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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灾害风险影响专家调查分析
姚东升１，２，罗慧１，２，李素琴３，刘波２，张宏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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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向陕西省防灾减灾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开展了气象灾害风险影响的问卷调查，对气象灾
害调查问卷进行关联度和检验，专家对各类天气现象的评分有显著差异；分析影响陕西气象灾害天
气对陕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得出一些重要结论，对开展陕西气象减灾工作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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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当前气象防灾减灾的新形势以及各级党
委政府的迫切需求，我国作为世界上气象灾害最
严重的国家之一，加强气象灾害防御机制建设、提
高全社会防灾减灾的水平，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
社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陕西是气候敏感区，也是各类气象灾害频发
区。为进一步了解陕西气象灾害或潜在气象风险
源对陕西省社会和国民经济发展、公众日常生活
出行的影响，２００７年度陕西省减灾协会学术年
会、２００９年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
上，开展了针对会议代表的“陕西气象灾害风险
影响专家调查问卷”活动，会议代表来自陕西防
灾减灾各领域，涉及地球物理、矿物岩石地球化
学、环境科学等多学科专家、学者，希望藉此获
得有价值的调查数据，并通过两次问卷对比得到
有价值的结论。
专家问卷数据分析
１１调查概述

“陕西气象灾害风险影响专家调查”问卷设
有：对陕西社会经济发展、公众社会影响较大的
气象灾害；影响陕西省社会经济发展和公众生活
的气象灾害影响力打分；专家建议及个人信息。

首次调查发放问卷４８份，收回有效问卷４６
份，回收率９６％。第二次发放问卷３０份，收回有

效问卷３０份，回收率１００％。
参加问卷调查专家的学历和职称结构中，首

次调查中具备研究生以上学历的２５人，１７人为
高工以上职称。第二次调查中，院士３人、教授
８人，高校副校长及以上职务３人。具备研究生以
上学历的１９人，２８人为高工或处级以上管理层，
调查对象层次较高，专业背景比较全且平均年龄
较轻（５０岁以下人数均占到５０％）。
１２陕西气象灾害影响力专家调查的信度效度
检验

表年科协七大调查问卷的
信度与效度分析结果

变量 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相关系数

气
象
灾
害
影
响
力

干旱 ０６０６４５ ０６２８５
暴雨 ０６６４７７ ０６３５４
风雹 ０７１４６２ ０６８１５
低温灾 ０６５０６０ ０６０１０
雷电 ０６６２２１ ０６２５６

泥石流燉滑坡 ０６８９８８ ０７１０６
高温热浪闷热 ０４５８４２ ０４９８０
大风沙尘暴 ０４５２０９ ０４７６６
大雾道路结冰 ０４２５５５ ０４６５５
雷电大风冰雹 ０６３５４１ ０６５２７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的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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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专家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结
果如表１，利用Ｓｔａｔａ９０软件对问卷调查获得的
样本数据进行信度［１］和效度分析，可以看出，气象
灾害影响力变量等所对应的１０个测量题项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大于为０８，表明问卷的信度很
高，所有的测量变量是可以接受的。气象灾害影
响力变量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大部分大于０６，
且各题项得分与题项总分的相关系数大部分都在
１％的显著水平下大于０４，表明问卷的结构效度
和内容效度都比较高。而各题项得分（除“干
旱”以外）均与题项总分的相关系数大部分都在
０６以上，且显著水平至少都达到了５％，干旱的
显著水平在１０％。综上所述，整个调查问卷具有
较高的信度和效度。说明干旱作为一种渐变、累
积的气象灾害过程，专家们对其预测预报能力的
感知和判断存在一定的差异。
１３陕西气象灾害风险影响力专家调查和分析

专家调查问卷中列举１６种天气现象，专家打
分评估气象风险或气象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力
大小，其中１～５表示气象灾害影响力的大小，１
表示最小，５表示最大。气象灾害分别是：干旱、
雷电、暴雨、高温热浪、桑拿天（闷热）、泥石流
燉滑坡、酸雨、沙尘暴、一般降水、冰雹、大雾、

