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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气候变暖，极端高温、低温、大风、强降雨、雷电

等气象灾害多发、频发，气候变化会对农业生产产生直接的

影响，极端天气会造成农牧业减产，导致农民的经济收入减

少，影响农民的生活状态。囊谦县位于青海省玉树州，属内

青藏高原地带，山峦叠嶂，有利于农牧业的生产和发展。囊

谦县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寒冷、多风、干旱，昼夜温差大，

光照十分充足，冬季寒冷漫长，夏季热且短暂，四季变化不

明显，几乎仅有冷暖两季。面对气象灾害频发及气候变化影响，

气象部门必须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为囊谦县农牧业生产

全力提供技术支撑及气象服务，保障农牧业生产良好发展。

1. 囊谦县气息服务与综合工作开展现状

囊谦县气象部门近年来加大气象科技投入，着力开展气

象要素监测、气象灾害预警、天气预报服务工作，不断提高

气象服务的准确性和针对性。针对农作物播种期、夏管、秋

收提供针对性的气象信息，在灾害性天气来临时，能够及时

提供气象信息，为农牧民安排生产当好参谋，并针对大田作

物提供生产建议，遇到干旱及时开展人工增雨作业，增加降水，

给农作物补水，重视异常天气气候及气象灾害对农牧业生产

的影响，强化农牧业防灾减灾气象服务工作。此外，囊谦县

气象部门运用的 MICIPS4.0、综合业务平台、智能网格短时临

近预报系统、一体化气象服务业务平台，主要应用于各种气

象因素和天气现象的实时监视及数据采集，制订多样化的服

务和产品，科学合理地组织指导各种农事。在各个温室和蔬

菜大棚内部分别设立了以温度、湿度两个为主要素的农业自

动观察站，开展了各种温室和蔬菜大棚内外的气象因子和物

质要素进行了对比和观察，积极地探索研发了一套适用于温

室和蔬菜大棚内外的气象服务应用体验系统，配备先进信息

技术和一套现代化农业小气候观察仪，用于实时监控气温、

地热、空气中的湿度、二氧化碳的浓度、光和有效辐射以及

总放电量的辐射等各种天然气象因子，为温室和大棚内部的

农作物生长发育提供了细致的服务。此外，气象部门还将为

三农的服务搭建 " 两个体系 " 的平台与载体，建立健全囊谦

县的农牧业生产气象服务系统，为农牧业群众提供更加多元

化、精细化的全方位气象服务，是当地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

的基础性保障。及时有效的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可提醒农

牧民提前进行灾害防御，减少灾害损失，囊谦县不断提升气

象信息为农牧业服务能力，使广大囊谦县群众能更及时准确

的获知最新的气象资讯。

2. 囊谦县气息服务与综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1 气象预报信息还不够精确

目前，囊谦县已经普及了 18 个区域自动气象站地面自动

气象观测站，并且开展全天候的 24 小时连续气象观测，并且

积极使用 MICAPS4.0、综合业务平台、智能网格短时临近预

报系统、一体化气象服务业务平台等技术作用于气象要素，

开展天气现象信息的全面监测和数据收集，但是大气环境每

时每刻都在变化之中，并且气象部门的工作人员和技术人员，

在分析判断气象数据信息时，存在一定的主观因素，或是遇

到观测设备故障等问题，都会影响观测数据的准确性。

2.2 气象信息发布渠道需进一步拓展

西北地区地域辽阔，大部分农牧民会经常外出放牧或耕

地，在外活动时，虽然可以经常收听广播，但是可能会因为

通讯滞后等原因没能及时收到气象预报或者监测手机资料等

现象常见，虽然已经在农牧区组建了一批专门的气象信息员

团队来传播这些气象信息，但是由于当地的地理环境条件的

限制和落后的通讯设备，加上一些山区的交通不发达，农牧

民住宅分散，信息的传播也可能会严重受限。气象灾害的突

发性很大，预警期持续时间也比较短，所以信息披露渠道的

局限性也成为了制约广大农牧民做好防灾、减灾工作的一个

重要瓶颈。

2.3 农牧区防御气象灾害能力薄弱

农牧区基础设施落后，农牧民能够接触到气象科普知识

和防御气象灾害知识较少，对气象灾害缺乏认识，自然灾害

抵御能力弱，农牧业生产一旦受到气象灾害严重影响，粮食

产量、牲畜出栏率对于农牧民收入起着决定性作用。

2.4 气象预报信息内容不丰富

现代农业和设施农业要求在农事生产时期提供针对性气

象服务，如饲养牲畜时需提供严格气温、湿度等气象要素精

确预报。目前囊谦县气象预报信息服务较少，内容单一，甚

至还停留在常规天气预报上，远不能满足现代农牧业生产需

要。

2.5 农村防御气象灾害能力薄弱

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农牧民能够接触到气象科普知

识和防御气象灾害知识较少，对气象灾害缺乏认识，自然灾

害抵御能力弱，农业生产一旦受到气象灾害严重影响，青稞

产量、燕麦产量、牲畜出栏率等直接影响着农民主要收入。

新形势下囊谦县气象服务与综合业务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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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气象局，青海  贵南 813100；2.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气象局，青海  囊谦 815200）

