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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强对流天气短时监测预报系统

业 务 试 验 方 案

阮水根 戴修义

( 湖北省 气象局 )

提 要

本文在前 4 年攻关研 究成果和 1 9 8 9 年预 演式试验 的基础上
,

根据湖北省 实
·

际
,

探 讨 了 19 9 0年开 泉长江 中游 灾害性天 气监测预 报 的业务试验方案
。

在国家气象局和省科委的共同支持下
,

湖北省承担了国家
“

七五
”

科 技 攻 关 课题

—
长江中上游灾害性夭气监测预报研究

。

通过几年的研 究
,

在一些领域取得了实质性

成果
,

加上两台 V A X 系列计算机安装调试成功
,

以武汉为中心
、

宜昌和荆州为分 中心

的监测预报长江中游强对流夭气的系统框架 已经形成
,

初步具备了准业务试验 的条件
。

本文将利用儿年来 的研究成果
,

参考 1 9 8 9年预演式试验 和国外同类试验
,

结合攻关区段

的实际
,

分析业务试验的目标厅式
、

预报时域
、

作业流程和信息网络
,

初拟 1 9 9 0年 的准

业务试验方案
.

试验的目标
’

中尺度天气系统产生的强天气来势猛
、

变化快
,

加之强天气预报对落区
、

落时
、

落

量要求高
,

·

因此预报强天气应采用有别于夫气尺度分析方法且又能捕捉中尺度系统的短

时监测预报方法
。

本攻关 课题 的目标是
:

致力于防讯任务重
、

经济发达 的三峡和荆江地段 (即 A
、

B 区
,

以下同 )的强对流天气短时监测和预报问题
,

初步建立强对流夭 气短时监测和预报基地
,

利用新技术装备 和计算机系统高速采集
、

传输
、

分析
、

处理及实时分发大量气象信息
,

对中尺度灾害性天气系统进行有效监视
,

形成一套能投入业务系统使用的预报流程
,

提

供或发布 。一12 小时强对流天气预报
,

尽快发挥其社会经济效益
。

进行业务试验一是可 以考察整个攻关研究能否达到预定 目标和发挥总体效益
; 二是

可 以检验所建成 的系统能否正常投入业务运行
。

根据本省和课题实际
,

长江中游片的攻

关试验可采取以下两种方式
:

1
.

以微机作业办主的预演式试验一在局域计算机网络投入业务运行前
,

利用微机制

作 A
、

B 区短时预报
。

这种 试验于 1 9 8 9年夏季已经进行
,

取得了一定成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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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以系统网络为基拙的实成式试验—
叩以整套短时监测预报 网络为基础 的业务化

试验
。

其 口的
.

愁
: a 、

对预演式 试验过渡列业务化试硷进行考查
,

看两号的衔接 Fl1 移值

是否戊功
;

b
、

对己初步建成的短时监测预报系统作常规运行 的模拟试验
,

评估业务操

作
、

系统运行和预报流程 的有效性
、

合理性及急定性
; C 、

采集常规和非 常 规 气 象资

料
,

实时采集率应 达到叨 外以上
,

试验绪束后整理出版备种气象资料
: 己

、

汀顶报 夜术

进行全面试硷
,

作并行对 比评估
,

考察其预很帐力和可能产生的 汉务效益
; e 、

摸索公

开发节有的业务规程和系统营理 的具体办法
。

二
、

试验的任务和方式

武汉中心不在攻关地段里
,

这给业务试验带米了一定 内难度
,

囚此选祥适当灼试验

方式非常重要
。

考虑到强对流天气的时间尺度
、

预报时效和分中心也有一定 的监测 乒段

及局池预报经验
,

1。的年 的攻关业务试验宜采取由中心和分中心 分别试验的方 式
,

试验

分两级
。

1
一级试验由武汉中心实验室作出

,

任务是
: a

.

制作攻关区段 的各种短时预报
。

武汉中心只传递预报产品和结论
,

指导分中心的业务试验
,

人 区
、

B 区短时预报的制作

及其服务由各分中心负责
; b

,

发布加密观测指令
; C

.

预报制作采用与中心气象台并

行的封闭方式
; d

.

为了不影响对外服务
,

双方独立制作的短时预扳统一交中心台总领

班
,

由气象台综合决定对外服务
.

