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论文

沙漠与绿洲气象 第2卷第5期

Desert and Oasis Meteorology 2008年10月

《亚洲沙尘暴数值模式系统》在新疆的
应用及检验评估

刘辉，谭艳梅，蔡仁，唐冶
(新疆气象台，新疆乌鲁木齐830002)

摘要：2006年底新疆气象局引进了《亚洲沙尘暴数值模式系统》，并对该系统进行本地化

试验。2007年初该系统开始业务运行。运行情况良好。为了更好地了解该模式的各种预报指标，

提高新疆沙尘天气的预报准确率，本文对2007年春、冬季时节该模式输出的沙尘预报结果分别

进行了主、客观检验。并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到，沙尘模式的预报能力非常强，区域预报有无检验

一般60％以上，空报率也比较高，一般都在30％以上。但总的来说该模式对于强冷空气造成的

大范围的沙尘天气有很好的预报能力，在新疆尤其是沙尘天气的高发时段，可发挥该模式的作

用。本文对其使用的主客观检验方法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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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aluation of Applic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CUCSDust in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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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UCSDust，an Asia sandstorm forecasting model，Was introduced by Xinjiang

Meteorological Bureau in the end of 2006，and carry out the localization testing for this system．The

dust occurred with hish frequency in spring and low frequency in winter in Xinjiang．In this paper，

we put up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test for the dust forecast of spring and winter in 2007 from

the model"s output．The result showed the forecasting ability of model to be better,and the testing

accuracy is above 60％for the regional forecasting presence dust or absence dust．On the whole to

say，CUCSDust model has good forecasting ability for the large-scale dust storm weather caused by

movement of strong cold air,especially in the period of time dust storm ocCUlTed frequently the

model could play a preferable role．At the same time，we also described the technical methods in

the test and the test results o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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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既是全国冷空气活动的上游，也是我国北方沙

尘暴天气的主要沙源。为了将先进的沙尘数值预报

技术融入到实际业务之中，利用数值预报技术去进

一步了解新疆沙尘暴天气的气候特征及天气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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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底新疆气象局引进了《亚洲沙尘暴数值模式

