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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简要回顾了决策气象服务发展历程、取得的成就，介绍了决策气象服务内容、特点及气象灾害预评估技术，通过登陆

台风、致洪暴雨、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气象服务以及“５．１２”汶川大地震气象服务、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及残奥会气象服务等重大

服务案例的剖析分析了影响决策气象服务效益的因素，总结了决策气象服务成功经验，并就如何进一步改进决策气象服务工

作进行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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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决策气象服务伴随着新中国气象事业的诞生而

开展，１９５０年３月成立的中央气象台即配合解放东

南沿海岛屿、西南剿匪、进军西藏、抗美援朝等提供

气象服务［１］。１９５４年汛期长江出现特大洪水，中央

气象台、武汉和上海气象台密切配合，为荆江分洪和

保卫武汉长江大堤做好气象服务。２０世纪６０、７０

年代，随着中、长期天气预报业务的开展以及气象卫

星云图接收和应用，灾害天气预报能力不断提升，为

国务院及有关部委领导进行防灾减灾、经济建设、生

产发展决策部署提供的气象服务不断发展、提高。

改革开放以后，气象现代化建设不断加速，面向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防灾减灾的需要，初步形成了

中国特色决策气象服务体系，其面之广，内容之丰

富，手段之多样，位于世界前列。在１９９１年江淮大

水、１９９８年长江流域松花江和嫩江流域特大洪水、

２００８年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等重大气象灾害面前，在

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及残奥会、新中国成立６０年庆

典等重大活动面前，在“５．１２”汶川大地震等重大社

会事件面前，准确、及时的气象服务，为防灾减灾救

灾决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保证了重大活动的顺利

进行，得到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各级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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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政府的高度评价和嘉奖。

