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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2 年 北 京 冬 奥 会

期间，北京、延庆、张家口赛

区 26 个场馆实现 100%绿色

电能供应，这在奥运史上尚

属首次。

张 北 的 风 点 亮 北 京 的

灯 ，诠 释 着 绿 色 办 奥 理 念

——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

的可再生能源示范项目把风

光转化为清洁电力，并入冀

北电网，再输向三个赛区。

这背后，离不开得天独

厚的气候资源禀赋，也离不

开气象部门的保障服务。

作 为 北 京 西 北 部 重 要

通风廊道的张北，风能年均

利用高达 2200 小时，年太阳

总 辐 射 量 为 每 平 方 米 68.8

千瓦时。一块 250 瓦的光伏

板在阳光下照射 4 个小时，

或一座 2 兆瓦的风机以额定

速度转半圈，就可以产生一

度绿电。

但风电的瓶颈之一是风

的不确定性。“因为风机的输

出 功 率 与 风 速 呈 现 指 数 关

系。当风速达 3 米/秒时，风

机才能转起来，在转的过程

中随着风速变化呈指数变化

趋势，增长到12 米/秒时达到

额定功率，风再大，它的功率

都不会再增加了。”中国气象

局 风 能 太 阳 能 中 心 科 学 主

任、中国气象局首席气象服

务专家申彦波说。

此 外，大 风、雨 雪 等 天

气 对 电 力 保 供 的 影 响 也 比

较大。“当出现气温骤降、湿

度 较 大 等 满 足 出 现 冻 雨 的

气象条件时，风机叶片可能

出现覆冰而停运，电线覆冰

风险区范围会扩大、厚度也

会增加，对电力供应和运输

造成潜在影响。”申彦波说。

根 据 中 国 气 象 局 全 力

做 好 冬 奥 会 期 间 城 市 生 命

线运行气象保障服务要求，

各 级 气 象 部 门 主 动 对 接 能

源、电力等部门，强化高影响天气监测预警。

在冬奥会举办前夕，张家口气象部门主动对接电力部门，

根据需求，组建服务团队。经过多次调研，团队结合电力行业

气象风险特点，在电力气象微信公众号内为一线巡检人员开

发设计了专用服务系统。

进入微信公众号终端页面，杆塔、重要线路、变电站等

100 多个红色的“冬奥保障关键点位”紧密分布，气温、降

水、风力、湿度、气压、能见度等全要素气象信息实时可

见。张家口市气象服务中心主任胡雪表示，根据重要电力

用户信息开展基于关键点位气象服务，方便前方电力巡检

和运维保障人员随时随地掌握气象实况和预报预警信息。

同时，重要气象风险点、天气实况和格点预报等气象

数据也接入张家口电力指挥系统，以色斑图的形式呈现在

大屏上，让电力指挥运维人员一目了然。遇重要天气时，

气象预警信息也会第一时间在指挥大屏上实时弹出。

“张北县某变电站未来24小时，小雪转中雪，西南风4至

5级，最低气温－14℃；崇礼区某杆塔预计13日15时，降雪量

0.8 毫米，最低气温－13.4℃，平均风速 3.7 米/秒，风向南。”2

月 12 日 17 时，精细到县（区）杆塔、变电站的《张家口电力气

象服务专报》通过邮件、微信群和微信公众号发出。“气象部

门以多种方式满足冬奥供电保障需求，服务特别周到，对我

们运维检修冬奥核心区的电力设施，有重要参考意义。”国网

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张家口供电公司运检处工作人员说。

该专报每天发布一期，涵盖全市天气形势分析预报、

各县区天气形势以及未来一周天气提示；出现降水时，将

逐小时或者逐三小时加密发布。

据测算，到 2022 年冬（残）奥会结束时，冬奥会场馆预

计共消耗绿电约 4 亿千瓦时，可减少标煤燃烧 12.8 万吨。

本报讯 通讯员郝泽彤 赵晓光报道 2 月 24 日，

山西省大同市气象局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

印发《大同市“十四五”气象事业发展规划》（以下简

称《规划》），提出到 2025 年，建成精密智能的气象监

测网络体系、精准智能的气象预测预报体系、精细

智慧的气象服务体系和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气象

保障体系、开放协同的科技创新和人才体系、规范

有序的气象治理体系，气象保障重大发展战略和服

务地方经济建设及人民生活的能力显著增强，气象

综合实力迈进全省先进行列。

《规划》提出，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建设

生态文明气象服务坚实屏障、强化乡村振兴气象基础

支撑作用、提升高质量转型发展和“能源革命”气象保

障能力、构建开放协同的气象科技创新和人才体系、构

建规范有序的现代气象治理体系、加强满足气象现代

化要求的基础设施建设 7 项主要任务。涵盖强化大同

“特”“优”农业气象服务、开展风能资源精细化评估和

太阳能资源评估等与地方经济发展相关的工作。

《规划》明确实施气象灾害精细化监测预报预

警、生态文明建设人工影响天气保障、乡村振兴战略