系统》，并对该系统进行本地化试验。2007年初该系

统开始业务运行，运行情况良好。目前该系统每天

启动两次，提供02点、14点的沙尘浓度预报产品，

对新疆沙尘预报业务有一定参考价值。为了对《亚

洲沙尘暴数值模式系统》的预报能力有一个初步的

认识，更好的了解该模式的各种预报指标，提高新疆

沙尘天气预报的精度，对2007年该模式输出的沙尘

预报结果分别进行了主、客观检验。

1资料说明及检验方案

1．1规定了沙尘天气过程标准【l】

在同一次天气过程中，至少10个或10个以上

国家基本(准)站出现了扬沙或沙尘暴天气，其中必

须有3个以上气象站出现沙尘暴。

1．2 2007年春季新疆出现的沙尘天气个例的确定

根据9210下发的地面实况资料，对沙尘天气进

行解读、筛选，统计了2007年3—5月的沙尘天气出

现的站点和日数，根据沙尘天气过程标准，挑选出

2007年春季新疆的4次沙尘天气过程：4月l—2日

北疆局部和巴州地区扬沙和沙尘暴。4月2l—23日

南疆大部扬沙，沙漠腹地6个站持续两天出现沙尘

暴。5月8一10日，南疆盆地出现一次大范围的沙尘

天气过程，25个气象站观测到沙尘天气，其中13个

站为扬沙，12个站为沙尘暴。5月19----21日，南疆

大部出现沙尘天气，9个站为沙尘暴。

1．3建立了沙尘落区预报的检验方案

以12h为间隔(08_20，20__08)，将预报时段内

浓度最大格点值插值到最近的气象站点，并换算成

沙尘级别，按片区统计预报出现沙尘的站点数

NAP；读取气象测站的报文资料，提取出现沙尘的站

点，并按片区统计实况出现沙尘的站点数NAR；检

验：若NAP#O，NAR≠0，则落区预报定性为正确1

次，并计算落区预报正确率￡嬲=ⅣA R优f4P，若

NAP#O，NAR=O，则定性为落区预报空报1次。若

NAP=O，NAR≠0，则定性为落区预报漏报1次；按月

分片统计落区预报正确率LTS(算术平均法)，正确

次数、空报次数、漏报次数，计算定性预报准确率、空

报率、漏报率。其数据流程见图1。

2落区预报评估121

4月1--2日：起沙偏早。强度偏强，范围偏大。

持续时间偏长，但移动方向预报较为准确。南疆西

部、天山山区空报，北疆沿天山沙尘预报准确。24h

分区域建立站点库

以12h为间隔(08—

20，20__08)，将预报浓度

最大格点值插值到最近

站点，并换算沙尘级别

统计预报站点数

^MR

检验

读取其测站的报文资料，

提取出现沙尘的站点

按片区统计站数

JM尺

若NAP≠O

^HR--0

若NAP#O

M尺≠0
若NAP=O

ⅣA尺≠0

空报l l正确I l漏报

计算落区预报正确率

LTs=NA到NAR

按月分片统计落区预报正确率L1s(算术平

均法)正确次数、空报次数、漏报次数，计算

定性预报准确率、空报率、漏报率。

图1 主观检验数据流程表

落区预报定性准确率为O．56。

4月21—23日：起沙偏早，强度偏强，范围偏

大，持续时间偏长。但移动方向的预报较为准确。南

疆西部、天山山区、北疆沿天山沙尘空报。24h落区

预报定性准确率为0．42。

5月8--10日：起沙偏早，范围偏大，持续时间

偏长。南疆沙尘落区、强度和移动方向预报基本准

确，天山山区、北疆地区沙尘空报。24h落区预报定

性准确率为0．61。

5月19_-22日：起沙偏早，范围偏大，持续时间

偏长。南疆沙尘落区、强度和移动方向预报基本准

确，喀什、克州、北疆沿天山一带沙尘空报。24h落区

预报定性准确率为0．64(见表1)。

表1 2007年沙尘天气主观预报检验表

起报持续

测程悯响 躯醐
强度 移动方向

预报预报

定性 定量

准确率准确率

南疆西部、天山山区空报．jC疆沿天

钥l-2日偏早信长山沙尘预报椭 镪胡基本桶056 0．19

南疆西部、天山山区、je疆沿天山沙
4月2l—23日蕾早信长，h六担 信强南疆基本准确0．42 0．19

．．t．‘fllt

5J]S--lOfl解儡长j睡沿天山沙尘空报 韬船基本棚响啷
5月19—22日信早信长北疆沿天山沙尘空报 信强南曩基本准确O-矾 n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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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沙尘暴数值预报系统》对新疆的沙尘天气

