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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服务保障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研究

方佳言

上海长望气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201209

摘　要：服务是气象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推动气象工作向前发展的根本和核心。气象服务，就是运用气象科技，向社会提

供需要的气象产品，引导和保障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将气象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气象服务精细化

的最终目标是要使民众享受到及时、便捷的气象服务，提升大城市的气象灾害防御水平。针对气象服务保障城市精细化管理，

与多部门结合进行多源化数据融合，可以充分发挥精细化管理理念，服务、保障和提升城市气象精细化的业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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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精细化概念起源于 20 世纪的现代企业管理的理念。精

细化管理的核心思想可用“精、准、细、严”四字概括，在

常规管理的基础上，该先进管理模式摒弃传统粗放式模式，

优化资源配置，细化实际需求，贯穿于系统各环节，确保有

效控制、规范管理。[1]

当前，我国城市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如城乡一体化，

人口稠密，工厂园区化，道桥高架化，系统复杂。随着经济

社会的高速发展，城市，尤其是一、二、三线城市，事故灾

害已经从传统上的高发行业，转移到了城市交通、建设、消

防等各个运营行业、学校、社区、工业园区等领域。当今城

市运营安全的系统性、衍生性和交叉性的特点越来越明显，

面对城市的运行管理和城市公众对气象服务提出的新需求，

进一步加强其精细化水平和准确率，建立规范化的预报预警

流程，提升大城市气象灾害防御能力对精细化的出发点是以

人为本，具体手段是实施标准化、专业化和细节处理。精细

化管理的终极目的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及时便捷的

气象服务，提高我国特大城市的防灾减灾能力。[2]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极端天气和气候灾害的频发和

强度不断增加，其突发性、反常性和不可预测性也越来越明

显，“几十年不遇”甚至“百年不遇”的天气动辄出现，暴

雨造成城市积水，造成人员伤亡，降雪造成交通堵塞，城市

交通瘫痪。

因此，逐步将精细化气象服务与城市生产、社会活动可

能产生的重要影响有机地结合起来，分阶段开展交通气象、

环境气象、健康气象、农业气象、能源气象、海洋气象、水

利水务气象、生态气象、旅游气象、气候变化、气象宣传科

普等行业相关影响的精细化预报预警服务，提升气象服务针

对性、有效性，推进传统天气预报向天气影响预报及气象灾

害预报延伸。具体实施时需要践行精细化管理，将责任具体

化、细致化和明确化，力争确保每一环节、每一岗位、每一

职责都落实到相关具体负责人；同时也应赋予该负责人一定

权力，使之能更好履行自身岗位职责，最终真正有效提高城

市防灾减灾能力。

1. 交通气象

其中，对于社会的生产、生活和经济而言，交通运输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交通运输会因气象条件的变化而受

到极大的影响。

1.1 高温

在高温条件下，沥青混凝土路面吸收了大量的热能，

使地面的气温比周围的高。当气温升高时，沥青路面会发生

“软化”、“泛油”等现象，车辆承重能力会降低，路面也

会产生较大的变形，从而极大地降低驾驶舒适性，也会使驾

驶员在行驶过程中不自觉地改变行驶路线，提高交通事故的

发生率。另外，在高温条件下，轮胎内部压力增加，造成爆

胎的几率也随之提高，一旦发生爆胎，极易引发重大交通事

故；而且，在高温的作用下，汽车很容易出现故障或者是自

燃，这不仅会导致交通事故，也会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

很大的威胁。

1.2 雨水

降雨不仅会影响车辆行驶时的可视度，同时也会导致路

面的摩擦力减小，导致路面打滑，从而极大地增加了刹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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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这无疑会增加驾驶的危险性，也增加了交通事故的几

