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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2月30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了 《灾害

性天气预报警报指南》 (GB/T27966—2011)国

家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公告2011年第

23号),自2012年3月1日起实施。标志着我国

灾害性天气的预报警报有了规范性的标准。在面

向政府、灾害处置机构、公众应对气象灾害时,

将会扩大气象资源共享,保障灾害处置工作高效

运转,提高灾害处置工作中气象服务能力和服务

效益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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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掌上移动气象服务系统改变了传统的短信气

象服务方式,使用户从被动等待转变为主动获取

气象服务,实现了用户鉴权及客户端产品定制的

可控性,既可为专业及决策用户使用,也可面向

公众,同时,该系统的C/S构建方式具有较强的

可扩充性和可移植性。截至目前,该系统在陕西

省政府、省防汛办、省应急办、省水利厅等决策

部门及电力、引汉济渭等行业用户中广泛使用,

为1400多位用户提供气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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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编制的目的和意义

灾害性天气对社会经济发展、人的生命安全

等构成危害。随着社会发展,对气象灾害防御的

要求越来越高。灾害防御机构应对气象灾害时,

需在第一时间里掌握灾害性天气的特点,如:发

生时间、影响范围、发展趋势等,从而统筹指挥

灾害防御工作。因此,灾害性天气预报警报的规

范化发布,对灾害防御机构掌握灾害性天气进程,

提高防御灾害的能力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公

共气象服务的一部分,是提供规范化服务的一项

指标。全国各级气象部门在灾害性天气预报警报

工作中已经做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些

经验。为了将好的经验方法充分应用于灾害防御

工作,规范气象服务,避免不完整、不规范的灾

害性天气预报警报信息造成灾害防御机构产生理

解上的偏差和引发执行上的争议,提高政府、社

会和灾害防御机构应对灾害性天气的能力,有效

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灾害性天气的危害,编制

了 《灾害性天气预报警报指南》标准。

2 标准编制的思路和依据

目前,我国各地灾害性天气预报警报是应中

国气象局和地方政府的要求开展工作,内容、要

求各有差异。在防御气象灾害工作中不能全面兼

顾,气象行业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造成气象资

源浪费,不能最大限度的提高减灾工作效益。本

标准依据气象基本业务和当前气象技术,充分考

虑灾害防御机构对气象灾害服务的要求,利用气

象行业的优势,规范灾害性天气的预报警报工作。

灾害性天气预报警报,不仅要做好气象灾害

发生后的服务,更重要的是针对可能出现的气象

灾害或次生灾害,积极做好防御。因此,《灾害性

天气预报警报指南》国家标准的制定,为灾害性

天气业务管理提供了相应的规范;为灾害防御机

构提供的灾害性天气信息中,使用统一标准,避

免遗漏预报警报信息;兼顾已有业务规范,充分

利用气象资源,使气象服务信息的发布更具权威

性。

2.1 灾害性天气与类别的定义

灾害性天气是泛指能造成灾害的一类天气。

同一种天气往往有两面性:有时能造福人类,而

在另一时段却给人类带来灾难;对于不同的作物,

有的有利,有的有弊。所以,往往以某一种具体

的天气条件,针对明确对象讨论其危害大小,而

忽略了对灾害性天气总的定义。本标准依据对灾

害性天气关注的核心内容,将灾害性天气定义为

“对人类的生命财产、生产和社会活动及大自然造

成灾害的天气”,其中 “对大自然造成的灾害”是

考虑了今天人类已认识到打破大自然稳定的状态

会危害到地球生命的延续。

对灾害性天气进行预报警报,必然是有所指

的某一类灾害性天气,这就是灾害性天气的类别。

目前,灾害性天气已经分了很多类别,如:台风、

大风、暴雨、暴雪、高温、沙尘暴、寒潮、大雾

等等。其中有的已经有了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有的还没有规范。随着标准化建设的

发展,这些灾害性天气类别将逐步完成标准化规

范。并且,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灾害防御要求的提

高,灾害性天气类别会不断增加和细化,受地域

特征的影响,规范灾害性天气类别将会形成由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共存的格局。

2.2 灾害性天气预报

标准依据气象基本业务产品,立足公共气象

服务,以灾害防御机构和公众的需求为目标,对

灾害性天气预报内容进行了规范。使灾害防御机

构和公众更好的理解和掌握灾害性天气特征,提

高全社会应对气象灾害的能力。规范的预报内容

信息全面,简单明了,可采用一句话表述,或用

列表、图形表示。满足各种媒介共同发布的要求,

同时,便于滚动预报信息及时更新,提高灾害性

天气预报的信息覆盖面。

灾害性天气类别是本次预报的名称,也是预

报的对象,如:“台风”、“大风”、“暴雨”等。灾

害性天气出现的时间一般采用时间段表示,如:
“10:00—16:30”、“14:00—17:00”等;当时

间段大于预报时段,也可采用某一时间后表示,

如:“10:00后”、“14:00后”等。灾害性天气

影响区域用灾害性天气预报制作气象台站所属气

象主管机构的同级及下级行政区表示,可以多个

行政区并列,但不可以采用其上级行政区,如:

市级气象台站的预报影响区域用 “我市”、“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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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某某县”、“某某县、某某县、某某区”等;

县级气象台站的预报影响区域用 “我县”、“某某

县”、“某某乡”、“某某村、某某村、某某村”等。

灾害性天气等级或强度采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规范或预先约定的等级、强度,如:
“1级”、“2级”、“强”、“弱”、“红色”、“黄色”

等。灾害性天气发展趋势用一段时间的变化特征

来描述,如:“未来6小时内增强”、“未来2天内

维持不变”、“未来3小时后减弱”等。

2.3 灾害性天气警报

灾害性天气警报是当灾害性天气临近或预报

灾害性天气的危害达到一定程度 (即灾害性天气

等级较高或强度较强)时,向灾害防御机构、特

定部门、公众等发布的灾害性天气警示信息。灾

害性天气警报的内容包括:灾害性天气预报内容、

紧急程度标示、防范提示。灾害性天气警报分两

类:警报———预计未来48小时内将出现灾害性天

气,或灾害性天气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等级为蓝

色、黄色,对没有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等级的灾害

性天气,按照预先约定的等级、强度,中等以下

列为警报;紧急警报———预计未来24小时内将出

现灾害性天气,并且灾害性天气的气象灾害预警

信号等级为橙色、红色,对没有气象灾害预警信

号等级的灾害性天气,按照预先约定的等级、强

度,中等以上列为紧急警报。依据不同的灾害性

天气等级或强度可能造成的危害,提供符合当地

地域条件和社会发展状况的防范提示警示,如:

台风———紧闭门窗,加固户外设施,关闭输送设

备可能受损的危险气体 (天然气、煤气、氯气

等),做好应急设备的准备工作 (应急通信、应急

供电、应急排水等),等等;暴雨———加固户外防

水设施,做好应急排水准备,水库提前泄洪,人

群、车辆撤离低洼地,等等。

3 标准使用及建议

《灾害性天气预报警报指南》是规范灾害性天

气预报警报工作的一部分。本标准的发布,将提

高气象行业在社会服务中的影响力,保障气象在

灾害防御工作中的服务质量。由于在气象行业内

灾害性天气预报警报的规范性服务工作刚刚开始,

很多工作有待完善,为更好地贯彻执行本标准,

做好灾害防御的服务,建议提供灾害性天气预报

警报服务的单位、部门,提前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a.确定灾害性天气预报警报格式。灾害性天

气预报警报的格式应简洁明了,便于多种媒介共

同发布;预报警报产品推荐采用填空形式,方便

预报警报的制作、发布,同时,便于预报警报信

息的滚动发布和更新;在灾害性天气出现之前,

预报警报的时段排列顺序应为长时段→短时段,

如:中期预报→短期预报→短时预报→临近预报;

当灾害性天气出现之后,预报警报的时段排列顺

序应为短时段→长时段,如:临近预报→短时预

报→短期预报→中期预报。

b.对一些可造成受灾强中心的灾害性天气

(如:台风、大风、暴雨、冰雹等),对灾害性天

气影响区域的描述推荐采用在影响区域后标注可

能的受灾强中心区域 (可以是灾害性天气预报制

作气象台站所属气象主管机构行政区以外的行政

区,但不能是上级行政区,如:县级气象台站用

相邻县级、市级、省级行政区;不能用上级市、

省行政区),如:台风———标注登陆地点、路径;

暴雨———标注强中心 (可以有多个强中心)等。

c.防范提示。各地因地域环境、社会发展状

态、工农业生产布局、气象观测条件的不同,对

防范提示的要求也各不相同。灾害性天气预报警

报服务单位、部门,应依据本地地域特征和社会

发展状况,征求灾害防御处置部门的意见,对不

同的灾害性天气等级或强度可能造成本地的危害,

提前开展防范提示警示的研究分析工作。依据研

究分析结果,制作防范提示警示信息。防范提示

警示信息语言简练,信息全面,具有可操作性,

与灾害防御处置部门的处置措施相对应。积极向

地方政府、灾害防御处置部门、社会公众宣传防

范提示警示信息内容,普及灾害性天气防范知识,

切实做好灾害性天气的防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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