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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防灾减灾科普栏目《风云纪录》的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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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象局华风气象影视信息集团，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提　要：自然灾害公众教育可以提高全社会的灾害意识和忧患意识，增加公众的灾害知识，提高面对灾害的自救和互救能

力，从而减少灾害的损失。为充分发挥电视在普及气象防灾减灾知识中的作用，依托已经发生或者新近发生的灾害事件，在

纪实拍摄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数字媒体技术，设计了气象防灾减灾科普栏目《风云纪录》。节目采用故事化叙事手段，关注灾

害事件中的受灾群体，将致灾的自然力量与社会人文因素交织在一起，把自然变化放在社会环境之中，气象专家、灾害专家和

社会学者对灾害事件详细解读，使观众对灾害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刻。对于抽象的知识、科学原理等，采用动画演示，以求通俗

易懂。灾害纪实画面、灾害亲历者的现场采访、动画、解说、音乐、音效等表现形式经数字音视频编辑技术协调平衡，既真实生

动，又具科普价值。自２００３年以来，在栏目设计指导下，已经拍摄制作了２００余期节目，通过各种播放，发挥了良好的科普效

益，也为进一步做好气象灾害专题教育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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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气象灾害及气象衍生灾害是我国经常发生的一

种自然灾害，其总数占各类自然灾害的７０％以上，

一年四季都有发生，灾害种类多，造成的损失大。

“我国历史上水、旱、蝗、雹、风、疫、地震、霜、雪等灾

害，自公元前１７６６年（商汤十八年）至公元１９３７年

止，计３７０３年间，共达５２８２次，平均每六个月强便

有灾荒一次，拿旱灾来说，这３７０３年间共达１０７４

次，平均每三年四个月强便有一次。拿水灾来说，这

同时期中共发生１０５８次，平均每三年五个月便有一

次。如果说汉以前的记载，可靠性过小，那末，我们

就从汉立国以后算起，即从公元前２０６年起计算，到

１９３６年止，共计２１４２年。这时期灾害总数已达

５１５０次，平均每四个月强便有一次。就旱灾来说，

共计１０３５次，平均每二年强便有一次；就水灾来说，

共计１０３７次，平均每约二年便有一次”
［１］。由于古代

生产力低下，交通不便，救灾能力弱，大灾期间成千上

万人沦为饥民，史书上“饿殍遍野”、“疫病流行”的词

语比比皆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经历了自然灾害带

来的重重苦难，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华民族的历史就

是一部与自然灾害抗争的历史。近现代以来，科学技

术日新月异，交通发达，人流物流流转快捷，自然灾害

的表现方式与先前有所不同。总的来看，民众生命财

产的损失相对减少，但经济损失越来越大，比如２００８

年的雨雪冰冻灾害，道路交通和电力输送网在雨雪冰

冻中的瘫痪直接导致基于此的社会紊乱；１９９８年长

江流域的特大洪水，使得我国长江中下游社会经济核

心区域完全处于洪水的威胁之中。现代化的社会经

济体系面对灾害的脆弱性更加凸显，“气象和水文灾

害可以使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倒

退许多年”［２］。近年来，在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极端

气象灾害发生的频率有所提高，灾害的强度也在增

强，灾害的发生、发展因为灾害社会属性的复杂变得

更加复杂，比如２００５年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灾害事

件以及２００７年缅甸强热带风暴灾害事件都能明显地

辨别出放大自然破坏力的社会因素。

“减轻气象灾害必须立足于预防。大量的历史

教训和国际经验表明，面对频繁发生且日益严重的

自然灾害，如果发展不科学、规划不合理、预警不及

时、准备不充分、应对不坚决，即使经济发展水平再

高，也必然会带来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人类社

