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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南方的强降雨是否会造成像1998年那样的特大洪水灾害？中国气象工作的总体实力究竟如何？ 

 

进入2008年以来，中国人的神经就没有放松过—— 

 

1月10日至2月初，一场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大范围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在中国广大南方地区持续

肆虐，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500亿元，1亿多人口受灾，为近50年来同类灾害之首。 

 

进入4月以来，台风“浣熊”袭击华南，湖北暴雨成灾，北方气温陡降。 

 

五月春暖花开，似乎可以松一口气了。可是，5月12日，一场更大的灾难——汶川大地震突然降

临。 

 

在抗震救灾的关键阶段，5月中下旬以来，中国南方地区又接连遭受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袭击。

仅广西一地，强降雨就使750多万人受灾。 

 

许多人担心：今年南方的强降雨是否会造成像1998年那样的特大洪水灾害？我国气象工作的总体实

力究竟如何？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灾害天气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王东海博士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

时表示，1998年洪水灾害是继1954年后长江发生的又一次全流域性大洪水，沿江和沿湖地区洪涝灾害严

重，经济损失巨大。“当时华南流域的降水也很多，只是江淮流域的降水很强，持续时间长，灾害更严

重。而今年华南地区的降水范围广、历时长、强度大，由暴雨引发的洪涝及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已

经造成了2796万人受灾，死亡151人，直接经济损失204亿元。但目前看，华南两广地区的降水已基本结

束，雨带正向江淮流域北移。” 

 

仍面对世界性科学难题 

 

气象灾害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而天气预报的准确与否直接影响防汛抗汛

工作的安排和调度，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气象专家介绍，天气预报大体有四个主要步骤，即观测、通信、预报、发布。“近十年来，我们的

基础设施建设进展非常大，监测手段和监测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科研实力也有所增强。在气象预测预

报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有一定的差距。”有着10年国外科研经历的王东海告

诉记者。 

 

王东海长期从事中尺度动力理论研究，在中尺度特别是风暴尺度的数值预报模式的研发、数值模

拟、多种资料在模式中的应用以及中尺度天气动力学等方面均有建树。这位中年科学家2005年底回国后

组织开展了中尺度灾害性天气的机理分析与数值模拟研究，并担纲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我国东北冷涡天气系统及其东北暴雨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在王东海看来，“我国在短期天气预报方面做得很好，这主要得益于我们气象观测能力的提高、气

象科研成果的运用和我们预报员的作用。预报员的经验对天气预报的准确性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瞭望》：专家解释气象科技如何支撑防汛减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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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也同时指出，尽管近20年来天气预报的准确率有了很大提高，但不确定性是天气预报的固有问

题。“大气的混沌特性，加上不可避免的观测资料、数值预报模式和计算机计算等的欠缺，使得预报总

是包含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一般随着预报时效的延长而增加，并视天气形势和地理位置的不同而有

所变化。” 

 

王东海认为，不确定性是天气、气候和水文预报的基本特征。如果不对预报的不确定性加以描述，

这个预报就是不完整的。“近几年，我国天气气候的监测、预测和影响评估能力有了大幅提升，但极端

天气预报与气候预测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科学难题。当前的科学水平对重大自然灾害的监测、预警和预

报能力距离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仍有差距，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和未来气候变化趋势的预测预报能力还

有待提高。因此，科学对待预报的不确定性非常重要。” 

 

中国气象局提供给的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对台风的预报水平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当，对西

行严重影响我国的台风，我国的预报准确度还要稍高于美、日等国；其他灾害天气的预报水平领先于发

展中国家，或接近发达国家；公众对气象预报服务、防灾减灾信息发布的满意率有所提高、气象灾害损

失在国民经济的增长中所占的比例也在逐步减少。据统计，由于科学防灾，气象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在

GDP的增长中所占的比例逐步减少，已从原来的3%～6%，减少到现在的1%～3%。 

 

据中国气象局专家介绍，受科学技术发展水平限制，短期气候预测还是世界难题，总体水平不高，

可预测性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可预测信号及其规律的研究没有取得突破，尤其在季风区预测难度更大。

我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短期气候预测业务，发展动力学与统计学相结合的预测方法，可制作月以上时

间尺度的气候趋势预测，预测准确率在60%左右。对于目前甚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来说，提高短期气候

预测准确率仍然受到许多因素的限制，仍然有许多难关需要突破。 

 

专题研究南方暴雨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秀骥、陶诗言认为，我国气象预报之所以有很大的发展，是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

础之上的，而基础研究急不得，需要各方面的努力和长期的坚持。 

 

国家气候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秦大河在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也一再强调，全球气候变暖已

是不争的事实。气候变暖最直接的威胁就是极端天气气候灾害，而未来20年全球气温增高的趋势仍将持

续，这将使我国极端气候灾害发生的频率、强度和区域分布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把握，所造成的灾害也

