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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灾情直报系统应用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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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P49      文献标识码:B

  气象灾情收集上报是确保气象部门及时了解

天气过程的灾害情况、部署气象服务工作的重要

措施。中国气象局于2004年起先后向全国气象部

门下发和升级了灾情直报系统1.0、2.0、2.1、

2.2和2.3软件,该软件利用计算机的NOTES、

FTP和Email进行灾情直报、快报、月报、年报、

预警信号、决策材料、应急事件等相关文件的上

传,加大了各级气象部门灾情收集上报力度,使

气象灾情收集上报和统计工作有了很大进展。但

有不少基层台站应用直报软件时灾情上报速度较

慢或出现错误,致使气象灾情 “快”报不快,甚

至预警信号发布延误。根据陕西省近年来应用灾

情直报系统V2.3软件中的存在问题和使用经验,

介绍其使用技巧,为各级台站做好气象灾情直报

工作提供借鉴。

1 系统安装设置要领

安装灾情直报系统V2.3软件时,首先双击

安装包中的setup.exe,点击下一步,选择灾情直

报文件夹进行安装,在列表中选择全国预警信号

标准进行安装,安装完毕后可在桌面上运行程序。

在使用灾情直报系统的主要功能前,必须对

系统的一些相关信息 (如站点、NOTES、FTP、

Email、人员和其它等)进行正确的设置。系统功

能设置主要分为:系统设置、站点设置、NOTES
设置、FTP设置和Email设置。应正确设置站号;

站点经纬度以度为单位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上

传NOTES地址可以填写多个,用半角逗号隔开。

应配置好FTP、Email的统一设置和各个单独设

置,以保证上报的相关信息自动上传到不同的目

的地,添加的用户地址不受限制。人员、其它应设

置本台站经常使用的报告人、签发人、电话、发布渠

道、农作物等,以减少录入信息时重复输入。

2 灾情直报流程

正确应用V2.3灾情直报系统必须遵循真实、

可靠、准确、及时的原则,确保上报时效。除要

保证灾情信息渠道的畅通,还要积极组织开展灾

情调查收集工作。如某地发生突发大风冰雹、洪

涝滑坡等气象灾害,当地气象局及信息员应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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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误数据反馈系统查询统计功能比较强大,但是

查询结果表现方式比较单一;发现未反馈数据时,

仍需人工提醒,增加工作量。因此,在系统的后

期升级开发中,应增加用户管理功能,针对不同

级别用户设定不同的使用权限;丰富查询结果表

现方式,做到表格,图形,原始数据等多种形式;

结合语音系统,发现未反馈数据时自动提醒,减

轻值班人员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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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数据或从民政、水利、农业、交通运输等有

关部门及时获取灾情及灾害影响数据,做到各类

灾情数据来源真实可靠,上报灾情准确、及时。

其灾情直报流程为气象信息员收集到灾情初报信

息后立刻发送到县气象局,并使用灾情直报系统

V2.3上报到中国气象局和本省市气象局相关终

端;县气象局依据灾情类型立即开展灾害核实调

查评估工作,通过市气象局向省气象台和相关单

位报送实时的气象灾情信息。省气象局统计全省

灾情资料后通过灾情直报系统 “全国气象灾情及

预警信息直报”地址发送到中国气象局。各级灾

情直报系统所报的各类灾害信息应完整反应灾情

发生地点、时间、受灾程度等情况,为预报员实

时监测和警示各自动气象站的大风、强降水等天

气情况提供参考依据。各级气象部门按照流程分

工要求及时编发上报气象灾害直报与灾情快报、

灾情旬月年报和灾害性天气预报服务评估总结等

材料,可为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防灾减灾决策和

抗灾救灾服务工作提供气象灾害信息。

3 系统使用技巧

使用V2.3灾情直报系统发布各类预警信号

时,应注意在发布、变更、确认、解除预警信号

时,不同类别及等级的选择和时间、内容、发布

渠道及签发人的使用操作步骤。在新发布的预警

信号中不允许解除预警信号,也不能选择 “达到

标准时间”。在预警信号变更的操作中,页面中不

能修改预警信号类型,只允许改变预警信号的等

级、发布时间、预警内容、发布渠道及签发人信

息。在预警信号确认的操作中,页面中不能修改

预警信号类型和级别,只允许改变预警信号的发

布时间、预警内容、发布渠道及签发人信息。在

解除预警信号操作中可改变预警信号解除报的解

除时间和本次预警的天气过程达到预警标准的时

间、预警信号解除内容、发布渠道及签发人信息。

上报 “灾情直报”时应注意,在本地新建一

次灾情,便于日后针对这次灾情进行灾情详情上

报;新灾情发生和灾情详细上报里的灾害名称不

能选择 “灾情”或 “已结束的灾情”;所有灾情数

字填写应使用半角数字;经纬度以度为单位精确

到2位小数即可;天气过程概述、灾害影响、预

报服务应如实填写;图片应尽量不要使用BMP文

件;灾情快报的期号要手动修改;成功上传的灾

情文件存放在本机数据文件夹下的 “灾情直报信

息”文件夹中。

上报灾情月报和年报时应注意,导入灾情时,

若灾情开始时间在当月或当年且未结束,系统给

出提示:“发现当月 (当年)未结束灾情某个! 未

导入!”,双击记录会弹出灾情详细界面方便填写;

上传的文件可在本地数据文件夹下的 “灾情旬月

年报”文件夹中找到。其中的数字应全部用半角

数字填写。年报为月报的统计信息,如某年某月

某种灾害的总计。

决策产品上传时应注意,可点击菜单直接进

入上传窗口,填写相关信息及选择一个相关文件

后即可发送并返回。上传的文件存放在本地数据

文件夹的 “决策文件上传”文件夹中。

导入直报文件时应注意,导入的文件可以进

行灾情直报和预警信号的查看,同时也是在旬月

年报的上报中导入直报信息的前提。在旬月年报

需要导入本站的 “直报”时,也应在这里导入本

站的灾情直报文件,之后在旬月报中导入直报信

息时会在导入的文件中进行查找,以灾情结束时

间为基准,确定灾情所属旬、月、年的日期,以

准确导入旬月年报。灾情过程较长时会无法正确

的按常理进行判断,需要人工输入。所以在灾情

直报和预警信号中可双击查看已导入的灾情或预

警信号的文件记录。在制作月年报时如有下级台

站的旬月报信息或制作年报时有本台站的各月月

报,可直接在月年报界面中点击 “导入年月报”
(制作月报时不能导入年报),打开查找 “灾情旬

月年报”文件夹,选中所需文件后即可直接导入

年月报。所以在收到下级台站的灾情直报和预警

信号时通过直报文件导入,可直接在本系统中进

行查看或在旬月报上报的时候用直报文件导入以

减少重复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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