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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普查成果强化风险监测预警

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报告就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出，完善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急难险重突发公共

事件处置保障能力。

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应用是完善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的基础一环，也是构建基于影响的预报和风险预警体系、从源头上降低灾害风险的必然要求。

自全国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启动以来，气象部门注重边应用、边总结、边提升，持续增强普查成果应用能力。

本版分享多地气象部门相关举措经验，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凝聚奋进力量。

普查为城市建设提供决策支撑
本报通讯员 高迅芝 记者 刘庆忠 通讯员 杜良敏 赵小芳

湖北省气象局坚持“边普查、边应用、边见效”的工

作原则，先后编制印发了《湖北省气象灾害调查与风险

评估技术规范》《暴雨洪涝灾害风险预警评估业务规

范》《湖北省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应用工作方

案》，强化普查成果在气象防灾减灾业务中应用，实现

灾害性天气预报向灾害风险预警转变，在全国率先完

成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系统本地化运行，形成全省

气象部门统一共用一个规范、一套数据、一个平台的工

作格局。目前，已完成省、市、县三级和“一省一市”试

点孝感市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评估与区划工作，

全省共 103 份普查报告完成度达 90%以上。

多方法提升数据精准度

县域尺度区划，需要应用到区域站、模式再分析、

遥感等各类精细化资料来满足危险性和精准度要求。

确保数据精准，多源资料的质量控制是关键。

湖北气象部门利用“天擎”业务平台和国内外相关

机构数据共享服务器，提取站点观测及多源融合格点

资料；加强区域站资料质控，开展网格再分析资料的评

估分析；通过观测天气现象、查阅灾情直报等验证灾害

性天气记录，采用资料融合、线性回归、空间插值、深度

学习等方法，进行数据补充。

通过“湖北省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项目，湖北气象部门完善区域站降水资料插

补方法以及基于不同地形特点的国家站极大风资料延

长方法，提高资料的完整性与可用性；升级灾情调查

“雨伴”App，形成专业性强的支撑工具，提高灾害风险

预警评估信息化能力。

风险评估防御灾害性天气

深化基于多源数据的干旱、洪涝和低温灾害对农

业影响的定量评估和风险预警业务，湖北气象部门研

发了干旱、洪涝和低温灾害对农作物种植和水产养殖

影响的定量评估和风险预警产品；开展电力线路雷电、

大风风险，线路设施暴雨洪涝风险的评估、区划及灾害

预警；加强高温过程、低温过程高用电需求预警、评估；

探索开展极端高温和冷空气活动对高敏感疾病发病的

风险预警业务。

“气象部门及时开展暴雨洪水风险源分析、致灾源

风险分析以及洪涝发生发展过程模拟，并对孝感地区电

力设施开展风险评估，为我们开展洪涝灾害防御提供了

较好的决策支撑。”2021 年 9 月，国家电网孝感供电公司

互联网办在感谢信中表示，在 2021 年 8 月 12 日强降雨天

气过程中，风险普查成果的应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普查成果服务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湖北省气象局举办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培训班，

