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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区预报中心海洋灾害预警报服务模式创新探索


———以北海区为例

袁本坤，曹丛华，江崇波，黄　娟，商　杰，张　薇
（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中心　青岛　２６６０６１；山东省海洋生态环境与防灾减灾重点实验室　青岛　２６６０６１）

　　摘　　　要：海区预报中心作为国家海洋预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海区海洋

环境观测预报和海洋灾害预警，为海区海洋防灾减灾、执法管理、科研调查、应急管理以

及海上搜救等提供技术支撑的重要职责。文章以北海区为例，在分析海区预报中心海洋灾

害预警报服务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国家和海区海洋事业发展需求及现有

预警报服务水平和能力，提出创新海区海洋灾害预警报服务模式的基本原则、总体目标，

并给出实现创新目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和需要建立、完善的关键业务技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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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作为我国三大海区之一的北海区 （苏鲁交

界的绣针河口以北的中国海域［１］）是我国管辖

海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新的经济 “增

长极”———环渤海经济区所在地区。然而，北

海区及其沿岸也是海冰和风暴潮等海洋灾害频

发区域之一，历史上也曾发生过多次严重或比

较严重的海洋灾害，其中仅２０１１年北海区就出

现海浪灾害过程１６次；发生台风风暴潮２次、

温带风暴潮１１次；发生赤潮２０次；海冰总冰期

９９ｄ；５—８月间黄海海域还发生了绿潮 （浒苔）

灾害。灾害造成了１５．９９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

和７人死亡 （含失踪）［２］。

随着全球变暖，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各类

海洋灾害发生的频率不断增加，包括北海区在

内的我国沿海地区面临的海洋防灾减灾压力越

来越大［３］。另一方面，随着海洋经济发展速度

的进一步加快，我国沿海地区人口和财产密度

不断增大，导致海洋灾害造成的损失相对加重。

以北海区为例，近年来的海洋灾害损失程度呈

上升趋势［４－７］，其中仅２０１０年各类海洋灾害造

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共计６５．８６亿元，死亡 （含

失踪）７人
［８］。频频发生的海洋灾害给当地人民

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了重大损失，也使经

济社会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

做好海洋灾害预警报的发布，及时为各级

政府提供灾害信息是海洋部门在应对海洋灾害

中最主要的职责［３］。《全国海洋经济发展 “十二

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要 “加强海洋灾害的

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因此，提高海

洋灾害预警报水平，减少海洋灾害造成的经济

损失和人员伤亡，更好地保障沿海社会和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是海洋预报管理机构和业务机

构面临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使命［９］。

海区预报中心是国家设在北海、东海和南

海３个海区全面履行海洋观测预报和海洋灾害

预警的区域中心，承担着为海区防灾减灾、应

急管理、海洋经济、国防建设和科学研究等提

供公益服务的重要职责。为切实履行国家赋予

的职责，满足北海区快速增长的海洋环境保障

需求，作为我国北部海域的区域预报中心，国

家海洋局北海预报中心 （下称 “中心”）近年来

先后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深入辖区内各级政

府、部门和涉海企 （事）业单位，了解和掌握

不同用户群体对海洋预警报产品的使用情况，

 基金项目：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 （２０１１０５０１６）；山东省海洋生态环境与防灾减灾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项目

（２０１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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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听取不同用户对预警报服务模式等的意见

和建议。针对这些意见及建议，中心及时组织

专家及相关技术人员进行认真分析和研究，在

此基础上，提出创新海洋灾害预警报服务模式

的总体思路和主要目标，并对实现这些目标所

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关键技术等进行探索。

２　现状分析

２１　用户群体

目前，北海区接收并使用中心海洋灾害预

警报产品及服务的用户群体门类众多，分布广

泛。按照其所属行业归类，北海区的用户群体

涵盖了海洋防灾减灾、海上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及处置、沿海公众生命安全、涉海重要工程设

