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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利用2016年6月-2017年12月绥中县自动站的温度资料与4种数值预报产品及预报员的预报结论,对在此期间的数值预报产品进行

稳定性检验与分析。结果表明：预报员的预报准确率要高于各家数值模式；最高气温美国的预报产品准确率最高,有很好的参考价值,最低气温

中央指导和WRF的稳定性较好。 

[关键词] 数值预报产品；温度预报检验；预报效果 

 

1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2016年6月-2017年12月绥中县逐日 高、 低温度实况资料

与4个模式指导预报产品及预报员预报进行对比分析,4个模式预报产品分

别是：美国指导预报、天气在线、WRF和中央指导,应用统计分析方法
[1]
,

将各家数值预报值与实况对比分析,差值在-2到2℃之间视为准确
[2]
,计算

各家模式逐月准确率、平均误差
[3]
,找出找出不同季度相对稳定的预报模

式,为预报员以后应用模式产品提供可参考的依据。 

2 结果与分析 

 

 

图1  各类数值产品准确率(％)： 高气温(a)、 低气温(b) 

2.1 高气温逐月预报准确率。2016年6月至2017年12月各个数值模式

对绥中站的 高、 低气温预报准确率(如图1a所示),分析不同模式逐月

高温度准确率可以看出各模式的高温预报准确率随着季节变化都有所

波动,其中美国预报波动较小,且基本各月准确率都要好于其他三个模式。

另外,预报员预报准确率的高低与模式预报准确率的高低呈正比,说明模

式的指导产品对预报员预报有很大的影响；同时,比较各月 高温度预报

准确率,预报员的准确率普遍高于各模式预报,也说明了预报员对模式的

订正是不可或缺的。比较各模式预报准确率可以发现,在10-12月各模式预

报准确率均有明显下降趋势,说明在秋冬季节交换期间,频繁的冷空气活

动对模式的准确率影响较大,预报员应该注意对模式的订正,根据实况及

温度变化趋势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从 高气温逐月准确率的折线图来看,

美国的高温预报 为稳定,其次是天气在线,预报员可以综合参考美国和

天气在线两家产品对 高温度进行订正预报。 

表1  各类数值预报产品的平均误差 

月 份 平均误差

高气温 低气温

美国 天气 WRF 中央 预报员 美国 天气 WRF 中央 预报员

1 -0.31 0.02 -1.64 0.14 -0.31 2.64 4.79 -0.55 0.83 0.09
2 0.02 -0.62 -1.89 0.14 0.16 2.66 4.16 0.25 -0.68 -0.06
3 -0.23 -1.85 -0.82 -0.49 -0.20 1.62 3.01 -0.14 -0.09 0.37
4 -0.27 -1.54 -0.91 -0.53 0.13 1.42 1.66 -0.49 0.32 0.22
5 -0.39 -0.84 -0.94 -0.22 0.17 1.24 0.72 -1.05 -0.11 -0.02
6 -1.06 -0.77 -0.84 -0.76 -0.27 0.44 0.50 -1.71 -1.04 -0.69
7 -0.33 0.36 1.78 0.32 0.71 0.69 1.09 -0.59 0.57 -0.10
8 -1.04 -0.80 -0.02 -2.01 -0.49 0.98 1.52 0.04 0.91 -0.15
9 -0.51 -0.58 -1.29 -2.18 -0.25 1.83 2.09 -0.41 0.46 -0.77
10 -0.30 -0.55 -1.05 0.46 -0.04 1.64 2.66 -0.56 0.50 0.01
11 0.10 -0.37 -2.01 0.22 0.17 2.01 3.01 -1.03 -0.24 -0.85
12 0.17 -0.29 -3.77 -0.70 0.04 2.88 5.09 -0.67 0.51 0.14

 

2.2 低气温预报准确率。分析各模式 低温预报准确率(如图1b所示)

可知：对于低温预报,除WRF外三个模式的准确率从16年6月到17年月8月都

呈现出现降低再升高的趋势,可以看出9月到17年2月WRF的准确率 高,且

全年都较为稳定准确率多在60%-80%之间。3月到9月期间中央指导和美国

的低温预报是比较准确的,中央指导略好于美国,天气在线的低温预报在

秋冬季的准确率较低,仅有5到8月份准确率有所上升,可以为预报员提供

参考。 

四个模式波动规律比较一致,均是先降低后升高。可以看出各个模式

对于冬季绥中站的低温预报并不一致,而且准确率较低。四个模式中WRF

的波动幅度 小,在冬季WRF模式的准确率也 高,其次是中央指导预报。

说明WRF和中央指导的低温预报效果较好,虽然总体上未达到预报准确率

标准,但预报员可以参考两家数值产品,在其基础上订正。天气在线的低温

预报效果 差,其预报结果并不可信。美国模式在冬季的低温预报较低,

无法作为参考,其他月份准确率有所提高。 

3到9月,低温预报各家模式一致性较好,准确率较高,其中中央指导预

报的效果 好,可以综合参考各家模式预报意见,然后在中央指导预报的

基础上进行订正调整,得出预报结果。 

冬季月份,天气在线和美国模式的低温预报准确率较差；WRF模式的准

确率 高,稳定在70%左右；中央指导的准确率略低于WRF模式,但总体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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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江苏省经济发达,人均耕地面积少,土地整治已成为江苏省促进耕地保护、节约用地和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措施。江苏省丘陵山区占

