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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媒体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公众气象服务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基于此,本文首先阐述

了新媒体时代对公众气象服务发展的影响,然后从公众需求、信息传播、公众认知等角度详细分析了新

媒体时代背景下公众气象服务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发展策略,为公众提供更

加准确、便捷、个性化的气象服务,以满足用户需求,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助力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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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public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are facing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first elaborates on the impact of the new 

media era o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and then analyzes in detail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media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ublic deman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public cognition. A series of practical and feasi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to provide the public with more accurate, convenient, and personalized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to meet user needs, Ensuring the safety of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and promoting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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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共气象服务是指面向公众提供的气象信息与服务,以保

障生命安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为宗旨,主要包括天气预报、

灾害性天气预警、气候预测、农业气象服务、海洋气象服务、

航空气象服务等领域。在新媒体的助力下,传统的气象信息传播

和服务方式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大数据加持下可以为用户

提供更精准、更便捷的气象服务。因此,研究新媒体时代背景下

公众气象服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新媒体时代对公众气象服务发展的影响 

传统的气象服务主要通过电视、广播和报纸等传统媒体向

公众传递气象信息,而新媒体的兴起使得信息传播更加便捷和

快速。公众可以通过手机APP、社交媒体和网站等渠道获取实时

的气象数据和预报信息,不再受限于传统媒体的时间和空间限

制。这种改变使得公众能够更加及时地了解天气变化,做出相应

的应对措施,提高了公众的生活质量和安全水平。 

新媒体时代的气象服务更加注重信息的多样性和个性化。

公众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气象服务产品,如天气预

报、气象预警、气象科普等,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同时,新媒

体还可以通过视频、动画等形式生动形象地展示气象知识,提高

公众对气象服务的接受度和参与度。 

新媒体时代的气象服务更加注重与公众的互动和参与。公

众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与气象部门进行实时互动,提出问题、

反馈意见,并得到专业的解答和回应。此外,新媒体还可以通过

用户生成内容的方式,鼓励公众分享自己的气象观测和体验,形

成更加丰富和真实的气象信息资源[1]。 

2 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公众气象服务发展面临的挑战 

2.1公众需求的挑战 

随着新媒体的普及和发展,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多样

化,对气象服务的需求也变得更加个性化和多元化。传统的气象

服务往往以大众化的方式提供信息,无法满足不同群体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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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例如,一些用户可能更关注空气质量指数、紫外线强度等