2
.

二级试验由两个分中心作出
,

任务是
: a

.

分别负责收集 A
、

B 区的各种探测资

料
,

并将气象信息传至武汉
, b

.

接收武汉中心 的短时预报
,

结合本区采集的实时资料

和便用短时预报方法
,

制作 。一 3 和 3 一12 小时短时预报
,

最后统 一由地区台预报科综

合决定对外服务
; c

.

试验结束作效益收集
、

预报评估 和试验总结
; d

.

试 验 方 案 山

分中心板据 自己的实际 自行设

计
。

三
、

试验范围和时间

1” 。年的业务试验区域仍

取长江三峡私荆江段
,

但 鉴于

鄂西
1

. ,

!l各站的
’

、一 H F 信道不好
,

传输有 困准
,

因此试验区比原

范 围略小且稍间东偏移 (图 1 )
,

仍以
、 : 、

B 区称谓
.

这祥的选

择主要考虑到
: 1

.

在三峡段
,

有我国规 漠最大的水利枢纽工

程
; 2

.

宜昌以下的长江中游
,

尤其是荆江段河道弯曲
,

堤防
图 1 业务试脸区域A

、

B 区范 围和监 侧网络

线长
,

防汛任务十分繁重
; 3

.

武汉
、

宜昌
、

监测八
、

B 区的中尺度系统 的发生发展
;

4.

恩施 3 部 夭气雷达的镇盖区能十分有效地
A

、

B 区是我省暴雨发生频率最大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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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B 区是我省发生降水量极大值的地区
.

表 1 全省各代表站1 9 8 1一 1 9 87 年 R 日》的 m m 和雷暴 日数

G 1 3

(表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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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
’

当
任: 2

试验期的确定对科学地考察短时监测预报系统
、

评价效果和合理使用有限的财力
、

物力至关重要
.

为使1 9 9 0年 的攻关 业务试验更有代表性
,

更加客观严密
,

我们从攻关试

验区的暴雨及雨量
、

旬降水量和历年日平均降水量三个方面进行天气气候分析
,

以便确

表 2 试验区暴雨 R 日妻 SO m m 在各月 出现次数(1 9 8 1一1 9 8 7年 )

1公 l了

定最 连试验期
: 1

.

从表 2 知
,

代表站互昌和五峰 5 一 7 月 暴雨 次数较多
,

8 月而 日次数

锐减
,

而宜昌和并J州两站夏季雨量比重大
,

尤其是 6 一 7 月降水超过年 雨 量1 / 七 宜昌

超过了拍 叻
。

2
.

作旬降水呈分析还可 以看到(图咯儿A
、

B 区内 6 月下旬至 7 月 李旬是次

多雨朋
。

据分析
,

气区 1吓 只年一 1 9 8 0年 : 月下旬一 5 月 中旬各站平均而量) : 。m m 的暴而

过程有 80 汤以上发生在 ; 月 中旬后
。

该区灼

叫
1 0 1 5 却 2 5 蕊0 5 ‘Q 1 5 2 习 2 5 3 0 舀1

‘
{ 2 攻关厌 (宜 热 ) 3 一 7 月

一

日 几
r 一

降水皇

及冰往
.

试验 日期 以 4 月n
.

日一 5 月 1 5 日
、

为宜
.

多雨是 出于春末夏 勿的冷暖空气活动频繁
,

到热带系统逐渐 比抬加强
,

甚至 发 生 强 天

气
。

。
.

由图 2 可见
,

宜昌 弓月 2 2 日一 了月 21

汽为 日平均降水量稳足 ) 7 m ll : 的时胡
。

比

外
,

统计绪采 夜拐
,

理月中句后也是
一

、
、

B 区

发生言暴大风
、

冰雹和哮 不的石对集中月
。

综上所述
,

在1 9 9 。年的业务试验中
,

预

报对象的重点是暴雨
,

同时应兼预雷暴大几

弓月 2 。日一 了月 2Q 日及 8 月 1 日一 8 月 1 5 日

四
、

准业务试验的预报时段和区域

国外一些短时监测预报系统把预报时段适当展宽
,

把单点预报扩成有 一定大小 户预

报区
,

明显改善了预报精度
.

统计多年宜昌站 6 月 1 5 日一 7 月 1 5 日异 20
.

