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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级首席预报员制度的探索与思考

周宗满，张向荣

（安康市气象局，陕西安康　７２５０００）

　　２０１３年，安康市气象局制定下发了 《安康

市气象局首席预报员管理暂行办法》，并于当年

３月开始在市气象台全面推行。经过１０个月

（３—１１月）的实践，有４人９次被聘任为各月

的首席预报员，部分预报考核指标质量比２０１２

年同期提高５％～１０％。首席预报员制度对预报

质量的提升促进作用明显。

１　基本做法

１．１　人员的选拔

以预报质量为选拔唯一标准，不唯学历、不

唯年龄、不唯职称，全市预报技术人员均可

参加。

１．２　首席预报员的职责

参加、主持省、市、县天气预报会商及指导

县气象局预报，负责预报产品的审核、签发和重

大天气过程决策服务。审核签发的预报结论作为

对外信息发布及参与全省预报质量考核评比的

依据。

１．３　首席预报员待遇

实行首席预报员特殊津贴 （原有工资待遇不

变），与当月市气象台的预报质量成绩挂钩，实

行保底津贴与质量排名相结合的考核发放方法。

２　实施效果

２．１　培养了人才，锻炼了队伍

首席预报员制度调动了预报业务技术人员的

工作积极性，每位预报员的责任心空前提高，呈

现出积极分析总结天气个例、凝炼预报经验及预

报指标、精心分析天气过程、人人争当首席预报

员的良好氛围。每位预报员均结合自身工作和特

长，承担了数值预报准确率检验、精细化预报指

标及系统、历史天气回顾系统、温度预报辅助系

统等科研课题的工作任务。积极参加中、省组织

的各类预报技术培训，２人次在全省预报业务竞

赛中获奖，１人次参加省局集训备战全国预报业

务竞赛，６项预报业务类科研项目获得省市气象

科研创新基金支持。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共有４

人９次当选各月首席预报员。

２．２　提供了公平竞争平台，营造了良性竞争环境

首席预报员实行每月动态选拔聘用的方法，

只要各项预报质量综合排名全市第一，即可担任

次月的首席预报员，为年轻预报人才的快速成长

提供了沃土。同时，为营造公平、良性的竞争环

境，市气象局两次改进首席预报员选聘的预报质

量评定办法。

２．３　促进了预报服务水平的提升

安康市气象台２４ｈ预报准确率，最高气温

由２０１２ 年 同 期 的 ６３．２％ 提 高 到 ２０１３ 年 的

７０．２５％，最低气温由８７．３５％提高到９０．３３％，

晴雨预报由８２．０７％提高到８６．４３％。最高、最

低气温２４ｈ预报准确率、相对中央气象台订正

技巧及在全省地市级的预报质量排名明显提升。

在白河 “７·４”、汉阴 “６·２９”等局地突发性、

区域性强降水气象服务过程中，当月首席预报员

依靠扎实的天气学理论功底，结合数值预报产品

和本地预报指标，提前发布了强降水天气信息，

利用新一代天气雷达及自动站监测数据，及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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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相关县局开展强降水落区、雨量及移动路径服

务，为防汛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实现全年防

汛零伤亡发挥了重要作用。

３　思考

３．１　因地制宜制定制度并及时修订

根据安康市气象局的实际情况，采取了重奖

的方法，但这一着眼点在其他地方不一定适用。

地市局实行首席预报员制度是一种尝试，在执行

中有两次改进或完善，一次将当月预报质量改为

过去三个月的平均质量；另一次是将过去三个月

的平均质量改为过去３０次预报的平均质量。市

气象台也及时围绕首席制度合理配置人力资源，

及时调整值班模式，为首席预报员提供更多的时

间和精力。

３．２　持续寻找新的激励措施

实行首席预报员制度初期，确实能够挖掘预

报员的潜在能力，但经过一段时间，预报质量再

次趋于稳定，激励促进作用趋于淡化，需要再次

寻找新的激励措施，如：实行地市级预报员岗位

定级，预报员岗位津贴与岗位级别挂钩的动态考

核方法；年度内被聘为首席预报员的时间超过一

定月数，再予物质、精神奖励等。

３．３　预报质量的提升需要长期积累

预报质量是否明显提升需要更长时间的检

验，短时间内的预报质量起伏不能客观评价预报

的总体水平。要提升预报质量，需要提高预报员

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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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离层测高仪是目前地面垂直探测研究电离层的主要常规设备，在电离层无线电探测

中有着重要作用。介绍了电离层测高仪的基本原理等和其基础维护及常见故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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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初，电离层垂直探测方法的发明证

实了电离层的存在，为探测电离层空间环境，电

离层测高仪成为地面垂直观测电离层的主要设

备［１］。电离层是高层大气的电离部分，由太阳辐

射生成。受到太阳活动影响，电离层会发生各种

变化与扰动，严重影响无线电通信，需要进行监

测与预报［２３］。目前，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

中心已经在新疆克州、青海都兰、陕西长安、广

西南宁、福建厦门、湖北武汉六地建成了电离层

测高仪。以长安基地电离层测高仪为例，介绍电

离层测高仪的基本原理等和其基础维护及常见故

障处理。

１　电离层测高仪介绍

１．１　工作原理

电离层测高仪 （又称垂测仪）是从地面对电

离层进行探测的常规设备，工作频率在宽广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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