快 上下层高空槽从后倾转为前倾 不利

于强烈的上升运动产生 也就不利于强降水的产生 ∀

高空槽的演变 !地面气压后期移动路径出乎

预报员的预料 对低层冷空气路径 !暖湿空气的变化

估计不足 造成这次降水预报失误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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