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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12121声讯电话拨打量分析

樊晓玲,向 丽,王春辉,王朝辉
(汉中市气象局,陕西汉中 723000)

摘 要:利用2005—2011年汉中12121声讯电话拨打量数据,统计分析了12121声讯电话拨打量

的时空变化特征、各信箱的拨打量特征以及节假日期间的拨打量等。结果表明:2005—2011年汉

中市12121声讯电话拨打量和手机用户拨打量呈现明显上升趋势;5—10月为全年拨打高峰期,夏

季拨打量最高,冬季最少;一天当中06—09时和16—21时为2个拨打量高峰期,19时拨打率最

高;12121声讯电话拨打量与辖区人口数量成正比,气象灾害多发或12121声讯电话知晓率较高的

区域拨打量也较高;公众最关心本地72h天气预报,其次是3~7d天气预报;法定节假日日均拨

打量均高于其所在月份的日均拨打量,清明、五一、国庆期间的日均拨打量明显高于春节、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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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1声讯电话服务开展以来,以方便、快

捷、及时和信息丰富等成为社会公众获取气象信

息的主要手段之一,在防灾减灾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伴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

的提高,其用户群的不断增长,业务迅速发展,

已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近年来,国内一些气象

工作者对12121声讯电话现状和发展等方面做了

一些 分 析 研 究[1-4]。利 用2005—2011年 汉 中

12121声讯电话拨打量资料,统计分析各项特征,

期望对汉中12121声讯电话业务的发展提供一定

的参考。

1 时空变化特征

1.1 年变化

2005年以来,汉中12121声讯电话年拨打量

总体呈现较为明显的增长趋势 (见图1)。其中

2005—2008年增长明显,2008—2009年基本持

平,2009—2011年又出现快速增长。伴随通讯行

业迅速发展和12121声讯电话的知晓率逐年提升,

2005—2011年汉中12121声讯电话年拨打量由

167.5万次增加到698.6万次,增长4.8倍。其

中,手机用户年拨打量变化趋势与年拨打量变化

图1 2005—2011年汉中市12121声讯

电话年拨打量

趋势相同,明显高于固定电话年拨打量,且占年

拨打量的比例逐年上升,2005年达65.3%,2011
年高达83.8%。2005—2011年手机用户中中国移

动用户的年拨打量迅速增加,2005年中国移动用

户的年拨打量略低于联通用户,为50万次;随后

缓慢增加,2007年已略高于联通用户的年拨打

量;2007年后增加明显加快,2011年达441万

次,占手机用户的75.4%。这与近年来手机快速

普及和汉中市气象局对移动12121系统进行扩容

等有关。2005—2008年联通用户年拨打量略有增

加;2008—2010年呈下滑趋势,这与在此期间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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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重组将CDMA从联通划归电信,造成联通用

户数量锐减有关;2010年后联通用户年拨打量又

略有回升。2005—2007年电信固定电话年拨打量

缓慢增加,并于2007年达到高峰,随后呈现下降

趋势,2011年为112.8万次。

1.2 月季变化

2005—2011年汉中市12121声讯电话月均拨打

量呈现明显的季节性变化 (见表1)。5—10月为全

年拨打高峰期,占全年拨打量的74.6%,9月最

多,为28.1万次,占全年拨打量的16.1%,6月次

之,为25.8万次,占14.7%;12月、1月、2月为

低谷期,1月最少,为4.3万次,仅占全年拨打量

的2.4%。一年中,夏季拨打量最高,占全年的

37.7%,秋季次之,占30.9%,春季占23%,冬季

最少,仅占8.5%。汉中5—10月正值春末至仲秋

时期,总体来说为冷暖空气交绥活跃,天气变化对

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比较明显,夏、秋季是降水尤

其是暴雨、大风、冰雹等灾害性天气集中出现的时

期,对工作和生活的影响也更加严重;且该时期也

是本地大部分农作物播种、管理、收获的农事季

节,公众对气象信息的关注度更高,因此12121声

讯电话拨打量明显高于其他时期。

表1 2005—2011年汉中市12121声讯电话月均拨打量 万次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拨打量 4.3 4.9 8.2 12.1 20.0 25.8 20.9 19.6 28.1 16.8 9.3 5.7

