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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３０日至１２月９日，以陕西省
气象局李良序局长为团长的７人赴日本培训考察
团，在日本进行了为期１０天的培训考察。期间，
发达国家东西方文明汇交的综合文化素养、优美
整洁的市容、开放富有活力的思维和敬业高效、勤
奋严谨、缜密守时的工作态度及作风均给我们留
下了深刻印象。先后在东京、富士箱根、小樽、扎
幌、神户、京都、奈良、大阪培训学习，参观访
问了日本气象厅、国家气象科学馆、国家地震预
报台、海洋火山预报中心、国家气象预报中心、
ＷＮＩ、气象株式会社等，与日本国家气象总务部
进行了公务交流。培训考察的目的是了解气象防
灾减灾、气候变化应对、气象业务管理、公共气
象服务、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等基本情况，重点考
察日本发展气象防灾减灾、专业气象服务、精细
化预报服务。
日本气象业务和服务

日本气象服务分公益气象服务和民间气象服
务２类。公益气象服务是无偿服务，由日本气象
厅所属各级气象台承担；民间气象服务是有偿服
务，即商业气象服务，由民间气象公司承担。
１１日本公益气象服务

日本气象厅隶属于日本国土交通省，负责全
国的气象服务，提高减灾防灾能力、保障全国的
交通安全和工业产值，气象服务的国际合作。目
前，全气象系统人员约６０００多人，气象厅面向
公众提供包括天气、气候、海洋、地震和火山等
多种信息的服务。

日本气象厅发布多种时段的天气预报，为防

灾减灾发布注意报、警报。分布预报将全国分为
格距约２０ｋｍ的约２０００个区域。

日本气象厅已建成防灾信息提供系统。通过
该系统气象厅、管区气象台、地方气象台与所属
区域政府和防灾机关间实现了台风、暴雨、地震、
注意报、警报等防灾气象情报的传递，并通过地
面线路和卫星线路２种通信手段实现联络，以保
证各类防灾气象情报信息的正常传送。

电视气象服务是公众气象服务的主要手段，
日本有固定时间的天气预报节目，也有滚动字幕
形式的天气预报信息。当气象部门发布灾害警报
时，还可以随时中断电视节目，向社会公众发布
灾害警报。
１１１大气和海洋观测系统 ①地面观测系
统全国有１５９个地面气象观测站，观测气象要
素包括气压、气温、湿度、风向燉风速、降水、云
量和能见度，除了能见度和云量以外，都是自动
观测的。气象厅还设立自动气象数据获取系统－
ＡＭｅＤＡＳ，有１３００多个观测点，平均空间格网
１７ｋｍ，每小时进行降雨量观测，其中８４０个点
还监测气温、风向燉风速和日照时数。强降雪地区
有２００个点可以监测积雪深度。ＡＭｅＤＡＳ是世界
上最成熟的中尺度观测系统之一。②高空观测系
统全国有１８个探空站，５个气象观测艇，每天
２次温、压、湿垂直分布和４次风向燉风速垂直剖
面观测。③天气雷达观测系统有１９个天气雷
达组成的雷达网，用于观测降水的三维分布。雷
达观测的降水数据与ＡＭｅＤＡＳ记录的降水数据
融合，生成雷达一ＡＭｅＤＡＳ合成图像，提供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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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ｋｍ水平分辨率的每小时降水图，对监测和预
测地方性强降水起关键作用。④气象卫星观测系
统ＧＭＳ－１发射后，每隔４～５ａ就发射一颗
ＧＭＳ系列卫星。ＧＭＳ－５携带的ＶＩＳＳＲ，能观测
云高、海面温度（ＳＳＴ）和水汽的分布。２７个国
家和地区能接收到ＧＭＳ－５的云图。气象厅接收
并使用的气象卫星有日本的ＧＭＳ－５、ＡＤＥＯＳ
和ＭＴＳＡＴ２，以及美国的ＮＯＡＡ。⑤海洋观测
系统日本气象厅鼓励商船和渔船做海洋气象观
测，并将数据传到国家气象服务处。气象厅有６
个气象观测船，观测日本附近海面和北太平洋西
部包括赤道水域的各种海洋变量，如海水温度、
盐度、海洋洋流、化学组成、重金属、石油和浮
游生物。全国２９个机场设有闪电定位观测系统。
设有３个地磁观测点。全国设有５个臭氧观测站，
国内４个，南极设１个，观测臭氧、紫外辐射等。
１１２数值天气预报天气预报业务使用全球
模式、区域模式、台风模式和月预报模式。使用
集合预报方法制作月预报，是通过统计几种由差
别很小的初始场得到的数值预报结果，提取出有
用的延伸预报方法。数值预报结果进一步开发的
产品有各种天气图和网格点值（ＧＰＶｓ）。
１１３通讯和数据处理系统气象卫星中心的
气象服务计算机系统（ＣＯＳＭＥＴＳ），能接受和
处理来自世界各地的气象数据。ＣＯＳＭＥＴＳ包括
数值分析和预报系统（ＮＡＰＳ），用于数值分析和
预报的计算机系统和中央自动数据编辑和转换系
统（Ｃ－ＡＤＥＳＳ），即气象通讯系统。Ｃ－ＡＤＥＳＳ与
全球气象通讯网（ＧＴＳ）相连，有两个作用，进行
气象数据和产品的转换及编辑，并在气象厅和全
球其他国家气象中心（ＮＭＳ）之间相互交换，作
为国内气象信息交换的控制中心。
１１４天气预报和海洋气象预报①短期预报
每天的天气、风、海浪、最低燉高气温和２ｄ降