摘  要：囊谦县位于青海省玉树州，农牧业是囊谦的重要支柱产业，气象服务关系到农牧业的发展，十分重要。近年来，

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气象部门在农牧业生产方面做出多方努力并取得成果，但面对科技进步发展的新形势，

在农业气象服务和综合业务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气象预报准确性不高、及时性不足等。基于此，本文以气象服务为研究对

象，重点探讨囊谦县气象服务与综合业务的工作开展，找出制约工作开展的不足，并提出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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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升气象服务与综合业务的应对措施

3.1 提高气象预报精准度

现代农业的生产发展离不开准确、及时的天气预报和监

控数据，在农牧地区又增设了一个全天气象要素监测网点，

采集各种天气要素的值，通过多项数据的分析计算可以得出

一个较为精准的天气预报数据。定期地组织人员开展了业务

学习和培训，不断提高了我县的气象观察队伍的工作人员专

业技术能力水平，增强了我县观测队伍的工作人员专业和道

德修养，做到了爱岗敬业，认真负责，全面提高了我县观测

队伍的工作人员专业和综合能力。加强重大自然灾害天气事

件进行的过程性会商，把推进气象防灾、减灾工作作为各项

重要任务和工作重点，实现了将精准的自然灾害气象预报和

灾害减灾预警工作作为现代化农牧业的服务功能。

3.2 开发式多样的气象为农服务产品

根据囊谦县推进现代农牧业技术和发展的要求，气象及

其他农牧业科学技术服务工作人员应深入到农牧区，了解掌

握当地农牧民群众对于气象预报技术和产品的实际需要，针

对实际情况研究制作专门的气象服务和产品，增加农牧业气

象预报技术服务的方式和产品类型，切实为当地农牧业的发

展提供了精细化、合理性的气象服务，确保了气象技术和服

务能够跟上现代化畜牧业的生产要求。

3.3 完善气象信息的发布手段和渠道

在农牧区建立气象信息预警大喇叭，人员密集场所设立

LED 显示屏，日常开展天气预报信息及农牧服务信息播报，

遇突发性灾害天气，及时发布气象预警信息，提高气象信息

时效性，特别是农事季节，通过及时准确预报预警，使农民

有足够时间做好气象灾害预防工作。由地方政府支持，以政

府主导、气象部门协作，规范气象信息员队伍，确保气象服

务信息进村入户，使气象信息尽可能在农牧区畅通传播，扩

大信息覆盖面，解决气象服务信息最后一公里问题。

3.4 建设长效气象为农牧业服务机制

气象部门要与政府等相关部门加强联动，提高农牧业生

产气象防灾减灾重要性认识，争取政府部门及社会支持，推

进气象与各涉农牧业部门联动工作，增大建设资金，构建气

象为农牧业服务体系，使气象为农牧业服务工作获取有力的

科技及充足资金、人员支撑，提高农牧区气象灾害综合防御

能力。

4. 结语

新形势下，提高囊谦县气象服务与综合业务工作至关重

要，对于稳定农牧业生产意义重大，气象部门要通过多种途

径提高气象服务水平，保障社会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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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北抬的趋势，且槽前的西南急流强度较大。该现象说明了

区域内的有深厚的西风槽存在，低层则存在强度较大的西南

急流，对于水汽输送则较为有利。

3. 物理量诊断分析

3.1 水汽条件

对于强降雪天气来说，其出现时需要大量的水汽输送，

通过分析阿里地区相对湿度的时间 - 空间剖面图，不难发

现在 4 月 6 日 11 时到 7 日 10 时这段时间内，阿里地区上空

500~300hPa 高空处的相对湿度均在 70% 以上，说明暴雪天

气出现时有充足的水汽条件；而在 6 日 18 时到次日 10 时，

500hPa~400hP 高度处的相对湿度超过了 85%，同阿里地区降

雪天气出现的时间始终保持一致。

3.2 动力条件

强降雪天气影响范围和强度同低层辐合场及高层辐散场

之间有很好的对应关系。6 日 20 时 500hPa 高度处，阿里地

区位于正涡度区内，而 200hPa 高度处则属于负涡度区，这种

高空辐散、低层辐合的高空形势，有利于高空西南急流的抽

吸作用，对于暴雪天气的发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另外，

因西南急流不断向东部地区转移，抽吸作用强度有所减弱。

低层处的冷空气侵袭使得辐合抬升作用加强，为西藏阿里地

区暴雪天气的出现提供了有利条件。

4. 结论

（1）暖湿气流在与冷空气汇合后有利于降水天气的出现；

因地形抬升作用的影响，阿里地区有较为强烈的辐合上升运

动产生，为降雪天气的发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2）阿里地区上空 500~300hPa 高空处的相对湿度均在

70% 以上，说明暴雪天气出现时有充足的水汽条件。

（3）因西南急流不断向东部地区转移，抽吸作用强度有

所减弱。低层处的冷空气侵袭使得辐合抬升作用加强，为西

藏阿里地区暴雪天气的出现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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