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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早期预警能力
文｜张兴赢

2023年，是自1850年有记录以来全球最热一年。温度的持续上升导致全球各地极端天气气候灾害事件频发，气候变化已成为全人类面临的
共同挑战。

今年上半年，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入汛以来，我国南方地区暴雨频繁、降雨量大、叠加度高、持续时间长，长江中下游入梅以来累计降
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安徽、湖北、湖南、江西、贵州等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防汛形势严峻、任务艰巨。

在全球变暖背景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呈多发、重发趋势。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指出，全球气候变暖
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未来这种风险将更加复杂且难以管理。

面对这一形势，加强早期预警能力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更加凸显。早期预警是防范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风险、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的
第一道防线，可形成高投资回报。研究表明，实现提前24小时预警，灾害损失就能减少30％。早期预警越来越成为提高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的有
效手段之一。

在黑龙江省富锦市气象局高炮作业点，气象员在学习人工影响天气高炮

操纵作业（2023 年 9 月 23 日摄） 王松 摄













气象早期预警的中国实践

我国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发展中大

国。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各有

关成员单位会商核定，2023年我国各种

自然灾害共造成 9544.4 万人次不同程

度受灾，直接经济损失 3454.5 亿元，与

近 5年均值相比上升 12.6％。

随着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并发、复

合极端灾害事件带来的潜在级联影响

加大，对早期预警系统深度和广度的需

求增强。面对气候变化风险挑战，迫切

需要我们加快构建气候安全早期预警

平台，精准预警响应，进一步增强气象

预警与灾害预报联动，突出临灾预警，

做好点对点精准预报和滚动更新，强化

预警指向性。

我国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理念，高度重视防灾减灾工作。围

绕气象防灾减灾机制和能力建设，以强

化早期预警和气象灾害风险管理为方

向，依靠科技进步，依靠监测精密、预报

精准、服务精细等基础能力提升，走气

象高质量发展之路。

在早期预警领域，2015 年以来，我

国逐步建立国家预警发布系统，形成

“政府主导、预警先行、部门联动、社会

参与”的气象早期预警“中国模式”，建

立了横向覆盖社会多行业和领域，纵向

延展至乡村、社区及个人的防灾减灾体

系，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得到

充分发挥。

在政府主导方面，我国政府制定了

一系列防灾减灾政策、规章、标准、制

度、预案，通过早期预警协助各级政府、

相关部门有序开展气象防灾减灾工作，

实现了国、省、市、县四级预警信息通过

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及时

发布，建立了以气象预警为先导的应急

联动机制和高级别预警的“叫应”服务

机制。调动各方力量合作完成的第一

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为有效

开展自然灾害防治工作提供权威信息

和科学决策依据。

在社会参与方面，我国在以气象预

警为先导的应急联动机制下，结合承灾

体脆弱性、受灾人群暴露度和风险，细

分响应级别，明确行动措施，逐步建立

了极端天气下高风险区域、高敏感行业

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工作机

制。同时组织培训近 40 万人次的气象

信息员队伍进校园、进农村、进企业、进

社区，有效增强全社会防灾减灾能力。

根据中国气象局的统计，2023 年，

全 国 24 小 时 暴 雨 预 警 准 确 率 达 到

93％，强对流预警发布时间提前至 43分
钟，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台风路径预报

