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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天气预报不准？也许是故意的！
为了便于理解“造假”数据 播报技巧涉心理学传播学

! ! ! !超强台风“飞燕”近日在日本肆
虐，成为日本 !"年来遭遇的最强台
风，此前台风“安比”“云雀”“温比
亚”则罕见地接连在上海登陆。灾害
天气令人们对天气预报更为关注，
但美国气象专家道出真相：你看到
的天气预报也许并不是真实情况。

考虑!奇数效应"

传播效果更好

“气象学家有时应该‘捏造天气
预报’，以便让人们更加理解和采取
行动。”美国气象学家布莱恩·诺克
罗斯认为，天气预报本身就是一个
预测性的工作，不可能做到完全准
确，但同时天气预报更应该考虑传
播效果和受众的反应，所以很多时
候，气温也好风速也好，都需要基于
传播规律进行一些修正。
诺克罗斯说：“如果预报者真的

想触及受众，就应该考虑数字的艺
术。”他提出了传播过程中“奇数效
应”的影响。

对“奇数效应”的研究表明，除
了以 "结尾的奇数外，人们对偶数
更容易留下较深的印象，偶数与除
了 "以外的奇数的传播效果大约是
#比 $。换句话说，人们在面对以 %、
&、'、(结尾的无规律数字时，反应
时间更长，接受程度更差。所以在预
报气温的时候，)*!+ 会比 )(!+ 更
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据此诺克罗斯认为，天气预报

里的温度就应该以偶数或 "结尾。
这种说法猛一看起来无疑有胡编乱
造之嫌，显得很不严肃很不科学，但
仔细想来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事实上，不管是测量系统还是

分析系统，本身都会存在一定误差，
往往会达到 ,-"!+以上。再考虑到
换算误差———全世界通用的温度计
量标准是摄氏度，而美国等少数国
家使用的是华氏度。两者之间换算
本身就基本不可能形成整数，必须
对小数点以后四舍五入，从而进一
步放大了误差规模。所以对美国人
来说，天气预报的时候多一度或者
少一度其实影响并不大。在这种情
况下，能保证更好传播效果的数字
无疑应该更加受到欢迎。
看起来很颠覆对不对？其实类

似情况也出现在风速的预测上。美
国国家飓风中心每次预测的风速都
是 ,或 "结尾的数字，原因很简单：
在暴风雨或飓风中测量风速本身就
不是个精确活，只能测个大概，而预
测的误差只会更大。美国国家飓风
中心承认，对未来 .)小时到 "天内
风速预测的平均误差远在每小时 *

公里以上，所以你永远看不到“最大
持续风速每小时 *'公里”之类的报
告，, 和 " 结尾的大概数字反而是
更负责任的结论。
不过，计算机系统可不管什么

传播效果，也不理会什么“奇数效
应”。而现在的天气预报广泛使用计
算机分析系统作为辅助，所以在现
实的天气预报中，常能看见 .(!+、
).!+之类数字。诺克罗斯认为，这
个问题很好解决———毕竟飓风中心
就搞定了模糊化的数字结果，移植
到温度预报来也无不可。

不做精确预报
其实问题不大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看起来

很儿戏的预报真的没问题吗？一般
情况下确实如此。比如天气预报说
今天要出太阳，结果下了场雨，这种
预报错误基本上不会死人。气温预
报也是如此，预报 &,!+，其实只有
)*!+，也不会对生活带来什么影
响———甚至不会有几个人专门去测
量所温，以判断天气预报准不准。
事实上，近年来天气预报的准

确度是一直在上升的。在目前各国
常用的天气预报模型下，对大气环
流以及形势场的预报，例如副热带
高压的位置，准确预报的时间短则
"到 #天，长的如欧洲预报中心可
以达到 .,天。但降水的预报时效就
比气压、温度等短的多，即使是预报
发展水平较高的美国，也只能说在
.到 &天内，对大雨的短期降水预
报水平较高。
之所以如此，主要因为降水过

程太复杂，目前的技术水平从观测、
机理到数值模拟，都还不能精确描
述。相对于气压、温度等气象要素，
降水场在时空上并不是连续变化
的，也就是云和降水发展的非线性
更强，导致降水预报的精度更低，预
报时效更短。因此在公众印象中，降
水预报出现误差情况更多，以致常
有人戏言：“局部”到底是什么地方？
为什么总在下雨？
事实上，对人们生活影响比较

大的是对极端天气的预报，但麻烦
的是，极端天气预报的不确定性同
样突出，甚至更为突出。即使是在美
国，对暴雨以上量级降水、短时强降
水、局地对流性降水，预报水平也远
远低于更小量级的降水，准确率只
有 )"/左右。
对于地形复杂的地区，或者天

气急剧变化的情况，预报往往面临
更大的挑战。像龙卷风这样生命史
短、发展迅速、强度大、破坏性强的
极端天气，现有的预测模型很多时
候是预报不出来的。
对天气预报准确性的要求在不

断提高，比如 !,年前只要知道“明
天下雨吗”，现在得精准到具体时
间、具体区域和具体量级，以及什么
时候雨停。不过，其实人们对天气预
报不那么精确也是有心理准备的，
尤其是对中长期预报，宽容度更高。

!,..年一项调查表明，虽然三
分之一以上的人认为天气预报常常
出错，但 *.-(/的人选择根据天气
预报做相应准备，且有 *!-#/的人
认为天气预报的信息能够满足他们
的需求。