水概率预报是公众喜爱的天气信息，常在电视节
目中播出。天气、温度、降水量时空分布的中尺
度预报，是基于２０ｋｍ水平分辨率的区域数值天
气预报做出的。覆盖全国２０００个小区，每个小
区２０ｋｍ，每天３次３～２４ｈ预报以小区为单元
的天气分布。每小时作全国范围内５ｋｍ×５ｋｍ

的３ｈ降水预报。②台风预报气象厅是ＲＭＳＣ
东京台风中心，提供业务化的台风预报（分析和
预报台风的位置、强度和移动方向）和相关信息，
包括在北太平洋的国家气象服务点经过分析的数
据，台风预报时间从４８ｈ提前到７２ｈ。③周天气
预报提供全国５８个地区７ｄ天气、最低燉高温
度和降水概率预报。④季节性天气预报全国１１
个地区作季节性预报，月报—每周发布；３个月
预报——每月发布；暖季（４—９月）预报，冷季
（１０—３月）预报。预报天气、温度和降雨燉雪趋
势。⑤ＥＩＮｉｎｏ现象的监测和预报气象厅收集
海洋观测数据用于监测和预报ＥＩＮｉｎｏ事件。“海
洋数据同化系统”用于分析ＥＩＮｉｎｏ事件，用海
洋—大气全球模式对时空离散的海洋观测站的数
据进行同化处理。现正在开发新的海洋—大气藕
合数值预报模式，用来预报ＥＩＮｉｎｏ事件。⑥灾
害性天气注意报和警报自然灾害可能发生时，
气象厅就以国家气象权威的角色发布灾害性天气
注意报和警报。灾害性天气预报包括风暴、暴风
雪、强降雨燉雪，强海浪、海啸、洪水；发布灾害
性天气注意报包括大风、暴雨燉雪、大雾、雷暴、
干旱、雪崩、结冰、降雪增加、霜冻、低温、雪
融化、风暴、巨浪、洪水。⑦海洋气象预报和警
报气象厅发布海洋天气预报、警报和北太平洋
西部地区和日本附近的海浪预报，也发布鄂霍次
海冬季海面结冰的情报和预报。还向北太平洋西
部和南中国海过往的船只制作天气预报和警报，
并通过全球航海安全系统中的国际移动卫星传递
气象信息。在ＩＧＯＳＳ数据处理和服务系统中，气
象厅太平洋地区特别海洋中心，发布范围很广的
海洋服务产品，如由观测船、商船、浮艇、卫星的
观测数据做出水温和洋流的分析和预报。
１１５全球环境监测情报气象厅向ＩＰＣＣ提
供观测数据和气候变化课题研究结果。气象厅有
３个点连续观测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其中南鸟岛
是ＷＭＯ的ＧＡＷ（全球大气观测网）中的全球站
点。气象厅有２个ＷＭＯ设立的中心与ＧＡＷ的
活动有关：温室气体世界数据中心（ＷＤＣＧＧ），
收集和存档全球温室气体观测数据；质量检测燉
科学活动中心（ＤＡ燉ＳＡＣ），评价亚洲和西南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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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地区温室气体观测数据质量。气象厅有臭氧观
测站，绫里站观测ＣＦＣｓ的浓度。
１１６气象科研、教育和培训气象厅下属的气
象科学研究所开展天气预报、气候、台风、大气物
理与应用气象、气象卫星与观测系统、地震与火
山、海洋和地球化学等研究。气象大学属气象厅是
培养气象专业本科生和气象厅职工培训的基地。
１２民间气象服务

