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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汛 以 来 ， 我 国 多 地 出 现 暴 雨 天

气，特别是强对流天气多发，给人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威胁。面对复杂

多 变 的 天 气 形 势 ， 各 地 气 象 部 门 闻

“汛”而动，以科技为盾，全链条构筑汛

期安全“堤坝”，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

道防线。让我们走进湖北、安徽、江西

等地气象部门防汛减灾一线一探究竟。

立体监测“捕捉”天气变化瞬间

如 何 “ 捕 捉 ” 天 气 变 化 的 每 个 瞬

间？从天空到陆地，气象综合立体监测

网是问题的答案之一。

今年入汛以来，湖北接连遭受多轮

强降水。为了尽早感知天气系统，湖北

气象部门通过空基、天基、地基观测设

备，24 小时不间断地对风、温度、湿

度、雨量、雷电、云等诸多气象要素进

行监测记录和分析。

“卫星、雷达、自动雨量站等构建

起立体三维观测体系，为强对流天气的

预报预警提供了精确的数据支撑。”武

汉中心气象台副台长王珊珊介绍。目

前，湖北建有 9 部 S 波段雷达，每部雷

达能探测获取到 250 公里范围内的气象

数据，空间分辨率在 1 公里以内；在全

省重点区域还建有 8 部 X 波段雷达，有

效探测距离为 75 公里，空间分辨率达

75 米，可在 3 分钟内完成扫描。多种雷

达互相配合、协同观测，能精密高效地

探测出中小尺度强对流天气。此外，湖

北省还有 3000 多个自动雨量站，能实时

采集精确到 0.1 毫米的逐分钟降水量实

况信息。

在汛期来临前，安徽省气象部门新

布设了 20 余部 X 波段天气雷达。凭借高

分辨率、精细化的空间探测优势，X 波

段雷达成为短时临近预报的强力支撑。

“ 通过汛前加强 X 波段雷达数据解析、

质量控制、产品算法、可视化等技术研

发，市级 X 波段雷达 8 类组网产品实现

实时共享，提升了暴雨等灾害性天气的

监测预报能力。”安徽省大气探测技术

保障中心吴健说，安徽气象部门还融合

“传统+智能+共享+AI 识别”等多种监

测手段，建成由 3000 多个国家级和省级

气象观测站，以及天气雷达、高空气象

观测站和风云卫星地面站等组成的气象

智能综合立体监测网，高效保障强降

水、雷暴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的精密监测。

精准预报背后下苦功

把天气机理研究得更透彻，将预报

工具打磨得更“锋利”……各地气象部

门在预报技术技巧上下功夫寻求更优解。

6 月 9 日以来，江西省进入降水集

中期，暴雨频发。江西省气象台自主研

发的对流尺度快速更新循环同化预报系

统，在应对这轮降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其逐小时滚动更新的 0 至 24 小时

降水预报为暴雨预报服务提供了重要参

考依据。该系统在资料质量严格控制基

础上，能同化实时多源观测资料，及时

调整数值天气模式初始场，大大提升了

预报员对 24 小时预报时效、从小尺度发

展起来的强降水预报订正能力。

浙江省气象台则聚焦强对流天气预

报这个难啃的“硬骨头”持续发力。时

空尺度小、发展快、观测难、致灾性

强，强对流天气预报至今仍是国际上的

预报难题。今年以来，浙江省气象台加

大对流机理分析力度，深化分类强对流

本地客观预报技术的研究。在梅汛期的

强对流天气预报实践中，通过机器学习

方法训练分类强对流的环境特征量，实

现逐 3 小时更新提供 0—12 小时和 12—

24 小时的分类强对流落区预报。入梅以

来，浙江暴雨预警信号提前量增加至

218 分钟，命中率达 100%。

今年汛期，江苏省气象部门依托强

对流灾害性天气监测预警服务示范体系

建设，进一步加强预报技术研发，优化

分类强对流短期潜势预报方法，改进强

对流分级客观识别和外推预警技术，研

发适应江苏的分类强对流预报方法等 15

项灾害性天气预警关键技术，推出下击

暴流发生概率等强对流天气分类精细化

预警产品，打出预报预警提前量。

预警迅捷直达“最后一公里”