服务能力提升、基层气象台站基础条件改善 4 项重点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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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谭容

梅 张薇报道 近日，广西壮

族自治区南宁市人大常委

会二级巡视员郭维宁一行

到市气象局调研指导工作。

郭 维 宁 对 市 气 象 局

的 工 作 成 就 及 高 度 重 视

立法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要 求 进 一 步 在 气 象 服 务

经 济 发 展、服 务 大 众、服

务农村等方面下功夫；提

高 气 象 监 测 的“ 精 ”与

“准”；大力推动解决预警

信息发布“最后一公里”；

与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相

结合，有的放矢地提出气

象 立 法 项 目 。 郭 维 宁 提

出，市人大常委会将在气

象立法及气象部门依法推

进工作的监督职责上，给

予更多支持和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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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市气象“十四五”规划印发

本报讯 记者石奎报道 2月24日，贵州省

贵阳市政府印发《贵阳气象保障服务“强省

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提出到 2025 年，建成以贵阳主城区气

象防灾减灾为中心的精密监测一张网感知、

精细预报全网格覆盖、协同防灾一体化联动、

智慧服务融合化共享的气象服务体系。

《方案》指出，推进气象保障服务“强省

会”高质量发展，是贯彻贵州省委“一二三

四”总体发展思路的具体行动。要因地制

宜准确把握省会城市对气象保障服务的需

求和重点，构建具有西部特色、山地特点的

贵阳城市气象服务模式；以创新驱动数智

为引领，促进信息技术与气象技术深度融

合，发展气象监测、预报、服务的新技术新

模式；以保障生态提质增效为中心，围绕碳

达峰碳中和行动要求，发挥气象在监测预

报预警、遥感监测评估、气候资源开发利

用、人工影响天气等方面的优势，为生态文

明建设、绿色经济发展、提升城市承载力提

供气象保障；以政府为主导，共建共享各部

门承灾体隐患排查数据，统筹推进各类资

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形成推动城市气

象保障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方案》从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

线、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气象核心

业务高质量发展 3 方面提出 18 项任务，并明

确牵头单位及配合单位。同时强调，由贵阳

市气象现代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指挥

和领导贵阳气象保障服务“强省会”高质量

发展相关工作；市、县级气象部门及时掌握

城市气象保障服务需求，加强业务科技成果

的转化应用；统筹中央和市、县级财政资金，

合理安排预算，建立完善多部门长效投入机

制；健全促进城市气象保障服务规范有序发

展的政策标准体系，建立推进城市气象保障

服务高质量发展工作的考核机制。

《方案》明确要求，各区（市、县）人民政

府、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工作部门及

市管企业严格按照《方案》贯彻执行。

贵阳市政府出台工作方案

推进气象保障服务“强省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李正堂报道 近日，云南省

文山州政府印发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纲要》，多项气象工作被纳入其中。

该纲要明确，文山州将通过建设公共突发

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人工增雨防雹体系、

综合气象探测网、农村气象灾害防御工程等提

升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化水平。

文山州气象部门将全力推进全州气象灾

害防御体系建设，建设州级和 8 县 （市） 公

共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提升人工增

雨防雹减灾能力，优化综合气象探测网，建

设农村气象灾害防御工程，优化基层气象台

站基础设施，提升“十四五”期间气象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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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遥感监测助力“科技壮苗”