率。在各种类型的降水中，小雨的危险性非常高，甚至比暴

雨还要大，这是因为小雨对驾驶人的视线没有太大的影响，

驾驶员容易松懈，但是，小雨会把路面上的灰尘打湿，变成

一种非常好的润滑剂，当遇到紧急情况时，紧急刹车刹车的

距离会变大，从而导致车祸，这已经成为一些道路上的一种

常见的交通事故。

1.3 大风

大风给道路的安全性造成了如下方面的影响：一是强

风会增大汽车的行进阻力，使汽车的稳定性下降；二是强风

会极大地影响到行人和自行车使用者，比如尘土和沙子的吹

散会让他们的注意力分散，再加上狂风会对他们的走路或者

骑自行车的路径产生影响，这就会让他们和汽车之间的冲突

变得更加频繁。三是在强风环境下，特别是超大尺寸汽车在

高速行驶时，由于气流流动和强风扰动等因素，会对汽车的

行驶稳定性造成很大的影响，甚至诱发交通事故。

因此，为了提升交通管理的效率和安全性，我们必须

与气象部门、水务局、公安交警管理局紧密合作。这不仅需

要在技术层面上不断深化对道路状况的精细分析，而且还要

求提高气象预测预警系统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为此，我们应

当建立一套标准化的预警预报流程，确保信息传递的及时性

和有效性。此外，为了实现更全面、更准确的数据整合，我

们还需推进多源数据的融合工作，利用大数据分析等现代科

技手段来丰富我们的决策支持体系。通过这些综合措施，我

们可以有效地提升交通管理水平，减少交通拥堵，保障公众

安全顺畅出行。

2. 健康气象

适合人类居住的气象因素范围很小。天气因素在某一

临界值以上或以下时，会对人体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带来不利

的影响，导致机体不适，情绪波动，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

促进慢性病的反复发作，甚至导致死亡。

当气温过高或过低可以引发多种疾病，比如中暑。此外，

气温升高还会导致心脑血管病和肝炎等疾病的发生。如果温

度太低，会产生冻伤。

在潮湿的环境下，人会失去自我控制，变得焦躁不安。

干燥的空气会引起鼻腔和气管粘膜的脱水和弹性降低，从而

导致鼻出血。

大雾天气下，空气中的水蒸气浓度很高，人们在室外

活动，会出现胸闷、血压升高等症状。

雾霾的组成成分十分复杂，包含了上百种大气化学粒

子。对人类健康构成危害最大的颗粒物是 10μ m 以下的颗

粒物，这些颗粒物可以直接进入并吸附在人体的呼吸道和肺

脏中，导致鼻炎、支气管炎等疾病，并且长时间生活在这样

的环境中，还可能引发肺癌。

因此，需要加强卫生部门、科研院所和气象部门之间

的交流与合作，并建立起长效的联系机制，不断提升气象在

疾病预测和预警方面的能力水平。这意味着要进行跨领域的

数据融合工作，整合来自不同来源的数据资源，包括但不限

于医院记录、公共卫生监测数据、社区健康状况等多维度信

息，以构建更加全面和准确的健康风险评估体系。在此基础

上，促进医学气象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深入发掘社会需求，

丰富个性化、个性化的气象卫生服务内容和应用拓展，从而

有效地提高我国的卫生气象服务水平。通过这样的努力，我

们能够为公众提供更为精准的健康指导，有效预防和控制各

类健康危机的发生。

3. 水务气象

城市内涝是由暴雨或连续降雨造成的，超出了城市排

涝容量而形成的一种洪涝灾害。暴雨强度大，范围集中，是

导致城市内涝的客观原因。目前，许多现代城市都修建了调

蓄池，将最大的降雨径流储存在其中，当最大水位降低时，

再将其缓慢排放，这样不仅可以避开暴雨洪峰，达到回收利

用的目的，而且可以防止初始降雨对已有水体造成的污染，

同时也可以为各排水区之间的排水调度发挥积极的作用。然

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精准的小尺度降雨预报”，包括降

雨的时间、地点、雨量等数据的测算，对城市易涝点短时强

降雨进行精准预测，结合城市水务调蓄能力，也就是已经规

划建造的各区域的调蓄池的承受力和其他区域的“支援”能

力及过程治理策略，提前排篇布局，根据城市每个区域的需

求（降雨预报的分析结果），把各自的调蓄能力进行释放和

统筹规划安排，利用气象的降雨数据等连接城市内涝防控的

各个区域各个部门，从而实现为合理调蓄及海绵城市提供决

策依据。

4. 农业气象

气候变化不仅使农业生产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变化，而

且还会引起农业生产的不稳定，从而导致了农业的空间布局

与结构调整；提高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年度波动；提高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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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灾害防治与生产经营费用及投资总额的外增率。我国地处