本文将重点介绍决策气象服务的内容、特点及

其相关的技术支撑，通过重大服务案例研究剖析影

响决策气象服务效益的因素，并就如何进一步改进

决策气象服务工作进行思考。

１　决策气象服务的基本内涵

决策气象服务是指为党中央、国务院、各级政府

及有关部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指挥生产、组织防灾

减灾、应对气候变化、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环境、

军事与国防建设以及重大社会活动保障、重大工程

建设等方面科学决策所提供的气象信息服务，是一

项涉及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

全局性、综合性、前瞻性和高层次的气象服务。

决策气象服务的目的是在第一时间让党政领导

和决策部门获得科学、准确、及时和有决策参考价值

的气象信息。决策气象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天气、气

候和气候变化及其对农业、交通、能源等领域影响分

析的专题性决策气象服务信息，也可以是针对某一

类事件的综合评价，包括因果分析及未来的变化趋

势和应对对策建议等。党政领导部门对决策气象服

务的要求在不同时段、不同地区或不同事件上是有

区别的，这要求决策服务人员必须对重大灾害性天

气过程或关键时期的预报服务要有高度的敏感性，

及时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不断提高决策气象服务

的科技含量，最大限度地发挥服务效益。

２　气象灾害影响评估技术

决策气象服务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在第一时间提

供气象及其相关灾害监视预报信息，并在灾害发生

前、发生中、发生后给出灾害影响评估信息及相应的

防灾减灾救灾决策建议，这就需要灾害影响评估技

术的支撑。中央气象台已初步建立了台风灾害预评

估业务，开展了暴雨灾害预评估试验。

２．１　台风灾害影响预评估模型

台风灾害预评估重点针对登陆台风引起的大

风、暴雨、风暴潮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程度进行预

估，提供台风灾害损失等级预评估结果。采用模糊

数学方法建立台风灾害影响预评估模型，选取１０个

物理量作为台风灾情的主要影响因子，即：过程最大

雨量、２４小时最大雨量、台风登陆时最大风速、登陆

时最低气压、登陆后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影响区域

的易损性、影响区域的地质灾害危险性、登陆时的天

文大潮指数、影响区域的防灾能力指数，将这些物理

量进行科学处理后作为台风灾害预评估模型的影响

因子，根据致灾因子和灾害表现因子对灾害损失的

影响程度，对台风灾情进行定量评估。隶属函数通

过典型函数方法来确定，利用加权平均规划法得到

影响因子的权重，最后确定模糊综合评级系数集，也

即每个影响台风灾情的综合评价指数。同时，根据

１９９２年以来登陆我国台风灾害损失的分布特征，将

台风灾害损失等级分为四级［２］。

２００９年，对登陆或近海影响我国的６个台风开

展了实时预评估试验，有３个台风预估损失较准确，

１个台风预报损失与实际损失较为接近，另外２个

台风预报损失等级与实际损失等级相差一级（主要

原因是过程降雨量预报较实况低）。

２．２　暴雨灾害影响预评估模型

暴雨灾害影响预评估重点针对重点流域暴雨灾

害，中央气象台对松辽流域、淮河流域的暴雨等级进

行了科学划分和评估研究，重点研究确定了暴雨事

件评估因子，分别开发暴雨事件评估模型及相应的

软件。

以各地历史上的暴雨事件统计数据为基础，根

据各地暴雨事件的不同特征，分别确定暴雨事件评

估指标。淮河流域及安徽省的评估因子为过程平均

降水量、降水强度、覆盖范围和过程持续时间共４个

指标，松辽流域及辽宁省的评估因子为过程平均降

水量、降水强度和覆盖范围共３个指标。对于各个

指标进行正态分布，将统计非正态化分布的指标值

通过取自然对数或求犖 次方根的方法进行正态化

转换。分别以１００年、１０年、５年、２年、１年一遇的

历史重现期概率值为各个评估指标分级标准，建立

评估指标矩阵。计算评估指标矩阵中各指标的变异

系数，与预设的指标权重相比较，通过定义域平移的

方法，将各个指标在评估模型中所占权重进行合理

配置，最后形成评估矩阵。利用欧氏距离法确定待

评估事件的各指标值与评估矩阵中各级别标准向量

之间的空间最小距离来判定待评估事件的等级值。

３　重大决策气象服务案例分析

近年来，在防御台风、流域性暴雨洪涝、低温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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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冰冻等气象灾害，“５．１２”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