预警信息不仅要发得快，还要跑得

快、传得广。要在第一时间将预报预警

信息报告地方党政相关部门并传递到百

姓手中，帮助各级防汛部门作出科学决

策，为公众采取有效防御措施争取时

间，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如 何 跑 得 快 ？ 看 湖 北 ——“ 太 好

了，这个‘天气盒’让我们可以随时掌

握第一手气象资料，对应急决策调度工

作非常管用！”湖北武汉新洲区应急管

理 局 局 长 王 振 兴 感 叹 道 。 在 新 洲 区 ，

“ 天气盒”成了防汛抗灾的重要工具，

能将各类观测数据、预报预警数据等气

象资料等直观呈现给用户，并可实时更

新相关气象信息。目前，新洲区已完成

12 个街镇、应急管理、水务防汛关键部

门“天气盒”全覆盖安装，街镇通过它

能第一时间接收气象预警信息，基层防

灾减灾信息传播“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得以解决。

如何传得广？看四川——“预计 7

月 18 日 20 时到 19 日 20 时，我县东部、

北部乡镇有暴雨，请注意防范强降水可

能 引 发 的 次 生 灾 害。”7 月 18 日 下 午，

四川省旺苍县大两镇金光村党支部书记

赵绍翠的手机上收到了县气象局发布的

暴雨蓝色预警短信。除大两镇村干部赵

绍翠外，全县 257 个村 （社区） 干部都

收到了此条预警短信，同时所有村民手

机上也收到了同样的预警信息推送。这

得益于气象部门依托国家突发事件预警

信息发布平台，全网靶向发布服务，使

这条预警信息到村、到户、到人，为村

民应对强降水赢得了宝贵时间。“靶向

发布主要依托位置服务功能，通过大数

据智慧服务精准推送精细化气象预警信

息，实现灾害性天气预警信号全网靶向

发布，从根本上解决气象预警“最后一

公里”的问题。”旺苍县气象部门负责

人杨小虎介绍。

在湖南，气象部门推出了“闪信”

强制触达预警技术服务。“闪信”会直

接显示于接收方手机屏幕，在发光提醒

的同时伴随“滴滴”的信息提示音。岳

阳 市 良 心 堡 镇 镇 长 龚 海 江 表 示 ，“ 闪

信”优于平常普通的预警短信，需要自

行手动点击取消，更能起到提醒作用。

6 月 21 日至 7 月 2 日，湖南省气象部门

面向防汛责任人发送了 190 期“闪信”

预警，覆盖 14.14 万人次，在成功转移

受灾群众等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科技防汛，事半功倍。当前，我国

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

气象部门正运用各类“硬核”装备，日

益彰显气象科技“快、稳、准”的硬实

力，在风雨中打响每一场防汛救灾抢险

保卫战。

（王兵、王娣、刘波、陆艳、徐星

生、李钦、邓敏佳、刘玥、吴丽红、俞

佩、林泽微、陈绍海、周俊、康勇对本

文有贡献）

本报讯 记者崔国辉 通讯

员田东晓报道 7 月 23 日，2024

年 云 贵 高 原 防 雹 外 场 试 验 启

动会在京召开。今年，试验将

重 点 围 绕 云 贵 高 原 冰 雹 灾 害

特征分析、人工防雹联防联控

技术、高原人工防雹效果评估

等，加强云南东北区域与贵州

西 南 区 域 上 下 游 跨 区 域 冰 雹

联 防 联 控 试 验 示 范 和 防 雹 作

业效果评估。

中 国 气 象 局 人 工 影 响 天

气 中 心 工 作 人 员 代 表 防 雹 试

验团队汇报了试验实施方案，

与 会 专 家 对 方 案 进 行 讨 论 并

提 出 完 善 建 议 。 会 议 决 定 设

立防雹试验技术组，建立工作

领导机制，完善跨省作业指挥

流程，构建云贵高原上下游冰

雹联防联控作业指挥系统。

今年，中国气象局人工影

响天气中心在联合贵州、云南

省 气 象 局 开 展 云 贵 高 原 上 下

游冰雹联防联控试验的同时，

将 继 续 集 聚 成 都 信 息 工 程 大

学、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

所等高校、科研院所和相关企

业科研力量，在贵州威宁防雹

基 地 开 展 冰 雹 云 结 构 观 测 和

爆炸防雹效果检验观测试验，

获取更多典型案例，攻关人工

防雹关键技术难题。

云 贵 高 原 地 处 我 国 南 方

多雹带核心区域，冰雹呈现生

成发展快、降雹频次高、影响

范围广、局部灾害重、防范难

度大的特点，集中开展防雹试

验 意 义 重 大 。2021 年 至 2023

年，国省联合防雹试验团队连

续 三 年 在 威 宁 防 雹 基 地 开 展

防雹观测试验，研究冰雹云生

成 发 展 规 律 和 人 工 防 雹 效 果

检验技术，并建成我国首个国

家级人工防雹基地，目前部分

试 验 研 究 成 果 已 在 贵 州 保 障

中国天眼“FAST”安全运行和

农 业 防 雹 减 灾 中 发 挥 了 重 要

作用。

本报讯 通讯员周权 记者吴鹏报道 7 月 26 日，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和英国气象局专家在

