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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气象日——

这些气象知识你了解吗？

近几年，暴雨、雷电、大风、高
温等是我市气象部门发布最多的气象
灾害预警信号。手机短信、广播、电
视、互联网、抖音、微信等都是公众
获取气象预警信息的便捷渠道。公众
在收到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应该做些什
么呢？

“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大致可以分
成两种情况，蓝色、黄色预警信号
都是‘提前警告’，表明虽然目前还

比 较 平 静 ， 但 危 险 可 能 就 在 眼
前。此时不能掉以轻心。”刘洁进一
步介绍，橙色、红色预警信号一般
都是在恶劣天气“进行时”发出的
警告，表示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
且可能会进一步升级。遇到橙、黄
两色预警信号，则应非必要不外
出，尽量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
外发生的准备。救灾部门也要高速
运转，准备及时的应对措施。

例如，公众收到暴雨蓝色预警
信号时，最好待在室内，远离窗
户 ； 在 室 外 不 要 在 大 树 底 下 避
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及接打手
机，以防雷击。收到暴雨红色预警
信 号 时 ， 停 止 集 会 、 停 课 、 停
业；做好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
害的防御和抢险工作。收到大风蓝
色预警时，关好门窗，行人尽量少
骑车，刮风时不要在广告牌、临时

搭建物下面逗留。收到大风红色预
警信号时，室内人员应尽可能停留
在安全的地方，关好门窗，并在窗
户玻璃上贴上“米”字形胶条，远
离窗口，以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
璃伤人。

气象部门提醒公众要提高防范
意识，留意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
报预警信息，掌握防灾避险知识和
技能，关键时刻不“轻敌”。

本报记者 张芮

今年3月23日是第65个世界气象日，主题为“携手缩小早期预警差距”。这一主题既反
映了全球气象领域共同面临的挑战，也凸显了加强国际间合作、提升早期预警能力的紧迫性。

气象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天气预报是如何预测未来天气的？气象预警信号有哪些？收
到气象预警后，公众应该怎么做？记者采访泰安市气象台天气预报工程师刘洁，解答部分热点
气象问题。

“天气预报包括气象观测、数据
收集、综合分析、预报会商、预报
产品发布 5 个环节。其中，气象观
测分为地基观测 （地面气象站、雷
达等）、空基观测 （探空气球等） 和
天基观测 （气象卫星） 三大类；数
据收集主要分为气象资料同化和数
值预报两大过程，数值模式涉及大

量微分方程，计算量巨大，一般使
用超级计算机完成。”刘洁说，在综
合分析环节中，当计算机完成数值
预报的结果输出以后，天气预报员
通过分析天气图和国内外数值预报
产品，研究各类型天气图表，结合
气象卫星、雷达探测资料，进行综
合分析、判断后，作出未来不同时

间段的具体天气预报。
预报会商是作出天气预报的最后

一个关键步骤。刘洁表示，由于影响
天气的原因很多，很复杂，预报员需
要集思广益，进行讨论，像医生给病
人会诊一样，在天气会商时，所有预
报员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主班预报
员对预报意见进行汇总后，经过综合

分析，然后对未来天气的发展变
化作出最终的预报结论。

当作出天气预报结论后，值班
预报员会将预报内容制作成不同形
式 的 预 报 产 品 ， 通 过 广 播 、 电
视、报纸、网站和微博、微信、客
户端等新媒体发布。这就是大家收
看收听到的天气预报了。

“目前，我市气象部门发布的气
象 灾 害 预 警 信 号 包 括 台 风 、 暴
雨、暴雪、寒潮、大风 （含雷雨大
风）、大雾、雷电、冰雹、高温、低
温、道路结冰、沙尘暴、干旱、霜
冻等 14 类。”刘洁说，根据气象灾
害可能造成的危害和紧急程度，气
象 灾 害 预 警 信 号 设 为

蓝、黄、橙、红 4 个级别，分别代
表 一 般 、 较 重 、 严 重 、 特 别 严
重。有些预警信号只有其中的两种
或三种等级。

以暴雨预警信号为例，其分为
蓝、黄、橙、红 4 级。当气象部门
预 计 本 县 有 乡 镇 （含 街 道 ， 下
同） 12 小时降雨量将达 50 毫米以

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降雨可
能 持 续 ， 发 布 暴 雨 蓝 色 预 警 信
号。预计本县有乡镇6小时降雨量将
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
上，降雨可能持续，发布暴雨黄色
预警信号。预计本县有乡镇6小时降
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且其中有1小
时降水量超过 30 毫米；或者已达

100毫米以上且其中有1小时降水量
超过30毫米，降雨可能持续，发布
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本县有乡
镇3小时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且
其 中 有 1 小 时 降 雨 量 超 过 50 毫
米；或者已达 100 毫米以上且其中
有 1 小时降雨量超过 50 毫米，降雨
可能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目前，科学家普遍认为全球气
候变化是极端天气事件增多的主要
原因。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导致全
球气温上升，气候系统的不稳定性
加剧，从而引发了更频繁、更强烈
的极端天气现象。”刘洁说，极端天
气事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威
胁生命安全，还对经济、社会和环
境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例如，暴雨
引发的洪水常常导致房屋倒塌、农

田被毁、基础设施受损，长期干旱
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台风伴随着狂
风暴雨，对沿海地区造成破坏。

公众增强应对极端天气事件的
意识，同时可以通过以下 5 种方式
参与气象防灾减灾工作。第一，学
习防灾减灾知识，积极参与气象防
灾减灾的科普活动，了解各种气象
灾害的特点、预防措施和应对方
法，提升自身的防灾减灾意识和能

力。第二，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公
众应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
预警信息，了解可能面临的灾害风
险；通过电视、广播、手机应用等
多种渠道获取气象预报和预警信
息 ， 确 保 在 灾 害 发 生 前 做 好 准
备。第三，传播气象信息，在获取
到气象预警信息后，及时将信息传
递给家人、朋友和邻居，特别是老
年人或行动不便的人群，帮助他们

做好防范措施；通过社交媒体、微
信 群 、 短 信 等 方 式 分 享 预 警 信
息 ， 形 成 社 区 内 的 信 息 共 享 机
制。第四，参与社区防灾演练，熟
悉应急预案和避险路线，通过实战
演练，提高在灾害发生时的应对能
力和心理素质。第五，可以通过志
愿 服 务 等 方 式 支 持 气 象 科 普 工
作 ， 帮 助 推 广 气 象 防 灾 减 灾 知
识，提升公众防灾减灾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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