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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老天爷”把脉
本报记者 张丹 摄影报道

天气预报是怎样发出的、如何面对10%的误差的“折磨”……沧州市气象台的天气
预报员每天都在紧绷着神经——

10 月 15 日上午 9 点钟，沧
州市气象台大厅里安静得能听
到针掉落的声音。

3名天气预报员，正紧盯着
电脑屏幕上的各种天气图表，专
注地进行分析思考。

在几个小时前，一条大风、
寒潮蓝色预警信号刚刚由这里
发出。

天气预报不是
“照搬照抄”

24 岁的孙庆瑶，工作将满
两年，算是气象台的一名新兵。

早上 8点钟之前，她刚和前
一组同事完成交接班。

按照每天的工作程序，早上
8点钟，她要和同事们准时收看
中央气象台的全国天气视频会
商。上午 10点半，他们要完成与
河北省气象台的全省天气视频
会商。

中间这段时间，孙庆瑶就要
抓紧时间完成今天实况与昨天
预报的对比评估、今天实况的特
征分析、未来 7天的天气形势判
断分析和每日天气要素的定量
预报，和领班同事进行台内天气
会商，敲定预报结论。

“以前在学校里学的全是书
本上的理论知识，等到了实践
中，发现实践面临的情况更为复
杂。”孙庆瑶说，同处于华北平原
的沧州各个县（市），同一时刻的
气温差异有时可达10℃以上，降
雨量的差异就更大了。

孙庆瑶说，每个县（市）的天
气要素预报都各有技巧，这些都
是台里的同事们在工作中一点
点给她传授的经验。

39 岁的张唯，2006 年来到
沧州市气象台工作，如今是副台
长。

她工作之初，有朋友开玩笑
问她：“你们是不是坐在办公室
窗前看着外面出太阳就报晴天，
看着乌云来了就报下雨，现看现
报？”

张唯说，这种说法当然没有
任何根据。一条天气预报信息发
布的背后，凝结了千万气象人的
辛劳付出。天气预报整个过程，
是一个非常庞大、高度配合的工
作体系。天气监测是天气预报的
基础，我国有海陆空综合观测体
系，预报员每天查看分析海量的
探测数据图表，经过深思熟虑，
会商讨论，慎重确定预报结论，
制作成天气预报，发布给公众。

汛期的考验

张唯说，预报员的职责不仅
仅放在对气温那一两度误差的
订正上，更重要的是对气象灾害
提前作出准确预报。

一次灾害性天气的漏报或
误报往往会造成严重的损失和
社会影响，预报员面临的压力和
挑战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也因此，对于沧州地区来
说，每年一到汛期，也就成了天
气预报员最紧张的时期。

每个人都得随时备战，当暴
雨、强对流等天气来临时，工作

“连轴转”几乎是常态。
“夜里当外面风雨交加时，

气象台里绝对是灯火通明。”张
唯说。

张唯对于汛期最深刻的印
象，是她成为领班决策预报员之
后发生的一件事。

那是她工作了 10多年之后
的一个夏天，沧州上游多日的强
降雨导致水库河道水位上涨，沧
州部分地区面临着泄洪压力，沧
州本地的水位也已达到高位。

她值班当天夜里下起大暴
雨，赶上黄骅海边出现风暴潮，
潮水倒灌沿岸村庄。雨不停地下
着，海边的村民们面临着洪涝风
险，相关部门安排了大巴车随时
准备转移群众。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策。雨
还要下多少毫米、下到几点结
束……

面对着众人的询问，张唯第
一次感受到作为领班决策预报
员的巨大压力。

“这个时候，我们的职责就
不仅仅是提醒大家穿衣保暖那
么简单了。”张唯说，这是关系到
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重
大问题。

“根据各方面的综合判断，
雨还会持续，降雨量在能承受的
范围内。”张唯说，虽然预报结论
发出去了，但她心里的不安一直
持续到降雨结束。

雨停之后，张唯长舒了一口
气，所有的压力在那一刻释放。

“时刻把好‘老天爷’的脉，
判断出降雨量、降雨时间、降雨
地区，及时发布预报预警，防范
气象灾害。”张唯说，每年夏季汛
期，天气预报员们都是这样紧绷
着神经过来的。

“误差”