采取“以练代培”方式初步完成33个行政区报告编制。孝

感气象部门编制的《关于加强孝感市排涝能力的议案》得

到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高度认可，并被作为保留议案，交

由市政府重点办理。4月，湖北省气象局驻孝昌县丰山镇

丰和村第一书记王芳芳提出，开展不同降水情景下的淹

没模拟，实现乡镇级精细化防灾减灾需求的技术分析，制

定“一域一策”丰山镇气象灾害防御应急响应预案，为当地

气象灾害防御规划和城市规划提供科学参考。

在武汉，气象部门强化普查成果在推进新型智慧

城市建设中应用。基于大风等普查成果，加强与住建

等部门合作，构建在强对流天气期间高层建筑高耸结

构等的外墙及附着物、附属设施的高空坠物风险影响

模型，为重点工程提供有针对性的风险预警服务；基于

暴雨普查成果，开展城市渍涝风险预警服务，利用城市

泵站结合汇水区降水实况、精细化降水预报，为管理部

门科学调度提供数据支撑。

强化风险评估支撑防汛服务
本报记者 韩嘉乐 通讯员 黄卓 朱秋宇

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高质量完成 2021 年气象灾

害综合风险普查试点工作和全区范围气象灾害致灾因

子的调查任务，并将普查成果应用于今年汛期气象服

务，取得初步成效。

广西气象部门成立了“1+8+1”技术组，对暴雨、干

旱、台风、高温、低温、风暴雹、雪灾、雷电等 8 种气象灾

害开展普查。通过建立数据共享目录，实现自治区、

市、县上下联动数据交流，积极对接当地应急管理、农

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已完成三个试点县的风险普

查及全区暴雨致灾因子调查汇交任务，调查数据为

20971.2 万条，完成率达到 100%。

同时，广西气象部门编制了《广西气象灾害调查与

风险评估技术细则》，建设完成广西气象灾害综合风险

普查系统，开发灾害事件数据判别和提取、致灾因子危

险性分析、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等功能，完善多灾种致

灾因子危险性和风险评估的计算方法，自动化绘制各

类灾害评估、区划图件，形成报告模板。

针对广西暴雨范围广、强度集中的特点，广西气象

部门开展极端强降雨极值分析研究，形成 1、3、6、12、24

小时的分县极值分布图，支撑各级气象部门对短时极

端强降雨及可能引发次生灾害风险的精准研判。利用

普查中的单站暴雨过程识别技术，开展基于全区 2886

个气象观测站的历史暴雨过程监测，综合考虑各站的

过程累计降雨量、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最大雨强，研

发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评估指标，将普查数据及指标融

入广西气象灾害监测和风险评估平台中，研发并完善

暴雨灾害的监测、预评估、评估、历史查询统计、产品制

作和邮件提醒等功能，为今年开展暴雨灾害风险预估

业务奠定技术和平台基础。

坚持“边普查、边应用、边见效”的原则，广西气象

部门基于普查数据，研发本地化的风险评估技术，分别

构建暴雨、台风灾害危险性精细化评估模型和风险评

估模型，为暴雨和台风灾害风险的动态化、精细定量化

评估业务提供技术支撑。

在今年 5 月以来的 6 轮暴雨过程和台风“暹芭”来

袭前后，广西气象部门多次开展灾害风险评估服务，结

合智能网格预报数据，综合分析研判灾害损失的影响

因素，对可能出现的灾害影响范围、程度和经济损失进

行预估，首次发布精细到县域的暴雨、台风灾害风险预

评估产品。经过 2 个月的检验，预估结果与实际情况基

本相符。预估产品的发布为各级领导和相关部门及时

提供了决策参考，有力支撑汛期服务。

暴雨致灾因子调查数据成果为暴雨预警信号及防

御指南修订工作提供参考。广西气象部门建立了精细

化干旱监测评估模型，评估产品精准度由县域细化到

乡镇，内容由点扩展到面，为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森林防火、电力调度等工作提供有针对性的灾害防御

建议。

此外，自治区气象局联合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编制

了《广西重大气象灾害防御手册》，建立了适用于广西

的分灾种、分层级、分影响的气象灾害防御策略，实现

气象灾情“一本账”在部门间的共享共用。

根据气象灾害防御“一本账”，南宁市气象局通过

挖掘强降雨过程极值及其时空分布特征，结合典型个

例分析、致灾危险性评估以及南宁城区暴雨信号命中

率、空漏报率、提前时间、有效性等特征分析结果，对暴

雨标准提出初步修订意见。贺州市气象局则修订了

《重大气象信息报告党政主要负责人的规定实施细则》

《强降水“三小时”精细化气象预警服务启动标准》，完

善信息报告和“叫应”服务。

强化普查成果应用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本报通讯员 玉素甫 谢芳 吉春容 王延慧

2020 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局在紧抓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

作的同时，注重灾害风险普查成果转化，建立普查资料库，利用不同区域各类

灾种的风险区划为后期发布不同区域的天气预报提供参考依据，为科研和专

业气象服务提供支撑，为各级党委政府领导提供决策数据，特别是在防御霜冻

和雷电灾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棉花产业“保温”