本报讯 通讯员高春雪 刘馨 王荣英报

道 3 月 2 日，河北省衡水市气象局与河北省农

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所、市农业农村局等 5

个单位联合发布第 2 期《衡水市冬小麦“科技

壮苗”专项行动服务旬报》，持续开展“科技壮

苗”全链条气象服务，遥感监测、数值预报等

科技手段在服务中广泛应用。

针对冬小麦晚播弱苗比例大的突出特

点，2 月 22 日起，市气象局等 5 单位联合发起

冬小麦“科技壮苗”专项行动。此次调查根据

近期遥感影像图确认冬小麦种植区域，通过

反演植被指数确定不同长势区域，精确选取

代表性地块。调查发现，受去年强降水影响，

大部分地区播期普遍偏晚；小麦越冬前生长

受降温天气影响明显，10 月中旬后，播种地段

出苗率和分蘖数都较中旬前播种地段低。结

合调查情况，气象部门发布第一期冬小麦“科

技壮苗”专项行动服务旬报建议，提出要按照

“适期麦多增产、晚播麦保丰产、特晚播麦少

减产”指导思想，重点落实“分类管理，促控结

合、科学肥水”的技术主线，狠抓早春管理。

此服务将一直持续到冬小麦收获。

下一步，市气象局将通过遥感持续监测

冬小麦长势，针对返青期晚霜冻害、开花期灌

浆期强降水及干热风、收获期等高影响天气，

精细开展气象服务。

菏泽：强化联动防控病虫害

本报讯 通讯员张翠英报道 2 月 18 日，山

东省菏泽市召开全市病虫害发生趋势会商会

议，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前期气候概况、未来

3 月到 5 月气候趋势预测、冬小麦返青期预测

等，明确在全市范围内实施冬小麦“科技壮

苗”专项行动。

受去年秋汛影响，菏泽市田间湿度较大，植

株抗逆性差，抗病虫能力弱，小麦病虫害发生危

害的可能性加大。市政府下发《关于切实做好

小麦返青期病虫害防控工作的通知》，市气象局

成立春季农业生产气象服务专班，确保春季农

业生产及保夏粮丰收气象服务工作落到实处。

立春后，市气象局多次组织业务人员深

入田间调查小麦生长情况，与市植保站针对

春季冬小麦病虫害防御进行会商，开展联合

农情调查，研判气象条件对小麦茎基腐病、纹

枯病等病虫害发生发展的影响，为病虫害预

测预报及防控提供气象服务。

入冬以来，由于气温较常年明显偏高，土

壤底墒足，小麦带绿越冬，多数麦苗较冬前分

蘖有所增加。针对该情况，气象部门建议农

户，春季麦田管理以“促弱转壮、保蘖成穗、构

建合理群体”为主，重点立足早管理，镇压划

锄，促苗早发；早用肥，促苗情转化；预防为

主，抓好重大病虫草害防治。

市气象局还基于与市农业农村局的联合会

商和农田调查，根据农业小气候观测站和全市

20个土壤水分自动观测站网数据，实时监测小

麦苗情和农田墒情，为田间管理提供服务。

灵宝：“定制”服务撑开“致富伞”

