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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
XIANDAIJINBAO

/广告

今年3月23日是第59个
世界气象日，主题是“太阳、地
球和天气”。当日，中国气象局
举行启动仪式，2019 年世界
气象日开放活动在全国同步
启动，邀请公众走进气象部
门，乐享气象科普大餐。

今年气象日的主题有何
深意？中国气象局局长刘雅鸣
表示，今年的主题，旨在凸显
太阳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
性，呼吁关注气候变化、合理利
用气候资源等，传递促进政府和

社会公众深刻认识和理解自然规
律、科学防范极端天气气候风险、积

极适应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和理
念。
她解释说，太阳一直是天气、气候和地

球生命背后的驱动力。太阳辐射变化影响着
大气运动，也带来地球冷暖变化、四季轮替。

中国古人确立了“二十四节气”，形成关于气
候、时令、物候等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
践。人类透过自然现象认知天气的规律性，并顺
天应时趋利避害，这一做法古已有之。

刘雅鸣说，如今，人们对太阳、地球和天气的
科学认知日益深化。全球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服务
能力显著提升，人类社会对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
事件的适应性不断增强。在中国，风云三号D星
和风云二号H星、风云四号A星已加入中国极
轨和静止气象卫星家族，实现8颗气象卫星纵览
风云；200余部新一代天气雷达不间断运行，实
现气象数据即扫即传；国家级地面气象观测站超
过1万个，陆地空间分辨率从平均71千米缩小
至30千米。依托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
术，中国积极发展智能网格预报。

“2018年，全国24小时晴雨预报准确率达
87%，暴雨预警准确率提高到88%，台风路径预
报水平世界领先，气象预警信息公众覆盖面达
86.4%，气象服务满意度首次超过90分。”她说。

当前，全球变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
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
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约1℃。这导致冰川融化，
海洋变暖，海平面上升，从而又促使更多、更频繁
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

刘雅鸣表示，面对全球气候变暖这一事关人
类前途命运的挑战，我们要不断提高气象灾害监
测的基础能力、预报的核心技术能力、信息的有效
覆盖能力、风险的科学防范能力，发挥气象防灾减
灾“第一道防线”的重要作用；坚持趋利与避害并
重，在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中拓展适应气候变化服
务新领域，科学开发气候资源，服务绿色发展。

预报准确率可达80%
曾庆存介绍，目前的3天预报，在全球范围可

达70%至80%的准确度，如果是一定区域，比如我
国华南地区的3天预报，准确度能高于80%。同时，
国际上天气预报的有效性已从早期的1-3天提高
到5-7天。

“天气预报达到‘十报九准’甚至‘十报十准’，
目前来说不大可能。”曾庆存说，天气有偶然性，它
不在人工实验室里，也不被人为控制，是预报总会
有偏差。

相当准确的预报，帮助我国实现了多个登陆台
风的零死亡。曾庆存说：“如今，我们已经能把台风
牢牢控制住了。”

曾庆存举例说，近年来，多个台风的24小时预
报登陆点和实际登陆点相差50公里左右，“台风半
径是1000公里，看相对值的话，50公里已经是很小
的误差范围了”。

从“凭经验”到“算数值”
“古人看云识天：天上钩钩云，地上雨淋淋。这

是过去的天气预报——凭个人经验。”曾庆存说。
到了20世纪，人们已发明和应用了气象仪器

来测量大气状态，气象学开始进入“科学时
代”。特别是无线电的应用，使各地的气象观
测数据能及时汇总到一个中心，绘成“天
气图”，但天气图还是严重依赖预报员
的主观判断。

20世纪上半叶，科学界提出用
描述大气运动的原始方程组作定
量天气预报的构思，但方程组非
常复杂，无法直接求解。

1961年，曾庆存在深入分
析天气演变过程的理论基础
上，首创半隐式差分法，在国
际上首次成功求解大气斜压
原始方程组，画出了世界上第
一张用原始方程组的天气预
报图。

我国科学家创造的半隐
式差分法和此后又创新的平
方守恒法，至今仍在国际上广
泛应用。

“简言之，气象监测已从单
纯的‘站点监测’变为包含气象卫
星遥感的全球监测，气象预测已从
经验预报发展到数值天气预报。”曾
庆存说。

未来能预测几十年后气候
天气能预报，气候也能吗？曾庆存回答：能。
曾庆存举了个例子：如果要预报几天后的天

气，我们只需考虑大气，但如果要预测几年甚至几
十年后的气候，我们还需要考虑海洋、陆地植被、太
阳活动等等。

在数值天气预报的基础上，我国逐渐发展出短
期气候预测系统，并将最终建成研究和预估全球气
候和生态环境变化的“数值模拟装置”。

曾庆存表示，预测未来一个月、一年，甚至
几十年的气候，关系到国民经济建设方方面
面，如夏季洪涝、冬季雾霾、农业规划、能源
布局等，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气候预测愈
显重要。

2009年，曾庆存与其他科学家就萌
生了建立地球模拟器的想法。在数百
位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地球系统
数值模拟装置”于2018年在北京市
怀柔科学城破土动工，并将于
2022年完工。该装置将为国家
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大
气环境治理等重大问题提供
科学支撑。

“解读地球计划迈出
至关重要的一步，未来
中国可以为地球做CT
了。”曾庆存说。

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
环境预报中心预测称，本次

厄尔尼诺事件将从今年春夏
持续到今冬，发展成为中等强

度，要防范海水养殖业及珊瑚等
海洋生物将受到的影响。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近日
发布预测结果称，监测数据显示，
2019年 2月以后赤道西太平洋有
较强西风爆发并东传，赤道中东太
平洋表层海温异常有所增强，次表
层大部为暖水控制，且强度有所增
强，上层海洋热含量近期快速增
长，近期大气环流与海温呈现出典
型厄尔尼诺的海气耦合形态。综合
分析热带太平洋大气、海洋特征及
数值模式结果，预计本次厄尔尼诺
事件将在今年春夏季继续发展，持
续到冬季的可能性大，将发展成为
一次中等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

受此影响，预计到2019年春夏
季渤海、黄海、南海海温较常年同
期略偏高，容易出现海洋热浪灾
害，东海海温较常年同期略偏低。
黄渤海和南海区域海水养殖户及
相关企业需防范海温异常升高对
渔业养殖造成的灾害影响。

短期可“十报八准”
远期可预测气象

天气预报为何
越来越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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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习惯了天气预报带来的便捷服务，
但是否知道目前天气预报的准确率多高？它的

“前世今生”怎样？未来的天气预报会如何发
展？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曾庆存院士给
大家做出了解答。 □本版图文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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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月月2323日日，，学生在南通气象博学生在南通气象博
物馆球幕展厅参观物馆球幕展厅参观““小球大世界小球大世界””。。

33月月2222日日，，学生在合肥市气象科普学生在合肥市气象科普
馆体验模拟的雷电场景馆体验模拟的雷电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