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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0 年来，贵州省气象部门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断完善气象防灾减

灾工作机制，针对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应对

工作，创新“一图三区三个叫应”监测预

警服务机制，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

用成效明显。

“十三五”期间，全省因灾造成的死亡

人口和直接经济损失分别较“十二五”期间

下降 20.8%和 42.5%。社会公众对气象服务

满意度提高到 2021 年的 93.5 分。2022 年，

“三个叫应”做法被写入国家防办印发的

《关于加强基层防范应对极端暴雨工作的

指导意见》。

开创“三个叫应”服务模式
解贵州防灾难题

贵州地处西南地区，山地和丘陵面积

占 92.5%，地质环境十分脆弱。目前全省查

明的山洪沟有 8000 多条，地质灾害隐患点

10000 多处。

“每年汛期，强降水天气过程常会引发

贵州部分中小河流漫堤溃堤、中小水库出

险、局部山洪地质灾害。”贵州省水利厅水

旱灾害防御处相关负责人裘峰说，这给当

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怎样减少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气

象预警信息能发挥怎样的作用？贵州省

气象局积极探索创建了“三个叫应”预警

服务机制，即发生强降水时通过电话将气

象预警点对点传递到县、乡镇、村领导和

有关责任人，提醒各级政府和涉灾部门做

好防御。

这种方法在实践中很快发挥了举足轻

重 的 作 用 。2011 年 6 月 5 日 8 时 至 6 日 8

时，望谟县中部以北地区出现持续特大暴

雨，县境内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县气象局

及时开展“三个叫应”，县城及受灾乡镇紧

急转移群众 6000 余人，最大程度减少了因灾造成的损失。

从“三个叫应”到“一图三区三个叫应”
服务机制不断完善

贵州的天气用“十里不同天”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什么时候叫应，

叫应哪些地方，涉及因素很多。贵州省气象局减灾处副处长戚泽伟说，

监测设备的建立健全、预报员业务能力的提升都对其有影响，要摸清楚

每个地方的实际情况，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党的十九大以来，贵州省气象局将“三个叫应”预警服务机制进一

步完善为“一图三区三个叫应”监测预警服务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在防

灾减灾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一张图”即在建立防灾减灾综合数据共建共享机制的基础上，应

用大数据技术，结合防汛、国土、交通、旅游等部门的易灾点普查成果，

基于地理信息系统，以县为单位绘制综合防灾减灾“一张图”。

“三区”是以“气象综合防灾减灾图”为基础，将灾害性天气监测区

域划分为监视区、警戒区、责任区，有效弥补了基层短临预报技术薄弱

的问题。

“三个叫应”则重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2016 年以来，贵州省气象

局组织以县为单位梳理本地强降雨致灾阈值，推动全省 9 市州、81 县

（市、区）级政府以规范性文件形式明确叫应标准、对象和应对要求，形

成全省气象防灾减灾的强大合力。

贵州省气象局打造的“一图三区三个叫应”基层气象防灾减灾模式

被贵州应急管理和防汛部门借鉴，成为“四级叫应”。2021 年 6 月 20

日，黔南州三都县发生山体滑坡，由于监测预警叫应及时，部门联动处

置迅速，灾害发生地群众全部紧急撤离，有效避免了人员伤亡，成为国

家防总通报的全国五个山洪地质灾害转移避险成功案例之一。

本报讯 记者张艺博报道 10 月 26 日，

世界气象组织（WMO）发布最新一期《温室

气体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指出 2021 年

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三种主要温室

气体在地球大气中的浓度均创新高，其中

甲烷浓度增幅创有记录以来新高。

《公报》显示，自近 40 年前开始进行系

统测量以来，2021 年甲烷浓度同比增幅最

大，异常增加的原因尚不清楚；二氧化碳

浓 度 增 幅 大 于 过 去 十 年 的 年 均 增 长 率。

而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大气监测网络站最

新的测量结果显示，到 2022 年，这些指数

仍在全球范围内持续上升。

《公报》称，在 1990 年至 2021 年间，长

寿命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

氮等在大气中滞留时间长的温室气体）对

气候辐射强迫增加了近 50%，二氧化碳约

占这一增长的 80%。2021 年二氧化碳、甲

烷和氧化亚氮的浓度值分别为 1750 年工

业化前的 149%、262%和 124%。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佩蒂瑞·塔拉斯