会至今仍然没有足够的能力改变自然，影响自然灾

害发生的时间、地点和规模，但是却可以依靠现代科

学技术的力量，掌握一些自然灾害发生发展的规律，

预测一些自然灾害变化趋势，这就为自然灾害潜在

发生和影响地区的人们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损失争取

到了足够的时间和空间”［３］。在我国，气象灾害防灾

减灾教育还比较薄弱，社会公众对我国气象灾害多

发、易发的认识不足，对灾害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

性缺乏深入的了解，灾害意识不强，灾害知识和防灾

减灾措施不普及，还有相当多数的人把“天灾”特别

是极端的天气气候灾害和突发性的天气气候灾害归

结为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所以进行气象灾害科普

教育刻不容缓。

在对社会公众普及知识上，电视节目因其形象

生动，能够被社会各阶层人们广泛接受成为最佳科

普手段。美国天气频道在黄金时间（晚上２０—２１

时）有一档日播科普栏目———风暴故事（ＳｔｏｒｍＳｔｏ

ｒｉｅｓ），称为现实生活中的纪实剧（ｒｅａｌｌｉｆｅｄｒａｍａ），

用影视手段再现发生过的气象灾害事件，剖析灾害

的成因，总结经验教训，对影响美国的多发气象灾害

成系列主体化播放，比如龙卷风之周（Ｔｏｒｎａｄｏ

Ｗｅｅｋ）、飓风之周（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Ｗｅｅｋ）等，某周每晚播

放同一灾害种类的节目，以提升收视，警示社会。天

气频道的这一科普栏目创造了常态天气情况下的高

收视率，产生了良好的减灾防灾科普效益。２００３年

开始，为了给筹备开播的中国气象频道储备节目，参

照国内外灾害类影视节目发展现状，特别设计了一

档大型气象防灾减灾科普栏目———《风云纪录》，以

期成为未来中国气象频道减灾防灾科普教育的主打

栏目。

１　栏目总体设计

１．１　设计方法

　　电视科普栏目的根本目的是普及科学技术知

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

在信息化的时代，大众传播手段越来越发达，受众对

信息的选择日益多样化，科普节目的设计如果以抽

象的知识为主要表达对象，结果往往流于枯燥，在现

代传播环境中难以吸引观众。真实记录事件的传统

纪录片虽然生动，但对知识的处理能力较弱，科普传

播的力度不够。《风云纪录》栏目根据气象灾害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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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特点和电视直观、生动、视听兼备的表现形式，确

定了精选气象灾害及气象衍生灾害事件进行纪实创

作的基本设计思路，依托已经发生或者新近发生的

灾害事件，在纪实拍摄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数字媒体

技术，特别是数字动画技术，把真实生动的纪实画

面、表达知识的数字动画以及雷达、卫星和特种观测

形成的可视画面，经过数字音视频编辑技术处理，灾

害现场的真实影像、专家访谈、动画示意以及雷达、

卫星和特种观测形成的可视画面穿插组接，诠释抽

象的科学知识，灾害纪实画面、灾害亲历者的现场采

访、动画、解说、音乐、音效等表现形式经数字音视频

编辑技术协调平衡，形成节目独特的表现力，既真实

生动，又具科普价值。

单集节目时长根据常规的电视栏目设计原则确

定为３０分钟，一般的灾害事件通过３０分钟时长均

可叙述清楚，大灾、巨灾或者其他内容丰富特别有教

育意义的灾害事件，可以用若干集系列节目的形式

呈现。

１．２　节目制作流程

图１是本栏目节目创作流程图。主要创作步骤

由选题遴选、前期采访、资料汇集整理与解说词撰

写、数字音视频编辑技术处理并生成节目成品、审查

节目储备待播等五部分组成。前一个步骤是后一个

步骤开始的基础，所有步骤的质量要求都有设计细

则，均在栏目主编的统一控制之下，确保节目质量的

稳定和一致。节目的产量和进度可以根据要求调

整，选题可以成批选出，灾害种类相同的选题可以统

一进行前期采访。如果多个节目同时展开，经过统

筹安排，各种画面的采集、制作会因为灾害发生地接

近而提高工作效率、节省成本，后面的两个步骤也会

像经过严格设计的流水线上的岗位，顺利进行。

图１　节目创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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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主要步骤设计要求

