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陕
!

西
!

气
!

象
!"#$

!

%

"

齐军岐#李社宏#陈力
&

陕西智慧气象建设行动框架探讨 $

'

%

&

陕西气象#

!"#$

!

%

"&

$"($!)

文章编号!

#""%(*+$*

!

!"#$

"

"%(""$"("+

!!

收稿日期!

!"#$("<(!,

!!

作者简介!齐军岐 !

#,<<

'"#男#陕西扶风人#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公共气象服务与管理工作)

陕西智慧气象建设行动框架探讨

齐军岐#

!李社宏!

!陈
!

力!

!

#&

宝鸡市气象局"陕西宝鸡
!

<!#""%

#

!&

陕西省气象局"西安
!

<#""#*

$

摘
!

要!基于智慧气象的基本理念#立足于陕西气象#从信息网络应用技术(现代气象观测技术(

现代气象预报技术(公共气象服务技术等智慧气象核心技术入手#讨论了陕西智慧气象建设的基

础条件和发展方向#提出了陕西智慧气象建设的初步行动框架#为发展智慧气象提供参考)

关键词!智慧气象*气象信息化*气象服务*行动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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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部门是信息技术应用较早和较为充分的

部门#气象业务是典型的信息业务#气象业务系

统是典型的信息系统)在现代气象业务体系中#

气象信息网络(信息系统既是基础支撑#也是各

业务系统的桥梁和枢纽#在整个业务系统中举足

轻重)在气象现代化进程中#气象信息化直接驱

动气象业务的发展)信息化水平是气象现代化的

重要标志之一)

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推进#智慧气象成为当

前及今后气象信息化乃至气象现代化建设的重要

方向)一方面#需充分应用和集成宽带移动互

联(信息传播(物联网(云计算等先进信息技

术#不断提高气象业务的智能化水平)另一方

面#可将气象观测(预报(服务与各个信息系统

看成一个整体#一个有智慧的生命体#实现气象

数据互联互通(气象业务协同互动(气象服务智

慧高效$

#

%

)智慧气象建设将大幅带动气象信息化

水平的提升#给气象服务和管理模式带来根本性

的变革)信息网络应用技术(现代气象观测技

术(现代气象预报预测技术(公共气象服务技术

共同构成智慧气象发展的四项核心技术)基于智

慧气象的基本理念#从智慧气象四项核心技术入

手#分析了陕西智慧气象建设的基础条件和发展

方向#以期形成陕西智慧气象建设的建议性行动

框架#为陕西发展智慧气象提供参考)

!

!

信息网络应用技术

#&#

!

基础条件

近年来#陕西省气象信息网络建设发展迅

速#全省建成了集卫星通信(地面宽带广域网和

各级局域网为一体的气象信息网络系统)基于卫

星通信#建成气象卫星数据广播接收处理系统

!

23:29>Q

"#为气象业务提供了常规气象信息(

卫星观测数据(流媒体广播资料等)基于宽带广

域网#与中国气象局实现了
%3@

同步数字宽带

网 !

.Oh

"与卫星通讯双路互备*建成了省(

市(县双路宽带广域网#并通过虚拟专用网

!

..̂ Z8J

"提供应急通信支持*建成全省气象

高清视频会商系统#实现省市县三级视频终端

!

32j

"数字级联*与民航(水利(农业等部门

开通了宽带数据专线*升级各级局域网#划分安

全域#其中省级局域网核心交换速率达到万兆)

基于北斗通信和
*M

移动通信#实现了全省区域

气象站设备组网和实时数据传输)

#&!

!

发展方向

一是基础网络系统)加快省(市广域网和各

级气象局域网络升级提速)按照扁平化的设计思

想#优化省市县局域网设计)利用
*M

移动通

信(北斗卫星通信(气象卫星通信等技术#进一



!"#$

!

%

" 齐军岐等&陕西智慧气象建设行动框架探讨
$#

!!!