本报讯 通讯员马芳报道 自开春以来，河

南省灵宝市尹庄镇前店村菇谷生态园的食用

菌产业示范园的菌菇长势喜人。

“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等，哪个

条件不满足，都会导致减产甚至不产。”生态园

董事长南安亮表示，菌菇生产对气象数据要求

很苛刻，日常的培育生产、灾害性天气防御，都

离不开专业的气象服务。

灵宝市气象局为生态园安装了一套集小

气候自动观测站、棚外六要素站及气象信息电

子显示屏为一体的监测站，全天候自动监测土

壤墒情，发布天气预报、大棚实况等信息，帮助

菌农全面掌握大棚情况。针对菌菇生长中的

高温、寒潮、大风、寡照等不利因素，以及储存、

运输过程中对温度、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需求，

建立了应对灾害性天气的菌菇服务体系。

今年 1 月以来，冷空气多次影响。为防止

寒冷天气引发香菇病冻害导致减产，市气象

局启动极端天气服务机制，专家加密现场观

测预报研判，多渠道提供天气信息。据生态

园反馈，在几次重大天气过程中，气象服务帮

助园区避免了 40 余万元经济损失。

据悉，市气象局将在函谷关镇、阳平镇等

多个乡镇全面开展气象服务香菇种植工作，

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通讯员

王雪婷报道 2 月 21

日 ，东 莞 市 委 、市 政

府 召 开 2021 年 度 工

作总结大会，市气象

局连续 8 年获评 2021

年 度 工 作 优 秀 中 央

和驻莞单位；清溪镇

创 建 为 全 省 气 象 防

灾 减 灾 第 一 道 防 线

示范镇，获评 2021 年

度全市“单打冠军”。

2021 年，东莞市

局气象现代化考核和

公共气象服务满意度

稳 居 全 省 地 级 市 前

列，通过与清溪镇开

展局镇合作，被省气

象局认定为全省首个

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

防线示范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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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

员韩振天报道 2 月

25 日，辽宁省本溪

市副市长方颖就气

象工作提出要求。

她 对 气 象 部

门 2021 年 工 作 给

予肯定，要求市气

象 局 持 续 提 升 气

象基础业务能力，

高 质 量 完 成 雷 达

项目建设，全面做

好 气 象 灾 害 风 险

普 查 和 产 业 园 区

气 候 可 行 性 论 证

工作，筑牢气象防

灾 减 灾 第 一 道 防

线，为保障本溪全

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 提 供 坚 实 气 象

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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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部门因地因苗制宜做好春季农业服务

2 月 28 日，黑

龙 江 省 五 常 市 气

象 局 组 织 农 气 技

术 人 员 开 展 今 年

首 次 土 壤 墒 情 普

查 。 通 过 比 较 实

测 值 与 历 年 土 壤

墒情数据，五常市

气 象 局 制 作 发 布

《备春耕土壤墒情

旱涝分析》，为政

府 决 策 和 农 户 春

耕春播提供依据。

图/陈江艳

文/隋亚男

本 报 讯

通讯员曹礼成

报道 近日，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气 象

观 测 站 新 站

建 设 作 为 区

政 府 重 点 项

目，写 入 政 府

工作报告。南

康 区 区 长 李

赣 兴 在 报 告

中 对 气 象 工

作 给 予 了 肯

定，提 出 更 好

统 筹 发 展 和

安 全，推 进 气

象 观 测 站 新

站 建 设，提 高

防 灾 减 灾 救

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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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

员李亚洲报道 2 月

28 日，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和田市墨玉

县气象局联合县自

然资源局、县林业

与草原局、县生态

环境局，实地考察

乌山国家基准气候

站建设用地，在现

场 对 土 地 进 行 确

认，录入自然资源

局和林业与草原局

系统。乌山国家基

准气候站建成后，

可实现对沙漠气候

的观测与研究、补

充国家级观测网建

设，解决墨玉县北

部沙漠区气象监测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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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通

讯员张卉 刘丽

琴报道 2 月 20

日，安徽省黄山

市歙县政府印发

《歙县低温雨雪

冰冻灾害应急预

案》。该预案要

求，各成员单位

建立跨部门气象

灾害及其次生、

衍生灾害联防联

控机制，实现灾

情、险情等信息

的实时共享。同

时，气象部门在

极 端 天 气 情 况

下，做好低温雨

雪冰冻灾害天气

的监测、预警发

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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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何

欢然报道 近日，浙江省

舟山市岱山县“网格化

管 理、组 团 式 服 务”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和

岱 山 县 气 象 局 联 合 印

发《关于将气象灾害防

御 有 关 事 项 纳 入 全 科

网 格 事 务 管 理 的 通

知》，明确全县 181 名网

格 员 正 式 承 担 气 象 灾

害 防 御 工 作 职 责 。 岱

山县局将深化“ 网格+

气象”预警属地发布机

制，打通突发预警信息

发 布 系 统 与 基 层 治 理

四平台的数据接口，加

强 对 网 格 员 的 培 训 和

指导，建立健全“网格+

气象”基层气象防灾减

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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