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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2月30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了 《应急

气象服务工作流程》 (GB/T27965—2011)国家

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公告2011年第23
号),自2012年3月1日起实施。标志着应急气

象服务有了规范性的工作流程。将会在扩大气象

资源共享,保障应急处置工作高效运转,提高应

急处置工作中气象服务能力和应急处置效益等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1 标准编制的目的和意义

突发性公共事件对社会经济发展、公共安全、

生态环境等构成危害,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谐

和可持续发展。为贯彻落实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

总体应急预案》,针对突发性公共事件,充分发挥

气象行业优势,需规范应急气象服务工作。规范

的工作流程能提高服务质量、提升服务形象。全

国各级气象部门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服务中已

经做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些经验,但

目前对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的应急气象服务没有统

一标准,出现突发公共事件时,怎样开展应急气

象服务,能做什么,须具备什么条件,由于理解

上的偏差,易引发执行上的争议。依据气象服务

社会化的原则,编制 《应急气象服务工作流程》

国家标准 (以下简称本标准),可提高政府和社会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有效预防、及时控制

和消除突发公共事件及其危害,保障突发公共事

件应急处置工作的顺利进行。

2 标准编制的思路和依据

目前,全国各级应急气象服务工作中往往出

现如下问题:一是服务部门因前期准备不充分,

对应急处置机构提出的服务内容和要求执行不如

人意;另一些对应急处置结果可产生影响的服务

内容,因应急处置机构对气象缺乏充分了解而被

忽略。这些问题使应急处置机构的需求得不到满

足,气象行业的优势在应急气象服务工作中得不

到充分发挥,造成气象资源浪费,不能最大限度

的提高应急工作效率。

本标准内容编制的主要依据:①按照 《国家

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要求,建立应急

气象服务体系;②依据突发公共事件特征,利用

气象行业优势和技术,提供气象服务建议;③配

合应急处置机构的工作,从气象服务的角度出发,

做好应急气象服务的保障工作。

2.1 应急气象服务的定义

之前应急气象服务没有准确、全面、公认的

定义。本标准在定义应急气象服务时,为鼓励拓

展服务空间,扩大服务覆盖范围,更全面、更细

致地提供气象服务,不仅将现行气象行业涉及的

服务内容罗列其中,还将与气象相关的外围服务

内容包罗在内。

应急气象服务的特殊之处有2点:a.服务对

象是应急处置机构———政府部门;b.提供服务的

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站。应急气象服务定

义:为配合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处置,实施的气

象监测、预报警报、评估、防范建议等服务。

2.2 应急气象服务的架构

应急气象服务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站

向应急处置机构 (政府部门)提供的气象服务。一

  收稿日期:2012-02-17

  作者简介:梁谷 (1961—),男,江苏太仓人,学士,高工,从事大气物理研究、人工影响天气和标准编制工作。

94 2012 (3)                 陕 西 气 象



般突发事件具有发生、发展速度快,持续时间短

的特性,应急处置方式就需要快速、准确。所以,

应急气象服务的速度 (响应速度与产品提供速

度)、信息的广度决定着服务质量。完善的应急气

象服务架构是提高应急气象服务质量的保证。在

实施应急气象服务时,以应急气象服务指挥中心

为核心,统一领导、管理、协调、组织实施应急

气象服务;按专业特征分类,召集指挥中心成员

单位,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开展应急气象服务,

如:气象监测、预报警报、评估、防范建议等;

集中各专业科技人才,组成应急气象服务专家组,

为应对应急气象服务中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和应对建议。这一架构中,行动高度统一,提高

应急效率;信息高度集合,资源充分利用;各专

业在各自领域内服务,产品可信度高;专家组针

对服务过程提供解决方案和应对建议,加强学科

间交流,保障以技术为先导,提高服务质量。

2.3 应急气象服务启动

应急气象服务是集合气象资源、调动气象力

量、最大程度发挥气象技术实力应急处置突发公

共事件的社会公益性服务,是一种非常态、高效

率的应急处置工作。为了节约资源和保障技术的

更新,日常运作和气象业务工作重合;在应急处

置时,为提高效率,将以气象业务工作为基础,

形成独立的应急服务团队。这种工作形式的转换,

即应急气象服务响应。应急气象服务响应是启动

应急气象服务的命令,是实施应急气象服务的开

始。同时,也是对应急处置机构 (政府部门)命

令的应答。有应急气象服务响应命令,就应有应

急气象服务终止命令,这样,才能在完成应急气

象服务后使应急气象服务工作回归日常状态。

2.4 应急气象服务类别

应急气象服务分应急气象监测、应急气象预

报警报、应急气象防范三大类。

2.4.1 应急气象监测 承担气象类监测任务,分

为常规观测和特种观测。常规观测项目和地点与

气象业务观测重合;特种观测包含常规观测以外

的一切观测内容。

2.4.2 应急气象预报警报 以气象业务预报为基

础,制作不同时段、不同区域的专业天气预报产

品;针对不同地质条件和关注对象,发布气象警

报。

2.4.3 应急气象防范 指气象防范建议,包括实

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和应急气象影响评估。以气

象对自然环境、人类生产活动的影响为依据,根

据气象预报警报,提出应对气象变化的决策建议;