0 二 m 和 扮50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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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 降水的 平 均 气 候 概 率
,

1 小 时 分 别为 0
.

12 肠和0
.

01 肠左右
,

3 小时为0
.

49 帕
、

0
.

07 呱
,

6 小时为 1
.

2肠
、

0
.

28 肠
.

这说明制作 1 一 6 小时单站暴雨短时预报 的难 度很

大
。

如果把预报范围扩展为一区域
,

以A 区 ) 20
.

o m , n 和) s o
.

o m m 降水为例
,

1 小 时气

候概率比单站有提高
,

3 小时分别提高了 3
.

5 倍和 1
.

5 倍
,

6 小时提高了 5 倍和 3 倍
,

12 小时气候概率己提高为 3 4
.

2 肠和 6
.

4 %
.

由此可见
,

扩大预报区域后
,

降水气候 概 率

有了较大提高
,

强降水预报成为可能
,

完全可以把短 时预报时段分成 。一 3 小时以及 3

一1 2小时两段
.

通过 以上分析
,

业务试验在空间上可分成 3 种尺度进行
:

一是省级尺度
,

根据有限

区域数值预报和其他超短期方法
,

制作全省范 围的短期和潜势展望预报
; 二是基地级尺

度
,

用攻关研制的各种预报方法和卫星雷达资料制作整个试验区 的短时预报
:

三是小区

级尺度
,

即图 1 中的A
、

B 区尺度
。

分中心可应用短时预报方法和局地预报经验
,

分别

制作 A
、

B 区的短时天气预报
.

为了比较客观地确定 1 天中短时预报的发布次数和发布时刻
,

我们作了多年平均暴

雨
、

雷暴大风和跑线逐时变化统计
。

结果表明
,

A
、

B 区合成暴雨次数在别小时内出现

3 个峰值
,

分别在18 一20
、

22 一24 和 6 一 8 时
。

A 区气宜昌)的峰值 出现 时 刻 略 早
,

在

1 4一1 6
、

2 3 和 4 一 6 时
,

午后 的峰值不太 明显
,

而上半夜的峰值大
,

所跨时间亦宽
,

为

2 0一2 4时
;

B 区(荆州 )的峰值在1 8一 2 0
、

2 一 4 和 10一1 2时
.

显然 B 区暴雨次数少
,

时

间晚
,

后半夜的峰值也不太明显
,

而上午暴雨较常见
.

雷暴大风 和爬线 的出现次数的逐

时变化(图略 )有一个主峰值和一个次峰值
,

与暴雨的前两个峰值相对应
; 分别出现在17

时左右和23 时
.

由此得到 3 点初步结论
:

1
.

从展望预报 ( 3 一12 小时 )和临近预报( o 一 3 小时)结合上考虑
,

并注意到 A
、

B

区暴雨的夜间多发性
,

短时预报时段选在1 1 ‘

30 一22
,

30 比较合适
。

2
.

叭天气气候角度说
,

以 1 天作 3 次短时预报为佳
。

第一次在n
‘3 0一12

,

30
,

作短

时预报
;
第二次在1 6 ;

00 一1了,

00
,

作展望预报和临近预报
;
第三次在21

:

00 一22
, 3。

,

作

展望预报和临近预报
。

3
.

不能忽视 B 区10 一1 2小时的暴雨发生
.

从预报时段的覆盖上考虑
,

为了不漏掉强

天 气 过 程
,

可 以根据 当时天气在每天 8 :

00 一9 :

00 作12 一24 小时的短期背 景 预 报 的 同

时
,

不固定地制作和发布临近预报
.

天气警报可随时发布
.

五
、

监 洲网络和资料来源

有效地预报中尺度天气发生的必要条件是组建有一定密度的中尺度天气监 测 网(图

1 )
.

监测工具有天气雷达
、

卫星
、

自动站
、

雨量点和加密的高空
,

地面天气 气 候站
。

由图 3 可见
,

制作短时预报的资料归纳
.

起来有两类
:

一类是通过上述监测 网络 采 集雷

达
、

卫星及试验区的高低空加密资料
,

另一类是通过区域中心 9 6 00 B P S中高速线路
,

收

集 B Q S的各种气象报告
、

格点值
、

图形资料和预报产品
。

这两类资料构成了准业务试验

的资料来源
.

