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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迷雾，破解交通安全难题—

安徽试跑人工智能监测预报新赛道
本报通讯员 江春 王娣

江淮多雾，踪迹难测，这一直是横

亘 在 安 徽 交 通 和 气 象 部 门 面 前 的 难 题。

如 何 拨 开 迷 雾 、 还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一 个

保障？

十余年间，安徽持续建设恶劣气象

条件监测预警系统和高速公路全程视频

监控系统，全省 5400 余公里的高速公路

累计建成交通气象监测站 1345 套，气象

监测站点密度平均间距达到 4 公里，团雾

多发路段能见度监测站点密度达到 2-3 公

里。通过持续的站点加密，安徽省浓雾

监测预警能力得到极大提升，但团雾监

测盲区依然难以消除，“大网捕小鱼”的

情况仍时有发生。怎么办？当下热门的

人工智能技术因其低成本、高效率，成

为 了 破 解 相 关 难 题 、 成 就 “ 智 慧 气 象”

的重要抓手，安徽在交通气象服务领域

正向这条新赛道开进。

通过“云+端”架构的分布式视频图

像采集系统，安徽气象部门实现 3000 余

条 道 路 视 频 数 据 汇 入 交 通 气 象 服 务 系

统，对月均 800 万张视频图像的能见度等

级 进 行 自 动 标 注 ， 形 成 机 器 学 习 样 本

库。该项技术基于卷积神经网络和注意

力机制，构建基于人工智能的昼夜大雾

等级图像识别模型，保证复杂场景下能

见度反演精度，智能识别出大雾能见度

等级，同时展示低能见度现场监控画面

天气实况。

省气象局交通气象服务团队负责人

周建平介绍：“我们将海量交通气象站数

据和道路视频监控数据融合，构建了基

于细分场景的大雾识别模型，这对局地

团雾、近地面雾的监测预警更加有效。”

通过整合气象站、摄像头、气象卫星等

多源数据，实现融合感知的全天候低能

见度综合判识，大雾等级综合识别准确

率 达 到 93% 以 上 ， 逐 步 打 造 “ 公 里 级 ”

“分钟级”大雾监测网，满足交管部门对

精 细 化 、 智 能 化 大 雾 监 测 预 警 的 服 务

需求。

雾不均匀地分布在高速公路的不同

路段，其生成和转换突发且迅速，轻雾

可 在 数 分 钟 内 变 成 浓 雾 。 雾 的 类 型 不

同，其影响因子和预报指标也有较大差

别。人工智能技术在海量数据处理上独

具优势，这一优势同样在大雾短期预报

中得到发挥。依托高密度的高速公路能

见度监测数据，安徽气象部门基于历史

区域性大雾数据，将安徽省分为 7 个大雾

区域，分区域采用机器学习算法，构建

基 于 气 块 反 向 追 踪 大 雾 短 期 预 报 模 型，

实 现 高 速 公 路 大 雾 提 前 12 小 时 客 观 预

报，大雾短期预报结果综合区域准确率

达到 73%。

2023 年 2 月 22 日 夜 间 至 23 日 上 午，

一场大雾突袭安徽省沿淮淮北地区。运

用大雾客观化预报方法，气象部门在 22

日 16 时制作了精细到路段的大雾影响预

报，发送至省交警指挥中心、所辖高速

公路大队、路段责任人，公安交管部门

根据雾情预报提前部署夜间值班力量。23

时 气 象 部 门 将 实 时 监 测 到 的 徐 明 高 速、

宁洛高速局部路段雾发生情况向路段管

理 责 任 人 发 送 预 警 信 息 。 经 核 查 实 况，

交 管 部 门 分 析 研 判 于 23 时 30 分 采 取 限

速、分流、入口封闭等不同等级管控措

施，并向驾乘人员精准预警。23 日 9 时大

雾消散，相关管控措施解除。本次大雾

过程安徽省交通气象服务及预警平台共

计发送预警短信 0.7 万余人次。

在全省通车里程和车流量双增长的

背景下，自安徽省高速公路大雾视频识

别系统建成应用以来，全省因恶劣天气

条件引起的交通事故数、伤亡人数均明

显下降。

人工智能技术和交通气象预报碰撞

的“火花”不止于此，安徽还将人工智

能技术应用到了道路状态识别上，建立

道路干燥、潮湿、积水、积雪四种路面

状 态 识 别 算 法 ， 识 别 准 确 率 超 过 90%，

填补了交通气象服务业务中路面状态监

测产品的空白。如今，人工智能技术的

“ 触 角 ” 正 在 不 断 延 伸 ， 作 为 该 项 技 术

在气象高质量发展中的应用创新者和推

动 者 ， 安 徽 气 象 部 门 正 在 “ 走 出 迷 雾”

