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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不断地发展完善数值模式。

当前，大尺度天气系统的预报比小尺度天气系统预报更准

确。受限于数值模式的时空分辨率、计算机资源等影响，对于

局地小尺度的天气系统，如局地雷暴、强对流天气等，仍不能

够精确地模拟。尺度越小，需要的计算资源越大，尤其是在全

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精准气象预报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AI 大模型助力“沙漠地带”

全球当前主流的人工智能气象预测模型主要集中于 0 到 15

天的天气预测。复旦大学研究团队在气候大会上发布的“伏羲”

次季节大模型，是一种介于天气预测和季节预测之间的预测，

是对某一地区未来几周的天气情况进行预测，由于时间范围更

长，迄今为止还属于气候科学领域的“沙漠地带”。提升次季

节预测能力，既是该学科领域迫切的发展需求，也是国际前沿

的科学技术问题。

型系统：风清、风雷和风顺，旨在提高气象预测的准确性和效率。

这些系统各自针对不同的气象预测需求，展现了人工智能在气

象领域应用的最新进展。

在过去两年里，人工智能天气新模型层出不穷。除了中国

发布的一系列大模型外，包括谷歌、微软和英伟达在内的国外

科技公司也在人工智能天气建模领域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

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院长漆远指出，世界范围内真正有能

力开发气象预报系统的国家很少，当前天气预测中心高度集中

在发达国家和中国。“当人工智能的训练仅凭一张卡就可以跑

起来的时候，成本会非常便宜，发展中国家也可以使用它，一

起享受人工智能在气象系统中的效益，促进气候公平公正。”

天气预报为啥总不准？

看似简单的天气预报，背后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

数据收集、数值模式模拟、预报人员综合判断分析等。简单来

说，天气预报的第一步首先是数据收集。气象学家从地面气象

站、气象卫星、雷达、飞机、浮标和海洋站等来源收集大气数据。

这些数据包括温度、湿度、风速、风向、气压、降水量等。

目前，我国已建立地、天、空一体化的气象综合观测体系，

通过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地面观测站等，收集气温、气压、湿度、

风向、风速等气象资料，持续监测天气变化。

接下来就是进行数据分析和数值模拟。海量的观测数据收

集到中国气象局，形成大数据库，再通过高性能计算机“气象

超算”，利用天气气候等数十个数值模式不断计算，得到数值

模式结果。当前，我国天气预报已由站点预报转变成全球化的

格点预报，形成了 0 到 30 天的无缝隙智能数字预报体系。

在得出数值模式结果后，预报人员会根据模型结果和自己

的经验综合判断分析，根据具体情况共同“会诊”、人工“订正”，

最后形成对外发布的预报预警产品。

尽管收集到的气象资料在不断丰富，但对于一些偏远区域，

如高原、海洋等，可得到的观测资料依旧较少。因此，作为“原

材料”的初始观测资料会存在误差，得出的数据也会有出入，

最终形成天气预报的偏差。

业内人士指出，天气的变化受到地球周围大气运动变化影

响，大气内部的动力和热力过程，其相互作用的数值模式非常

复杂，任何一套模型都无法完美再现大气运动，必须不断研究、

中国气象局推出的三种AI气象大模型系统

风清：全球中短期预报系统
　　“风清”模型通过强化大气物理过程的融入和可解释性，

实现了高效的计算性能。据 IT 之家报道，此模型的全球预报

天数可达 10.5 天，超越了欧美的主流气象预报模型，尤其在

长期预报效果上表现突出。

风雷：人工智能临近预报系统
　　“风雷”模型结合了数据驱动和物理驱动的科学方法，

显著提升了公里尺度下 0 至 3 小时雷达回波的预报能力。这

一系统能在 3 分钟内生成 0 至 3 小时逐 6 分钟的雷达回波外

推产品，强回波预报技巧提升了 25%。

风顺：人工智能全球次季节—季节预测系统
　　“风顺”模型引入了基于流依赖的集合扰动智能生成技

术，并考虑了海气相互作用的关键过程，专注于解决 15 天

以上的气候预测难题。该系统已在中国气象局智算平台上部

署，能够提供未来 60 天的全球基本要素和极端事件的确定

性和概率预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