步完善气象应急通信手段)部署网络安全等级保

护措施#保证信息系统安全稳定可靠运行)二是

数据通信系统)整合信息资源向省级集约#建立

台站到省的两级通信结构#减少中间环节#提高

传输效率)从文件传输向信息流传输(消息中间

件传输等方式发展#加强数据集约化管理#统一

数据服务接口方式)三是数据与应用中心建设)

以面向服务 !

.N:

"为目标#以全国综合气象

信息共享系统 !

2F3F..

"为核心#整合现有业

务系统#建设省级气象数据与应用中心#实现气

象信息的集中共享(快速处理和分发)应用云计

算(虚拟化等技术#建设气象云平台#实现
F6

资源的动态管理和共享#为用户提供云桌面(云

存储(云应用(移动办公等信息服务)四是高性

能计算系统)建设省级高性能计算机系统#满足

中尺度数值预报模式(环境气象预报模式等业务

系统运行的需求)

"

!

现代气象观测技术

!&#

!

基础条件

陕西地处我国东南湿润地区到西北干旱地区

的过渡带#地形复杂#南北气候差异大#气象灾

害多发(频发)围绕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对气象服

务的需求#陕西省气象部门基本建成了地基(空

基(天基相结合的综合观测系统)一是地基观测

系统)实现了全省范围地面基本气象要素分钟级

的自动化观测)全省拥有新一代天气雷达站
<

个#

国家级地面观测站
,,

个#区域加密气象观测站

#%<$

个#沙尘暴观测站
!

个#大气成分站
%

个#

酸雨观测站
#$

个)二是空基观测系统)陕西现有

西安(延安(汉中(安康
*

个高空探测站#与地

震部门合作建成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水汽电离层观

测站 !太白
MJ..

.

316

站"

#

个)三是天基观

测)建成了
1N.

(

JN::

(

5]

系列卫星数据接收

处理系统#引进了无人驾驶遥感监测微型飞机#

开展生态遥感动态监测(森林火情监测(干旱监

测(积雪大雾监测和农业产量预报等业务)

!&!

!

发展方向

围绕智慧城市建设的需求#统一规划#合理

调整气象观测站网布局#不断完善综合气象观测

系统 !气象感知系统"

$

!

%

)针对森林防火(现代

农业(交通(旅游(能源等行业发展需求#综合

应用移动观测(加密观测(社会化观测数据和技

术#进一步丰富气象资料的观测密度(观测种类

和观测时效等)改进气象设备设计#增加提供仪

器位置(设备状态(监控图像等动态感知信息#

不断完善城市大气体征的立体监测系统)建立完

善气象观测数据采集到分析应用的方法和流程#

主动向社会公开基本气象资料和产品#提高气象

数据对智慧城市运行的贡献率)

#

!

现代气象预报预测技术

+&#

!

基础条件

预报预测历来是气象业务的核心技术)目前

陕西已建立了适应陕西天气气候特点的现代天气

预报预测业务)数值预报模式产品应用能力明显

提高#定量降水预报(灾害性天气落区预报和精

细化要素预报技术进一步发展#高温(强降水等

灾害性天气客观预报技术研究得到加强)建立了

短时强降水(强对流天气及雷电的实时监测和预

警预报业务#中小尺度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警能

力明 显 加 强)推 广 应 用
3F2:8.

(

.4:J

(

31N5F.

等预报业务平台#自主研发了新一代

天气雷达拼图系统(短时临近预报多源分析系

统(突发性天气预报系统(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系统等)在近年来的防

汛(抗旱(防滑及西安世园会等重大活动的气象

保障中#重大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方面取得了良

好的服务效果)

+&!

!

