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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新形势下,根据全面深化气象管理体制改革的需求,以及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等“互联网

＋”前沿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同时为了提高气象部门的服务水平,需要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基础,开展精

细化气象服务和专业气象服务平台的构建,开发更多有用的气象服务产品,使气象服务与时俱进,朝着规

模化、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服务方向发展。基于此,本文对开展精细化气象服务以及专业气象服务

平台建设的发展思路进行了分析,以此促进气象服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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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展精细化气象服务的重要性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各个

行业以及领域所需要的气象服务越来越

多,不仅在气象服务质量、气象服务内

容、气象服务时效等各方面的需求提高,

同时也在定制化服务方面要求也越来越

高。之前,单一的气象服务产品,已经无

法满足社会的需求,需要根据要求促进

气象服务朝着精细化方向发展,以此适

应时代的进步,提高气象服务水平。因此,

要认识到精细化气象服务的重要性,并

不断的朝着精细化方向努力,促进气象

服务的高速发展。 

2 开展精细化专业气象服务的

措施 

精细化气象服务要始终坚持“以人

为本,无所不在,无微不至”的服务理念,

紧跟社会各领域以及人民群众的需求,

提高精细化气象服务水平,扩大服务范

围和服务类型,像社会各领域和人民群

众提供服务,不断提高气象服务的水平。 

2.1利用各种服务手段,为用户提供

快捷的服务 

随着经济的进步,气象现代化水平的

提高,气象服务手段也应进行不断创新和

改革,充分利用现代化的电子设备,更加

便利的为用户提供专业的气象服务。同时,

可以通过综合应用各种服务手段,根据时

间、地点、应用范围的不同提供专业的服

务,以此达到更好的服务效果。 

2.2在服务内容上下功夫 

2.2.1服务内容要突出重点 

精细化气象服务在不同领域、不同

季节、不同天气有着不同的重点服务内

容,只有完全熟悉气象服务内容针对的

领域,才能在做气象服务时突出服务重

点,有针对性的做好重点服务内容。 

2.2.2要加强临近预报服务 

精细化气象服务还有加强临近预报

服务,对突发性的天气情况进行及时监

测,并通过各种服务手段提前对天气进

行预警服务,在预警服务中要突出地点、

时间、天气情况,尽可能做到精细化的气

象服务。 

2.2.3突出地方特色 

气象服务的精细化服务还要突出地

方特色。根据区域、气候特点以及气象

服务重点的不同,在当地精细化气象服

务中,一定要突出体现地方特色。不只是

做好天气预报服务,还要根据当地的特

色进行天气的分析以及应对措施和建议

等服务,为用户的决策做出更好的服务

基础。 

2.3加强气象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精细化气象服务的发展离不开专业

的精细化气象服务人员,充分发挥人才

在精细化气象服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

地位。因此,要加强专业精细化气象服务

人才队伍的建设,形成结构合理、专业的

气象服务团队。在人才队伍建设过程中

可以通过引进、外聘与自主培养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气象服务人才的聘用。 

2.4加强重大社会活动的气象服务 

在举办重大社会活动时,气象服务

的精细化服务能够给活动的举办带来详

细的天气情况,是重大社会活动能否顺

利开展的先决条件。这时气象部门需要

密切注意天气的变化,并做好跟踪监测,

提供准确的天气预报。为了更好的发展

精细化气象服务,气象部门要注重建立

专项气象服务,加强重大社会活动的精

细化气象服务,同时制定重大社会活动

气象保障服务方案,建立专门的服务组

织机构,明确服务流程和分工。 

2.5转变气象服务理念 

气象服务作为公共物品的气象信息,

由政府免费提供。气象服务是预防灾害、

减少灾害的预报工程,因此政府大力支

持气象服务的发展。但是,随着社会的进

步以及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气象服务的

要求越来越多,这时就可以适当的转变

气象服务的服务理念。在提供无偿的气

象信息服务以及建立在技术可行的基础

上,对定制性的气象服务可以适当收取

费用,有利于气象服务的长期发展。 

3 构建和完善气象服务平台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 

构建专业气象服务平台是贯彻中国

气象事业发展战略研究成果,树立“公共

气象、安全气象、资源气象”的发展理



生态环境与保护 
第 3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中图刊号）：715GL012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0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念,进一步提升气象社会服务能力的具