对它们的具体要求
l

和规定是
:

1
.

天气雷达网
:

由武汉和宜昌两部数字化天气雷达组网
,

对试验区的中尺度系统进

行识另j
一

和跟踪
。

宜昌雷达至少每 1 小时向武汉中心传送回波图 1 一 2 次
,

每次 王张
.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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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雷达视强回波与中心
、

分中心的距离决定开机次数
,

在回波较近时
,

每10 分钟至半小

时探测一次
,

必要时可连续跟踪
.

同时
,

组网雷达应及时正确反映强 回波的主要特征
,

,。。·"

---L拟枚资钊几沐扁砂衅

霆霆霆霆霆霆霆霆
区心 的的

者者暮暮暮暮暮
域 数招招

中中中中中中 仇
‘ ~~~

诊诊诊诊诊诊诊产产产产产产产

聚聚
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 资资资 晰汉 、、、

粱这这这这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单单单 达达达达达达达达!!!11 仇 品品品 面面面 部部部 {} , ,,,,,,,,,,,,,,

lll丈j 朽,,,

小小小 对对对对
外外报报报 图图图 达达达达
数数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

裁裁霖霖霖 竿盆盆盆 竿耸耸

公公;瞥瞥瞥
(
){益

))))) (
毛}几

)))))

丫丫

一 ‘ 一 ~ 二 户 ,

注
介建改

图 3 短时预报的资料来
(

进行 主体取样
,

并将图象传输给预报终端
。

2
.

地面观测网(图 1 )
:

由白动气象站
、

天气气候站和雨量点组成
.

有天气气候站21

个
,

自动气象站15 个
,

雨量点21 个(含 2 个 自动雨量站 )
。

地面观测分 自动站
、

雨量点和常规天气观测 3 种
。

天气气候站分为一级加密站和二

级加密站
,

一级站在试验期 内每天固定加密观测
,

其余时间为指令加密
,

二级站全部为

指令加密
。

1 9 9 0年业务试验期天气气候站观测气压
、

气温
、

湿度
、

风向
、

风速和降水 6

个要素
.

每 3 一 6 小时观测 1 次
,

自动站每 1 小时观测 1 次
.

当接到加密观测指令后
,

天气气候站每 1 小时观测 1 次
,

自动站每半小时观测 1 次
。

A
、

B 区的常规观测资料
、

加密资料及 自动站资料都由分中心收集
,

从有线线路送至W Q S通信计算机
,

最 终 由攻

关试验室节点机统一调用实时库各站要素值(包括国内外站 )
,

分析 3 一 6 小时间隔 的东

亚地面图和A
、

B 区逐时地面小图及其物理量场显示
,

3
.

高空观测网
:

由探空站及增设的测风站组成
,

宜昌和汉 口为两个探空站
,

荆州为

增设的测风站
.

时间分辨率为
,

宜昌
、

汉 口 每 6 小时 1 次
,

荆州 1 天施放 3 次小球测风
。

传输和调用方式同于地面资料
.

同样
,

本区探空加上国内外高 空资料
,

可 以得到12 小时间

隔 的各标准层亚欧高空分析以及物理量场
、

任意经纬向显示
,

有关站探空曲线
.

4
.

卫星云图
:

实时接收每小时 1 次 的H 云图
、

3 小时 1 张的红外云图
.

有 强天气过

程时
,

根据需要可随时加密
. ’

六
、

预报方法和预报产品

经过攻关
,

已研制 出的短时预报方法主要有
: 1

.

武汉数字化雷达回波和卫星云图外

推
,

以此作 。一 3 及 3 一 12 小时的降水及暴雨预报
、

回波移动方向及 路 径 预 报
.

2
.

用于强降水预报的 5 个卫星云图概念模型和 3 个 中尺度系统概念模型( 3 一12 小时)
.

模

式主要考虑了暴雨发 生前卫星云图中云系特征及天气分布
、

系统演变等 热 动 力 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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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一12 小 时 的强 降水预报专家系统
.

该方法是将甚短期预报指标和专家知 识通过
数字模式译成计算机语言

, ,

作为客观的v亏R F预报
。

:
.

有 浪区 域 中尺度暴雨数值预

报
。

数值模式是从中科院引进的
,

垂直分层为 5 层
,

格距劝千米
.