２．１　选题

　　按照影响我国的主要气象灾害及其衍生灾害种

类，已发生灾害事件的典型性、知识性、警示性，遴选

灾害事件，能够反映干旱、高温、暴雨洪涝、台风、寒

潮、雷电、大风、沙尘暴、大雾、霾、暴雪、冰雹、霜冻、

道路结冰、风暴潮、滑坡、泥石流以及与气候因素有

关的蝗灾、沙漠化等主要灾害，涉及范围广大的大

灾、巨灾以及局部突发性灾害都在遴选范围。在时

间上，选择上个世纪初以来百年间发生的灾害事件，

百年时间发生的灾害在种类、强度以及灾害表现的

多样性上有足够的警示、教育价值。另外，百年来关

于上述灾害的影像记录比较丰富，适合电视表现。

在选题遴选上，特别关注能充分反映自然和社

会这两大致灾因素的选题。自然灾害是自然现象作

用于人类社会造成的灾难，考察气象灾害不但需要

气象科技支撑，还需要社会人文科学介入，把自然变

化放在社会环境之中才能准确揭示灾害的发生发

展，让观众理解到有关灾害的自然科学认识需要通

过社会整体减灾理念的提升和科学应对才能充分发

挥作用。

２．２　前期采访

前期采访分两个部分：一是预采访，二是实地拍

摄。

在预采访阶段，主创人员，特别是节目编导要对

选题作深入的、富有创造性的思考，从而确定主题、

表现方式及基本结构，制定拍摄提纲，准备合适的拍

摄设备、器材等。这需要查阅大量相关资料，有时还

需要访问有关专家、部门，到事件发生地进行实地调

查，对拍摄对象及场地、环境等进行了解、勘察。预

采访阶段准备不充分，拍摄采访就会被动，要么拍摄

时间增长，要么因拍摄不充分影响后期编辑工作，甚

至造成重新补拍的严重后果。有些灾害事件因发生

年代久远，对于灾害事件亲历者的寻访也要花费很

长的时间和精力，即使寻访到人，还要看其是否有电

视表现力，是否适合出镜。另外，在预采访的过程中

尽量去挖掘结构节目的故事线索。

实地拍摄是电视创作中获取影像和声音材料的

最重要环节。节目创作组要对外联系，落实拍摄地

点、时间等具体事项；要统筹安排拍摄进程、采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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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编导要在拍摄现场进行场面调度、安排或指挥拍