指出，相较于二氧化碳，甲烷的寿命较短，

对气候的影响是可逆的，因此，削减二氧

化碳排放更为紧迫、必要。二氧化碳是气

候变化和相关极端天气的主要驱动因素，

可能造成海冰融化、海洋变暖和海平面上

升，从而影响气候数千年。

塔拉斯表示：“《公报》再次强调了采

取紧急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防止未

来全球气温进一步上升的巨大挑战和必

要性。”为此，他呼吁改变工业、能源和运

输系统以及整体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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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温室气体公报》

三种主要温室气体浓度均创新高

平潭气象局与成信大共建教研实践基地
本报讯 通讯员黄曙杰报道 10 月 13 日，福建省平潭综合实

验区气象局与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教学

科研实践基地”。

平潭局将通过合作争取在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特别是在海

洋灾害性天气监测预警、景观预报服务等技术攻关上取得新进

展，为平潭“一岛两窗三区”建设、气象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本报讯 记者张艺博报道 人

居 气 候 舒 适 性 是 评 判 城 市 环 境

宜 居 水 平 的 核 心 因 素 之 一 ， 需

要 综 合 考 量 气 温 、 湿 度 、 风 和

日 照 对 人 体 舒 适 感 的 影 响 。 中

国 气 象 科 学 研 究 院 研 究 员 谭 凯

炎 课 题 组 经 过 多 年 研 究 ， 提 出

了 基 于 中 国 气 候 特 征 和 人 群 热

感 受 的 室 外 天 气 舒 适 指 数

（OWCI） 模型，采用该模型及

其 分 级 标 准 ， 根 据 1991 年 至

2020 年中国大陆 35 个主要城市

的 每 日 气 象 观 测 资 料 ， 分 析 了

中国代表性城市 30 年平均人居

气候舒适性的时空差异。

结果表明，中国大陆主要城

市一年中属于舒适天气的日数均

超过半年，平均为 230.5 天，总

体 人 居 气 候 环 境 良 好 ， 其 中 昆

明、拉萨、贵阳、厦门和成都位

列年平均气候舒适性最好的前五

名。分季节而言，春秋季节天气

普遍舒适，夏季和冬季舒适性空

间差异较大，夏季舒适性较低的

城市主要位于华南和长江中下游

地区，冬季高纬度城市天气基本

都属于不舒适范畴。

本报讯 通讯员张嘉男 郭娜先报道 10 月 27 日，青海省气象

局相关同志赴西宁市气象局开展气象综合业务实时监控系统

——“天镜·青海”市县版推广及业务需求调研，以加快推进气象

综合业务实时监控系统本地化建设，持续优化完善“天镜·青海”

市县级业务监控功能和打造“天镜·青海”品牌。

“天镜·青海”市县版的本地化应用能帮助市县气象局运维

人员实时监控资料传输情况，针对授权账号随时可以查询所属

市县的数据全流程信息，及时定位业务故障，提高业务传输质

量。试点推进工作加强了省气象局与市县气象局业务技术人员

有效沟通，为进一步完善“天镜·青海”监控功能、加快推进该系

统市县级应用的一体化运维监控体系建设奠定基础。

石柱县局开展预警信息发布平台业务培训
本报讯 通讯员王延成报道 10月20日，重庆市石柱县气象局开

展预警信息发布平台自动发布业务功能视频培训，来自县级有关部

门、各乡镇（街道）预警平台业务人员共计60余人参加此次培训。

通过培训，预警平台业务人员全面了解自动发布功能模块，

熟练掌握了具体操作流程，为进一步做好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工

作，保障自动发布功能正式上线后稳定运行提供了基础。

本报讯 通讯员刘欢 时晓曚

报道 近日，山东省青岛市气象

局 与 市 水 务 管 理 局 根 据 青 岛 市

防 灾 减 灾 和 地 方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新 需 求 ， 建 立 密 切 合 作 机 制 ，