的 探 索 中 不 断 突 破 “ 智 慧 气 象 ” 的

边界。

青 藏 高 原 东 北 部

成云致雨机制研究获新进展

本报讯 通讯员韩辉邦 记者吴

鹏报道 近日，青海省气象局研究

人员揭示了夏季青藏高原东北部高

海拔地区雨滴大小的分布特征，为

进一步了解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区成

云致雨机制提供了科技支撑。

研究人员利用青藏高原东北部

激光雨滴谱仪资料，分析了位于海

拔 2434 米至 4202 米的夏季对流云

降水和层状云降水雨滴大小的分布

特征。

结 果 发 现 ， 在 两 种 降 水 类 型

中，1 毫米/小时到 5 毫米/小时之

间的雨强对总降水量的贡献随海拔

升高而增大，对流云降水的雨滴尺

度和数浓度均大于层状云降水。两

种降水类型的雨滴谱均为单峰，峰

值粒径在 0.31 毫米~0.5 毫米之间，

且在同一高度具有基本相同的峰值

粒径和数浓度。层状云降水雨滴谱

的最大谱宽在 4 毫米~5 毫米之间，

对流云降水雨滴谱的最大谱宽在 4

毫米~8 毫米之间。层状云降水雨

滴较小，数浓度较高，而对流云降

水雨滴较大，数浓度较低。当雨滴

粒径超过 2 毫米时，对流云降水雨

滴的下降速度比层状云降水快，且

下落速度标准曲线拟合会低估观测

期间实际雨滴的下降速度。

研究还揭示了传统的雷达估算

方法会低估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区的

降水量。

研究成果对进一步了解青藏高

原东北部地区成云致雨机制及提高

雷达定量估测降水精度等具有重要

意义。

江西开展水稻高温

热 害 试 验 研 究
本报讯 通讯员杨军 记者邓敏佳报道 近日正值长江中

下游双季早稻大面积灌浆期，江西省气象科学研究所研究

人员在南昌市南昌县全国双季水稻野外气象科学试验基地

开展水稻高温科学试验，为水稻高温热害监测、预测预警

和风险评估提供技术支撑。

试验利用智能化水稻大型人工气候控制设施，采用水

稻地理播种、分期播种和人工气候控制相结合的方式，通

过对双季早稻进行不同高温强度和持续时间等处理，结合

水稻光合作用、叶绿素含量、灌浆速度、产量及其构成以

及稻米品质等测定，完善双季早稻高温热害等级指标、解

析高温热害致灾机理，建立高温热害影响模型和评价指标。

该 试 验 是 科 技 部 国 家 “ 十 四 五 ” 重 点 研 究 计 划 项 目

“作物干旱高低温灾害预警预测与防控技术研发及集成示

范”中“长江中下游水稻高温热害监测评估及预警预测研

究”课题的重要技术环节。

陕南首套地基遥感

垂直观测系统建成
本报讯 通讯员赵艳妮 王大君报道 日前，陕南首套地基遥感垂

直观测系统在陕西省安康市建成，并成功向陕西省气象局信息中心

回传第一份遥感垂直观测融合数据产品，中国气象局 2022 年气象监

测预警补短板工程地基遥感垂直观测系统安康站进入业务试运行。

该系统由陕西省气象局探测中心负责，安康市气象局组织实施

建设。该系统包括了风廓线仪、GNSS/MET、毫米波测云仪、微波

辐射计、气溶胶激光观测仪 （三波长） 和 1 套融合系统，可提供测站

上空 10 千米以下风、水汽、云、温度、湿度和气溶胶等要素的分钟

级实时数据，实现该测区高时空分辨率的五廓线精密监测，上传 65

种数据、产品集，在温度、湿度、风、水凝物和云的垂直协同观测

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解决了当前中小尺度灾害性天气全过程

垂直观测能力不足等问题。

该系统的建成，填补了陕南地区多要素、全自动高空垂直观测

的空白，进一步完善了安康气象综合站网布局，极大地提高了区域

大气垂直观测数据质量，切实增强汉江区域突发性、灾害性天气的

监测预报预警服务能力，为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奠定科技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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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李雨鸿 王婷 李晶报道 近