《科学》 杂志上发表研究称，过去百年来，受人类

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影响，全球陆地降水变率在显

著增强。

气候增暖正在令全球水循环增强，表现为全球

平均降水增加，大部分地区极端降水增强。但与此

同时，降水不断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变、难以捉摸的

“脾性”——这就是降水变率在变化。降水变率越

强，则降水在时间上的分配越不均匀，水资源供给

越不稳定，干湿振荡更加剧烈。降水变率的变化直

接影响到社会和生态系统的气候恢复力。

该研究利用国际上所有可公开获取的逐日降水

观 测 资 料 ， 通 过 严 格 筛 选 和 系 统 分 析 ， 揭 示 了

1900 年以来，在观测资料充足的地区，全球约 75%

的陆地上降水变率已增强，其中以欧洲、澳大利亚

和北美东部最为显著。降水变率的增强涵盖了多个

时间尺度，包括天气尺度、月尺度和季节内尺度。

就全球平均水平而言，逐日降水变率正在以每 10

年 1.2%的速率增强。

“这项研究为认识全球变暖对降水的影响提供了

新认识，为深化多尺度水循环变化机制研究提供了新

证据。” 该研究第一作者张文霞说。

研究团队基于一个两层约化水汽收支动力诊断

模型和最优指纹检测归因法，发现降水变率的增强

可归因于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由热力作用主导。温

室气体增温引起大气水汽含量增加，有利于降水异

常幅度增大、变率增强。同时，大气环流的变化也在年代际尺度上

影响降水变率，这种动力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特征。

“随着降水多变性的增强，类似今年河南‘6 月抗旱 7 月抗洪’

这种旱涝急转现象在全球许多地区将变得更频繁、更剧烈。降水变率

增强将对农业生产、水资源管理、生态系统保护和社会经济等产生深远

影响，也对防灾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提出了新的挑战。” 该研究通讯作

者、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周天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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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主题实践活动
筑 牢 气 象 防 灾 减 灾 第 一 道 防 线 全链条构筑强对流防御科技之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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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云贵高原防雹外场试验启动

7 月 24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长城梁特色农业气象科技小院业务科研人员在试验

田布设光合作用仪，开展不同干旱胁迫对马铃薯生长发育的影响试验，科研人员开展马铃

薯光合作用、叶绿素及土壤水分观测，积累试验数据，为下一步研究打下数据基础。

今年，该气象科技小院联合宁夏回族自治区气象科学研究所、沈阳农业大学、宁夏农

林科学院固原分院等高校、科研院所开展马铃薯、华北落叶松等作物的干旱胁迫试验示范

研究，推动“气象+农业”科学试验和科技示范服务。 图/文 何云

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
社 会 服 务 现 代 化·科技创新

7 月 24 日，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

报告称，全球在 7 月 22 日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天，平均气

温达 17.15℃，超过前一天 （即 7 月 21 日） 创下的 17.09℃以及 2023

年 7 月 6 日创下的 17.08℃的纪录，成为 1940 年以来最热的一天。

自 2023 年 6 月以来，全球平均气温已连续 13 个月创下有记录

以来同月最高温纪录。过去一周，美国、俄罗斯、欧洲等国家和

地区都遭遇了持久而严酷的热浪。美国各地约有 100 个城市正在经

历有史以来最炎热的初夏，欧洲南部的大片地区也在和高温天气

作斗争。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局长卡洛·布翁滕波表示，随着气

候持续变暖，我们必将在未来数月或数年内看到新的纪录被打破。

数据显示，全球平均气温通常在北半球夏季，也就是 6 月下旬

到 8 月初达到峰值。报告表示，在 2023 年 7 月之前，全球日平均气

温的最高纪录是 2016 年 8 月 13 日创下的 16.8℃。而自 2023 年 7 月 3

日以来，已有 57 天超过这一数字，主要分布在 2023 年 7 月和 8

月、2024 年 6 月和 7 月。对全球年最高日气温年份的分析表明，

2023 年和 2024 年的年最高气温都明显高于往年记录。（本报记者王

婉综合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官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7月22日为有记录以来全球最热一天

本报讯 通讯员李冬梅 汪澜报道

“31℃！比 7 月常年平均海温偏高 2℃。”