实 现 气 象 、 水 务 数 据 共 享 ， 共

推 科 研 成 果 实 用 化 ， 有 效 提 升

城 市 内 涝 气 象 监 测 预 报 预 警 服

务水平。

据 了 解 ， 两 部 门 协 同 合

作 ， 打 通 数 据 共 享 通 道 ， 实 现

气 象 智 能 网 格 预 报 与 积 水 点 实

时 观 测 数 据 共 享 ； 同 时 ， 建 成

高 分 辨 率 智 能 网 格 预 报 和 气 象

灾 害 风 险 数 字 化 产 品 及 应 用 插

件 ， 接 入 市 云 脑 指 挥 大 厅 和 城

市 管 理 平 台 ， 推 动 智 慧 气 象 更

好地融入城市数字化治理。

双方推进产学研用，实现科

研成果实用化。两部门联合成立

科研团队，开展城市内涝气象服

务、水旱灾害评估和城市用水量

预测分析；开展水文预报模型研

究，建立基于数字化气象预报的

精细化水文预报实时业务，在近

两年防汛调度中提供有力的科技

支 撑 ； 在 城 市 积 水 提 前 靶 向 防

范 、 精 准 管 控 水 库 行 洪 蓄 洪 调

度，利用水库蓄水、抗旱、水电

生产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据悉，由市气象局自主研发

的青岛市城市气象服务平台获评

山东省气象部门创新工作。该平

台可实时监测市区城市积水点附

近的多要素实况以及精细化网格

预报产品，并共享易积水点积水

深度实时数据，为建设智能化城

市气象防灾减灾和服务体系打下

坚实基础。

本报讯 通讯员屈露燕报道

近日，河南省三门峡市气象局联

合市科学技术局、科学技术协会

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三门峡气

象 科 普 工 作 的 意 见》（以 下 简 称

《意见》），明确到 2025 年，在不断

提升科技内涵的基础上，基本建

成与三门峡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

相适应的气象科普体系，公众气

象防灾减灾意识显著提升。

《意见》要求，各部门要积极推

动开展双边、多边合作模式，共建

共享气象资源，进一步提升全民防

灾减灾意识与气象科学素质，推进

三 门 峡 气 象 科 普 工 作 高 质 量 发

展。《意见》从九个方面明确了具体

任务，包含提升应急气象科普联动

合力，建设气象科普业务体系，拓

展面向重点人群的科普宣传渠道，

打造气象科普品牌，繁荣气象科普

作品创作，提升气象科普信息化水

平，抓好气象科普阵地建设，开放

共享气象科普资源，发展壮大气象

科普工作队伍等。

据悉，近年来，市气象局十分

重视气象科普工作，积极推进科

普宣传进广场、进社区，并采用局

校合作模式开展校园科普工作，

在提升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方面取

得较好效果。

洱源首个超高海拔气象观测站建成
本报讯 通讯员杨泽秀报道 近日，云南省洱源县气象局完成

了该县首个超高海拔气象观测站——骑龙山气象观测站的建设

与安装调试工作。该观测站建于骑龙山风电场内，将用于精密

监测骑龙山风电场地区天气变化，精细服务高海拔地区居民生

产生活，并为应急管理、交通等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根据30年气象数据，基于室外天气舒适指数模型统计

中国大陆主要城市人居气候舒适性评价发布

三门峡部门联合印发意见强化气象科普

气象与水务部门共推科研成果转化

青岛提升城市内涝监测预警能力

10月23日，河北省围场县气象局在塞罕坝国家雪上项目基地完成气象监测设备的站网建设，并

开始提供赛道及场馆内的实时气象数据。该项目由河北省气象局主导、市县气象部门通力配合共同

建设，将进一步推进北京冬奥会气象服务保障科技成果的推广、检验和固化，在冰雪运动、冰雪产业气

象服务保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图为10月23日，河北省围场县气象局工作人员开展基地站网建设 图/王利军 文/姜国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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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源大省山西，省委、省政府支持气象部门建立了 8 个温室