作为全国重要的产棉区，新疆很多地区秋季初霜冻出现较早，春季终霜冻

结束较晚，对棉花等农作物正常发育和产量形成造成严重影响。

针对这一情况，新疆农业气象台选取持续时间、过程最低气温、降温幅度

作为致灾因子，计算霜冻危险性指数，并对霜冻灾害发生风险进行分析，确定

了各棉区的霜冻气象灾害指数等级，形成了不同棉区、不同初终霜冻灾害的发

生分布和危险性区划图，服务棉花产业安全生产。

在此基础上，新疆农业气象台研发了棉花气象服务网，完成了棉花霜冻、

低温气象灾害指数保险产品的初步设计，并联合多家单位建立新疆首个“气象

科技小院”作为示范点，为企业、合作社提供基于格点、服务到地块的棉花气象

服务材料 35 期。在 2021 年春季棉花播种期发生霜冻灾害时，新疆农业气象台

及时发布风险预警，获得用户一致好评。

搭起雷电“防护网”

新疆气象灾害防御技术中心利用雷电、雷暴日和地理信息资料，确定了新

疆区域雷电灾害致灾因子，通过分析致灾因子，构建了雷电灾害危险性指数、

评估模型和雷电数据库。

目前，雷电灾害危险性等级分布等成果已应用到石油化工等易燃易爆场

所、旅游景区和矿区的防雷安全监管执法检查中。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技术已为

中国石油乌鲁木齐石化公司、鑫金龙矿业有限公司等企业提供了16种雷电灾害

风险现状评估及安全隐患排查服务产品，为 7 家大型油气储存和化工基地开展

雷电灾害风险预警服务。雷电灾害危险性等级区划图为光伏电站、化工园区建

设的气候可行性论证提供了所在地的雷电灾害危险性等级等评价参考信息。

《石化行业雷电灾害隐患排查指南》获批，“新疆防雷安全互联网+智慧监管系统

应用研究”“旅游景区雷电灾害防御建设体系应用研究”等项目立项，进一步推

动了新疆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转化和新疆雷电致灾机理研究。

防范灾害风险有了精准数据支撑
本报通讯员 周蓉 高锡帅 黄君衡

云南省气象局坚持“边普查，边应用，边见效”原

则，推动全省气象灾害风险普查成果应用，在人工防

雹、农村防雷和大风预报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人工防雹作业有了定量化支撑

云南冰雹活动与天气系统密切相关，与地形海拔、

坡度、地形切割深度和坡向等地形因子的分布特征有

关，经度差异也是导致云南冰雹活动的主要影响因

子。基于气象灾害普查成果研究，云南气象部门绘制

了冰雹灾害危险性区划图。

以罗平县为例，2021 年罗平县修订了人工防雹作

业点规划和调整方案，在该县北部、西南部和东部冰雹

主要路径和冰雹灾害高危险区新增人工防雹作业点，

实现对县境内冰雹的有效联防，取得了政府满意、农民

增收、烟草增产、保险增效的“四满意”效果。

气象部门结合全省高原特色农业种植规划，形成

全省人工防雹作业点布局图，在云南省人工影响天气

“十四五”规划中确定新增 100 个作业点，增配应急作业

车，形成了更加完善的防雹作业体系。

消除农村防雷安全隐患

云南 94%的国土面积都属于山区、半山区，这些区

域大部分属于雷暴高发区，也是农村分布较集中的区

域。由于农村地理位置分布特殊，其防雷装置和设施

普遍缺失，存在较大的防雷安全隐患。

云南气象灾害防御技术中心牵头成立雷电技术

组，负责全省雷电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相关工作，完成了

《云南省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技术规范》《 雷电灾害

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规范》的编制和修订，以及双柏、

盈江、建水三个试点县自建站以来至 2015 年的雷暴日

数据普查信息统计、2007 年至 2020 年的雷电定位数据

普查信息统计、雷电致灾危险性评估等工作。

2020 年以来，云南省气象部门在 53 个示范点的选

址工作中，充分应用雷电灾害风险普查成果，优先选择

雷电致灾危险性较高的村落开展农村防雷减灾示范工

作，将示范点与雷电致灾危险性区划图叠加，分析拟选