全省总面积的 15%,研究如何在丘陵山区土地整治项目中,从生态学角度和可持续发展角度综合考虑,在规划中融入生态理念,对提高土地整治效

益、维护丘陵山区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针对丘陵山区生态脆弱特点,将土地整治与生态理念融合,维持乡村景观的多样性和

生态过程的完整性,以控制性指标为切入点,从总体规划方面构建丘陵山区生态型土地整治模式。 

[关键词] 丘陵山区；土地整治工程；规划 

 

江苏省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人均耕地面积少。近年来,

大量开展土地整治工作,土地整治已成为江苏省促进耕地保护、节约用地

和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措施。 

江苏省丘陵山区总面积为16000万km
2
,占全省总面积的15%,涉及连云

港、徐州等10个省辖市、35个县(市、区),是我省土地整治的重难点区域

之一。按地貌类型可分为低山、丘陵和岗地,其中低山丘陵面积约为

6000km
2
(大部分为丘陵),高程在600m以下,大部分在100-300m之间,地面

切割破碎,山坡较陡,坡度多在10°-25°间；岗地是本区比较独特的一种

地貌类型,岗地面积约10000km
2
,地势呈波状起伏,岗顶相对平坦,一般高

程为10-100m之间,坡度多在3°-10°间。 

因此,针对丘陵山区生态脆弱特点,研究如何在丘陵山区土地整治项

目中,从生态学角度和可持续发展角度综合考虑,因地制宜地确定土地利

用方向,并在土地平整、农田水利、田间道路和农田防护等单项工程规划

设计中融入生态理念,不仅注重短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注重长期的

生态效益,维持农村和农田景观的多样性和生态过程的完整性,对提高土

地整治效益、维护丘陵山区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具有重要作用。 

1 研究目标及原则 

1.1研究目标。针对丘陵山区特点,结合丘陵山区土地整治的实践,总

结、探索与丘陵山区现状自然条件相适应的生态型土地整治模式,以社会、

生态、经济效益 优为目标
[1]
,优化丘陵山区的生态控制指标,并提出丘陵

山区的生态型土地整治模式。以期指导丘陵山区土地整治的规划、设计和

实施管理,提高丘陵山区土地整治项目投资的综合效益。 

1.2全局性、创新性、实用性。丘陵山区生态型土地整治研究中,不仅

仅局限于土地整治项目区范围内,对诸多控制指标,如适宜水面率、水土保

持及配套工程优化等需作全局考虑。 

本文针对丘陵山区生态脆弱特点,将土地整治与生态理念融合,维持

乡村景观的多样性和生态过程的完整性,以控制性指标为切入点,从土地

平整技术、生态构建技术和设施配套技术等方面
[2]
构建丘陵山区生态型土

地整治模式。 

2 丘陵山区土地整治工程问题分析 

2.1水源问题,水源不足,河道为季节性河道。全省丘陵山区主要分布

在西南部及北部边缘,总面积约1.6万平方公里,属低山丘陵,山低谷浅,蓄

水条件差,本地地表径流拦蓄能力不足。其次,丘陵山区地形落差大,产汇

流速度快,河道源短流急,雨水集中快,流量大,短时间易形成洪灾产,旱季

流量少,部分河道为季节性河道。因此,江苏丘陵山区灌溉应以蓄为主,蓄

引提调并举。目前,丘陵山区主要水源为小型水库、塘坝、提水引水工程,

丘陵山区土地整治时应控制水面率等关键性指标,注重水源保护。 

2.2坡地耕作水土流失、土壤瘠薄,土层较薄。江苏省以壤土为主,山

丘区地形落差大,部分坡耕地植被覆盖率较低,水土流失以水力侵蚀为主。

江苏省丘陵山区划分为淮北丘陵丘陵岗地区、宁镇扬丘陵岗地区、宜溧地

山丘陵区、太湖丘陵区。 

淮北丘陵丘陵岗地区坡耕地面积占全省坡耕地面积50%以上,部分坡

耕地由于长期水土流失,耕层土壤仅有15-30cm,土壤瘠薄,土层较薄。宁镇

扬丘陵岗地区坡耕地较多,约占全省坡耕地面积的40%,部分地区同样存在 

报准确率也在60%以上,可以作为参考建议。 

2.3平均绝对误差。分析各家模式逐月的 高、 低气温的平均误差

(如表1所示),对于 高气温预报的平均误差,美国和天气在线预报各月误

差均较小,其中美国6、8月平均误差值为-1℃,预报值较实况偏低1℃,日常

预报时在夏季温度较高的预报可适当参照美国预报上调1到2℃。从 低温

度预报的平均误差分析来看,美国和天气在线各月份的预报值均比实况偏

高,实际应用中要适当向下调整。WRF和中央指导的 低气温预报误差较小,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 结论与讨论 

3.1预报员对于模式的订正预报是非常重要的。从16年6月-17年12月

高、 低预报准确率来看,预报员的准确率总体上是高于各家数值模式的。 

3.2各个模式对 高、 低温度预报准确率随着季节的变化有所波动,

尤其在4、5月及11月处于季节交替的月份,模式的稳定性起伏较大,预报员

在这段时间的预报结论不能盲目相信模式,应该结合实际冷暖空气活动情

况及其他影响温度预报因子进行综合考虑, 后得出预报结论。 

3.3各家模式的准确性随着数值模式的改进也会有所提高,例如17年

10-12月美国对绥中站的高温预报就明显好于16年。 

3.4对于高温预报,美国和天气在线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中央指导和

WRF需要进一步的分析调整。对于低温预报,WRF和中央指导准确率较高,

并且将美国预报下调2度对于准确率有较好的提高,也可以作为预报员的

参考标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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