大风、连阴雨、霜冻、寒潮和道路结冰，由专家
选择对陕西社会经济发展、公众社会影响较大的
气象灾害，答题是开放式的。

图１气象灾害影响力专家评价图

分析两次专家问卷对不同气象灾害影响力等
级的评判值（图１、表２）。结合专家评价打分，第
一次调查结果：气象灾害对社会经济影响力等级
从高到低依次是：暴雨、干旱、大风沙尘暴、雷
电大风冰雹、高温热浪闷热、大雾道路结冰、泥
石流燉滑坡、冰雹、雷电等。第二次调查显示：气
象灾害对社会经济影响力等级从高到低依次是：
干旱、暴雨、大风沙尘暴、大雾道路结冰、冰雹、
雷电大风冰雹、高温热浪闷热、泥石流燉滑坡、雷
电、低温灾等。两次调查结果惊人地一致。

表气象风险（灾害）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力专家评价等级
气象灾害
影响力 干旱 雷电 暴雨 冰雹 泥石流

滑坡
高温燉
闷热

大风燉
沙尘暴

大雾燉道
路结冰

雷电燉大
风冰雹低温灾

第一次调查
影响力等级 ４１７ ２４６ ４２６ ３ ３ ３０７ ３１５ ３０２ ３１１ 燉
第二次调查
影响力等级 ４０７ ２５７ ３７７ ３２７ ２９７ ３０３ ３５０ ３３０ ３０７ ２５３

总之，暴雨和干旱的影响等级为４级，最为
严重。雷电、冰雹、高温闷热、泥石流燉滑坡、大
风与沙尘暴、大雾与道路结冰、雷电与大风和冰
雹均为３级。总体上多灾种并发的影响力大于单
一灾种的影响力。
专家建议

专家调查问卷中，专家学者提出气象防灾减
灾建议：提高预测预报能力，将预警预报进一步
精细化，即对灾害性天气的影响时间、地点和影

响强度进行更为精确的预测预报，强化预警服务
的针对性；气象灾害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应重
视生态环境；建议通过改善生态环境，达到减轻
气象灾害的目的；健全预警信息发布机制，加大
气象灾害预测预警信息传播渠道的多样化，通过
各类传媒及时传播预警预报信息，使社会公众及
时了解气象灾害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强度发生、其
影响如何，较早、较好地采取防范应对措施。气
象防灾减灾研究需要多学科交融和应用，防灾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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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不同区域的社会公众对雷暴天气
事件的风险关注差异比较
罗慧１，姚东升２，李素琴３，胡

（１陕西省气象局，西安７１００１４；２陕西省防雷中心，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３陕西省气象科技服务中心，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提出社会公众关注雷暴等天气事件发生时风险超越概率值，表征社会公众对气象风险关
注度指数。以陕西省省会城市、北部、中部和南部４个区域为例，分别挑选对应区域、不同年份
的雷暴天气事件作为潜在气象风险源之一，以其发生时对应日１２１２１拨打量为统计样本，利用基
于模糊数学的风险评估方法，计算陕西不同区域公众对雷暴风险源发生时风险关注差异，分析雷
暴风险发生不确定意义下的社会公众关注度等级、人数和意愿支付而产生的社会价值。
关键词：社会公众；雷暴；风险；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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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各类极端天气事件频发，
雷电作为自然灾害之一，导致人员伤亡、击毁建
筑物、供电设施、通信设备，引发森林大火等，严
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美国政府在其减
灾计划中就指出：“减灾始于风险分析……必须做
出主要的政策变化：（１）预测与评估风险，而不
是简单地对灾害做出反应……（２）增强风险评估
以指导减灾……”。国办发〔２００７〕４９号文件《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
意见》明确指出，要及时开展气象灾害分析评估，
做好相关科学解释和说明工作，增强公众抗御各
类气象灾害的信心。

作为气象潜在风险源的雷暴天气事件具有自
然的和社会的双重属性。从雷电风险演变成雷电
灾害，取决于所牵涉的系统和风险发生的环境，综
合考虑社会风险认知、与社会放大因素的影响，包
括人类行为的决定因素，从组织因素到文化、社
会因素均应考虑，其最终结果更与城市或乡镇运
行能力有关，当发生地区的社会经济系统的承灾
能力较强（有完善的避雷设施、公众良好的防雷
避险意识等），雷暴风险事件的发生对当地未造成
危害，则该雷暴天气事件还是风险，暂不构成灾
害。罗慧等已开展相关研究，把高影响天气事件
作为气象风险源，综合应用１２１２１气象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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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工作也需要多学科专家们通力合作，加强多领
域、多学科的合作、交流和资源共享，才能把防
灾减灾这一系统工程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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