等重大事件、重大活动保障服务等决策服务过程中，

各级气象部门充分了解分析服务需求，细致设计服

务方案，充分应用气象现代化建设成果，上下互动，

提供针对性、精细化服务，取得了很好的服务效果。

３．１　台风灾害防御的气象服务案例

２００６年８月１０日超强台风桑美在浙江省苍南

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１７级（６０

ｍ·ｓ－１），它强度特别强、风速特别大、移向稳定、移

速快、雨势急、降雨量大，是１９４９年以来登陆我国大

陆最强的台风，属于百年一遇［３４］。

在防御“桑美”过程中，决策气象服务启动早并

不断精细化，明确提供登陆地段、时段、强度预报信

息和风雨影响分析信息，并就灾害防御提出具体决

策建议。８月６日就提示“‘桑美’将向我国东部海

域靠近”，８日提出“‘桑美’逐渐向浙江中部到福建

北部一带沿海靠近”，９日明确“‘桑美’将于明天下

午到后天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

陆”，１０日早晨准确发布“‘桑美’将于今天中午到夜

间在福建霞浦到浙江温州一带沿海登陆”，并以“超

强台风桑美即将登陆，需特别防范强风、局地特大暴

雨及其引发的山洪山地灾害”为题，编制《重大气象

信息专报》报送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浙江、

福建两省各级气象部门连续向当地党、政和有关职

能部门报告“桑美”的最新信息、可能影响和对策建

议。依据及时、准确的决策服务信息，在“桑美”登陆

前，福建、浙江各级政府组织紧急组织船只回港避

风、转移安置危险地区群众，防灾减灾效益明显。

分析“桑美”导致的人员死伤原因，主要是狂风

导致大量进港避风船只脱锚漂移、损毁沉没、形成船

毁人亡，以及狂风造成房屋倒塌、压死压伤屋内人

员。而２００９年严重影响台湾、浙江等地的台风莫拉

克却主要是因为持续强降雨引起的洪水、地质灾害

导致人员伤亡。针对台风灾害防御的决策气象服务

须充分考虑到政府部署采取防御措施所需要的台风

登陆预报信息和风雨影响信息的精细化和时间上的

提前量。

３．２　流域性暴雨与洪涝灾害气象服务案例

１９９１年江淮地区、太湖流域出现了一次罕见的

特大洪涝灾害。６月１４日晚“１４日晚上至１５日，淮

河流域雨势将减弱，淮北基本无雨，１５日傍晚到１６

日主要雨带南移到长江流域一带”的趋势预报使国

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决定将王家坝分洪时间推迟７

个小时，区内１９０００多人赢得了时间安全撤离。６

月２４日“下旬后期将重新出现第三段梅雨”的预报，

使各级政府在２９日开始暴雨袭击江淮流域、太湖流

域之前采取加快引洪、预降水位、调用物质、组织部

队等各项措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于２６日中午

开启太浦闸［１］。

１９９８年长江流域发生了继１９５４年之后的又一

次全流域特大洪水。中央气象台和各级气象部门在

洪峰通过的关键时刻作出了准确及时的预报服务，

为领导科学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７月中旬，长江

江水陡涨，水位持续偏高，严重威胁长江三峡二期围

堰工程，７月１６—１７日中央气象台准确预报三峡地

区降雨量为３０～４０ｍｍ。工程指挥部依据气象、水

文部门的报告，没有撤离施工人员和设备，避免直接

经济损失超过亿元，并为抵御第６次洪峰的到来赢

得了时间；８月６日沙市水位超过警戒水位１．４８ｍ，

荆江大堤面临分洪的严峻局面，分洪区３．３万居民

待命紧急转移。中央气象台及时作出８月７—８日

三峡库区面降雨量为１５～２０ｍｍ，不会出现强降水

过程的预报，成功避免了分洪。

２００７年，淮河流域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仅次

于１９５４年的流域性大洪水。各级气象部门加强天

气会商和跨区联防，精细预报服务，及时为防汛决策

和防灾减灾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淮河流域洪水期

间，王家坝是否分洪与上游来水量的大小有关，因

此，中央气象台专门预报王家坝上游，也就是河南东

南部的降水量。水利部和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根

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服务及时采取科学的调度措

施，做出全面的部署和安排。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０日，淮

河王家坝开闸泄洪就是根据中央气象台较为准确的

预报服务做出的重大决策。

３．３　２００８年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气象服务案例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０日至２月２日，我国南方地区

连续出现四次低温雨雪冰冻天气过程，影响范围广、

强度大、持续时间长、造成的损失极为严重［５］。灾情

发生后，各级气象部门主动开展积雪深度、电线结冰

等专项观测，以及极端天气事件分析、气候趋势预

测、全国主要公路干线天气预报、煤电油运应急气象

服务等专项服务，及时敏锐地增加了针对能源、交

通、民生、农业、渔业、公共卫生等各方面科学的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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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６］。

针对灾害影响特点，中央气象台在降水预报图

中加入了雨雪分界线、添加了冻雨区，加强了对党中

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决策气象服务。１月１７日

开始，每日制作《春运气象信息服务专报》提供给有

关部门和新闻媒体；１月２５日起，制作针对交通部、

公安部交管总局、国家旅游局假日办的《全国主要公

路气象预报》，分析未来天气形势特点，并详细预报

了雨雪特别是大到暴雪、冻雨等严重灾害天气的落

区，绘制了全国受灾害天气影响路段的空间分布图，

还列出了受影响的路段名；１月３１日起每天向国务

院、发改委“煤电油运和抢险抗灾应急指挥中心”提

供《中国气象局煤电油运应急气象服务专报》和《煤

电油运公路交通气象专题预报》。重点关注过去２４

小时灾区发生的冻雨、气温的新变化和影响，提供未

来２４、４８、７２小时灾区以及我国交通大动脉和其他

重要道路天气演变趋势预报（图１）以及影响分析和

对策建议。

图１　全国公路气象预报图

（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日１０时发布）

Ｆｉｇ．１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ｒｏａｄｗｅａｔｈｅｒ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ｍａｐ