日，辽宁省生态气象和卫星遥感中心利用多源

卫星遥感数据和地面气象观测资料，监测分析

近 20 年来辽宁省植被生态质量变化情况，并指

出辽宁省植被生态质量明显改善，2022 年更是

达近 23 年来最优。

监测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辽宁植物生

长季的平均植被覆盖度较前期 （2000-2011 年）

增加 9.2%，植被生态质量指数提高 9.2%，生态

系统土壤保持量和涵养水量分别增加 19.9%和

17.4%，气溶胶光学厚度降低 4.4%。全省大部分

地区植被覆盖增加，植被生态质量总体改善，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体加强，空气质量显著好

转。其中，2022 年植物生长季植被生态质量达

到近 23 年来最优，多项数据优于历年同期。从

空间分布看，全省 92.1%的地区植被覆盖度为持

平偏增及以上等级，97.2%的区域土壤保持量增

加。彰武县阿尔乡沙地、盘锦湿地等典型生态

系统呈现向好倾向。

依托三北防护林工程、全国防沙治沙综合

示范区工程、退牧还草工程，辽西北生态屏障

初 步 形 成 。 通 过 实 施 一 系 列 水 土 保 持 重 点 工

程、碧水保卫战、湿地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公园

划建、矿区大规模综合整治等生态保护修复工

程，辽宁持续打造良好生态环境的坚实保障。

辽宁省气象部门将进一步强化气象卫星、

高 分 卫 星 等 多 源 卫 星 遥 感 数 据 和 地 面 气 象 资

料 的 利 用 ， 发 挥 专 业 和 技 术 优 势 ， 有 针 对 性

地 开 展 全 省 生 态 环 境 、 生 态 系 统 保 护 修 复 等

卫星遥感监测评估，助力辽宁生态文明建设。同时，还将进一步

加 速 推 进 “ 十 四 五 ” 辽 宁 省 人 工 影 响 天 气 能 力 提 升 工 程 立 项 实

施，合理开发利用空中云水资源，重点针对辽东绿色经济区、辽

西干旱少雨区，大力发展生态修复型人工影响天气业务。

沙颍河流域首部全固态X波段
双 偏 振 天 气 雷 达 建 成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运国报道 7