24 小时误差稳定在 62 公里左右。全年

共发布预警 42 万条，预警短信总计送

达 41 亿人次，累计“叫应”各级党委政

府和应急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 30 万人

次，累计“叫应”行业部门次数 38万次，

行业部门联动 5 万次，联合应急管理部

和国家林草局发布高森林火险预警 12
次，气象信息为公众挽回损失 5600 亿

元，全国公众气象服务满意度连续 6 年
保持在 90分以上。

进一步提升全民早期预警能力

在发挥气象科技作用、提高早期预

警效能的同时也应看到，自然灾害发

生后，预警信息的“消息树”特别是“发

令枪”作用还未完全发挥作用。我国

的预警送达速度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

还存在差距，在偏远地区覆盖方面尤

为不足。

一分预警、十分安全，功在须臾、利

在千秋。

目前，中国气象局正在组织制定

《全民早期预警中国方案》，综合我国气

象科技水平、动员管理机制等各方面能

力，形成“四大支柱”——灾害风险知识

和管理、观测与预报、预警发布与传播、

备灾与应对，进一步提升全民早期预警

能力。

灾害风险知识和管理是预警发布

的前提。通过开展全国自然灾害综合

风险普查，客观认识自然致灾危险水

平、承灾体脆弱性水平以及风险水平，

我国已形成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区

划和防治区划。目前，气象部门的分析

系统集成了多套全球多灾种灾情数据，

实现十多种气象水文灾害事件及其致

损信息的检索和统计分析。

观测与预报是预警系统建设的基

础。通过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空－

天－地一体化综合气象观测系统，实现

气象灾害快速跟踪、准确定位。我国的

风云卫星可以为国际用户提供 5 颗卫

星的 57 种卫星数据和产品；依托风云

气象卫星国际用户防灾减灾应急保障

机制、空间和重大灾害国际宪章应急机

制，可为全球用户提供应急保障服务。

通过建立无缝隙精细化预警预报

预测业务体系，我国已实现 14 种主要

气象灾害递进式预警。在应对重大灾

害性天气过程时，可提前研判风险；随

着过程临近，滚动推出更高时空分辨

率和准确率的预报预警服务模式，最

大限度确保不漏掉每一次天气过程。

构建全球客观天气预报系统，实现每

日 2 次实时制作发布全球 3 天内逐 1 小
时、10 天内逐 3 小时间隔的 10 公里网

格预报产品及 11621 个重要站点天气

预报产品。

预警发布与传播是系统建设的重

要一环。建立分灾种、分行业、分地域、

分时段的气象灾害风险评估模型。依

托国家突发预警信息发布系统，贯通国

省市县，对接 16 个行业部门，实现多种

预警信息汇聚共享和一键式快速发布，

通过定制化渠道、本地化部署实现了预

警信息的广覆盖。依据北斗、天通、风

云卫星等预警信息发布标准和传输规

范，为相关国家提供全民早期预警信息

发布服务。

备灾与应对是将预警信息转化为

行动的关键。通过建立递进式“叫应”

预警机制及高级别预警“叫应”服务机

制，在重大灾害性天气将要或已经发

生，且极可能造成重大灾情时，气象部

门提前面向政府领导、涉灾部门负责

人、基层防灾减灾责任人进行“点对点”

提醒，并提升基层政府及部门联动灾害

应对能力。同时，开展气象科学知识传

播与应急演练活动，提升全民气象灾害

应对能力。

在全球变暖背景下，极端天气气候

灾害发生的机理更加复杂。除以上“四

大支柱”外，还应全面加强早期预警科

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

以需求为导向的风险规避与极端事件

科学研究，加快组织开展气候灾害风险

对脆弱区域和行业的影响研究。同时，

发展面向生态系统、水资源、人体健康

等重点领域的气候变化风险早期预警

技术，制定国家气候安全早期预警标

准，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综合风险的科技

支撑能力。

为全球早期预警贡献中国智慧

为加强全球早期预警系统建设，

2022年世界气象日（3月 23日）当天，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将在未来 5
年内实现全民早期预警，使地球上每个

人都能得到早期预警系统的保护。同

年 11 月，《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执行行

动计划》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

2023 年 4 月，世界气象组织、生态

环境部和中国气象局签署了支持联合

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合作协议，旨在通

过开展早期预警能力建设、物资援助、

联合举办活动等，帮助包括最不发达国

家、非洲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在内的相关国家，提升全民早期预警

和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作为落实三方协议的首个项目，我

国援助巴基斯坦建设综合云端灾害风

险早期预警支持系统和智能地面观测

站，并通过举办气象业务技术应用国际

培训班等方式，全方位支持巴方气象和

预警业务能力提升。

依托世界气象组织北京区域培训

中心及“一带一路”国家气象培训中心，

我国积极举办远程国际培训、承办各类

国际研讨会，助力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

达国家提高气象管理及业务人员早期

预警工作能力，在天气预报预警、气候

预测、灾害识别、风险评估、系统建设等

方面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为中国气象局科技与气候变

化司副司长、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主席团中国政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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