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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Chapter



空气污染问题日益严重，长三角地区尤为突出，对居民

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

空气质量预报是有效应对空气污染问题的重要手段，但

预报准确性受多种因素影响。

开展长三角空气质量区域预报准确性评估方法研究，有

助于提高预报水平，为空气污染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背景和意义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01

国内外学者在空气质量预报模型、预报准确性评估方法等方面开展了
大量研究。

02

目前，常用的空气质量预报模型包括数值模式、统计模式等，但各有
优缺点。

03

预报准确性评估方法主要包括误差分析、相关性分析、均方根误差等，
但缺乏针对长三角地区的系统性评估方法。

04

未来发展趋势是建立更加精细化、智能化的空气质量预报系统，提高
预报准确性和时效性。



建立长三角空气质量区域预报准确性评估方法，为

提升该地区空气质量预报水平提供技术支持。

收集长三角地区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和预报数据，分

析影响预报准确性的关键因素；构建适用于长三角

地区的空气质量预报准确性评估指标体系；开发相

应的评估软件工具，实现自动化、智能化评估。

研究目的 研究内容

研究目的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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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空气质量区域预报现状
及问题

Chapter



长三角地区已建立多个空气质量预报机构，形成较为完善
的预报体系，包括国家级、省级和市级预报中心。

预报机构及体系

目前长三角地区主要采用的空气质量预报技术包括数值预
报模式、统计预报方法和人工智能技术等。

预报技术与方法

各级预报中心定期发布空气质量预报产品，包括空气质量
指数（AQI）、首要污染物、空气质量等级等，为政府决
策和公众健康提供重要参考。

预报产品与服务

长三角空气质量区域预报现状



预报准确性有待提高

尽管长三角地区空气质量预报技

术不断发展，但预报准确性仍存

在一定问题，如对污染过程的精

细化描述、污染峰值的准确预测

等方面。

数据共享与协同不足

长三角地区各级预报中心在数据

共享和协同方面存在不足，导致

预报结果存在一定差异，影响预

报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缺乏统一评估标准

目前长三角地区尚未建立统一的

空气质量预报准确性评估标准，

无法对各级预报中心的预报能力

进行客观评价。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长三角地区工业发达、人口密集，污染源排放变化对空气质量影响
较大，增加了空气质量预报的难度。

污染源排放变化

气象条件如风向、风速、温度、湿度等对空气污染物的扩散、稀释
和转化具有重要影响，是空气质量预报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气象条件影响

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是空气质量预报的基础，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
性直接影响预报结果的准确性。

监测数据质量

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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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评估方法研究

Chapter



空气质量指数（AQI）预报准确性评估指标

通过比较预报AQI与实际观测AQI的差异，采用均方根误差（RMSE）、平均绝对误差（MAE）等指标进行

评估。

首要污染物预报准确性评估指标

针对长三角地区主要污染物，如PM2.5、PM10、O3等，分别构建预报准确性评估指标，如准确率、误报

率等。

空间分布预报准确性评估指标

利用空间插值等方法，将预报数据和实际观测数据进行空间匹配，计算空间分布相似度等指标，评估空间分

布预报的准确性。

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数据来源和处理

数据来源

收集长三角地区多个空气质量监测站

点的实时观测数据，以及相应时段的

空气质量预报数据。

数据处理

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清洗、整理和质

量控制，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同时，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消除

量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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