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借助AI的一些优势或数学思路，来解决预报的一些

难点。例如图像识别中所用到的卷积可以用来提取特

征，例如无监督学习可以让机器自主学习到前所未知

的特征，这些都是可以借鉴的思路。

张悦含：在短临预报中，机器学习的效果确实不

错。而这种通过比赛集思广益的形式也非常振奋人

心。在我看来，是一种双赢机制，对于业务单位来

说，低成本地收获了一些新的研究思路和算法；对于

参赛选手来讲，不仅开拓了思维，还获取了一系列的 
“激励”。

采访人：作为干部学院的AI教学团队，从干部学

院作为国家级气象管理干部和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培

训基地出发，在气象业务培训中是否可以借鉴这种新

型众创机制，未来的业务培训将呈现怎样的趋势？

王晴旭：将AI应用到预报中是一个热门的研究方

向。在过去两年时间里，干部学院的AI教学团队已经

开展了多期研究型天气业务培训班，邀请到了各单位

或高校的“气象+AI”领域的专家作为授课老师。全国的

预报员或研究人员都踊跃报名参加，收到了非常好的反

响。但AI毕竟是一个新兴的、高速发展的学科，来自

全国各地的学员其数学和编程水平也都不尽相同，使

得当前的AI培训更偏向前沿讲座的性质。我们的团队

也在积极探索“气象+AI”的培训方式，争取在未来的

预报员培训中看到更多、更先进、更实用的AI内容。

采访人：谢谢团队接受采访，愿团队今后在AI领
域取得更多的成果！

 � 钟琦

钟琦博士，中国气象局干部学院正研级高工，青年气象英才，学科带头人，研究生导

师，新技术培训部副主任。牵头数值预报应用、人工智能气象应用课程体系研究，主持和

骨干参加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部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面上和

青年项目等国家级科研项目10余项，发表高质量论文20余篇，获得软件著作权5项。

【点评内容】

竞赛是促进交流合作和行业发展的常见和有效手段，比如人工智能领域，知名的

ImageNet挑战赛在目标识别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同时催生了很多优秀的计算机视觉

解决方案，并反向促进了图像数据量和GPU 性能的飞速增长，数据、模型和算力三者合力带来了一场席卷全球的深度

学习革命。

气象领域的预报竞赛也不是新鲜事，全国气象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已举办了十四届，国际规模最大的天气预报竞

赛WXchallenges已举办了十七年。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与气象的融合优势开始崭露头

角，跨学科的竞赛方式也日渐风行。如2019年美国华盛顿大学预报团队应用机器学习建立的多模式集成预报系统获得

WXchallenges冠军并打破了赛会纪录。2021年世界气象组织发起了应用人工智能提升次季节-季节预报的竞赛，国内高

校、企业和气象业务单位也举办了多期人工智能天气预报大赛，主题涵盖AI助力精准气象和海洋预测，强对流短临预

报等。

这种AI竞赛机制对新技术融入和推动气象应用具有显而易见的好处：促进理论、业务与技术开发的融合。竞赛的

主题大都是接近真实业务的问题需求或技术瓶颈，具有很强的实战性和前沿性，对实际业务中的关键问题常有最直接

的促进作用。提供了众筹的科技创新模式，加速AI技术在气象行业落地，不仅拓展天气预报的技术发展空间，更促进

了社会协同和开放创新的气象生态环境形成。

目前的AI竞赛也存在显著局限：第一是数据集准备还不够充分。数据是深度学习的生命，数据决定了机器学习

的上限，而算法只是逼近这个上限，这是业内共识。目前国内气象AI竞赛在数据开放和获取上不论是种类还是质量都

存在限制，这点在国际赛事上体现相对好些，比如全球顶级的数据科学Kaggle竞赛提供较完备的分级训练数据，比如

WXchallenges预报竞赛提供较充分的地面站、探空、卫星、雷达、模式等各种资料。第二是比赛虽然采用了3个月至半年

不等的时间，竞赛过程中也多有跨学科协作，答辩时也兼具了统计评分和历史疑难个例，但目前更多地是吸引和测试了

AI领域的模型，选手目标单一明确，仅服务于竞赛指标，而对关键预报问题的理解并不深入，在模型和调参都难以达到

实际最优。此外，在基于纯数据驱动的预报问题仅依赖深度模型优势尚有市场，但气象预报中的难点问题往往与多尺度

非线性的物理本质有关，AI方法要真正比已有业务客观预报方法具有优势，需是考虑了物理融合的智能模型。

2020年7月，干部培训学院首批气象教学团队率先成立了“人工智能气象应用团队”，着手“教研咨”一体的培训

课程建设和开展分层分类的人工智能气象应用培训。团队参加本次竞赛是锻炼队伍的很好机会，未来，教学团队将聚

焦卫星、雷达、数值预报等多源资料，进一步深入探索物理与深度学习模型的融合；将竞赛小组的成果转化开发成实

际案例，在培训实习中接受全国学员的检验，为学员带回应用到本地业务提供支撑。

专家点评：AI领域独有的竞赛机制赋能气象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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