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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对气象服务需求的日益增加,对天气预报的质量和对气象部门提供的气象要素要求越来越高。省局每天发

布乡镇预报,县局经过人工订正后向社会公众发布,实现了利用大尺度环流背景下的数值预报产品结合主观预报经验方法,以及利用加密观测数

据预报制作局部地区天气预报。在此总结出适合本地化订正制作乡镇天气预报的方法,以供在今后的工作中对订正天气预报能有所帮助,以此提

高乡镇天气预报的准确率。 

[关键词] 乡镇预报；气温；降水；影响系统 

 

1 地理条件 

南邻黄海,东依鸭绿江,地貌成因类型较多,形态复杂。地势北高南低,

呈阶梯型。复杂的地理条件使各乡镇的天气要素预报较难把握,北部山区

和南部沿海以及中部平原在气候条件上差距很大,尤其是气温方面,南北

最多相差6℃左右。降水分布受地形和不同天气系统的影响也极不均匀。 

2 天气要素分析 

2.1气温 

利用近十年加密自动站观测资料分析17个乡镇温度变化。冬季：最低

气温出现在1月份,主要影响系统有东北冷涡、蒙古低压、华北气旋等。夏

季：最高气温出现在7～8月,南北最低气温差异在1℃左右,最高气温相差

较明显。春秋季气温变化比较平稳,没有极端最低最高气温出现。比较明

显的特征是春季回暖较其它地区晚,进入气象意义上的春天(5天滑动平均

气温大于等于10℃)要晚一周左右。 

东港地区发生寒潮天气的概率较低,发生次数为1次/年,主要发生在

12月和1月,发生寒潮的概率为23％；历史上出现的24小时最大降温幅度为

13.0℃(1972年12月11-12日)。 

2.2降水 

东港地区的降水天气影响最大的是暴雨过程,暴雨年际变化明显。虽

然降水较多,但是不十分协调,从历史资料来看,几乎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程

度的干旱发生。干旱的形成不仅与某一时段内雨量的多少有关,而且更重

要的是与两次相邻降水之间的间隔日数有关。春旱多发生在4月下旬到5

月末；伏旱发生几率要比春旱小一些,但是正值农作物生长季,所以危害要

比春旱大得多,多发生在二伏到三伏之间。 

2.3大风 

2.3.1大风分类 

影响本地较为明显的大风天气形势有：冷锋类大风、高压后部偏南大

风、低压大风、台风大风。 

冷锋类大风：冷锋后有强冷空气活动,冷性高压前部气压梯度最大,

偏北大风就出现在冷锋后高压前沿气压梯度最大的地方,主要以西北风和

西南风为主。高压后部偏南大风：地面气压场多为“南高北低”或“东高

西低”型,当冷性高压变性停留在东部沿海或者加强少动时,同时西部有低

压东移,并不断加强时,在高低压之间梯度增加而产生大风。低压大风：当

贝加尔湖和蒙古一带产生的低压移到东北地区时,或在东北当地生成的低

压发展加深时,往往伴有大风天气。台风大风：主要是汛期台风北上受其

影响产生的大风天气过程,以东南风为主。 

2.3.2风向的年际变化 

风随季节的变化是由海陆温差造成的,海温与气温差的季节变化,可

以清楚地看出海洋对本地的影响。夏季风(海风变冷)对本地的影响比冬季

风更为明显。夏季风最早是在3月20日,平均是3月10日。3月中旬夏季就开

始建立了,但是还不稳定,还会再度出现冬季风的型式,即海风变暖的现象,

平均日期是3月29日,维持时间平均为9天。再过19天左右还有一次冬季风

的冲击,平均时间约在3月29日到4月7日前后,这是春季的一个强冷空气活

动期。风向的具体分布如下表所示：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最多风向 西北 西北 西北 东南 东南 南 南 南、东北 南、东北 东北 西北 东北

频率(%) 19 20 14 13 18 19 19 18、11 16、11 15 16 18
 

11-3月：多西北风,是冬季风；6-8月：为南风,是夏季风；4-5月：为

东南风；9-10月：为东北风；均是过渡季节的风。 

3 主要影响系统对天气的影响 

影响本地的天气系统主要有：东北冷涡、台风、副热带高压后部、江

淮气旋、黄河气旋、蒙古气旋、华北气旋等。 

3.1东北冷涡 

东北冷涡是指在我国东北附近地区具有一定强度(闭合等高线多于2根)

能维持3到4天,且有深厚冷空气的高空气旋性涡旋。一年四季都能出现。 

3.2北上台风 

台风是形成于热带洋面上的一种具有暖中心结构的强烈气旋性涡旋。

台风北上过程中,一旦到达山东半岛、黄海中部和朝鲜半岛一带以北,对东

港市就有直接的影响。 

3.3副热带高压后部 

副热带高压(简称副高)与东北暴雨关系非常密切,也是影响东港夏季

暴雨的一个重要因子,对东港地区的天气影响非常显著。副高的第二次北

跳(7月中旬到下旬),副高脊线过25°N,东港汛期开始。在7月末到8月初副

高脊线过30°N,达到最北端,东港进入主汛期阶段。 

3.4江淮气旋 

江淮气旋一年四季都可北上影响,但以夏季最多,春秋次之。江淮气旋

也是造成东港暴雨的主要天气系统之一。 

3.5黄河气旋 

黄河气旋形成于黄河流域,与江淮气旋类似。天气形势是：在地面图

上西南地区有一倒槽伸向河套和华北地区,此时有较强的冷锋东移,高空

有低槽配合,冷锋进入倒槽后,加强向东北移动,受倒槽影响易出现暴雨过

程,夏季最多,常常带来大风和暴雨。 

3.6蒙古气旋 

蒙古气旋一年四季都可出现,春季最多。天气形势：500hpa天气图上

前期形势是西西伯利亚发展的气旋向东移动,经过贝加尔湖地区后,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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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是农业大国,我国现在最主要粮食作物之一是玉米。因为我国社会的迅速发展,人口数量也一直上升,所以对粮食产量的要求越来越