欧亚两大洲，地处热带、亚热带、温带三大气候区，西高东低，

南涝北旱，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地形特点，使其在全球

变暖的大环境下，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对农田的

影响。

4.1 一般气象条件对农业的影响

水分：水对农作物的生长同样很重要，不管是动植物，

都需要水，通常作物体内的水约占身体重量的 70%~90%。

水分是作物的主要成分，作物的光合作用，呼吸，营养物质

的运输和吸收都离不开水。如果没有足够的水，植物就会因

为缺乏足够的水分，就会失去营养，从而影响植物的生长。

光照、温度：当光照射时，农作物的光合作用需要消耗

大量的能量，而植物体内的叶绿素则会将其转化为叶绿素，

从而促进作物的生长。但光照也是有极限的，太强的话，植

物的身体会受到损伤，植物的生长也会受到影响，如果光线

太弱，植物就不能正常呼吸，也就不能正常生长了。

风：风是影响作物生长的主要生态因素之一，它可以

让气流流通，实现对作物内部、外部各个层面的温度、湿度

的调控，让各个层面的温度、湿度处于一种均衡的状态，防

止温度太高或者太低，从而改善作物的生长环境，从而促进

作物的生长。此外，在风力的影响下，植物的花粉或种子可

以被吹到很远的地方，进行传粉和生殖。

光照、温度、水分、风等气象要素相互影响，任何一种

情况的改变都会影响到其他的条件，从而导致相应的改变，

例如，光照的加强，气温的上升，水分的迅速蒸发，导致气

流的流动，从而影响风向的变化。

4.2 极端天气条件对农业的影响

暴雨：强降雨对设施农业产生了两种危害：一是对设

施农业机械系统造成损害，积雪堆积在温室顶部，造成温室

倒塌和损坏；二是由于遮阴效应，使得进入大棚的光线严重

缺乏，无法进行正常的光合作用，从而影响了植株的正常生

长，延迟了植株的生长发育，并容易引发多种病虫害。

低温冷害：也被称为哑巴灾害，通常是指在农作物生

长过程中，气温低于作物需要的关键温度。如果设施农业区

遇到了剧烈的降温，那么就会让设施里的温度降低到一个合

适的温度，导致植物生长迟缓，生育期变得更长，还会出现

冷害和冻害，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导致减产甚至是绝收。

因此，我们必须与农业局、林业局紧密合作，需要进

行跨学科的数据整合，通过多种渠道收集和分析数据，以实

现更加全面和精准的预警和决策支持。只有这样，才能确保

农业生产的安全性，降低遭受的损失，促进林业发展的可持

续性，对于农业提供精细化的气象服务，从而可以有效地避

免各类气象灾害给地方的农业经济带来的冲击，最大限度地

提升农作物的产量和生产效益。

此外，在获得气象资料的途径上，移动电话是最常见

也最方便的方式。为此，应充分利用移动终端提供气象信息

的渠道。此外，在获取气象信息的频率上，我们需要比农闲

时更需要更多的气象信息，以便为农忙时的农户提供科学的

指南和预防预警。因此，要根据实际情况，根据气象资料的

不同时段，适当调整其发布频率。要提高气象预报的精度，

就必须使其更好地适应农业气象服务的要求。一方面，要拓

宽发行渠道，使之更具市场定位；另一方面，针对专业术语

应该用简单易懂的语言来表述，增加服务的内容和数量，同

时要把气象灾害预警信息的适时宣传作为重点，对现行的农

业气象服务系统进行全面的优化和改进，对于农业提供精细

化的气象服务，从而可以有效地避免各类气象灾害给地方的

农业经济带来的冲击，最大限度地提升农作物的产量和生产

效益。

5. 结语

综上所述，面对城市管理中对气象服务的需求日益增

长，我们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其精准性和有效性。为

此，我们有必要与多部门紧密合作，实现数据资源的整合与

共享。通过建立跨领域的数据平台，我们可以将气象监测、

预报预测、应急响应及各行各业的气象影响等方面的信息进

行全方位融合。这样不仅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和技术，

还能体现服务的精准性，从而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提供坚实的

保障。

在实施过程中，充分注重数据的深度挖掘与智能分析，

利用先进的大数据处理技术，提高预测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以满足精细化服务的需要。此外，加强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

鼓励更多企业参与到城市气象服务体系的构建中来，共同推

动城市气象精细化管理水平的整体提升。此外，还需通过气

象科普示范工程，提升公众气象防灾减灾意识与自护能力。

注重需求引领，提高全民气象科学素质，使得公众具备灾害

防御的意识、知识、能够参与到防灾减灾 [3] 中。

以需求为引领，促使服务与需求互动，结合与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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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多源化数据融合，充分发挥精细化理念服务保障大城市

气象业务，适应社会更高更细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更好

地适应城市发展的新要求，为市民创造一个更加安全、舒适

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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