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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期天气气候特点与灾情
１１气候特点

２００３年汛期全省降水偏多，与常年同期比
较，１０个县气象站夏季降水量为１９６１年以来最
大值。气温起伏较大，局地冰雹灾害严重。６月上
中旬和７月下旬出现高温少雨时段，但与常年同
期相比，６－８月平均气温正常偏低。９月全省气
温偏高，降水大部地区显著偏多。８月下旬至９月
中旬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强降水天气。
１２汛期灾情

２００３年陕西天气气候复杂多变，灾害性天气
频发，持续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强度之大为历
史少有，灾情严重，１０４个县（市、区）的１５１４
个乡镇受灾，受灾人口１４１７３７万人，农作物受
灾面积约１４０４７万ｈｍ２，冲毁农田约８０３万
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达１１６７８亿元。
汛期气象服务措施
２１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岗位责任

制定气象业务服务工作预案，明确责任；完
善汛期规章制度和业务流程，制定重大天气签发
制度；严肃了汛期气象服务工作纪律；安排了防
汛服务应急资金。
２２充实汛期关键岗位上的技术力量

多渠道、多层面地对业务人员进行新技术培
训。省局建立“首席预报员”机制，对职责和权
限进行了规范。
２３完善预报技术方法

建设和完善短时预报和短期预报业务平台，
将突发性暴雨、致洪性暴雨研究成果应用到汛期

预报服务实践中。
２４确保汛期气象信息传递畅通

组织专门力量对现有技术装备、通信设备以
及计算机网络全面检修，为安全渡汛、全面做好
汛期气象服务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全力做好强降水过程决策气象服务

２００３年汛期，陕西共发生７次明显降水过
程。各级气象台站进行了准确的预报和及时的决
策与公众服务。特别是８月２４日－９月７日全省
大面积持续性强降雨来临之前和强降雨持续过程
中，各级气象台站密切配合、逐级指导，从暴雨
的强度到落区均作了准确预报和及时有效的服
务，为各级领导指挥“防、抢、撤”工作提供决
策依据，为组织防灾、抗灾、救灾工作赢得宝贵
时间，为减少人员伤亡，把气象灾害损失降到最
低限度做出贡献。省委、省政府领导给予充分肯
定，认为“雨情汛情的准确预报和及时传递，是我
们取得这次抗洪抢险工作阶段性胜利的前提和基
础。”
３１强降水过程的雨情与灾情概况

８月２４日至９月７日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共
涉及９７个县（市、区）。１５ｄ中有８个暴雨日，９５
县次降暴雨，９县次出现大暴雨。降雨量在１００～
２００ｍｍ的４２个县，２００～３００ｍｍ的４３个县，
３００～４００ｍｍ的４个县，４００ｍｍ以上的３个县。
宁陕县降雨量达５０９ｍｍ，其中：８月２８日２０时
－３０日１１时降雨量达３４７８ｍｍ。

这次强降雨导致全省５３条河流发生洪水，渭
河及其支流出现５４ａ来最大洪涝灾害。１５县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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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山洪灾害。陕南秦巴山区和渭北黄土高塬地
区共发生地质灾害３６１１起。受灾涉及８１个县
（市、区）、８３１个乡（镇）、受灾人口达６９７８８万
人；倒塌房屋１４７５万间；受灾农作物７２万ｈｍ２；
中断交通１００多处，发生塌方９３８５处；共毁水利
设施９５０多处。
３２强降水过程决策服务的典型事例

省气象台于８月２５日、２８日、３１日及９月
１日、４日、７日提前预报了暴雨强度和落区，并
全方位进行了决策和公众服务，在关键时刻对各
市气象局，特别是受灾区的预报服务给予及时指
导。从８月２４－９月７日省气象台上报预报服务
情况及灾情１１次，发布暴雨及雨情消息１２期。省
气象局向中国气象局报告重大气象灾害预报服务
情况４次。局领导带有关人员当面向省政府、省
防汛办领导汇报雨情、灾情及天气变化趋势５次。

渭南市气象局２６日给市政府领导准确提供
“２６－２７日渭河南山支流无大降水，２８日又将转
雨”的信息。使市领导果断决策，于２６日２０时
前撤离渭河滩地全部人员。２７、２８日预报２９日渭
河流域大到暴雨；２９、３０日及时给市政府领导提
供“３１日后阴雨仍维持，９月５—６日降水较大”
的信息。对此，市政府紧急启动以“防、抢、
撤”为主的防汛方案，连夜组织“二华夹槽”及
３３５ｍ高程以下的１８万群众全部撤离。

宁陕县气象局在强降雨来临前和过程中，严
密监视天气变化，每小时一次向县防汛办报告雨
情，８月２９日０５时、１１时分别给县防汛办提供
了“降水继续维持”、“强降水继续维持”的预报。
县政府立即召开防汛紧急会议，１２时０５分发布
了《防汛预警１号令》，１２时５０分前县城全部人
员撤离。１３时０５分，县城多处发生大面积山体滑
坡和塌方，发生了特大暴雨泥石流灾害。灾情发
生后，县城断水断电，县气象局的同志们仍然日
夜坚守岗位，为政府和公众及时提供气象服务。

汛期气象服务体会
４１始终把做好强降雨预报、预警服务作为防汛
减灾的重点

陕西气象部门的各级领导充分认识到做好汛
期预报、预警服务的重要性。在安排布置汛期气
象服务工作时，把做好强降雨预报、预警服务作
为防汛减灾的重点。各级气象部门以高度负责的
态度，密切监视天气变化，上下配合，逐级指导，
提前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报，准确地预报强降水天
气过程、强降水发生的范围和时间，并进行及时
连续滚动服务，为各级政府指导防灾和救灾赢得
时间。
４２坚持以科技为先导，为准确预报提供强有力
的技术支撑

遵循“科学研究与业务管理相结合，研究开
发与实践应用相结合”的原则，开展突发性暴雨
研究、大降水分区、落点预报研究、冰雹预报研
究等强降雨天气的科研与技术开发，从技术上支
持了强降雨天气的预报、预警服务工作，明显提
高了预报能力和预报准确率。
４３运用气象业务现代化手段，努力提高决策和
公众气象服务水平

气象卫星探测信息和雷达探测信息的应用，
高性能计算机和中尺度数值预报模式的业务化，
省、市级决策服务系统和县级综合服务系统的研
究与开发，促进预报业务和服务的精细化程度，提
高了决策气象服务和公众气象服务的水平。
４４拓展预报业务服务领域，提高防灾减灾气象
服务的能力

山地气象灾害等级预报及全省１０流域洪水
面雨量预报的发布，在２００３年重大灾害天气预报
服务中发挥了防灾减灾的重要作用，说明气象部
门近年来拓展预报业务服务领域的思路是符合社
会发展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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