高。此外,由于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升,所以人们对粮食的质量要求也不断提升。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农户的重要目标是有效的提升玉米的产量和质量。 

[关键词] 玉米产量；种植技术；高产 

 

应用高产栽培技术,是当前在玉米种植过程中,可以很好的提升玉米产

量并且能够保证玉米的质量的方式,所以在玉米种植中,对高产栽培技术应

用进行研究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今,我省玉米种植面积因为农业科技

的普及推广和市场需求增大而不断扩大。玉米具有许多优势,比如：高产量、

稳定性强,增产潜力大,抗灾能力强,应用范围广,经济效益高等。在畜牧养

殖业和食品加工业的兴起下,玉米在我国粮食生产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 我国玉米种植的现状简述 

玉米不仅是我国当前需求量最大的农作物之一,也是我国主要的粮食

作物和经济作物。玉米在我国的种植面积是很广泛的,因为在生长过程中,

玉米自身就具有较强的气候适应能力,并且其产量也比其他农作物高。随

着我国农业的发展,我国的玉米总产量在不断提升,这是因为我国对于玉

米栽培的科研力度日益增强。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人口的不断增长,玉米

的产量依然无法满足需求,因此对高产栽培技术的研究是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必然选择
[1]
。 

2 运用玉米高产种植技术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农户缺乏专业的农业知识 

当今,因为我国大部分农户的文化水平不高,所以不具备理解和应用

新技术和新设备的能力。而玉米的生长规律,对于玉米产量是有非常重要

影响的。因为这样的原因,如果农户缺乏对专业的农业知识的了解,在进行

玉米种植的过程中,不能合理的根据玉米生长规律进行种植,只是通过自

身的耕作经验种植,则会使得一些新的玉米品种和新的种植方法发挥不出

其作用,严重的话还会导致玉米产量下降
[2]
。出现这种现象,不仅会产生经

济损失,还会让农户对新产品和新技术没有信心。依赖传统的种植方式,

不利于我国的农业发展。 

2.2玉米种植田间管理过于粗糙 

随着我国农业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玉米种植也越来越规模化,在

种植规模的扩大过程中,传统的人力田间管理很难达到如今玉米产量的需

求。尽管如此,现在还有很多农户依然停留在传统的田间管理方式上,播 

中心部分和南面的暖区脱离而向东北移动。受其影响,在春季易出现大风

天气,多以西南大风为主。蒙古气旋活动时,伴有冷空气南下,所以春季多

大风降温天气。 

3.7华北气旋 

华北气旋影响较多,一年四季都可出现；春季主要影响产生大风降温天

气；夏季易出现暴雨天气；冬季易出现大雪到暴雪天气过程。天气形势：黄

河流域有黄河气旋生成,内蒙地区有低压冷锋生成,当北部低值系统移动速度

大于南部气旋移速时,低压冷锋进入华北地区形成气旋,有利于产生强降水。 

4 预报方法 

4.1上级台站的天气会商 

每天收听收看上级单位的会商意见后做到理解、判断和订正数值预报

及上一级的指导预报意见,同时综合考虑动力统计释用方法和统计学综合

预报的结果,最终作出本地的乡镇预报。 

4.2天气图分析 

利用高空和地面天气图分析高低空系统配置,常用的有500hpa、

700hpa、850hpa和地面天气图。500hpa：代表了平流层的平均流场,适用

于分析大尺度流场的变化,尤其是槽脊位置及温度(厚度)分布特征,有很

重要的指导作用；700hpa：分析温度平流及对流系统(切变线)的移动,尤

其是700hpa的相对湿度与锋面云系密切相关,对于预报垂直运动也有重要

指导作用；850hpa：反映的是低层(摩擦层以上)温度和湿度的状态,并且

能够追踪气团的性质以及反映锋面位置及活动；地面天气图：对应高、低

空天气形势,主要有锋面、气旋、高低压等天气系统,用来分析其24小时的

演变及未来变化,预测对本地有无影响,注意分析主要天气区(雨区、中低

云区、大风雷暴区等)的移动和强度变化及其对本地的影响。 

4.3卫星云图 

目前气象上使用的是风云4A气象卫星,通过卫星云图分析不同种类的

云系,进而分析天气系统发展的特点,最终确定天气系统发展的阶段。影响

本地常见的云系结构有：螺旋结构云系：台风、气旋、低涡等；带状结构

云系：锋面、急流等。 

4.4雷达回波 

常用于警戒强对流灾害性天气,可以作为短时临近预报的重要依据。

从一张雷达回波图上可以分析出影响系统的强度、移动速度、降水持续时

间和影响范围等。 

5 结论 

了解各乡镇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和水系分布是做好乡镇天气预报的

基础,再结合上述天气系统的分析过程,分析出可能存在的中小尺度系统,

继而分析出局地天气情况和气象要素,做到理解、判断和订正上一级的指导

预报；同时要加强对卫星云图和雷达回波的监测,及时做好短历时强降水预

报。在以后的工作中,要根据不同的影响系统具体分析在各个季节的时空分

布规律,再结合实践经验,做出预报指标,以此提高乡镇天气预报的准确率,

未来可以通过强化实时气象监测与预警技术来加强对小区域预报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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