摄、指导现场采访。发现问题，及时决断、处理。新

近发生的灾害现场比一般环境复杂危险得多，必须

有保证人员和设备安全的预案，比如沙尘暴天气中

机器设备容易受损，泥石流场面人员设备则面临威

胁。在灾害现场拍摄时，特别注意采集到能反映自

然现象威力所在的画面，比如龙卷风现场反映风速

强烈的大树折损画面等。《风云纪录》特别强调采集

三种具有文献意义的灾害影像（照片），即灾害发生

影像（照片）（如洪水在冲毁房屋、沙尘暴袭来等）、灾

害过后灾情现场影像（照片）（如龙卷风、泥石流过后

受损情况等）以及灾害亲历者表述。这些资料不仅

具有震撼社会的警示和教育意义，还能在我国气象

减灾防灾过程中，让相关业务和管理人员头脑中存

储更多有关信息，更好地作出应对决策。另外，还要

特别重视对专家的采访，优先选择那些和所拍摄灾

害关系密切的专家，以增强节目的的可信度和生动

性。

２．３　资料汇集整理与解说词撰写

首先整理拍摄采访的影像资料。作场记，记录

影像资料上的语言，节目编导通过看影像资料、看场

记、看记录语言，选择有效影像以便撰写编辑方案。

要特别关注那些能表现灾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

影像资料，注意灾害局部影像表达的意义和编导所

了解的灾害整体真相的一致。现代社会，自然生态

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耦合越来越复杂，自然

灾害的自然属性也不那么纯粹了。在社会经济不很

发达的古代社会，人类作用于自然的能力不强，自然

灾害自然属性中的人为因素或者没有或者非常小。

近现代以来，随着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干预能力的

增强，自然的“原生态状况”也在人类的作用下改观。

比如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导

致的全球变暖现象，改变了地球的自然进程，从而导

致自然灾害强度和频率发生了变化，自然灾害的自

然属性中慢慢地渗透进了人为的因素，这也加深了

我们对自然灾害认识的难度。镜头记录的灾害现场

难以描述灾害深层问题，需要编导在研读、综合各种

资料的基础上在解说词中予以揭示。

对于拍摄采访中没有取得的关键影像资料，比

如灾害发生影像（照片），要尽可能通过各种渠道收

集，并加以整理。

自从天气雷达、气象卫星投入业务运行以来，灾

害性天气的发生发展便有了更直接的监测手段，因

此形成大量关于某次灾害的气象学影像资料。有些

灾害发生发展期间，比如台风登陆，还有更多的自动

气象站或者别的监测仪器参与到天气现象的追踪

中，这些资料都可以形成可视画面，这些影像画面呈

现在地理信息之上可以对灾害的发生发展做出科

学、直观的阐释，是必须搜集整理的一种影像素材。

各种资料搜集整理完成后，如果素材充分，编导

即可据此拟定编辑方案，撰写解说词。

２．４　数字音视频编辑技术处理

编辑方案完成后，编导在对编机上完成节目的

粗编，形成完成片的雏形。粗编时编导不必拘泥于

一些细枝末节的打磨。编导和初审者针对粗编版提

出修改意见，修改后进入节目精编环节。

精编时，编导把修改后的粗编版上载到非线性

编辑系统，通过现代数字化音视频处理技术进行精

细化处理，同时把相关动画、特效有机地编辑在节目

中。精编结束后，配音、配乐，合成节目。

现代数字化音视频处理技术赋予了电视编导和

制作人员以极大的创作自由度。《风云纪录》的叙事

对象是气象灾害事件，其目的是防灾减灾科普教育，

在非线性编辑阶段，利用以下数字技术进行处理。

（１）对灾害发生时的纪实画面，通过非线性编

辑软件中的字幕、遮罩和形状等工具，加以色彩调校

等，对画面进行标示处理，以突出其科学含义。

（２）对特殊的灾害发生影像，加上三维模拟动

画，采用双屏幕或多屏幕手法显示，并将滤镜、速度

和运动参数等运用在多屏幕中（图２）。

图２　分屏显示解读台风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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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对数字三维动画和纪实画面的衔接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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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非线性编辑软件中的适当的转场和滤镜，加以