施安全、海上交通运输、海洋渔业生产、海洋

资源开发、生产及工程作业、海上国防安全、

海洋权益维护以及海洋科研调查等多个领域。

２２　服务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了解，辖区内大多数用户对中心提供

的海洋灾害预警报服务感到满意或比较满意，

普遍认为中心提供的各类海洋灾害预警报产品

在防灾减灾、应急管理、安全生产以及公众安

全和国防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沿海各

地经济社会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相应带来了

海洋灾害预警报等海洋环境保障需求的显著增

加，给预警报产品及服务模式等提出了更新更

高的要求。不少用户认为，目前无论是预警报

产品格式还是服务模式方面都还有待进一步提

高、改进、加强和完善。归纳起来，主要集中

在以下几方面。

（１）预警报产品发布的权威性亟须统一。

目前的海洋预警报产品发布来源和渠道较多，

存在多头发布海洋预警产品的问题。例如，同

样的一次天气或海洋过程，各级政府机关、海

洋系统、海事系统、气象系统以及其他灾害预

警部门都对其发送预警信息。这就要求海洋预

警报产品发布必须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２）小区域、精细化预警报产品有待加强。

各类用户对中心发布的大多数海洋预警报产品

的准确率感到满意，但在一些重要天气或海洋

过程的预报或预警往往不能体现区域差别。因

此，针对不同服务群体开展小区域、精细化海

洋预警报产品开发和服务有待进一步加强。

（３）各类预警报业务化运行程度有待完善。

目前，中心研发的多个适合北海区自身特点的

海洋预报及海洋灾害预警系统 （模式）均已实

现了业务化运行，这对各类预警报服务提供了

可靠的技术支撑和保障。但是，限于技术、设

备以及资金等诸多方面的原因，目前尚有部分

预警系统 （模式）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业务

化运行，使不少用户得不到优质、高效的预警

报产品和服务，也不能有机地与部分自身已经

拥有的现代化设备进行衔接。

（４）预警报产品格式有待改进。中心目前对

外发布的各类海洋预警报产品大致分为常规和

数值两大类。常规类产品均为ｗｏｒｄ文档或图片

格式，数值类产品则主要为图像格式，或者是

矩阵的数据格式。随着国家电子政务化政策的

不断落实，各级政府部门 （或单位）的电子政

务化水平不断提高，数字化设备越来越多，这

些产品格式已不能完全满足用户要求。

（５）海洋灾害预警时效及准确率有待提高。

目前北海区不少沿海地区没有常规海洋观测站

（点），往往导致针对这些区域的海洋灾害预警

报的时效、准确率等质量水平偏低。

３　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３１　基本原则

创新海洋灾害预警报服务模式应遵循以下

四项基本原则［１０－１１］，即以人为本、服务大局；

统筹兼顾、突出重点；自主创新、消化引进；

整合资源、科学实施。

３２　总体目标

创新海洋灾害预警报服务模式的总体目标

是在充分利用现有条件的基础上，争取在短时

间内进一步完善预警报服务系统，切实履行国

家赋予海区预报中心的公益服务职能，提升海

洋应急管理能力，满足海区海洋经济发展、应

急管理、人民生活和国防安全等领域快速增长

的环境保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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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实现海区海洋灾害预警报服务创新总体目