信息,而另一些用户可能更关注降雨量、风力等数据。传统气象

服务往往只提供基本的天气信息,无法满足这种定制化需求。 

在新媒体时代,公众对气象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实用性

有着更高的要求。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各种渠道随时随地获取到

新的天气状况、灾害预警等信息,并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

定制化的查询和分析。传统气象服务往往无法满足这些需求,

导致公众对服务的满意度下降。 

在新媒体时代,信息的可信度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由于

信息的传播速度极快,虚假的、不准确的气象信息很容易在网络

上迅速传播,给公众带来误导和困扰。因此,公众对气象服务机

构和媒体的专业性和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气象服务

需要加强与新媒体的合作,提高信息发布的准确性和可信度,以

增强公众对其的信任[2]。 

2.2信息传播的挑战 

当前,大量的气象信息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迅速传播,

使得公众面临着海量的信息选择和辨别的困难。在新媒体平台

上,各种气象信息来源众多,包括官方机构、媒体、专家以及个

人等,这使得公众很难区分信息的可靠性和权威性,从而增加了

信息的不准确性和误导性。 

而且在新媒体时代,信息的传播速度极快,一条重要的气象

预警信息可以在短时间内传遍全球。然而,这也导致了信息的过

载和碎片化,公众往往无法及时获取到全面准确的气象信息,从

而影响了他们做出正确的决策和应对措施。此外,由于信息传播

的广度,公众往往会接收到大量的无关气象信息,这进一步增加

了公众对重要气象信息的关注和理解的难度。 

2.3公众认知的挑战 

一方面,公众对气象信息的可信度产生了质疑。在传统媒体

中,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经过专业人员的科学分析和判断,

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然而,在新媒体时代,任何人都可以发布自

己的观点和预测,导致了大量的虚假信息和谣言的传播。公众往

往难以辨别真伪,容易受到误导,从而降低了他们对气象信息的

可信度。 

另一方面,公众对于气象知识的了解程度存在差异。在传统

媒体时代,气象部门会通过专业的语言和图表向公众传达复杂

的气象知识,这需要一定的专业背景和学习成本。而在新媒体时

代,公众获取气象信息的方式更加便捷,但同时也缺乏对气象知

识的深入了解。这使得公众对于气象信息的理解程度参差不齐,

无法准确理解和应对复杂的气象情况[3]。 

3 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公众气象服务发展策略 

3.1大数据整合,创新气象服务体验 

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公众对气象信息的需求日益增长,他

们希望能够随时随地获取准确、及时的气象信息,并能够根据自

己的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4]。因此,提供良好的气象服务体验对

于提升公众满意度和忠诚度至关重要。 

大数据整合通过收集、整理和分析大量的气象数据,可以为

公众提供更加精确、个性化的气象服务。比如,利用大数据分析

技术,对历史气象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找出天气变化的规律和

趋势。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季节的气象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建

立起准确的气象预测模型,为公众提供准确的天气预报。同时,

还可以根据公众的个人喜好和需求,将气象信息进行个性化定

制,比如根据用户的位置、时间等信息,提供相应的天气预报和

建议。此外,还可以利用大数据整合技术,将气象数据与其他相

关数据进行关联分析,比如与交通、旅游等数据进行结合,为公

众提供更加全面、实用的气象服务。 

除了大数据技术,还可以利用移动应用程序、社交媒体平台

等渠道,向公众提供便捷的气象服务。例如,智能天气微信小程

序、APP,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获取实时的气象信息,并且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求进行个性化设置。此外,还可以利用虚拟现实(VR)

和增强现实(AR)技术,为公众提供身临其境的气象体验。通过将

气象数据与虚拟环境相结合,用户可以在虚拟场景中感受不同

天气条件下的气温、风力等感觉,从而更好地了解气象信息。 

3.2精准定制,满足不同公众需求 

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公众对气象服务的需求呈现出多样

化的趋势。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都对气象服

务有着不同的需求[5]。例如,农民需要了解农作物生长所需的气

候条件,以便合理安排种植和收获；旅游者需要了解目的地的天

气情况,以便选择合适的旅游时间和路线；户外运动爱好者需要

了解天气变化,以便做出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因此,更有必要

精准定制以满足不同公众需求。 

为了实现精准定制这个目标,可以先建立完善的气象观测

网络和数据采集系统,收集不同地区的气象数据,并进行深入的

分析。同时,结合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用户行为数据,分析用户对

气象信息的关注点和需求,从而更准确地把握不同公众的气象

需求。基于用户数据分析的结果,将气象信息进行分类和标签化,

针对不同公众群体提供个性化的推送服务。例如,为农民提供农

作物生长所需的气象信息,为旅游者提供目的地的天气预报,为

户外运动爱好者提供特定活动所需的气象预警等。通过个性化

推送服务,能够更好地满足不同公众的需求。 

在传播的时候,利用新媒体平台的优势,建立官方网站、微

信公众号、手机APP等多种渠道,将气象信息传播到更多的人群

中,并与相关媒体合作,将气象信息融入到新闻、电视节目等中,

提高公众对气象服务的关注度和接受度。 

3.3突破传统,打造气象服务通道 

气象服务通道是指通过多种媒体和渠道向公众提供气象信

息和服务的路径。这个通道不仅包括传统的电视、广播、报纸

等媒体,还包括新媒体平台如互联网、移动应用等。通过打造一

个多元化、便捷化的气象服务通道,可以更好地满足公众对气象

信息的需求,提升公众的气象服务体验[6]。 

新媒体平台具有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的特点,是推广气象

服务的重要渠道。可以通过与各大社交媒体平台、新闻客户端

等合作,将气象信息发布到更多的用户中去。同时,还可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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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平台的互动性,开展气象知识科普、灾害预警等活动,提