体措施。近些年来不断推出了生活指数

预报、气象预警信息等新的服务项目,

在一定的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对气象信息

多元化的需求,但是随着人民群众生活

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应该看到气

象服务还存在着缺乏新理念、低估新价

值因素。 

我国每年的自然灾害中有近七成是

气象灾害,对我国的经济造成了重大的

损失,所以加强精细化服务水平,构建和

完善气象服务平台是气象的发展方向。

其中气象服务平台是气象部门向社会提

供气象服务的窗口,其产生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体现了气象工作的重要性。 

4 气象服务平台的构建 

4.1建设目标 

专业气象服务平台通过对现有的

ASOM子系统、质量控制子系统、装备保

障子系统、软件下载子系统、技术规定

子系统和业务流程子系统等进行完善和

整合。开发基于Web界面,集合全部的子

系统功能构建专业的气象服务平台。此

平台包括日常工作流程、技术规定、软

件下载和业务管理等功能。 

4.1.1 ASOM子系统功能作用 

ASOM子系统通过链接可以直达中国

气象局综合气象观测系统运行监控平台,

实现业务值班日记填报、常规巡查维护、

故障维修和维护维修知识库检索等功能,

同时兼具远程技术支持、监控平台前台

浏览等功能。 

4.1.2质量控制子系统功能作用 

质量控制子系统主要设计为信息传

输质量监控、信息传输实时监控、自动

站数据质量控制反馈等功能,便于业务

管理员和观测人员及时查看传输质量。

对自动站数据质量控制并进行反馈。 

4.1.3装备保障子系统功能作用 

装备保障子系统通过链接可直达省

大探中心,实现对气象观测仪器和气象

装备动态管理,该子系统还可以实时监

控气象专用网络运行状态和闪电定位

仪、大气电场仪等特种装备的运行情况。 

4.1.4软件下载子系统功能作用 

软件下载子系统集成当前投入运行

的所有业务软件和业务工具,提供 新

软件下载包和使用说明。 

4.1.5技术规定子系统功能作用 

技术规定子系统整合现行的气象法

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新的技

术规定,对已经失效的文件和技术规定标

注失效时间和失效原因。确保业务管理员

和观测员能够便捷地获取所需的 新资

料,快速处理特殊情况和突发事件,保证

气象业务数据的准确、及时、高效。 

4.1.6业务流程子系统功能作用 

业务流程子系统以基准站、基本站、

一般站等站类细分业务流程,包括值班

流程、突发天气工作流程、临时工作流

程、航危报和重要报工作流程等一系列

业务流程。便于业务值班人员特别是新

观测员查看和学习,快速提高基层业务

人员在不同任务和复杂天气条件下的应

对能力。 

4.2平台的专业服务项目 

专业气象服务平台的服务项目包

括：①实时气象信息服务。实时气象信

息服务主要包括实时的气温、气压、降

水、温度、风速、云量、卫星雷达等信

息,此服务适用于情报、科研、商业等部

门使用。②雨情服务。主要提供全省降

雨情况相关信息,包括雨量分布、降水量

等级表以及雨势预测等服务。③气象灾

害预警服务。此服务可提供全省突发灾

害天气预警服务,分析、统计及趋势预测

等等。④天气预报服务。提供全省内城

市天气预报,包括短期、中期、长期天气

预报,天气及气候的趋势的分析、预报、

评价等。⑤空气质量报告服务。提供城

市空气质量预报及统计,以及人体舒适

度预报等。⑥生活气象服务,提供与人们

生活密切相关的气象预报及信息。 

4.3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要构建专业气象服务平台,需要层

层相互监督,并对气象各部门进行明确

的分工,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在发生

特殊情况需要处理时,天气预报信息必

须要基于气象服务平台的数据信息和专

业工作人员的分析进行充分的整合。建

立完善的气象服务平台关键是选用专业

行的、全面发展的人才,只会监测操作的

工作人员已经不能满足现在气象服务的

发展需求。所以,为了更好的构建气象服

务平台,气象部门要注重人才的培养和

聘用。 

5 结束语 

气象服务在未来的发展中,应紧跟

时代的发展和人们日益增多的服务需求,

提高精细化服务水平、建立专业气象服

务平台。以广大用户的需求为依据,不断

的开发新的气象服务产品,不断的完善

气象服务体系,与时俱进,给气象服务带

来更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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