（ｉｓｓｕｅｄａｔ１０：００ＢＴＪａｎ．２０，２００８）

３．４　北京奥运会专题决策服务案例

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时值我国汛

期，天气复杂多变，面对挑战和对气象预报服务的特

殊要求，中国气象局围绕“有特色、高水平”奥运气象

服务目标，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为奥运火炬境内外

传递和在珠峰顶上的传递、奥运会和残奥会开闭幕

式、奥运体育赛事等提供了全方位的气象保障服务。

为了做好充分准备，确保２００８年奥运气象服务

万无一失，中国气象局早部署、早准备，分别于２００６

年、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组织了奥运气象服务演练，并加

强与各相关单位的沟通，认真了解分析服务需求，编

制并不断完善《北京２００８年奥运会及残奥会气象服

务实施方案》、《奥运会火炬珠峰传递气象保障实施

方案》、《北京２００８年奥运会及残奥会火炬接力传递

气象服务实施方案》等服务方案及相关应急方案。

北京奥运火炬接力珠峰传递活动的成功创造了

奥运圣火登上世界第三极的奇迹。由于珠峰的特殊

天气气候环境，要确保圣火顺利登顶珠峰，气象预报

服务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和考验。国家气象中

心加强与国家体育总局登山队的沟通，学习了解珠

峰登顶相关知识，了解登山队关注的气象要素及具

体服务需求。并按照中国气象局统一部署，联合有

关业务、科研单位，于２００７年成功组织了奥运圣火

珠峰登顶测试活动现场气象保障。２００７年成功服

务后，立即针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与国家体育总局

登山队多次面对面交流，完善了气象保障实施方案，

并在精细化预报技术、双向通讯保障、珠峰立体气象

观测及后勤保障等方面做了大量准备工作。２００８

年正式服务期间，提前５天准确预报４月２３—２５日

的相对小风晴好天气，为登山队运送物资和部署相

关登山事宜提供了保障；提前４天准确预报了５月

６—９日的相对小风晴好天气，并明确提及８—９日

风速在２０ｍ·ｓ－１以下，天气条件适宜登顶
［７］。国

家体育总局领导对气象保障给予了充分肯定“登山

三分靠人，七分靠天，气象部门提供的预报与实况非

常吻合，为火炬登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在中国气象局奥运气象服务领导小组的统一指

挥下，中央气象台先后与３１个省（区、市）联动，共同

为奥运火炬传递活动顺利进行保驾护航。北京奥运

会火炬国外传递途经全球五大洲１９座城市，国内传

递涉及３１个省（区、市）１００多个城市和香港、澳门。

从３月２７日提供圣火抵达北京欢迎仪式气象服务

到８月８日传递活动结束，气象部门每天不间断跟

踪传递进程为奥运会火炬在所有城市的传递活动滚

动提供预报服务。分别针对火炬接力中心指挥部、

火炬接力中心运行团队、各地火炬传递活动组委会

提供及时的服务，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更正预

报或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中国气象局举全国之力，全力做好奥运会开闭

幕式气象保障和奥运赛事气象预报服务，准确、精细

地预报奥运重大活动期间及各项赛事期间天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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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将实时气象监测资料和精细到逐小时的预报结果

传送到有关领导及奥组委主运行中心，派出气象服

务专家组进驻奥组委竞赛指挥中心，为竞赛日程安

排和比赛的顺利提供了准确的气象信息服务。国家

气象中心实行延伸期、中期、短期、短时滚动制作北

京奥运天气预报。７月１８日，制作报送了题为“奥

运会开幕式前后北京可能多阵雨天气 青岛海面风

力利于奥帆赛”的《重大气象信息专报》；７月２７日

开始每日滚动制作《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天气预报》，８

月２日开始提供８月８日开幕式期间（１６－２４时）

天气预报。成功的气象保障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

人、北京奥组委、各主协办城市赛事组织机构、城市

运行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

３．５　“５．１２”汶川大地震应急决策服务案例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１４时２８分，四川汶川发生

