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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实况资料在气象影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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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天气实况资料逐渐成为气象影视节目

不可或缺的内容,且应用越来越多,更加充实、

丰富气象影视节目内容,为观众提供更多有价值

的信息。结合多年实践经验,分析如何应用天气

实况丰富和创新节目内容,增加节目亮点和看点。

1 在气象节目中的应用

  天气实况资料众多,应根据节目需要,对

天气实况数据资料进行筛选。要考虑实况资

料与天气预 报 的 连 续 性、可 比 性 等,结 合 天

气预报的特点,以气温、降水、湿度 等 气 象

要素为主线,选取相应的实况资料或具有可

比性的历史数据作为素材。同时为了体现节

目的新闻时效性,可从新闻的角度进一步挖

掘,采用受灾面积、高温、雨量等数据资料。

另外,还要策划节目内容的表现形式和方法,

体现出天气实况资料的价值和意义,增强节

目的可视性 和 实 用 性,实 现 不 同 的 效 果,使

节目更加生动、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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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要求。

3.2 通信模块实现

系统采用数组存储操作命令,命令类型包括:

① “$G........#”,3byte长度,用来命令采

集器整理8个通道状态,并通过串口发送给终端

软件;② “$S........#”,11byte长度,用来

设置8个通道状态,设置成功后通过串口通知终

端软件设置成功;③ “$W........#”,3byte
长度,用来命令采集器整理8个通道数据,并整

理成双字节形式发送给终端软件。命令数组记录

8个通道的工作状态:无效、温度、压力、湿度、
雨量,用于标识通道采集的信号类型。

4 终端软件设计与实现

4.1 程序设计

终端软件使用 MicrosoftVisualStudio2005
软件[2]开发IDE,使用C++作为开发语言设

计,采用 MFC7.1 库作为运行库,综合利用

MFC提供的各种控件实现系统功能。在主界面

显示各通道采集值实时数据,并显示实时曲线走

势图;在设置界面编辑各通道的状态、选择通信

串口号,完成采集器工作方式的配置。

4.2 通信模块的实现

终端软件通信模块基于微软的串口通信控件

MSCOMM 实 现 串 口 通 信 功 能[3]。 使 用

MSCOMM控件查询通讯处理方式,采用定时或

人工发送命令给采集器的方式查询串口通讯控件

的接收缓冲区,等待接收嵌入式系统的应答信

息。若发送的是数据采集命令,则等待接收数据

采集送回的采集数据;发送的是配置信息,则等

待数据采集器的配置确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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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横向对比法

所谓横向对比法,就是对同一时间不同区域

的天气现象进行对比。同一时间,同一气候区上

不同区域出现明显反差的天气现象,或是不同气

候区出现相同天气现象的情况,都适宜采用横向

对比法。如2010年2月10日凌晨02时,福建诏

安出现能见度≤50m的超强浓雾,导致沈海高速

公路福建诏安澳仔头大桥路段发生三车相撞的特

大交通事故,06:51能见度只有80m左右,漳

州04:28—08:15能见度最低也为600m。在节

目中,将诏安与漳州两地的天气实况资料对比解

说,并提醒司机特别注意行车安全,不仅比只讲

预报信息更加生动,增强节目的新闻性,而且兼

顾突出了省内重大新闻,节目传播效果好。

1.2 纵向对比法

纵向对比法,就是对同一区域先后出现的天

气现象进行对比。这种方法在出现转折性天气或

是灾害性天气时应用,对比明显、效果突出,新

闻性和可视性更高。如2009年首次强冷空气影响

漳州,过程降温幅度达10oC以上,出现霜或霜

冻。选取降温、受冻实况数据,将冷空气过境前

后的温度进行对比,并结合受灾信息,使观众能

鲜明、直观地了解降温导致地受灾影响程度。实

况资料与未来天气的对比,有效地扩展了节目的

内涵和影响力。

纵向对比法不仅适用于发生明显天气变化时,

也可用于某种现象延续时,如持续的高温天气。

2010年6月30日—7月14日,漳州芗城区出现

连续16d高温天气,7月1—5日最高气温超过37
oC。节目中采用最高气温走势图,气温曲线几乎

成一条直线,充分体现漳州持续高温不退,使观

众对高温酷暑有直观的印象。有过去和现在天气

的对比,自然引出 “未来几天我市气温仍较高

……”的预报信息,节目内容浑然一体。

1.3 与本地气候对比

每个地区都有其特定的气候特点,某些时候

天气却不体现当地的气候特点,甚至与之背道而

驰,容易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因此,可将某些

异常天气与气候进行对比,体现天气的特殊性与

气候的普遍性,向观众提供更多的信息。同样,

即使并不非常特殊的天气,也可在节目中融入气

候背景介绍,将讲解天气转变为对气候特点的介

绍,让观众了解天气背景知识,扩大节目信息量。

如2010年7月上旬,漳州市区平均气温高达31.9
oC,而历年同期的平均气温仅为28.7oC。通过

实况数据与本地气候资料的对比,给观众留下深

刻的印象。

气候知识的运用也可以是多方面的。天气实

况可与同期的气候对比,还可以延伸到与全年的

气候特点进行比对。

2 创新气象节目内容

电视气象节目内容主要由主持人出镜和天气

窗两大部分,在主持人讲解天气形势部分,充分

运用天气实况资料、历史数据,采用不同的表现

方法实现节目内容的创新。可通过不同的表现方

法,从多个角度来看天气实况,寻找实况资料的

独特之处作为切入点,突出预报信息或是增强气

象新闻等,使节目内容更加生动;或根据不同频

道不同栏目,将天气实况历史数据作为独立模块,

进一步实现节目内容的多元化,如漳州 “出门看

天时”天气节目中开创 “历史上的今天”模块,

将当天的最高 (低)气温、风速等实况数据与历

史资料对比,可使观众进一步了解当地的气候背

景。

3 结语

天气实况资料在气象节目中应用,不仅可增

加节目内容,还可增强节目的新闻性和可视性,

吸引观众。对于天气实况采用不同的表现方法,

或是综合的运用多种方法,可从不同的角度挖掘

亮点,实现节目内容的创新。在运用天气实况时,

应注意避免出现因实况资料过多,影响预报信息

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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