1.3 日变化

图2为2005—2011年汉中市12121声讯电话

各时次拨打率。一天当中拨打量有2个高峰期,

即06—09时和16—21时;晚上19时拨打率最

高,为9.8%,18时、07时、20时拨打率次之,

分别为8.5%、8.2%、8.1%;夜间02-05时最

低,0.2%。早晨人们需要依据天气情况安排一天

的生活和工作,因此拨打率快速上升,在07—09
时达到一个高峰;下午17时前后,12121信箱内

容全面更新,拨打率再次上升,20时前后达到全

天高峰。

图2 2005—2011年汉中市12121声讯

电话各时段拨打率

1.4 空间特征

2005—2011年汉中市各县区12121声讯电话

拨打量与该辖区人口成正比 (见表2),汉台区年

均拨打量最多,为31.59万次,佛坪县最少,为

1.33万次。汉台区、西乡县年人均拨打量明显高

于其它县区,这与该区县近年连续采取多种宣传

方式扩大12121电话知晓率等有关。镇巴、佛坪

为暴雨多发地区,因此人均拨打量也高于其它区

县。

2 12121信箱结构及其拨打量特征

汉中市12121系统信箱为树状结构,分为3
级。顶级信箱内容为本地72h天气预报,用户拨

打12121电话直接进入顶级信箱,然后根据语音

提示选择是否收听分信箱,分信箱涵盖天气预报

类、气象实况信息类、气象科普类、生活指数类、

娱乐类以及益智类等[1]。其中天气预报类分别设

计11个县区预报、全省预报、全国各省会城市预

报、旅游气象、交通气象、农业气象。实况信箱

自动读取当前时次汉台区降水、温度、风、气压

等实况。统计分析2005—2011年汉中12121声讯

电话各信箱拨情况,发现有30.7%的用户收听完

顶级信箱后进入分信箱,分信箱拨打量前五位分

别是未来3~7d天气预报、各县区天气预报、歌

曲欣赏、人工答询和生活气象知识,分别占总拨

打 量 的 21.78%,3.47%,1.83%,1.15%,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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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05—2011年汉中市各区县12121声讯电话年拨打量及人口数量

县区 汉台 南郑 勉县 镇巴 城固 留坝 佛坪 洋县 略阳 西乡 宁强

拨打量/万次 31.59 17.71 11 13.94 14.35 1.71 1.33 13.3 5.59 14.8 5.8
人口/万人 53.49 47.16 38.8 24.68 46.49 4.34 3.01 39.4 20.16 34.2 30.9

3 与节假日的关系

对比分析2005—2011年汉中市元旦、春节、

清明、五一、国庆节等法定节假日12121声讯电

话日均拨打量与其所在月份的日均拨打量 (见图

3),发现:各法定节假日日均拨打量均高于其所

在月份的日均拨打量,国庆最高,达23025次;

春节最少,为2818次。清明、五一、国庆期间

的日均拨打量明显高于春节、元旦,这几个节日

期间,汉中气温适宜,适合安排外出活动,但多

雨且天气变化频繁,因此公众更加关注天气以便

更好的安排节假日出行等活动;春节、元旦汉中

仍为冬季,天气相对简单,灾害性天气较少,且

气温较低,不利于外出活动,因此人们对天气的

关注度明显低于其他节假日。

图3 2005—2011年汉中各种节假日12121
声讯电话日均拨打量

4 结论

4.1 2005—2011年汉中市12121声讯电话拨打量

和手机用户年拨打量呈现明显上升趋势。5—10
月为全年拨打高峰期,9月最多,1月最少;夏季

拨打量最高,冬季最少。一天当中06—09时和

16—21时为2个拨打量高峰期,19时拨打率最

高,夜间02—05时最低。

4.2 12121声讯电话拨打量与辖区人口数量成正

比,气象灾害多发或12121声讯电话的知晓率较

高的区域拨打量也较高。

4.3 公众最关心本地72h天气预报,近3成公

众拨打顶级信箱后会收听分信箱,分信箱最受关

注的是3~7d天气预报。

4.4 法定节假日日均拨打量均高于其所在月份的

日均拨打量;清明、五一、国庆期间的日均拨打

量明显高于春节、元旦,国庆最高,春节最少。

4.5 伴随着通讯行业的快速发展,12121声讯电

话服务仍有发展潜力,同时还应该不断提高天气

预报准确率、及时性、权威性,根据公众的关注

和需求,合理设置信箱,丰富信箱内容,增加各

种气象信息的更新次数,突出12121与其它媒体

不同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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