点所在区域的雷电发生概率和雷电灾害风险，应用雷

电灾害风险普查成果，开展精细化雷击风险评估，分析

拟选点所在区域雷电活动时空分布特征及其灾害特

征，结合实际，对雷电灾害可能导致的人员伤亡、财产

损失程度与危害范围等进行综合风险计算，确定示范

点的雷电防护等级，为示范点雷电防护设计与施工提

供科学依据。

精准开展大风预报预警

云南干季大风在高层强西风影响下形成，具有范

围广、强度强等特征，主要发生在 1 月至 5 月，影响户外

施工、出行等。气象部门将大风普查成果融入云南预

报业务平台，作为预警发布制作的底层参考数据，基于

大风危险性指数，对致灾因子危险性进行四等级空间

单元划分，并根据结果制成图件。

2022 年 4 月 25 日，云南省气象台根据探空数据确

定大风预警区域，使用 2017 年至 2020 年云南大风频次

分布图以及全省大风灾害致灾危险性区划图，对大风

预警区域进行订正。订正后的大风预警分布区域与实

况出现大风的区域吻合，有效提高了大风预警的准确

率，对市县大风预警指导作用更加突出。

低温冻害风险预报
支撑农业防灾减灾

本报记者 张广梅 通讯员 黄岩 敖雪

在各级政府统一组织下，辽宁省、市、县三级气象部门于 2021 年完成全省

102 个县、区气象灾害危险性调查及风险评估工作，普查成果不断在气象防灾

减灾、农业气象服务等领域得到应用。

辽宁作为全国粮油作物的核心生产区，低温冷害霜冻类灾害是仅次于旱

涝的农业灾害。“我们在前期构建低温灾害风险指标体系时就充分考虑了成

果应用。”辽宁省生态气象和卫星遥感中心副主任陈鹏狮说。

为了制定一套满足本地农业气象业务需求的低温冷害分作物分灾种历

史事件识别指标体系，省气象局组织农业气象专家对全省各地农业形态、农

业气象服务需求、农业气象条件、各作物实际生产情况等进行了详细调研和

分析，并根据低温灾害风险普查技术规范，细化构建了辽宁分作物、分时段、

分灾种的农业气象指标体系。在前期气象灾害风险普查基础上，筛选识别历

史低温个例库 56510 个，建立了分县区（102 个）、分灾种（9 种）、分时段（年度、

作物发育期）的低温灾害历史资料库。

基于低温灾害风险普查成果，省气象局组织技术人员构建了地表霜冻风

险预报模型，实现气象预报向地温预报、设施外气温预报向设施内小环境预

报的转变，提升了农业气象服务精准度。

省气象局还将智能网格温度预报实时数据接入辽宁省农业气象业务平

台，开发了低温冷害灾害监测预测模块，初步实现站点霜冻等级表格产品、全

省低温格点产品、全省低温灾害风险图件产品的自动化生成等功能，探索建

立了分作物、分时段、分灾种的低温霜冻风险预报产品的制作流程，实现了低

温灾害风险产品的业务化应用。

在今年春季大棚西瓜移栽定植期，沈阳冷空气活动频繁。设施作物对根

区温度变化的反应较空气温度更加敏感，但早定植、早上市又意味着更高的

经济收益，这让西瓜种植户十分纠结。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和指导，我们抢早定植，提前加盖了两层膜，点燃

增温块，顺利躲过了霜冻。”辽宁省设施西瓜生产集中地沈阳新民柳河沟镇西

瓜合作社社长宋常友说。

低温霜冻风险预报不仅帮助设施农户躲避霜冻灾害，还为油料作物如花

生的种植保驾护航。

花生对霜冻特别敏感，早收一天，产量至少减产 6%。如果在收获晾晒期

遇到霜冻，会严重影响花生的品质和口感，导致售价只有正常的 60%左右。

“以前收花生要赌在收获期遇不到霜冻。赌赢了还好，要是输了，好几个

月就白忙活了，现在霜冻预报越来越准，我们对气象服务的依赖程度也越来

越高。”阜新市阜蒙县花生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安宁说。

今年花生秋收期间，省气象局制作发布霜冻预报产品，并根据霜冻线移

动速度与方向，提前 1 天至 3 天指导当地安排收获进度。同时利用“天气守望

者”公众号向农户发布霜冻风险滚动预报。

辽宁

新疆

广西

云南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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