高公众的气象意识和应急能力。 

虽然新媒体的发展给传统媒体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但传统

媒体仍然是公众获取气象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可以借鉴新媒

体的运营模式,通过改进节目内容、增加互动环节等方式,提

高传统媒体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例如,可以在电视天气预报节

目中加入互动环节,让观众参与天气预测,增加节目的趣味性

和参与感。 

除了新媒体平台和传统媒体,还可以通过建立气象服务网

站、手机应用等方式,为公众提供更加便捷的气象服务。这些网

络平台可以提供实时的天气信息、灾害预警、气象知识等内容,

同时还可以实现与用户的互动和沟通。通过建立这样一个完善

的气象服务网络,可以满足公众对气象信息的多样化需求,提升

气象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在打造气象服务通道的过程中,要注重信息的时效性和个

性化。随着科技的发展,公众对气象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和

个性化。因此,在发布气象信息时,可以根据不同用户的需求,

提供定制化的信息服务。例如,可以根据用户的地理位置和个人

偏好,推送当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信息。 

3.4广泛互动,提升气象科学素养 

“广泛互动”是提升公众气象科学素养的关键手段。在新

媒体时代,公众不再只是被动接受气象信息,而是能够主动参

与、互动交流。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互动活动,可以激发公众对

气象科学的兴趣和热情,提高他们的科学素养水平。在新媒体时

代,社交媒体、在线论坛等平台为公众提供了广阔的互动空间。

公众气象服务机构可以通过建立官方账号、开设专栏等方式,

将气象科学知识以易于理解的形式传播给公众,并提供互动问

答、在线讨论等服务,让公众能够参与到气象科学的学习和交流

中来。 

在新媒体时代,媒体具有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公众气象

服务机构应与各大媒体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推出丰富多样、有趣

易懂的气象科学内容。例如,可以与电视台合作制作科普节目,

与报纸、杂志等合作刊登专题文章,与网络媒体合作推出科普视

频等。通过媒体的力量,将气象科学知识传播给更多的人群,提

升公众的气象科学素养水平。也可以通过举办线上线下的气象

科普讲座、展览、比赛等活动,可以吸引公众的关注和参与,提

高他们对气象科学的认知和理解。同时,可以邀请专家学者、从

业人员等进行讲解和解答,提供权威的气象科学知识,增强公众

对气象服务的可信度和信任度。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媒体时代,公众气象服务正经历着深刻的变

革。社交媒体、移动应用和物联网等技术的普及,使得气象信息

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然而,这也给公众气象服务带来了新

的挑战,比如如何满足多样化的公众需求、如何应对信息传播过

程中的失真和谬误、如何提高公众对气象科学的认知等。针对

这些挑战,新媒体时代背景下的公众气象服务发展应该从大数

据整合、精准定制、突破传统、广泛互动等方向出发,将有助于

提高公众气象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满足新时代下公众对气象服

务的需求。 

[参考文献] 

[1]张丽平.提升锡林郭勒盟气象影视服务能力与水平的策

略探究[J].西部广播电视,2023,44(20):88-91. 

[2]陈静怡,周毓,陈思静.贵州气象融媒体发展现状及思考

[J].中低纬山地气象,2023,47(04):108-112. 

[3]陈农.全媒体时代气象科普传播策略研究——以黑龙江

省气象服务中心为例[J].科技传播,2023,15(14):16-18+22. 

[4]杨玲,刘珺婷.公众气象服务可视化传播的现状与发展探

析[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22(04):15-18+85. 

[5]付雯,李树岭,张晓卿.公众气象服务的精细化发展方向

探究[J].黑龙江气象,2022,39(02):28-30. 

[6]刘杰.新媒体时代武川县气象服务现状与思考[J].内蒙

古科技与经济,2020,(14):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