提高预报技巧
拓宽传播途径

天气预报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气
象科学问题，还是传播学问题、社会
学问题和心理学问题。所以，在气象
学家致力于提升预报准确度的同
时，预报天气的技巧也同样重要，气
象预报员应该把每一次预报看作和
用户沟通的过程。比如说，气象学家
不妨每天问一问邻居：“你对今天的
天气有什么感觉？”参考得到的回答
来拟定预报的措辞，也许会有更好
的传播效果。
诺克罗斯建议，天气预报不一

定要“强行”预测天气。遇到飓风、冰
雹之类极端天气时，不必非要按照
常规的预报套路，试图给出精确的
预报信息。在极端天气下，不准确的
预报信息带来的危害可能比不预报

更糟糕。
他认为，天气预报最重要的目

标应该是让接收者准确理解可能遭
遇到什么类型的天气，会带来怎样
的感受，需要做什么准备。比如，如
果把飓风预报中的图表、数据，变成
暴风雨准备时间表，就能更方便受
众做好准备。

传播途径的选择也很重要。
!,..年一项调查表明，公众关注天
气预报的方式中，手机（"#-!/）和
网络（",-./）比例最高，其次是传
统媒体电视（0&-"/）、报纸（&0/）和
广播（1(-&/）。如今移动终端普及
程度更高，人们关注天气预报的方
式也更多地倾向于各种移动通信工
具。尤其是遇到可能引发灾害的极
端天气时，移动通信工具和新媒体
平台的作用更加突出。

!,.' 年飓风“艾尔玛”袭击美
国期间，谷歌公司修改了搜索引擎
算法，让飓风的相关信息以及居民
的应对建议显示在搜索结果前列。
脸书也在推送页面重点推送飓风预
报信息，以及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
但与此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会有人
通过新媒体平台发送不实天气预
报，从而引发恐慌。对此诺克罗斯建
议，各种新媒体平台和移动客户端
应该多转发准确的权威信息。
归根到底，天气预报是一门有

局限性的科学。从本质上说，它是对
未来的预测。而从理论上来说，只要
是预测，只要是涉及未来，就不可能
百分之百准确，而只会是一个大致
范围，这是客观规律。所以，天气预
报会尽量做到更好，但永远不可能
百分之百准确。
本报记者 吴健 特约撰稿人 宋涛

! ! ! ! !"#$ 年袭击美国东南部

的超级飓风 !艾尔玛" 登陆之

前# 美国和欧洲研究机构分别

依据自己的模型# 对其前进路

线进行了多次预测# 结果各不

相同$即使是同一家研究机构#

登陆前四天的预测结果和登陆

前一天的预测结果也大相径

庭$ 事实上# 就算在登陆前一

天#飓风对沿海城市#尤其是靠

近预报路线边缘地区的确切影

响也是不可知的$

然而# 佛罗里达各地天气

预报系统却按照惯例预报飓风

前进路线和影响范围内的城

市$ 佛罗里达人都收到了未来

若干天内的天气预报# 甚至特

别精确$ 就在!艾尔玛"登陆迈

阿密当天# 美国国家气象局还

预测迈阿密降雨概率为 $%&$

可是#在飓风运动轨迹上#

哪怕一点点微小的% 不可预测

的偏差# 都可能对天气产生巨

大影响$最终#当飓风真正接近

海岸时# 天气预报提供的各种

图标和数字都变得毫无意义$

中国气象局预测减灾司副

司长翟盘茂表示&!大气运动的

每一个环节都存在某些不确定

性# 不可能每一次预报结果都

与实际一致$ 提高天气预报准

确率# 现在仍是一个世界性难

题$ "目前的预测模式下#预报

员会结合自己的预报经验#在

预报模型提供的预报基础上进

行修正#考虑各方面因素后#再

做出确定性的综合预报$

!艾尔玛"袭美国
飓风预报难精确

一项!闪电狩猎"计划将于

' 月 () 日到 (% 月 (! 日在法

国科西嘉岛 !飞行实验室"展

开# 这是欧洲首次对闪电这一

尚未被深入研究的物理现象展

开探索# 旨在提升天气预报的

准确度和掌握更多相关知识$

项目由 *支来自大学的科

研团队负责开展# 项目负责人

德费表示# 此前欧洲并未进行

过任何针对闪电细节的研究#

闪电这种自然现象目前仍处于

被公众误解的状态# 在社会心

理上闪电始终代表着危险$

为了纠正公众对闪电的错

误印象#)%多名科学家将奔赴

科西嘉岛# 于未来一个月内在

搭建于飞机上的!飞行实验室"

中展开!闪电狩猎"计划$ '%&

闪电通常发生在云层之间#只

有 #%&会接触到地面# 因此想

研究闪电的细节就意味着要进

入源头$ !飞行实验室"将在机

场周围 !%%公里范围内# 以每

轮 )小时% 共 +轮的任务周期

内尽可能地接近风暴单元#展

开相关测试工作# 飞机上的一

名技术员% 三名工程师和一名

科学负责人将和地面团队实时

交换数据$

据介绍# 在科西嘉岛展开

的这一行动未来会被用于推断

法国以及整个欧洲的天气情

况$ 这项研究将更好地预测短

期风暴'#*到 )%分钟(的演变

情况# 并提供 #到 !天的较长

期天气预报模型$

“闪电狩猎计划”
加强对闪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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