这个模式考虑了一些

物理过程
,

主要模拟了暴雨天气系统的发生发展
,

并用 作预报江淮流域 的短期预报和 6

一12 小时A
、

B 区的超短期暴雨预报
.

熟其 他 预 报 方法
.

包括
:

( 1
,

明北京数值预

报和 区域 中心数值预报的中间产品建立M O S方程
,

制乍人
、

B 区 6 一12 个时 强 降水预

报
;
( 2 )综合方法

,

即用多指标检索
、

综合 作甚短朋强天 气预报
.

由上述 5 类预报方法
,

在业务试验 中
一

可获得n 种预报产品
: 1

.

雷达回波外推 。一 3

小时雨量及回波移动路径
; 2

,

卫星云图外推 。一 3 小时币量及 。一 6 小时雨量 ; 3
.

卫星云

图估计 。一 3 小时雨量
; 4

.

卫星云图概念模型判断 。一 3 小时有无强烤水
; 5

.

甚短期专

家系统预报 3 一12 小时有无强降水
; 6

.

MO S方程预报 3 一12 少时有无强 降 水 ; 7
.

有限

区域数值模式预报 6 一1 2小时A
、

B 区暴雨落区
; 8

.

卫星云图外推 3 一1 2小时雨量
; 9

.

高低空和地面物理量场分析判断 3 一12 小时有无强降水
; 1 0

.

综合指 标 法预报 3 一1 2小

时强降水预报
;

1 1
.

中尺度系统概念模型判断 3一12 卜时有无强斥 欠
.

七
、

作业时序和预报流程

针对准业务试验的任务方式
、

预报时域
、

信息网络和方法产品
,

应用系流工程 的观

点分析不 同问题 的属住
,

可 以设计出以时间为主拍约三维结构图
。

图 4 是攻关中心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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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作业时序工程图
.

图中 X 轴是预报作业坐标
,

为短时预报员提供了制作每次预报的作

业内容
、

方式和次序 ; Y 轴是值班时间坐标
,

只列 1谈 ( 即周期)
,

时间刻度为 1 小时
,

数分钟至数十分 钟的作业可 内插
:

Z 轴是天气监侧坐标
,

已标出了逐时有 何 种 监 测资



儿期 通水根等
:

沃江中游强对流天气短时监测预报系统业务 试验方案 6 17

料
。

此外
,

还包括 未直接输入的加密的天气 雷达
、

自动 过象站 资料 不班天气实况
.

显然
,

在设计
·

出作业时 ,气1二程图后
,

制定一个适用于短时监测预 饭业务系统运行的预报决策程

邓时 国内外
盆血预报

。吕时武汉中心
有限区域教道

预告

08 时
,

即时大 尺度
诊断产品

0 8时
、

2 0时大尺
度天气分析

前比小时

卫 星云 图

长江中游是
否处子 ) 2 5

长江中游是 否

落在 1 2 一 2 4小

时的暴雨区内

从沙氏指数不
.

Ri 指数
.

大气层 结
.

位势稳定度
.

由高度场
、

沮

。8时
、

20 时气
象预报专家系

统

貂考歇蒲
口口的雨 区
中

润欣魔公急流阅变水
汽辐合等物理t 场判断

有无燕灿曰招曝呐范日
统约类型和概
念棋型

判断未来 1 2-

2 礴小时 内有
无降水和大

降水发生

人
、

B区

上游有无可
造成强对流
天气的云 系

湿场
场等

作出 l卜, 小时张对流天气短期预报〔作为背景)

理毓篡
勺

。吕时武汉中心有
限区域 数值预告

(6
一

加小时 )

0 3时2 0时 甚

姐期动力
叫

计理报(. 徽
0 8时2 0时甚短
期强天气预报
专家系统

公基沐风渗.)

确定云系的概
念模型 (模拟 )
并作外性资报

A
.

B区是否位

于‘
一 1 2

小时的是雨区内

地 面中尺度分析物
理 t 场综合到断和
其他预报指标 方法

从高低 空指标
.