了震惊世界的特大地震。地震发生后仅两小时，中

国气象局就启动了地震灾害气象服务Ⅱ级应急响应

命令，集中业务、服务、应急、保障等骨干力量组建抗

震救灾指挥部，全力做好抗震救灾的各项气象服务

保障，并主动参与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及地震

监测组和水利组救灾指挥。

中国气象局抗震救灾指挥部密切跟踪灾区天气

变化及救灾工作进展，加强与各级抗震救灾指挥部

协调和联系，充分了解气象服务需求。及时组织针

对航空飞行保障、病险水库区除险、救灾人员物资运

输、次生灾害防范、灾民安置点气象灾害防御、卫生

防疫和灾后重建的专题服务，为抗震救灾指挥部及

工作组在堰塞湖抢险、灾区空运气象安全保障、防雷

电方面提供及时有针对性的气象服务，对科学决策

唐家山等堰塞湖下游城镇的大规模人员安全转移等

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地震发生后，中央气象台立即与四川、甘肃、陕

西省气象局开通电视天气会商系统，了解灾情，会商

天气，并以《四川汶川地震灾区气象服务专报》的形

式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报送相关决策

气象服务信息。考虑到降雨的发生将易诱发地质灾

害，并严重影响道路交通，当天下午即主动与相关部

委联系，共同关注灾区道路交通气象条件、地质灾害

气象条件预报。针对震区堰塞湖威胁，有针对性地

滚动制作唐家山等高危堰塞湖流域的面雨量预报

（图２），对唐家山等堰塞湖下游城镇的大规模人员

安全转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图２　高危险堰塞湖面雨量预报图

（单位：ｍｍ，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５日１７时发布）

（ａ）５月２５日２０时—５月２６日０８时

（ｂ）５月２６日０８时—５月２６日２０时

（ｃ）５月２６日２０时—５月２７日２０时

Ｆｉｇ．２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ｑｕａｋｅｌａｋｅａｒｅａ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ｍａｐ

（ｕｎｉｔｓ：ｍｍ，ｉｓｓｕｅｄａｔ１７：００Ｍａｙ２５，２００８）

（ａ）ｆｒｏｍ２０：００Ｍａｙ２５ｔｏ８：００Ｍａｙ２６

（ｂ）ｆｒｏｍ８：００Ｍａｙ２６ｔｏ２０：００Ｍａｙ２６

（ｃ）ｆｒｏｍ２０：００Ｍａｙ２６ｔｏ２０：００Ｍａｙ２７

４　总结与思考

决策气象服务在政府组织开展的自然灾害防

御、事故灾难救助、突发事件应对和重大活动保障中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

誉。总结决策气象服务取得成功的经验，主要体现

在以下方面：

　　（１）面向决策、需求引领是前提。奥运服务前

加强与各相关单位的沟通，认真了解分析服务需求，

特别是在奥运圣火珠峰传递保障中重点针对登顶时

机选择的决策建立观测预报服务流程；汶川地震发

生后，及时根据救灾、安置、重建等不同阶段不同需

求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

　　（２）组织有力、全面协调是保障。完善的应急

响应指挥体系和决策服务流程保障了台风、暴雨、暴

雪等气象灾害各级决策气象服务工作的主动及时；

中国气象局和各相关单位奥运气象服务领导小组及

其办公室负责制订奥运服务实施方案并组织多次演

练，在奥运服务期间全程组织、协调各项工作的有效

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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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影响分析、决策建议是重点。针对登陆台

风，关注风、雨、潮影响，开展灾害影响预评估，并就

灾害防御提出具体决策建议；针对暴雨灾害，细致分

析不同区域、流域降雨影响，对防汛调度提出科学建

议。

（４）上下互动、应急联动是抓手。在各次重大

服务工作中，中国气象局都主动采取了部门联动、上

下互动机制，充分发挥了部门内外、上下的力量和积

极性，利于产生更好的服务效益，也推动了重大决策

服务应急机制的完善。

（５）准确预报、精细服务是基础。没有准确的

预报，服务就没有目的，没有效益，甚至出现负面效

益。近些年的登陆台风导致的人员伤亡较２０世纪

大幅减少正是决策服务效益的最好体现，而准确的

预报也正是给决策者提供应急措施的重要基础。

（６）多源信息、综合平台是支撑。决策服务工

作越来依赖于气象及地理、经济、社会等相关信息作

为基础，信息综合分析、加工、分发平台则在提高决

策服务水平、效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何更加科学有效地为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

化服务，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安全福祉

服务，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水资源安全、

生态安全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为应对突发

公共事件服务，是决策气象服务发展面临的重大而

紧迫任务。提高决策气象服务的针对性、敏感性、综

合性和时效性，才能充分发挥气象工作在党和政府

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为此，需要进一步规范、完善决

策气象服务指挥、运行流程，做到需求清晰、指令明

确、反应迅速、服务到位，确保服务的及时性、主动

性；需要加强横向、纵向联动，应用部门内外一切力

量确保服务产品的综合性和协调一致性；需要依靠

精细、准确的实况监视、天气预报预警信息，确保服

务内容的科学性；需要建立各灾种致灾指标体系，向

决策部门和有关部门提供准确、及时、权威的灾害影

响评估和决策建议信息，确保决策服务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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