发展方向

全面准确的气象预报预警#可以实现有效的

灾害预防#从而提高城市安全防控及应急处置能

力)发展智慧型(专业化(个性化的天气预报业

务#满足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各个层面对气

象预报的需求)引进发展本省数值预报模式#以

提高预报准确率为核心#全面强化和提高常规天

气预报预测能力)加强预报技术创新研究#发展

集成预报(集合预报(概率预报等先进预报技

术)以多种资料融合技术和高分辨率数值预报产

品为基础#重点提高短时强降水(雷电(冰雹(

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短时临近预报水平)基

于新型气象观测资料和高分辨率数值模式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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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全省
$G=

格点和乡镇站点的精细化气象要

素预报产品)以集合数值预报技术为依托#发展

降水和灾害性天气概率预报#完善中期 !

*

!

#"A

"和延伸期 !

##

!

+"A

"预报业务#实现预

报产品的无缝隙和全覆盖)

)

!

公共气象服务技术

*&#

!

基础条件

公共气象服务体现了气象行业的公益性属

性)近年来#陕西已建立由决策气象服务(公众

气象服务和专业气象服务构成的公共气象服务体

系)围绕气象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气候资

源开发利用等领域#不断丰富和加强决策气象服

务业务)建成了气象信息发布平台#拥有广播(

电视(电话(短信(报纸(电子显示屏(预警大

喇叭(网站(手机
:88

(微信(微博(

*""

热线

等多种服务方式)中国气象频道较早落地陕西#

陕西气象信息网(陕西气象微博(陕西气象微信

年累计访问量超过
!""

万人次#实现了随时随地

看天气(听天气(查天气)开通
*""

气象用户服

务热线#并与
#!#!#

电话自动整合#实现属地化

服务)专业气象服务已覆盖农业(林业(水利(

交通(电力(能源(旅游(体育等行业)同时#

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服务和防雷电技术服务#

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十分显著)

*&!

!

发展方向

广泛应用信息技术#促进气象大数据与行业

数据(地理信息数据等社会数据的融合#提升气

象预报服务产品的时空分辨率和精细化水平)加

快建设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实现预警信

息在各类公共媒体和新媒体发布渠道的全覆盖#

把气象信息服务延伸到城乡社区一级)适应智能

手机(物联网等技术发展新趋势#发展基于位置

的智能化移动气象服务#促进与用户互动和交互

式体验)针对交通(农业(旅游等重点行业和城

市运行(城市安全#构建专业气象服务平台#提

供基于用户需求和高影响天气的智能化气象服务)

按照
43N

提出的 1服务提供战略及其实施计划

!

!"#%

'

!"#,

年"2#从了解用户需求入手#建立(

设计和开发气象服务模块#为用户提供契合其需

要的资料和产品#及时收集用户反馈#准确评价

气象服务效果#不断改进产品和服务#做到用户

参与气象服务全过程#形成智慧气象服务链条$

+

%

)

'

!

结语

基于上述分析和讨论#基本明晰了发展陕西

本地化智慧气象的行动框架)如何建设智慧气

象#还需关注以下两个问题)

!

#

"注重协同创新)智慧气象更加关注服务

对象的需求#将为社会提供更高效(智能(灵

活(及时(准确的气象服务#是更高级的气象信

息化和气象服务发展形态)通过应用信息化新技

术#加快智慧气象建设#创新气象业务布局(管

理方式(服务模式#推动气象业务(服务(管理

等数字化(互联化(智能化#有助于实现更高水

平的气象现代化$

*

%

)各项信息网络应用技术为气

象数据采集(处理(运算(预报(共享等系统提

供技术支撑#虚拟技术(云计算(大数据技术有

效提升数值预报模式应用(短临短期预报(专业

预报服务等核心能力#新媒体(移动互联技术进

一步拓展气象服务手段#增强气象服务产品的表

现形式和用户感受)

!

!

"制定总体规划)智慧气象建设不等同于

单一的气象信息化建设#需要按系统工程的理论

和方法#在对现有气象业务架构(气象信息资源

进行认真梳理的基础上#制定智慧气象建设总体

战略规划#指导信息网络建设(业务系统搭建等

具体工作)围绕协同创新(知识共享和气象核心

技术#制定智慧气象建设目标体系和阶段性考核

指标#科学评估智慧气象的成熟度和建设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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