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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断山区（低纬高原）灾害性天气研究中心瞄准预报难
题组建四支科研团队

　　近日，中国气象局横断山区（低纬高原）灾害性天气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

心”）组建四支团队，分别将对横断山脉及周边区域（低纬高原）山地强降水精细化特征

和机理、昆明准静止锋机理和预报方法、数值预报产品评估和客观订正方法、智能预报预

警开展深入研究。

　　围绕云南天气预报的难点、重点问题，研究中心第一团队重点开展高时空分辨率常规

要素和大气三维结构的综合观测试验，收集分析精细化地面气象要素、典型下垫面地-气

能量与物质交换特征、大气垂直廓线以及多普勒雷达和激光测风雷达等资料，分析山地强

降水特征和变化规律，建立预报模型，为高分辨率数值模式在横断山区的降水预报能力评

估和客观订正方法研发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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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团队依托 “1站2网”，即弥勒核心观测基地、局地地形影响观测网、东部联合

组网观测系统，开展综合观测试验，研究昆明准静止锋三维精细结构特征、变化规律和形

成机理，深入认识昆明准静止锋变异过程及其对锋后降水相态的影响，弄清昆明准静止锋

与局地地形、多尺度天气系统相互作用过程及其对高影响天气的影响机制，为模式评估、

订正以及建立客观预报方法提供精细化的观测和理论依据。

　　第三团队针对强降水和静止锋预报要素、影响因子、指标，评估各个模式在复杂地形

影响下的预报能力，建立客观订正方法，为智能预报团队输出各种订正产品。

　　前三个团队的研究成果将为第四个团队提供数据和技术支撑，研发适合横断山区的精

细化智能网格预报技术模块，提升区域预报和服务能力。

　　横断山区地形复杂、处于季风交汇区，气象及衍生灾害频繁，受现阶段观测条件、科

学认知水平和预报技术方法的限制，模式预报产品的不确定性大，灾害性天气的预报准确

率提升缓慢。

　　研究中心致力于发展以数据、算力、算法为特征的智能数字气象新业态，深入推进研

究型业务建设，充分利用新兴智能技术来研发无缝隙、精准化的现代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技

术，切实推动横断山区气象业务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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