过程有一定的预报能力，但模式预报起沙偏早，强度

偏强，范围偏大，持续时间偏长，空报率高。相比较

而言．南疆冷空气翻山型偏西北大风造成沙尘的预

报准确率低于冷空气回流东灌偏东大风造成沙尘的

预报准确率。

3沙尘模式系统客观检验及分析

3．1建立沙尘模式检验数据库

利用SQL server建立沙尘摸式检验数据库以及

检验处理进程。这些进程被添加到计划任务中每天

自动、定时启动，将每天计算出的检验结果写人服务

器数据库表中，为最终检验结果的统计输出作好准

备。检验结果数据表结构为：站号、日期、时效、沙尘

预报值、实况值、检验结果值等。

3．2沙尘模式检验数据的处理

首先，将沙尘模式输出的沙尘浓度值数据以经

纬网格读出，利用格点插值将网格的沙尘浓度值插

值到每个站点上。并读出与该时次24、48、72h相对

应的地面实况数据，进行对比，得出检验结果：l为

正确；2为预报和实况均无；3为空报；4为漏报。这

些数据都写入沙尘检验结果表中，以提供客观检验

平台进行查询、统计、输出调用。

3．3沙尘模式预报输出结果的判别

根据国家《沙尘暴天气监测规范》标准[31，对沙

尘暴预报浓度值进行判别，在200—5001a,m／m，为浮

尘天，500—20001a,m／m3为扬沙，2000～50001_Lm／m3为

沙尘暴，天气浓度值>200001山m／m3为强沙尘暴。

通过处理，沙尘预报浓度值插值到各站点上，因

此，很容易就可得到各站点的沙尘预报值，与实况值

进行比较就十分便利了。

3．4客观检验方案

采取区域检验和站点检验两种方式。区域检验

按区域划分为：全疆、北疆、南疆。通过时间段的确

定，检验得到该时间段24、48、72h沙尘预报的检验

结果。站点检验是对全疆各个站点，通过时间段的

确定，检验得到该时间段全疆各站沙尘预报检验状

况。

3．5沙尘模式预报客观检验方法田

采用的公式为：

rs ：TS2丽甬P洒eA；万 (1)

空报率：^w=瓦再Ni瓦l旷
(2)

漏报率：加=瓦再NA丙丁 (3)

预报效率：EH=瓦再而NA弄+丽ND丽 (4)

检验方式为：有无检验(只要有沙尘天气浮尘、

扬沙、沙尘暴检验就为正确)，结果见表2。

表2沙尘暴数值预报有无检验表

沙尘模式区域预报检验统计结果，根据亚洲沙

尘模式检验提供的沙尘暴检验的统计量俺评分、

漏报率、空报率和预报效率进行输出，而站点检验统

计结果则以某站的正确次数、漏报次数和空报次数

进行巧评分。

3．6检验结果分析

为了能与主观检验有个比较，利用上述的沙尘

预报客观检验系统，对新疆2007年春季同样的沙尘

天气过程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表3 2007年南疆地区沙尘有无检验结果表

从以上春季的4场过程的客观检验结果可以看

到，《亚洲沙尘暴数值模式系统》的预报能力非常强，

区域预报有无检验一般在60％以上，尤其是24h的

巧评分高达70％以上，这说明对这种由强天气过程

造成的大范围的沙尘天气，该数值模式预报的效果

很好。但空报率也比较高，一般都在30％以上，这个

结果与上述的主观检验结论中模式预报强度偏强、

范围偏大基本相相吻合。在客观检验中由于包含了

浮尘天气在内，所以检验效果要比主观检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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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多。检验中也对模式的预报效率进行了检验，

这对客观评价沙尘模式有着较好的参考作用。从表

3的结果可以看出预报效率效果不错，大多数都在

60％～70％以上。相对几个检验量来说，模式的漏报

要少一些。

另外也对新疆2007年11月巾旬到2008年的

2月上旬作了客观检验，24、48、72h空报率都在

90％以上，而粥评分为0．0％。由此看来，新疆冬季

沙尘天气发生次数少，模式的空报率很高。这表明

该模式在沙尘天气少发季竹效果较差，需要调整或

修改模式参数。

4结论与设想

《亚洲沙尘暴数值模式系统》在新疆总效果很

好，说明该模式对于强冷空气造成的大范围的沙尘

天气有很好的预报能力，在新疆尤其是沙尘天气的

高发时段，可发挥该模式的作用。而牲冬季沙尘暴

低发时声空报率高，该时段中模式参数还需改进。

通过模式的主观检验和客观检验，得Ⅲ客观检

验比主观检验更精确、更直观、更方便，也更适合于

业务使Hj。目前《亚洲沙尘暴数值模式系统》已在新

疆气象台投入业务运行，其模式结果的检验和释用

也在进一步的进行中。由于沙尘模式系统的业务运

行时问还比较短，客观检验的数据还不太充分，某些

季节段的结果还不是太理想。这需要坚持不懈把沙

尘摸式的检验t作细致、长期的做下去，为及时凋整

沙尘模式的参数及改进提供有用的参考依据。积极

推进沙尘数伉预报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努力提高数

值模式对沙尘天气的客观、精细化的的预报效果，以

期达到为沙尘天气预报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依据之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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