月 1 日，河南省漯河市 X 波段双

偏振天气雷达顺利完成吊装。该

雷达位于河南省沙颍河流域气象

中心院内，是漯河市气象监测预

警补短板重点工程，也是沙颍河

流域建成的首部全固态 X 波段双

偏振天气雷达。

据悉，全固态 X 波段双偏振

天气雷达具有发射功率小、探测精

度高、技术指标先进、工作稳定可

靠、操作简单方便、环境适应性强

等特点，可实现以雷达为中心方圆

半径 75 千米范围气象灾害的警戒

监测，可对局地暴雨、冰雹、龙卷

风等强对流天气进行高分辨率、高

精度的实时监测和早期预警，为人

工增雨作业提供准确的气象信息，

能极大提高短时临近天气预报的准

确性，对分析天气过程，加强区域

灾害性天气监测，提高预报预警和

防灾能力，推进地区生态保护有重

要意义。

漯河全固态 X 波段双偏振天

气雷达投入业务运行并和周边区

域雷达组网后，将有效解决漯河

市气象立体监测预警短板，极大

提升对夏季暴雨、冰雹等中小尺

度短时临近灾害性天气的预报预

警能力，较好满足漯河市精准化

气象服务和沙颍河流域精细化气

象保障需求，提升人工影响天气

作业指挥能力和精准化水平。

漯河市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正在吊装中 图/张运国

广州热带所最新研究揭示

粤西沿海暖区暴雨对流触发机制
本报讯 通讯员叶萌 徐道生报道 日前，中国气象局广州

热带海洋气象研究所与国防科技大学、韶关市气象局联合开

展的粤西沿海暖区暴雨数值模拟改进研究取得突破。

华南地区暖区暴雨预报难度大，是气象研究和业务预报

的重点、难点。其中，粤西沿海地区经常出现的夜间暖区暴

雨，是在南海低空急流、海岸线、小尺度地形等多种因素共同

影响下形成的，其特点是强度大、范围小、降水时间集中。此

前，对于这种类型的暖区暴雨对流触发机制和相应的模式预

报还处于摸索阶段。该研究在国际上首次揭示边界层滚涡

（一种平行排列的上升下沉运动组成的滚轴涡旋）通过南海

低空急流影响粤西沿海暖区暴雨的新机制，为预报员在低空

急流背景下判断暖区暴雨是否触发提供依据。

研究团队基于高分辨率 CMA-TRAMS 模式，针对一次

典型的粤西夜间暖区暴雨过程开展数值模拟研究。研究发

现，在提高模式初始场垂直分辨率后，CMA-TRAMS 模式能

够模拟出南海边界层滚涡现象。滚涡引起的水汽热量垂直

输送，使低空急流变得更加暖湿，而更加暖湿的低空急流在

海岸线附近辐合形成暖区对流。研究认为，提高模式初始场

垂直分辨率，对于这种类型暖区暴雨触发过程的成功模拟至

关重要。

依安县X波段天气雷达建成运行

本报讯 通讯员黄博 任雪杰 连萍报道 近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依安县 X 波段天气雷达项目正式竣工。依安作为农业大县，对农业气

象服务的需求非常迫切，X 波段天气雷达将为气象部门开展精细化农

业气象服务提供科学数据支持。

该雷达实现联网监测后填补了齐齐哈尔东北部地区雷达监测盲

区，将大大提升该市全域强对流天气预警时效性和降水量定量估测能

力，在黑龙江西南部地区突发性灾害天气的精细化探测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

气传致敏花粉浓度监测预报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 通讯员倪洪亮 记者叶芳璐报道 近日，由北京气象学会主

办的首届气传致敏花粉浓度智能监测及预报技术培训班在京开班。

此次培训邀请气象、医疗卫生等领域专家，通过讲座、试验实操和

现场教学等形式，介绍了国内外花粉观测仪器研发进展、花粉自动识别

和计数技术、花粉服务效果评估方法等内容，以促进相关监测预报技术

的推广应用，让气象科技更好地服务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

鄂温克旗局建立气象研学基地

本报讯 通讯员王寿辉 王永霞报道 近日，为进一步促进气象业务

“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气象局结合

本地生态环境优势，建立气象研学基地，打造“呼伦贝尔气象研学”品

牌，构建“气象+文旅”和“气象+教育”科普宣传教育新格局。

气象研学基地建成以来，已开展活动两次，接待参观、来访500余人。

下一步，旗气象局将不断深化与教育、科协、文旅等部门的合作，在气象研

学课程和实践活动中进一步突出科普性、教育性、实践性、趣味性。

河北开启 2023 年
暴雨强对流野外观测试验
本报讯 通讯员段宇辉报道 近日，随着河北省承德市兴

隆县 X 波段雷达的第一组实时观测数据传输至河北省气象

局共享目录，2023 年度气象业务核心能力提升工程——暴雨

强对流野外观测试验项目的所有观测设备部署工作全部完

成。结合现有业务观测站点，河北在太行山中南部区域、燕

山区域和冀东沿海地区等三个关键核心区，组成了稠密的垂

直观测网，构建了 2023 年河北暴雨强对流野外观测试验的三

维观测站网布局，以捕捉复杂地形下的太行山、燕山山区局

地的中小尺度对流系统初生、发展的动力、热力结构特征。

通过连续 3 年的暴雨强对流野外观测实验，河北进一步

探索了太行山、燕山等复杂地形条件下高影响天气发生发展

演变规律，增强了局地强对流天气的机理认识。下一步，河

北致力于将科研成果转化到实际预报预警业务中，提升山区

精细化暴雨的预警能力，充分发挥观测资料的实用价值。

沁源雷达图自动分析预警系统投入运行

本报讯 通讯员吴晓辉报道 7 月 5 日，山西省沁源县气象局雷达图

自动分析预警系统正式投入运行。

该系统可实现雷达图全天候实时自动分析，并与短信平台对接，

对核心区及防区内出现的回波分强度、分区域向值班人员进行短信叫

应。该系统进一步增强了沁源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警能力，提高了预

警信息发布的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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