气体监测站，成为全国气象部门首个开展温室气象监测站网布局

的省份。“ 我 们 将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提 出 的 积 极 稳 妥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要求，在应对气候变化、如期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贡献气象智慧。”山西省

气象局科技与预报处处长王智娟说。

黄 河 三 角 洲 是 我 国 主 要 盐 碱 地 分 布 区 ， 盐 碱 地 面 积 达 660 万

亩。山东省东营市气象局先后围绕盐碱地保护、开发、利用开展了

多种特色气象服务。“我们将进一步提升气象服务黄河口生态文明

建设的能力，加快实施生态气象保障工程，推进黄河入海口大气本

底站建设，加快推进湿地生态环境气象观测站网加密工程、黄河三

角洲常态化生态修复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提升工程建设。”东营市气

象局局长靳军说。

面对大气污染防治任务，河北省邢台市气象局探索开展无人

机增雨 （雪） 作业；联合市生态环境局建立大气环境监测信息共

享机制和常态化重污染天气联防联控机制；新增“逐 3 小时 10 米

阵风”等预报产品，专家会商确定重污染天气气象扩散级别。邢

台市环境气象中心主任郝巨飞表示，将密切关注空气质量变化态

势 ， 开 展 常 态 化 无 人 机 增 雨 （雪） 作 业 和 空 地 联 合 立 体 化 作 业，

为科学精准治污提供有力技术支撑和决策参考。

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实施生态立县是当地“五大战

略”之首。肃南县气象局局长贾风春表示，将持续加强气候变化背

景下祁连山生态状况的气象监测，开展生态风险气象预警，做好生

态经济气象支撑和生态治理气象保障，服务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系

统保护和修复。

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太白县，已新建和改造全县多要素自动气

象站 12 套、秦巴山区剖面站 4 套、大气负氧离子站 2 套。县气象局局

长康少鹏表示，将不断加强森林碳汇生态气象示范站建设，做好林业

监测预报预警服务，协助林业部门开展生物量、碳汇量实验研究，助

力“双碳”目标实现。

（王祯晗、周蓉、刘春文、金泉才、马新建、信志红、任超、武

雅丽、赵娜、任超、雷晓霞、罗延斌对本文有贡献）

本报讯 通讯员段里成 蔡哲 张金恩报

道 10 月 14 日，由江西省农业气象中心主持

完成的国内外作物产量气象预报专项“双

季早稻早播气象适用技术研究与推广”的

推广应用效果通过验收。专家组认为，该

项 目 示 范 推 广 达 到 了 研 究 成 果 转 化 的 要

求，提高了江西省早播早稻早育气象服务

能力，确保了双季早稻充分安全利用早春

气 候 资 源 ， 助 力 水 稻 种 植 主 体 增 产 增 收，

保障粮食高产稳产。

在省农业农村厅、省气象局的联合推

动下，2022 年全省示范面积超过 60 万亩。

据各地现场测产，早播示范点早稻平均亩

产较正常播期田块增产幅度达 6.4%，按当

年收购价计算，每亩可增收 88.8 元，双季早

稻早播气象服务效益可达 5328 万元。

江西省农业气象中心自 2015 年开始启

动早稻早播早育的可行性分析，在多年室

内试验、大田试验和多点示范跟踪调查等

基础上，逐步建立了早稻早播气象服务指

标，在业务试用的基础上完善了气象服务

业务规范，总结提出双季早稻早播早育气

象适用技术。项目成果被中国气象局应急

减灾与公共服务司组织的 《农业气象适用

技术汇编》 采用，并在全国推广；同时也

纳入到江西省政府和省农业农村厅水稻生

产推广技术体系，并发文全省推广。2020

年以来，农业与气象部门在江西省 91 个县

（市、区） 开展了早稻早播气象适用技术示

范推广，示范效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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