都说天气预报员是份“看天
吃饭”的工作。在目前先进监测
技术和数值预报模式算法的辅

助下，天气预报的晴雨准确率可
达90%以上，已经是比较高的水
平了，但是那不到 10%的误差，
却“折磨”着天气预报员。

28 岁的杨天禧，在进入气
象台工作前，是个内心比较细
腻、喜欢下雨天的姑娘。

可进入气象台工作后，她笑
着说，我现在最盼望的就是大晴
天，因为下雨天就是“压力天”。

杨天禧不止一次梦见过，自
己睡过了，误了气象信息发出去
的时间，“梦里挣扎，惊醒后一脑
门汗。”

孙庆瑶也梦见过出错的情
况，“梦里我预报大晴天，结果一
出门，倾盆大雨，当时我就哭了，
哭着哭着就醒了。”

杨天禧说，他们曾开玩笑
说，他们的工作是痛并快乐着，

“我们预报员已经将这份职业爱
到了心里的深处、脑海的底层，

连梦里都是预报。”
作为在气象台工作了十几

年的人，张唯说，杨天禧和孙庆
瑶的这些梦，她也曾无数次梦到
过，但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这
样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少了。

即使是这样，张唯还是对一
件事谈之色变，那就是“误差”。

张唯说，气象预报是最说不
了假话和谎话的。

为什么呢？当你报出明天的
天气，到时天气就给你验证，如
果你说错了，立马就会被啪啪打
脸。

每个人对天气预报准确度
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而气象人有
一套客观标准的检验评估方
法。根据预报员预报的天气与
实际情况进行对比，目的就是
为了减少误差。每年沧州气象
台的预报准确率在全省都是名
列前茅的。

张唯觉得，不出现差错还
好，如果出现重大天气空报、漏
报，对于预报员来说，最难受的
不是来自规章的责罚，而是源自
内心的自责。

“无限接近顶
点”的追求

杨天禧说，有一次乘坐出租
车时，出租车司机知道她在气象
台工作后，说了句“你们现在报
的天气预报，越来越准了啊”。虽
然只是简单的一句话，但对于她
来说，有一种莫大的被认可感。

张唯说，作为预报员把预报
做得更准确，把服务做得更精
细，满足社会各界对气象服务越
来越高的需求，就是他们工作的
动力。

54 岁的王淑云，是台里年
龄最大、资历最深的预报员，在
预报岗位工作了30余年。

她在气象台工作的时候，杨
天禧和孙庆瑶还没有出生，张唯
也才刚刚上小学。但巧合的是，
若干年之后，他们都和王淑云考
进了同一所大学，学了同一个专
业，毕业后又来到同一个单位。

王淑云刚工作的时候，预报
天气设备还非常简陋，大量的数
据都要靠手抄，天气图要手绘。

等到张唯上班时，风云二号
气象卫星已经应用，天气雷达陆
续建立，中国数值预报模式快速
发展。

现在孙庆瑶一上班，气象卫
星 8分钟就能发回高清云图了。
自动气象站进入无人值守时代，
可选择的数值预报模式种类繁
多，天气预报准确率有了质的飞
跃。

可尽管如此，天气预报的
准确率依然无法达到百分之
百。

“‘蝴蝶效应’带来的预报误
差累加是不可避免的。”张唯说，
不同的预报模式各有优缺点，这
就需要预报员凭经验去订正数
据，选择合适的模式计算方法。
所以，气象预报又是一个发展中
的科学，它无限接近顶点，但永
远到达不了顶点。

“所有的气象工作者都是攀
登者，一直在向山顶努力。”张唯
说，“沧州市气象台的年轻预报
员多，但勤奋好学，预报业务能
力突出。多年来在河北省气象部
门的天气预报业务技能‘大比武
’中，团体成绩每次都在前三名，
更有预报员代表河北省参加全
国的竞赛获奖。”

“大比武”对于气象人来
说，既是压力，也是动力。“这就
让每个人都不得不努力地去学
习、进步，无限地去接近专业的
顶点。”

即将到退休年龄的王淑云
依然坚守在岗位，这位老气象人
把自己的工作经验传授给年轻
人。

杨天禧和孙庆瑶非常敬佩
这位和自己妈妈同龄的前辈。
实际上，在王淑云的眼里，作为
后起之秀的张唯、杨天禧等人，
都逐渐成长为了天气预报高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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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年份茅台酒、五粮液、剑南春、郎酒、泸州老窖、西凤、汾酒、董酒、
洋河大曲、古井贡酒、药酒、虫草等。（可打电话咨询，如不方便可免费上门鉴定回收）

地址：沧州市解放路市政府对面尚都烟酒 电话：13785710006

收购各种老酒 名酒 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