采用相对成熟的人工影响天气技术,抑制不利天

气对事件造成的危害;因气象条件变化对事件造

成的后续影响进行滚动评估及应急气象影响总评

估。

2.5 应急气象服务方案

为提高应急气象服务的速度 (响应速度与产

品提供速度),制定应急气象服务预案。应急气象

服务预案是按照突发公共事件类别 (如群体骚乱、

地质灾害、公共卫生安全、环境污染危机等),依

据本地特点,针对不同事件影响特征,在应急处

置过程中,能提供的气象服务实施方案。如:群

体骚乱处置中,降水和温度的变化会影响人群户

外活动,需要提供降水和温度变化的预报预警;

气质污染处置中,近地面流场的变化会改变影响

区域,降水会减轻气质污染并加重有害物质向地

面和地下水的扩散,需要提供近地面流场、降水

的监测与预评估;公共卫生安全处置中,强降温

可抑制病毒的蔓延,湿度的变化也会影响病毒生

存,需要提供降水、温度、湿度变化的预报预警

等等。应急气象服务预案制定的越细致,实施应

急气象服务越从容,服务的质量越高。同时,也

有利于应急气象服务的规范化管理。所以,制定

应急气象服务预案是做好应急气象服务工作、提

高应急气象服务质量的重要环节。

3 标准使用及建议

本标准是规范应急气象服务工作的一部分,

是保障应急气象服务快速、高效实施的技术文件。

在采用本标准时,建议首先做好以下两点。
(1)建立完善的应急气象服务架构。应急气

象服务指挥中心总指挥应由同级气象主管机构行

政主管领导担任,负责应急气象服务的实施;应

急气象服务指挥中心每日应有值班副总指挥,负

责应急气象服务启动和启动前的准备工作;应急

气象服务指挥中心的日常运作、考核应由常务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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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级气象影视制作存在问题及建议

林 荣 惠
(漳州市气象局,福建漳州 363000)

     中图分类号:P49      文献标识码:B

  近年来,地市级气象部门加大资金投入,更

新、购置影视制作设备,建设气象演播厅,开播

有主持人的气象影视节目,有效地提升了气象节

目的品质和服务能力。但仍面临着很多问题,影

响气象影视媒体服务效果,不能满足当地的社会

需求。针对地市 (县)级气象影视制作存在的问

题进行分析探讨,提出相应建议。

1 现状和存在问题

目前,地市级气象影视制作有的有主持人,

有的无主持人;县级天气预报节目有独立制作和

地市级代为制作两种模式。气象影视节目每日播

出,且节目大多集中在晚上,节目制作量较大,

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地市 (县)级气象影视制作

都存在一些问题。

1.1 地市级气象影视制作存在的问题

地市级气象影视节目大多系列化、多元化,

日播节目有四至五档,甚至更多,有的还代县局

制作节目,从设备、场地和人员等方面,地市级

普遍存在不足,制作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不能定期对节目进行改版,缺乏对新节目、新项

目的开发。

1.2 县级节目由地市代制作存在的问题

地市级代县制作天气预报节目,不仅充分利

用了地市级气象影视资源,减轻县局的工作负担,

而且有效地提高了节目质量和档次。但仍存在一

些问题。①节目难以精细化制作。由于电视天气

预报节目大多集中在晚上播出,地市级制作节目

档次多、时间短,如福建漳州气象影视中心需在

不到2h时间内完成市局、县局六档天气预报节

目制作。因此精细化制作有一定困难,易造成节

目质量下降。②县级节目同质化。为节约制作时

间,县级节目一般情况下只录制一套主持人视频,

各县通用[1],造成节目雷同,解说内容过于笼统。

而各县局服务内容侧重点不同,如福建漳州的山

区县以农业为主,如华安以茶为主,平和以密柚

为主,而沿海东山县局以海产养殖业、旅游业为

主。沿海和山区在地理气候差异较大,因此气象

信息服务往往不到位,体现不出当地特色。③县

级没有相对独立的主持人。不同的主持人有不同

的主持风格,市县两级主持人共享,导致市县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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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指挥负责;专家组成员应相对稳定,并各有分

工;应急气象服务指挥中心、指挥中心成员单位、

专家组的各岗位人员,应有24小时的固定联络方

式,并在应急气象服务指挥中心备案。
(2)按照本标准的要求开展应急气象服务演

练。各地因地域环境、社会发展状态、工农业生

产布局、气象建设条件的不同,对应急气象服务

的要求也不尽相同。通过开展应急气象服务演练,

熟悉应急气象服务工作流程,总结应急气象服务

工作要点,明确应急气象服务要求,为实施应急

气象服务、提高服务质量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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