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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犁地质灾害气象监测预警服务效益评估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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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2年新疆气象局首次与新疆国土资源部门联合开展了伊犁州地质灾害防治气象监测

预警服务效益评估,通过采用德尔菲法和对比分析法相结合,对地质灾害气象影响因素、气象

服务产品、气象预警覆盖率、预警产品传递渠道以及气象服务相关指标重要性5个方面的评估

因子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地质灾害防治气象监测预警服务效益贡献率为35.6%。通过

气象服务效益评估挖掘服务需求,总结服务经验,为今后地质灾害预警气象服务的发展方向提

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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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灾害防治气象监测预警服务效益的评

估,对提高气象预报能力及气象服务水平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同时也是当前气象工作的薄弱环

节。2012年新疆气象局选取伊犁州地区作为主

要调查对象进行地质灾害防治气象监测服务效益

评估。整个评估过程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确

定伊犁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防治气象监测预警服

务效益评估典型案例和评估专家;第二阶段,地

质灾害防治气象监测预警服务效益评估因子的调

查评估;第三阶段,地质灾害防治气象监测预警

服务效益评估因子调查结果汇总反馈;第四阶

段,地质灾害防治气象监测预警服务效益贡献率

的调查评估。希望通过此次调查评估为当地地质

灾害防治气象监测预警气象预警工作的开展和创

新提供思路和方向,为提高专业气象服务能力提

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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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消防泵、中央空调等,注意各配电柜所带负载

的数量。总之,目前陕西几个雷达站的供电系统

是合格的。但随着气象业务的发展,供电线路负

载会发生变化,需要对雷达站的配电系统进行检

查和调整,提高雷达站供电系统的可靠性、稳定

性,保证雷达、观测、预报工作的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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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评估方法

2012年伊犁地质灾害防治气象预警服务效

益评估将专家评估法与对比分析法相结合。在各

行各业调查中使用专家评估法,在典型案例效益

值测算中引入对比分析法。

1.1 德尔菲法

德尔菲法 (Delphimethod),是一种凭借专

家判断分阶段、交互式的预测评估方法[1-2]。专

家调查法应用广泛[3],其本质上是利用专家的知

识和经验对未知事件进行预测和评估,适用于一

些缺乏资料的领域[4]。

专家来源主要包括4个方面:一是国土资源

部门地质灾害防治领域专家5名 (直接与气象部

门合作开展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业务的专家和一线

业务人员);二是典型案例发生地基层政府应急

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地质灾害应急决策与管理专

家5名;三是典型案例发生地基层灾害防御责任

人或应急救援工作人员5名;四是典型案例发生

地社会公众30名。

1.2 对比分析法

对比分析法主要用于对四个典型案例气象服

务能力变化状况做出相对客观的评估。具体步

骤:①选定需要对比的典型服务过程或时间段;