１９９５年特殊天气预报私营气象服务得到政
府许可。公司预报员须通过资格考试后上岗。截
止２００６年全国注册的私营气象服务公司有５０多
家，根据气象厅免费提供的基本气象数据和常规
预报结果，经公司模式再分析和运算，用于特殊
预报，服务涉及农业、果业、林业、交通、渔业、
旅游业等。

公益服务与专业有偿服务的界面是相当明确
的，有完全不同的事业结构和运行机制。民间气
象公司要依托高科技进行“深、广、细、活”的
加工，把气象厅的信息转化成商品，同时要通过
宣传（甚至广告）、公关来开拓市场。
日本气象工作的启示
２１提高预报准确率的思考
２１１大气监测系统网点建设越来越科学日
本大气监测网点密集。地面观测、高空观测、雷
达观测、雷电观测、卫星观测、海洋观测等形成
了高时空、高密度的大气监测系统。雷达、卫星、
风廓线仪等探测资料收集与处理加工的分工更加
细致周密，突出“深”度开发，并能迅速转化形
成产品。加密雨量点布设不受行政区划约束，按
业务功能统筹安排。
２１２利用各种探测资料提高预报精度和时效
日本气象部门最大限度地获取各种探测资料用

于天气预报。例如建立格距１７ｋｍ的自动气象观
测站网，探测资料每１０ｍｉｎ上传１次，为天气预
报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支持。还尽可能地将多种探
测资料应用到各种预报模式中，提高预报精度。
２１３注重数值预报模式的开发和使用日本
开发数值预报模式自成系列，无论模式的分辨率
还是可预报天数以及预报产品的多样性，都在世
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数值预报研究初步成果出来

后，经过试运行、发现问题再研究、再开发，直
到预报效果稳定、满意后才投入业务。
２２气象现代化发展的思考
２２１气象现代化是优质气象服务的基础日
本气象厅的防灾服务和民间气象公司专业服务的
社会和经济效益都是显著的，而优质气象服务的
后盾是及时而丰富的各类气象信息。
２２２提升现代化设备的软实力日本气象使
用的有些设备，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但注意“物
尽其用”。
２２３提高气象现代化建设效率日本在气象
现代化建设方面，非常注重效率，建设周期短、速
度快，并及时业务化。如闪电定位系统的建设，１
年后全部投入业务使用。多谱勒雷达也是当年建
设当年见效。
２３日本气象服务的思考
２３１公众气象服务在“广”和“细”字上适应
需求日本气象部门积极拓展服务领域，开展了
时空密度高的分布预报和时间序列预报；灾害性
天气来临时，增加格距为５ｋｍ的逐时降水量预
报；为预防洪涝、泥石流、滑坡等灾害，还开展
土壤雨量指数（即山体滑坡指数）预报、洪水指
数预报、浸水指数预报等。民间气象服务根据用
户特殊需要，加工时间、空间尺度更细的气象预
报产品（重要手段是将２０ｋｍ网格的数值预报产
品加工为５ｋｍ网格的产品）及气象信息情报分
析产品，并提出建议。
２３２专业专项气象服务在“专”和“特”上做
足文章日本气象服务专业化日趋成熟，气象服
务几乎涉及各行各业。气象株式会社开发的产品
比气象厅的产品要更能突出特色服务。
２３３管理服务在“活”和“效”字上体现创新
日本的“气象士”资格考试制度进出灵活，既有利
于气象人员管理规范及知识结构多元化，又利于
广泛吸纳有志之士投身气象事业。我国也实行预
报员上岗资格考试制度，但比较“死”，缺少“活”的
蓄水池，人才进出缺乏灵活性。日本的公益气象服
务十分注重政府服务的效能，看全社会以及公众
是否满意，政府公务员特别关注效益、效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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