诊断

场和概念棋型 确定
A卫 区内有无强天
气 (‘

一 1 2小时 )发生

定A日区在6 -

摆絮骚

确定人B区在 6

一 1 2小时中有
无 . 南等强
天气发生

正式发布 气B两筐 3 一12 小时的展里预报

复尉量有
每 1 小时一次的

雷达回波

镶1小时一次的自动
站 (包括六要素)和

加密观侧资料

由地面要素场及诊 断

场作外推预报
,

雨团的
分析及外推预报

考虑地形影响
等订正因子

确定模拟及数字

化云图的蔽念饮型

并作降水吸定砚估

计及路屯断多动预报

确定棋拟及数字化雷
达回波概念模型并作
阵水 t 定t 估计 及

雷达回波移动预 援

对强天气发生的强
度和落区作出修改
和 人工干预

鞠
正式发布 A

、

B两区 0 一 3 小时的临近预报

单部孟达(10
一3 。分神

一的连续实时监视
最近一次犷达拼图

和夭气吹防实况

自动站(包括雨 t 在内的

六要素)实瞅”分钟前》

随时发 布 A
‘

B两区强对流天气苦报

5 长江 中游短 月预报业务 L 作不

序对强天气预报关系重大
.

图 5 是根据 我省和 A
、

B 区的待点设计的1 , 9 0年灾害性天气

监测预报业务流程图
。

按图 5 ,

可将发布业务试验预报分成 4 个部分
:

1
.

12 一 2 4 小时短期预报 : 通过分析大尺度数值预报结果
、

天气形势
、

卫星云团和大

尺度物理量场
,

判断有无对流天气系统 的影响
,

同时运行 5 层斜压模式及大尺度专家系

统程序
.

在综合主客观结论后
,

作出12 一别小时 A
、

B 区有无强天气发生 的背景预报
。

2
.

‘一1 2小时甚短期预报
:

基于短期预报和收集到的尺度较小 的气象资料
,

作地面要

素场及其物理量场的中尺度分析
,

诊断卫星云图和雷达向波且确定其概念模型
; 同时使用

6 一12 小时的有限区域 敌值顶报和甚短期专家系统 及统计预报 的结论
.

在作适当人工修

正后
,

制作 3 一1 2小时 A
、

B 区强对流夭气预报
。

这 是正式发布的展望预报
。

3
.

0 一 3 小时临近预报
:

在上述预报的基础上
,

充分利用中尺度分析和实时监测的

卫星云图
、

雷达回波及加密资料
,

通过天气学分析和雷达
、

卫星云图 的概念模型的判断

以及反馈的短时天气信
J

急
、 ,

由计算机实现客观定量地作 出 。一 3 小时的临近预报
.

4
.

随时发布灾害性天气警报
.

它主要是利用稠富的临近气象信息
、

跟踪资料 以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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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实况作出反映迅速 的天气誓报
,

并可随时发布
,

对外进行现场服务
。

八
、

试脸机构和评分总结

参照国外同类试验
,

1 9 9 0年准业务试验拟成立试验领导组
、

协调指挥组
、

系统运行

组
、

短时预报组和检验评分组
.

分中心也可根据 自己 的实际
,

成立指挥组和预报组
,

具

体负责本 区的试验工作
。

领导组的职责是对准业务试验进行全面领导
,

协调参试单位和专题之间的关系
,

解

决业务试验的重大问题
.

指挥组的职责是落实领导组 的决策
;
制定业务试验的具体规定

和办法 ; 召集预报组和运行组分析讨论前一天试验情况
,

决定当日试验结束时间
; 作好

中心与分中心 的指导和协调
.

运行组的职责是保证探测仪器
、

传输路线和计算机系统的

正常运转
.

预报组的职责是
,

总结前一夭的预报情况
;
制作 当日的短期预报

、

短时预报

和各种预警报
;
签发各类预警报

.

评分组 的职责是逐 日对预报组前一天 的预报和气象台

的同类预报进行验证和对 比评分
。

1 9 9 0年准业务试验的评分和总结
,

从突出攻关方向和完成课题 的考核 目标上着眼
,

只对强对流天气和系统运行进行考核和总结
.

评定的范围为一级加密观测区
,

二级加密

观测区只作服务效果检验
.

预报评分暂采用技巧评分法
,

服务效益 由武汉中心气象台和

地区气象台按常规 方式收集比较
,

业务系统的考查主要通过工程项 目的验收和运行状态

来核定
。

业务试验结束后
,

预报组和运行组作技术总结
,

评分组写出检验报告
,

然后由课题

组进行全面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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