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购需求及技术要求 

1.项目概况 

1.1 项目名称 

云南智能网格预报要素一致性指标分析技术服务 

1.2 建设目标 

完成西南地区 1公里省级实况分析工具的部署，完善云南区域的实况产品业

务化应用及检验。基于站点历史资料统计分析，建立有无降水（降雪）日与高低

温、整点气温、相对湿度、云量、能见度等要素间的协同一致性关系及阈值，提

高智能网格要素预报产品间快速协同的科学性，提升智能网格预报产品服务能

力。基于高分辨率数值模式预报释用技术，实现 24 小时降水预报与逐 1 小时降

水预报的主客观融合及协调一致。 

1.3 建设内容 

1.3.1完成云南区域的实况产品应用检验 

1.3.2历史观测数据要素一致性统计分析 

2.技术要求 

2.1 完成云南区域的实况产品应用检验 

（1）通过观测台站所处地理位置、台站级别、观测仪器及数据质量控制，对台

站观测数据完整性、可用性及数据质量进行分析，遴选出参与检验数据质量较好

的国家站、区域站及其他场外观测实验站点数据，形成参与网格实况分析产品各

要素产品的检验数据源。 

（2）依据国际地理学联合会地貌调查与地貌制图委员会关于地貌详图应用的坡

地分类划分方法，评估不同坡度类型下，业务应用的 5km和 1km 分辨率网格实况

分析产品各要素产品质量。 

（3）分析不同坡度类型下，实况分析产品各要素误差产生的原因，为云南实况

分析产品的可用性和适用场景提出合理化建议。 

 



2.2 历史观测数据要素一致性统计分析 

（1）收集云南省 125 个国家站建站以来的小时观测数据。整理观测数据中的降

水、气温、云量、相对湿度、风速、风向等要素的可用率，并对缺测资料进行统

一处理，得到 125站各个观测要素的长序列资料、并按固定格式输出。对实况观

测历史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从降水、气温、能见度、云量、风、天气现象等要素

分析，结合预报经验建立实况观测资料间相互关联性，建立要素一致性方案。 

（2）对长序列要素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提取每种要素的特征值、时间相关性特

征值、变化率特征值等。形成每种要素的特征分析矩阵。在每种要素的特征向量

空间中使用相关性分析、变率分析等工具，发现和整理各个特征值之间的相关性，

提取边界阈值，建立全省各站观测要素历史阈值表。 

（3）根据前期整理的特征值相关性及变化阈值、建立每个站点的降水、气温要

素协变模型，并使用一定区间的数据对模型进行校准和检验。 

（4）探寻要素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天气现象识别，以及实现极少概率灾害性天气

的消空处理。 

（5）寻找要素降尺度分配方案和时间一致性订正算法；寻找要素空间降尺度最

佳方案，以及站点要素空间最大影响半径。 

2.3、项目成果需求 

（1）提交云南近 4 年 5km 和近期 1km 实况分析产品温度、风、湿度、降水等各

要素在复杂地形下的质量评估及地形因素对产品质量影响的分析报告。 

（2）建立降水、相态、气温、相对湿度、云量、能见度、风等要素间的协同一

致性关系算法及阈值，提交协同算法报告。 

 

 

 

3. 项目组织与管理要求 

3.1 人员及组织机构 

投标人必须成立合理的组织机构，建立健全保障设计工作顺利实施的各项管

理制度和质量保证体系，安排好足够的高素质人才参加本项目工作； 



在组织机构中应明确各岗位的职责、任职资格及成果，确保工程顺利实施。

根据设计工作的业务性质，应分别配备有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承担本项目工作，

项目经理和技术负责人都应具有负责并完成过同类型信息系统软件设计的经验。 

投标人应确保服务于本项目的核心人员及主要开发人员稳定，未经业主方允

许不得调整核心团队成员，业主方有权要求更换投标人项目团队成员。 

参与此项目的技术人员必须具有相关项目软件设计、开发和集成经验，能够

与用户进行良好的沟通。 

参与此项目的技术人员必须具有强烈的服务意识和高度的责任感。 

投标人在中标后，应允许业主方指定人员参与本应用软件的需求分析、设计、

开发、联调、测试、运行及解决问题等各项工作。 

3.2 日常组织管理 

1）参加业主组织与项目建设有关的各类会议。 

2）要遵循相应的项目管理规范，并有相应的项目管理文档。 

3）对项目建设任务中出现的调整，要及时做出安排，并尊重业主的安排。 

3.3 项目质量保证措施 

投标人需在投标文件中详细描述项目质量保证措施。 

3.4 安全保密要求 

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透露或使用属于对方的保密信息，信息可

以是任何形式的、以任何载体存储的、有形的或无形的，包括对方书面或口头授

予的商业或技术信息。由此发生的侵权行为造成的一切损失将由侵权方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