ＡＬＰＨＡ通道、非加法运算和柔化运算处理，以展示

重点环节的科学道理。

　　（４）对感染力强、冲击力强的纪实画面，需进行

影像控制、色彩校正等滤镜调整。

（５）对自然现象、气象灾害等素材保留的同期

声音，运用音频叠化的方式加以突出，对不符合播出

标准的音质加以噪音门限、滤出噪音。

（６）对于运用数字三维动画制作出来的自然现

象、灾害场景等，配以相应的音效，以增强其感染力。

（７）针对雷达、卫星和特种观测形成的可视画

面，应用运动参数对图像进行推、拉、摇、移处理，突

出其特点。

２．５　节目审查

《风云纪录》所有的节目按照以下５方面进行质

量评定：

（１）选题———所拍摄的气象灾害事件具有典型

性、知识性、警示性、文献性；

（２）主题———所拍摄的灾害事件主题表达准

确、深刻、鲜明；

（３）内容———确保内容准确、真实，力求以现场

第一手纪实画面为主体，重视亲历者和专家学者的

现场访谈，灾害知识新，资料使用得当、到位，辅以必

要的动画特技演示；

（４）创作———作品结构严谨、合理，层次分明，

叙事生动、流畅、完整；

（５）制作———确保画面清晰、色调正常，音效与

主题内容和谐。

３　应用实例

自２００３年以来，根据上述设计，已经拍摄制作

了２００余期节目，基本涵盖了所有气象灾害及其衍

生灾害类型，对同一灾种在我国不同地理和人文环

境里的个性化呈现方式有了比较系统的阐释。比如

节目《雷击村之谜》，通过对山背村频遭雷击原因的

分析，讲述了雷电知识和雷电灾害防范措施。

该节目选取的是湖南省溆浦县境内偏僻宁静的

村寨———山背村，这个村虽处在隐蔽的深山里，但方

圆百里之内，这个村子却非常有名。外村的人都说，

这是一个得罪了雷神的地方。村里老一辈的人都非

常清楚，这里祖祖辈辈都过着时常被雷公光顾的日

子。山背村是一个汉瑶聚居的地方。瑶族有少数几

个有名的老人，据说能够和天神通灵。多年来，这样

的老人已经成了村里的宝贝，一到雷雨季节，总有人

邀请他们去做法事，和天上的雷公通话，央求雷公大

发慈悲，不要和山背村为难。然而，这样的法事年年

做，村里被雷击的故事却仍然年年发生。尤其从

１９７６年村里通电以来，先后有十来个人，被雷击死

在了自家的电灯下面。每当天上出现大片的乌云，

村里人就不敢用电。１９９７年，从城里来了一个采风

者，了解到这里的雷击灾害后，写了一份材料，材料

后来辗转到了湖南省气象局防雷专家徐永胜的手

里。徐永胜得知情况后，带领专家到山背村探究雷

击频发的原因，通过与村民交流和考察这里的自然

地理状况，发现这里的漏斗地形，使雷暴在这里加

强，漫山遍野、重重叠叠的梯田又提供了充足的水

汽，加大了地面和云系之间的电场，再加上山背村通

电以后，家家户户并不太规范的用电，雷电便很容易

顺着电线、电视天线，引入门户，直接造成人身伤亡。

弄清楚了雷灾原因，防雷专家拿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在合适的地方建一些铁塔，这样可以减少一些直接

雷的能量，避免雷击到农民的家里（图３）；在住宅里

做一些避雷措施；进入农民家里的电线和卫星电视

的信号线，加装避雷器。通过种种科学防范措施，雷

击村正在远离雷灾。

图３　引雷防灾动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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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片的真实故事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动画示意

很好地表达了雷击发生的科学原因。本片通过科普

活动广为播放，重庆市九龙坡区高庙村写给重庆防

雷中心的信中说，他们组织观看了科普节目，“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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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村民一直以来‘遭雷打即是不孝’的迷信思想”。

２００６年５月中国气象频道开播，《风云纪录》作

为一个防灾减灾科普栏目在中国气象频道播出。

２００８年以来，《风云纪录》以栏目或系列节目的形式

在全国省级和地市级电视台推广播放。其防灾减灾

科普效益也越来越显著。

４　结束语

社会公众不但是灾害的受害者同时也是防灾减

灾的主力，培养具有灾害科学知识能够在灾害面前

作到自救互救的公民，是减少灾害损失的重要手段。

《风云纪录》基本上作到了在可视性基础上的防灾减

灾知识普及。《风云纪录》的拍摄对象是灾害个案，

灾害的种类是有限的，但灾害事件年年都在发生，关

于某种灾害发生、发展的普遍知识如果大量进入不

同个案的节目就会使节目同质化，如何在前期采访

中挖掘本次灾害事件的特殊性，使发生在不同地理

和人文环境里的同类灾害事件呈现出独特的个性，

使观众常看常新且有所收获、有所思考，是《风云纪

录》栏目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另外，《风云

纪录》迄今还没有涉及古代的灾害事件，古代没有影

像、照片记录，当事人也早已作古，但古代发生的大

灾、巨灾，对现代社会有很大的警示性，如何依托文

献记载、专家研究和环境考古证据用影视手段再现

古代灾害事件以警示社会，也是以后需要研究解决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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