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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地区暴雨的甚短期预报

袁良数 程远喜

(荆 州地区气 象局 ) (天 门市气 象局 )

荆州地 区(B区 )地处江汉平原
,

但全 区降水仍存在很大 的局地性和 日变化
,

特别 是

暴雨这类强降水尤为明显
。

为了提高暴雨预报准确率
,

我们综合运用现有各种暴雨预报

方法
,

提出了荆州地 区暴雨甚短期预报流程
,

在 1 9 8 9年 6 ~ 8 月的预试验中 进 行 了 试

验
,

效果较好
.

一
、

所用资料及撰雨标准

1
、

所用资料
: 1 9 8 3 一 1 9 89年 6 ~ 8 月全区 12 个站的降水量

;
常规夭气图资料

; 日

本传真 图FS FE 02 降水预告 (简称 R :
)

; F X FE 7 82 垂直速 度预告 (简称W
,
)

;

我国小 B 模

式 。 ~ 24 小 时降水预告 (简称 R Z
)

;
中央台人机结合 24 小时雨量预告 (简称 R

3

)
;

以及小

B模式涡度诊断场 (简称W
。
)

.

2
、

暴雨标准
:

全区暴雨 日定为
:

三个站R 1 2 ) 3 0 m m ; 或二个 站R
1 2李 SGm m ; 或一个 站

R
〕2梦 l o o m m

.

R 1 2指夜间 ( 2 0 ~ 。8时 )或白夭 (。8 一 2 0时 ) 1 ?小时 内的降水量
。

因现有 历史资料
,

以及数值预报产品获取的时间与预报时效的限制
,

本文只讨论夜

间暴雨
.

二
、

B 区撰雨的天气分型

暴雨是小概率 事件
.

对小概率事件作统计预报
,

如采用天气分型
,

可提高小概率事

件在样本中所 占比例
,

是行之有效的
。

我们根据产生暴雨的三个条件
,

对 1 9 8 3 一 1 9 8 8年

6 ~ 8 月 B区暴雨进行了天气分型
。

A
.

初夏暴雨低空急流型 ( 适用于六月 )

1
、

东高西低
: 7 00 h P a △H 戈一义( 0 ; 沿海无台风

; 8 5 0 h Pa
贵阳不吹西北风

.

2
、

8 5 0

hPa 贵 阳
、

芷江
、

长沙为偏南风
,

且至少有一站风速 ) 1乏m /s
。

3
、

若 2
、

不成立
,

则要 求7 00

h P a贵阳
、

芷江
、

长沙为一致的西南风
.

且平均风速淤 s m /s 或至少有一站 风 速 ) 1 ? m / 5 .

B
.

盛夏低空急流型 (适用于七
、

八月 )

1
、

7 00 hP a 或 8 5 0 hP a
责阳

、

芷江
、

长沙为西南风
,

且至少有一站 风 速 ) 1 2。 /s
.

2
、

东高西低
:

70 0 hP a △H 戈一 汉( o
,

上海或杭州的高度 < 3 16 位势 什 米
。

3
、

7 00 h P‘
、

8 5 o hPa 四川盆地附近有低涡
,

且50 0 hP a上有槽东移
.

C
.

盛夏东风波型 ( 适用于七
、

八月 )

1
、

B 区在副高外围
,

重庆到南昌之间有一倒槽 (或台风登 陆 减 弱 而 形 成 的 低

涡 )
。

2
、

50 0 h F‘或70 0 hP a
在高原东部有低槽东移

,

低槽与倒槽 ( 或低涡 )相 距 5 个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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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左右
。

D
.

盛夏5 00 h Pa
低涡型 (适用于七

、

八月 )

1
、

50 0 hPa 四川盆地到西宁地区附近有低涡存在
,

低涡北部有 一低槽
,

并有 温 度

槽配合
.

2
、

7 0 0 h Pa 、

8 5 o hPa 四川盆地有低涡存在
.

上述分型只用了 19 8 3 ~ 19
,

8 8年 6 年资料
,

基本上能将所有暴雨区都概括进去
.

三
、

易南的客观预报

在满足上述 B 区暴雨的天气分型的基础上
,

若符合下例条件
,

则全区夜间有暴雨
.

