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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报 王学健报道］2010年元旦假期还没结束，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就如期而至。截至1月

3日下午18时，北京地区普降大到暴雪。家住北京朝阳区的李大妈边看电视边说：“现在的天气预报越

来越准了。3天前天气预报就说，元旦期间2日有小雪，3日有大雪。幸亏我已经买好了几天的菜，这样

的大雪天不用去菜市场了。” 

 

近年来，在我国气象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天气预报准确率越来越高，不仅像李大妈一样的普

通百姓有这样的感受，20多天前的2009年12月11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气象局视察时也称赞：“气象预

报越来越准确。” 

 

从几十年前经常发生报雨无雨、报晴下雨，预报员只能依靠经验分析的全手工时代，到现在不光要

预报会不会下雨，还要报出什么时间下雨、下在什么地方，被称为定点定时定量的天气预报时代，天气

预报这道世界难题，被中国气象科技工作者逐渐破解。 

 

统计资料表明，近年来，我国1～3天的天气预报水平已处于世界先进行列，24小时的晴雨预报准确

率也达到了83%的高点，24小时、48小时台风路径预报准确率接近国际先进水平，重大灾害性、关键性

和转折性天气的预报准确率稳步提高。 

 

透过天气预报准确率的这组数字和与之相伴的关键词，能够反映出新中国气象事业60年来取得的辉

煌成就，也折射出新中国几代气象工作者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康福祉、维护国家安全所付

出的坚苦卓绝的努力。 

 

中国特色的气象服务体系 

 

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气象台站只有101个，仪器设备简陋，几乎全部依赖进口；气象专业技术人

才奇缺，全国仅600多人。 

 

1949年12月，中国气象局的前身中央军委气象局正式成立，新中国气象事业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

页。气象工作者肩扛手提、用毛驴驮着气象仪器，徒步到高山、荒原、戈壁、沙漠等边远艰苦地方建

站。 

 

经过60年的发展，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天基、空基和地基相结合、门类比较齐全、布局基本合理的现

代化大气综合观测系统；组成了由天气预报、气候预测、人工影响天气、干旱监测与预报、雷电防御、

农业气象与生态、气候资源开发利用等构成的气象服务体系；气象服务已基本覆盖了国民经济建设和社

会发展与国家安全的各个领域，气象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投入与产出比达到了1∶50。全国气象部门正

式职工达5万余人。 

 

“60年来，新中国气象事业无论是气象业务、服务、科研，还是人才队伍、技术装备、基础设施等

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气象灾害防御机制日臻完善，

省级以上气象部门制定的重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达到280余个。”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不久前在中国

气象局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说。 

 

比较完善的 

 

天气预报预测系统 

 

气象预报是否准确，党中央关心，人民群众关心。60年来，广大气象工作者积极探索并建立了以高

科技为支撑的比较完善的气象预报预测业务体系，预报预测准确率稳步提高，预报内容不断丰富，预报

中国步入定点定时定量天气预报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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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产品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不断增强，为作好气象服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60年的发展，我国天气预报方式实现了重大变革。气象部门采用计算机等先进科学技术，加强

数值预报模式的引进、研发和应用，形成了以数值预报产品为基础、以人机交互处理系统为平台、综合

应用多种技术方法的预报业务技术体制，基本实现了从人工为主的定性分析预报迈向人机交互的自动

化、客观化和定量化分析预报的重大变革。初步建立了适合我国天气气候特点的，由全球中期数值天气

预报模式、中尺度数值天气预报模式、全球集合预报系统、热带气旋路径数值预报模式、沙尘暴数值预

报模式和污染物扩散传输模式等组成的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体系，中期预报可用时效已达6天。 

 

近年来，我国气候与短期气候预测业务能力显著增强，短期气候预测为组织防灾减灾、经济建设提

供重要决策服务。第一代动力气候模式预测系统已投入业务使用，能够进行汛期、月、年际气候预测和

三个月滚动的季气候预测业务；气候监测领域已从大气圈逐步拓展到水圈、生物圈、冰雪圈和岩石圈，

气候影响评价从农业拓展到水资源、能源、交通、生态、建筑、重大工程立项、人类健康等多个领域。 

 

比较现代化的综合观测系统 

 

气象观测是整个气象业务的基础。目前，我国2416个气象站已全部实现气象观测自动化，无人自动

气象观测站已达27796个，可提供每10分钟一次的观测数据，明显提升了对中小尺度天气和气象灾害的

监测能力。从1988年到现在，我国已成功发射了5颗极轨气象卫星和5颗静止气象卫星，被世界气象组织

列入全球对地综合观测卫星业务序列，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同时具有研制、发射、管理极轨和静

止气象卫星的国家之一。全国已建成150部新一代多普勒天气雷达，显著增强了对突发性暴雨、台风和

大江大河流域强降水等重大灾害性天气的监测和预警能力。 

 

初步构建了气象科技创新体系 

 

气象科学技术在推进气象事业发展及气象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经过60年的发展，我国初

步构建了国家、区域和省（区、市）三级气象科研体系，促进了气象研究与业务的结合，取得了一大批

重要研究成果，推动了气象科技不断进步。 

 

60年来，我国科学家在大气科学和地球科学等诸多领域开展了一系列重大研究，特别是对台风、暴

雨等灾害性天气及中期数值预报、短期气候预测、大气探测、卫星气象、雷达气象等广泛开展研究，同

时在青藏高原、季风、暴雨、台风、大气成分、人工影响天气、农业气象等方面开展了具有重要影响的

大型气象科学试验，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气候系统模式的研发取得进展，气

候变化领域的科学研究成果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和参与国际环境外交谈判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十五”以来，“我国重大天气气候灾害形成机理和预测理论研究”有力地提高了我国南方暴雨的

预警能力；“首都北京及周边地区大气、水、土环境污染机理及调控研究”成果，已列为世界气象组织

示范项目；“中国气象数值预报系统技术创新研究”自主开发的我国新一代全球资料同化与中期数值预

报试验系统，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多项空白；“奥运气象保障技术研究”成果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

气象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人工增雨防雹、卫星遥感、重大农业气象灾害预警控制技术等也在“边研

究、边试验、边应用”中发挥了应用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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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吧，最近大连天气报得一点都不准，每天都在修正气温，一天好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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