②确定不同过程或时间段地质灾害损失数据;③
确定相关气象服务主要指标数据和影响因素;④
根据不同典型案例中气象服务主要指标数据和影

响因素的变化,对比分析不同气象服务能力在不

同过程、不同时间段内的服务效益水平。

2 评估因子分析

从伊犁国土资源局反查的有关伊犁地质灾害

的案例中,选取以降雨为主要致灾气象因子的4
个案例作为此次调查的典型案例,并针对案例发

放调查问卷。参与调查工作的单位达48家 (不
包括气象部门,除了专家来源单位外,还有其他

单位),回收有效调查问卷110份。调查评估因

子包括地质灾害气象影响因素、气象服务产品、

预警产品传递渠道、气象预警覆盖率以及气象服

务相关指标重要性等5个方面。

2.1 气象影响因素

造成本地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频

发的主要气象影响因素有持续降雨量、气温的升

高、持续降雨日、灾害发生前1~5d逐日雨量、

当日雨量、短时强降雨。降雨为主要致灾气象因

子,50%以上的被调查人员认为持续降雨量在众

多至灾因素中最为重要,30%的人认为气温的升

高也会造成地质灾害的发生。

2.2 气象服务产品

调查发现,在开展地质灾害防御过程中最希

望从气象部门获得的气象服务产品,按重要程度

排名依次是气象预警信息、12~24h降雨预报、

地质灾害气候预测、灾害易发区自动雨量监测、

地质灾害气象等级预报、气象灾害风险区划、0
~3d降雨预报、面雨量预报、3~7d降雨预

报、天气形势分析、气象卫星监测、雷达监测、

逐3h降雨滚动预报。

2.3 预警产品传递渠道

专家对于气象预警产品传递渠道的需求较为

多样,其中从广播途径获取气象预警信息居首

位,在所有传播渠道中占15%,电话、手机短

信次之,分别占14%和13%,而电子显示屏是

2008年开始的发布渠道,所占比例相对较小,

为4%。

2.4 气象预警覆盖率

调查结果显示,2012年伊犁地质灾害气象

预警信息覆盖率达到90%以上。不仅气象预警

覆盖率有很大程度的提高,而且不同发布渠道预

警覆盖率的增长也各有不同。气象业务建立初期

(2003年)到2012年,手机预警覆盖率增长最

为迅速,从2003年的43%逐年递增到目前的

91%,较业务建立初期增长了48%;电子显示

屏从2008年开始投入使用,到目前预警覆盖率

已经达到了95%以上,增长了23%;随着网络

的不断普及,在网络传播方面,从2003年的

58%增长到目前的79%,增长了21%。

2.5 气象服务相关指标重要性

地质灾害气象服务相关指标包括气象预警发

布的及时性、天气预报准确率以及气象预警覆盖

率。调查结果表明:92.7%的被调查人员认为气

象预警发布的及时性最为重要,希望24小时前

收到预警信息,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工作部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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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来临前1~3h再次收到预警信息,起到提

醒作用,并确定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

3 效益评估

3.1 典型案例气象服务贡献率的计算

根据伊犁地质灾害防治气象监测预警服务效

益评估因子调查评估结果,利用公式[5]

  e=[∑
n

i=1
(A-B)(P+T+C)]/D

  =[∑
n

i=1
(Ai-Bi)M]/D (1)

计算某次典型服务案例气象监测预警服务贡献率。

其中,Ai 为典型服务案例中应急救援第i
个环节所避免的损失,Bi 为应急救援第i个环

节采取措施投入的各种资源的成本,P 为气象预

报准确性指标权重,T 为气象预警时效性指标权

重,C为气象预警覆盖率指标权重,M 为气象

服务能力指标权重,D 为地质灾害所威胁的直接

财产总值。

对4次案例分别计算后得出4次典型服务案

例平均气象服务效益贡献率为3.17%。

3.2 地质灾害防治监测预警服务贡献率计算

将地质灾害防治气象监测预警服务贡献率划

分为10个档次 (见表1),利用平均气象服务效

益贡献率计算每个等级对应的贡献率范围,如:

对于第1档,计算2×0×3.17%~2×0.1×
3.17%得其贡献率范围为0~0.634%。

  据伊犁地质灾害防治气象监测预警服务效益

表1 地质灾害防治气象监测预警服务贡献率档次及相应范围

档次
1

(0~0.1)
2

(0.1~0.2)
3

(0.2~0.3)
4

(0.3~0.4)
5

(0.4~0.5)
6

(0.5~0.6)
7

(0.6~0.7)
8

(0.7~0.8)
9

(0.8~0.9)
10

(0.9~1.0)
贡献率范围
/%

0~0.634 0.634~1.268 1.268~1.902 1.902~2.536 2.536~3.17 3.17~3.804 3.804~4.438 4.438~5.072 5.072~5.706 5.706~6.34

贡献率调查评估结果,利用公式 E=∑
10

k=1
ekWk,

计算伊犁地质灾害防治气象监测预警服务贡献率

E。其中Wk 为选择第k (k=1,2,……,10)

档次专家的人数/总专家数;ek 为第k 档次贡献

率范围的中间值。计算得到2012年地质灾害防

治气象监测预警服务对伊犁州地区各行各业效益

的贡献率为35.6%。

4 结论

4.1 2012年,地质灾害防治气象监测预警服务

对伊犁州地区各行各业效益的贡献率为35.6%。

4.2 降雨为主要致灾气象因子,50%以上被调

查人员认为持续降雨量在众多至灾因素中最为重

要,30%的人认为气温的升高也会造成地质灾

害。

4.3 调查表明,通过广播获得气象预警信息的

人数最多,其次是电话和手机短信。

4.4 伊犁州地质灾害防治监测对气象服务的需

求很大也很迫切,尤其是对于气象预警发布的及

时性方面。

4.5 气象部门要不断加强气象预警监测手段,

改善气象预警服务产品的结构,开发、研制气象

预警服务新产品,对进一步提高地质灾害预警工

作起到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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