A
.

1
、

R ;
在 B 区上空或 B 区东南部有3 0 m m 以上的中心

,

B 区在O, n m 线内
‘

2
、

R :
在

( 1 1 0
’

E
,

3 0
’

N 、附近有 2 5 m m 以上 的中心
。

3
、

R
3

在 ( 1 1 0
‘

E
,

3 0
‘

r

N ) 附近及本 区上

空附近有 25 m m 以上的中心
,

本区在 0 m m 线内
.

B
.

若上述条件不能全满足
,

则要求W
,
在 B 区上空到偏西偏北地区有簇 一 IOh Pa/ H

的中心
,

W
。
在本区上空附近有一正中心

。

对上述各条
,

若满足时记为 1
,

反之记为 。
,

于是由简化的 。 ~ 1 逐步回归得 B 区

暴雨有无 的预报方程 R 。= o
.

6 5 w
; + o

.

6 o R
、
+ o

.

4 o R : + o
.

5 3 R
。

当 R 。) 1
.

0 0时
,

报 B 区有暴雨
,

历史拟合率为 1 7 / 17
,

1 9 8 9 年 6 ~ 8 月 3 个 月 中 准

确率为 8 / 8, 预试验期间 ( 6 月 15 日 ~ 8 月 15 日 )实际应用时预报准确率为 3 / 3
,

其它几场

暴雨因缺资料而无法作出预报
.

该模式 1 9 8 6投入使用 以来
,

经过多次改进和完善
,

效果

一直很好
.

B 区 暴 雨 最 大降水量
,

除东风波型外
,

其它三型可表示为
:

R
。 , 二

三 K ( R : +

R Z
)

,

K 值范围为 0
.

6 ~ 1
.

0之 I’gl
。

四
、

预报流程

暴雨是多尺度系统相互作用的产物
,

因此还必须结合现代化的中尺度探测手段和通

信工具跟踪
、

预报
,

才能更好地为工农 业生产服务
,

为防汛抗灾服务
。

在 日常业务中
,

首先对 08 时的高空图进行天气分型
,

若符合暴雨型
,

则分析数值预报产品
,

并运用预报

方程进行B区暴雨有无预报
,

根据经验公式判断B 区暴雨的大小
.

然后与省台
、

县站进 行

天气会商
,

发 出甚短期暴雨预报
,

供县站参考
,

并进一步运用雷达
、

云图及中尺度分析

跟踪
、

监测
.

1 9 8 9年预试验中
,

成功地预报了 6 月 27 日等暴雨过程
。

五
、

8 9 1 3号合风撰雨的分析和预报

8 9 1 3号台风登陆减弱后 7 日开始影响 B区
,

8 日仍停 留在 B区上空
,

造成 B区松滋的

特大暴雨
。

这次暴雨过程符合盛夏东风波型
,

预报的关键是低涡的移向
.

1 9 89年 8月 7 日
,

R ; 在B 区北部 3 5 0 km 处有一个 6 6 m m 的中心
,

本区在 o o m 线内
,

R ;
认

为低涡将北上
。

R :
在B区附近无 > 10 m m 的中心

,

即没有预报强降水发生
。

R
3

在 B 区西 部

和北部各有 一个50 m , n 的中心
,

B区在 25 m m 线内
,

R
3

认为低涡将向西南移动
.

W
,在 本 区

上空有 一个 一 17 奴P a
/ H 的中心

,

即低涡将移到B 区上空
.

W
。
在 B区上空有一正中心

。

实 况

是 7 日夜间 ( 20 ~ 08 时 ) 我区下了暴雨
,

其中 松 滋 为 1 97
.

lm m
.

7 日地面能量场呈Q 型
,

暴雨就落在Q型东侧偏低能区一侧
,

并有能量锋区及 辐 合

区相配合
.

8 日05 时数字化云图上松滋上空数值由 6 至 7 级猛增到 C 至 D 级
,

为此我们

通报了松滋
,

随后松滋站下了65 m m /小时的雨
。

宜昌04 时雷达回波顶高分布图中有一强

中心正好位于松滋附近与QS 时数字化云图相吻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