更为严重，需要把防御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摆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位置，最大程度减轻灾害损失，而要

做到这一点，基础研究至关重要。 

 

据中国气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基本建成了地面、高空和卫星相结合的综合气象观测

系统，气象灾害监测预报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中国气象局正采取各种措施，加强预报预测科学理论基础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加强气象综合

观测系统建设，推进数值预报业务系统建设，加快建立灾害性天气短时临近预报预警业务系统，加强适

应各级灾害性天气短时临近预报预警业务需求的现代化业务平台建设，加强预报预测人才队伍建设，提

高天气预报准确性。 

 

据《瞭望》新闻周刊了解，一项旨在进一步提高对暴雨的监测和预测能力，建立天基、空基、地基

相结合观测网的“2008～2009年我国南方暴雨野外科学试验（SCHeREX计划）”已在今年5月1日正式启

动。这项科学试验，将覆盖包括江淮流域在内的南方14个省市的部分地区。 

 

据国家“973”中国暴雨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院长张人禾介绍，南方暴雨是引发

我国南方洪涝灾害的最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几乎每年都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仅

1998年发生的长江流域特大洪灾直接损失就超过1600亿元，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由于引发暴雨的天气

系统水平空间尺度小（几十到几百公里）、时间变化快（几小时到十多小时）、突发性强，因此我们对

这类中尺度暴雨系统的结构、机理了解甚少，对它的监测与预报还有很大困难，对它的研究不仅具有重

要的科学意义，而且对提高我国减灾防灾能力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 

 



为此，科技部自1999年开始，先后支持了两个国家“973”项目，专题研究我国南方暴雨。为了更

加深入地开展我国南方暴雨机理与预测理论研究，提高暴雨的监测和预报水平，于2004年设立的

“973”项目“我国南方致洪暴雨监测与预测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组织了这项大型野外科学试验。这次

南方暴雨野外科学试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并由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博士亲自出任野外试验

领导小组组长，广大技术人员为了这个试验已经做了两年的前期工作。 

 

据了解，这个试验将动用18部雷达，60个GPS观测站，同时还有1部探测飞机。利用中尺度分析技

术，深入研究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地区暴雨发生、发展预报理论，以提高暴雨监测和预报能力、提出监测

和预报的新技术和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南方暴雨试验，也是列入世界气候研究计划亚洲季风年计划的一项重要试验，

我国科学家将通过该计划的实施，与美、日、韩等国的科学家开展广泛交流，瞄准解决目前国际上共同

面临的高难度天气预报技术。 

 

抗御台风：“影响重、损失轻” 

 

去年底，中国气象局副局长许小峰曾在接受新华网在线访谈时谈到，中国气象局有一个职责就是对

极端天气气候的提前预警，协助政府做好气象防灾减灾工作。 

 

“实际上，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这些工作。大家印象很深的1998年长江洪灾，是一次全流域性的大

洪水，在当年的4月初，气象部门就作出了长江流域将发生较大洪水的预报，使长江流域各地提前做好

了防汛准备。汛期期间，先后成功地预报了52起较大规模的滑坡、泥石流灾害，避免了更多的人员伤

亡。2007年淮河流域的大洪水，气象部门也一直在跟踪监测。在淮河是否分洪的关键时刻，气象部门的

工作人员更是顶住了压力，准确地预报了淮河流域的天气情况，为决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一位业内

资深研究员告诉记者。 

 

据中国气象局介绍，去年虽然极端天气事件频繁发生，气象灾害明显偏重，但由于气象灾害预报准

确，预警及时，防灾抗灾组织有力，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最大程度地减

轻了抗灾救灾的经济成本和社会负担。在抗御台风“帕布”的过程中，取得了台风“影响重、损失轻”

的防御成效。在淮河发生流域性大洪水期间，气象灾害预警对政府决策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 

 

据了解，中国气象局已与国务院应急办、国家减灾委员会、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等机构建立了气

象灾害应急联动机制和灾害防御规划管理协调保障机制，与国家核应急办公室、国土资源部、铁道部、

交通部、水利部、农业部、卫生部、环保总局、安全监管总局、林业局等部门建立了地质气象灾害、交

通安全、高温中暑、一氧化碳中毒、农业林业病虫害、森林草原火险等联合预警制度，以及海上搜救等

公共突发事件气象保障机制，与民政部、新华社、部队等建立了信息共享与信息交换机制，与信息产业

部、广电总局等建立了共同发布气象预警信息的合作机制。气象灾害防御的应急响应机制已逐步建立，

正成为国家应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由中国气象局牵头组织编写的“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2008～2020）”编制工作已进入专

家咨询阶段，我国气象灾害防御战略布局初现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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