7 月 24 日 8 时，台湾以东洋面海表最高

温度达 31℃，且 27.5℃海温深度已达 20

米以上，海洋中积蓄大量热量为今年第

3 号台风“格美”迅速增强为超强台风

提供了有利的海洋热力环境。

7 月初，当预测到本月下旬将有台

风生成活跃的情况后，福建省灾害天气

重点实验室立即联合复旦大学，开展过

岛台风外场科学试验，在台湾以东洋面

布设了 8 个海-气界面浮标。该浮标能实

时 获 取 台 风 中 心 附 近 的 风 向 风 速 、 气

压、海温等数据，首次将福建省海洋气

象观测拓展到台湾以东洋面，为预报员

预报台风“格美”强度和路径提供重要

观测依据。

试验采用复旦大学自主研发的海-

气界面浮标，由主体和传感器链两部分

组成，搭载多个传感器，日常采样频率

为半小时一次，能实时监测海洋和大气

的 多 种 参 数 ， 包 括 海 上 2 米 风 场 、 气

温 、 湿 度 、 气 压 、 海 表 温 度 以 及 水 下

100 米范围内多层温度、压力和盐度等

信息。浮标还支持北斗 RDSS 通信，可

通过远程命令提高采样频率，台风影响

期间可 10 分钟采样一次。

福 建 深 受 台 风 影 响 。 据 统 计 ，

在 登 陆 福 建 的 台 风 中 ， 经 过 台 湾 省 再

登 陆 福 建 的 频 率 为 63% ； 在 经 过 台 湾

省 二 次 登 陆 的 台 风 中 ， 有 80% 登 陆 福

建 。 过 岛 登 闽 台 风 具 有 强 度 强 、 灾 害

重 等 特 点 ， 由 于 独 特 的 区 域 气 候 背 景

和 复 杂 地 形 ， 目 前 仍 存 在 诸 多 关 键 科

学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为此，早在 2020 年，福建省气象局

启动过岛台风科研专项研究，建立过岛

台风多时间尺度降水数据集、极端降水

CI 指数，首次利用两岸多普勒雷达组网

分析台湾地形影响台风结构特征，在揭

示台风强降水时空规律、成因和台风结

构 演 变 的 动 力 机 制 等 方 面 取 得 重 要 进

展。在前期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凝练台

风极端降水福建省重大科技项目，项目

即将进入立项实施环节。

前 沿 科 学 问 题 研 究 离 不 开 数 据 支

撑。自 2022 年始，福建省气象局与复旦

大学联合谋划在 2023—2026 年期间围绕

台风过程，利用具有特色的新型观测手

段和分析工具，开展有针对性的外场科

学试验，力求为台风气候、台风生成和

发展、台风与海洋的相互作用以及台风

预报等方面的科学研究提供一手数据。

该项目纳入省气象局“十四五”智慧气

象 保 障 工 程 综 合 能 力 建 设 项 目 ， 并 于

2024 年开始正式实施。开展过岛台风外

场科学试验有助于加快推动极端灾害天

气预报预警技术发展，为服务保障两岸

融合发展示范建设和人民福祉安康提供

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台风“格美”因何回旋打转？
本报实习记者 闫辰宇 记者 刘倩

“台风‘格美’直角掉头了！”“台风‘格美’开始画圈了！”今年第 3

号台风“格美”在临近登陆我国台湾省时突然上演急转弯，其回旋打转的

路径让不少在线“追风”的网友操碎了心。那么，它因何呈现出这种奇特

走位？这一路径对其后期强度是否存在影响？

“台风‘格美’的回旋打转路径与其受到的环境引导气流偏弱、台湾省

山脉地形影响等因素有关。”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首席预报

员王海平介绍，在“格美”靠近台湾省东部时，位于台风东侧的副热带高

压位置偏东，对台风移动的影响较弱；而受南北走向的台湾中央山脉影

响，其西侧的偏北气流加速，进而使“格美”向南掉头，随后走出逆时针

转圈的轨迹。这一转，“格美”在台湾省东北洋面的停留时间延长了，造成

的风雨影响也随之加大。

7 月 25 日零时前后，台风“格美”在登陆台湾省时从超强台风级减弱为

强台风级，这是为何？

福建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启树将台风“格美”这一庞大的旋转体比

作一个巨大的陀螺，如果陀螺旋转时被物体剐蹭使转动受阻、动能减弱，

即使仍在转动，转速也会减慢。同理，当台风受到海拔高达 3000 多米的台

湾中央山脉阻挡时，动能消耗衰减，台风强度随之减弱。

其实，台风于台湾省东部登陆前在海上兜兜转转的情况，在 2005 年台

风“海棠”、2007 年台风“罗莎”和 2012 年台风“苏拉”身上都发生过。

“台风在台湾省中北部的东部沿岸登陆前后出现打转的概率较大。”吴

启树表示，当台风强度较强、移动速度不太快，同时副热带高压引导不强

时，中央山脉对台风的阻挡作用较明显，台风易出现打转。大部分打转台

风会在登陆前滞留近海 5 个小时左右，如台风“海棠”徘徊了约 7 个小时，

台风“苏拉”更是拖延了约 9 个小时。相应地，当环境引导气流非常强时，

山脉影响相对较弱，台风就会直接穿过台湾省。

专家也表示，回旋打转只是台风移动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并不太

影响后期的整体路径变化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