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较多，归纳起来主要

包括全面履行服务职能、强化应急预警报服务、

继续提升预警报技术水平等。

４１　全面履行服务职能

海区预报中心应严格按照国家赋予的职责，

仅仅围绕政府和社会需求，切实加强海洋灾害

预警报业务管理，全面履行海洋灾害预警报服

务公益职能。

４２　强化应急预报及服务

进一步健全完善应急管理机制，增强业务

支撑和服务能力，满足日益多样化的海洋应急

保障需求，全面履行海洋应急服务职能；大胆

开拓工作思路，继续加强与军事、海事、渔业、

旅游、安监等部门沟通，构建行业性海洋预警

服务平台，开展与行业有关的海洋预警、评估

和咨询服务；认真分析研究政府和公众的需求，

不断开发、更新小尺度、精细化、有针对性的

预警报产品，为政府决策部门开展实时、动态

的信息咨询服务；为政府部门灾害防御决策提

供实时、动态的灾害信息咨询服务和决策技术

支撑；推进灾害辅助决策系统建设，等。

４３　继续提升预报技术水平

与局内外科研力量加强合作，建立以业务

需求为导向的预报技术研发机制，不断提高预

报技术水平，重点加快数值预报业务化进程；

加快研发本地化的数值预报系统，开展数值预

报产品的检验和解释应用，与现有经验统计预

报加强融合，提升预报精度和时效；在深化风

暴潮预警报技术基础上，重点开展风暴潮漫堤

及淹没范围等风暴潮灾害关键性技术研究和预

报 ［１２］；并制定一系列预报技术手册，将已有实

践经验加以整理推广；建立风暴潮、海浪、海

冰数值预报释用系统，开发满足本区域需求的

风暴潮、海浪灾害精细化预警报产品，实现业

务化运行；实现与海区所有中心站及沿海市级

预报机构之间的远程海洋灾害视频会商。

５　关键技术系统的建立和完善

建立和完善各类预警报服务技术系统是创

新海洋灾害预警报服务模式的重要技术保障，

其中关键性的技术系统应包括７个部分
［１０］。

５１　海洋观测网络系统

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和完善海洋观

测水平，建立由卫星遥感、雷达、航空、船舶、

海床基以及有人值守海洋站和无人值守自动观

测站等组成的立体化、高密度、高频次和高时

空分辨率的海洋观测网络系统。

５２　海洋环境数值预报系统

进一步配置和完善高性能计算机，并与国

家级预报中心的数值预报系统相衔接，重点开

展区域性精细化海洋环境数值预报；引进和完

善数据同化技术、精细化数值预报技术、海洋

数值预报释用技术、海洋灾害评估分析等技术，

开发各类海洋环境要素诊断分析产品，建设海

区海洋预报综合数据库。

５３应急决策支持平台

利用３Ｓ （ＧＩＳ、ＧＰＳ、ＲＳ）技术、数据库

技术、综合分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现代通

信和多媒体等技术，结合海洋灾害预警技术，

建设海区海洋灾害应急决策支持平台、海洋环

境多源信息综合分析处理平台，网络传输平台；

为海区各级政府应急保障提供决策信息，实现

各类数据的快速收集、分析、处理、发布和查

询服务，为防灾减灾、应急管理提供基础决策

信息等。

５４　预警报会商平台

在现有视频会商系统的基础上，继续增加

网络覆盖面和远程用户数量，实现沿海各省级、

市级以及县级海洋预报机构之间的预警报远程

会商。

５５　预报信息发布服务平台

继续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络、手机、传

真等多种渠道，建设海区海洋灾害预警报信息

发布平台，实时向社会公众发布海洋灾害预警

信息。实现公共海洋预警报信息的连续滚动、

灵活迅速、个性化、数字化、多媒体化及动态

跟踪全程服务，提高海洋灾害预警服务效果。

５６　声像制作平台

利用现代声像技术和传输网络建设海区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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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像制作平台，实现海洋预报预警产品电视节

目的自主制作，提高节目制作水平和能力，提

高社会公众对海洋的关注和防灾减灾的意识，

为经济建设、应急管理、防灾减灾、旅游出行

等提供保障和服务；配置广播级数字编辑录像

系统、数字图文创作系统、广播级非线性数字

编辑系统、数字切换系统、数字多媒体图像工

作站、海洋灾害数字声像应急采集系统、海洋

环境电视素材库，建设配套的电视节目制作室

和专用宽带网，进行海洋预报及灾害预警的制

作和电视预报节目的实时光缆传输。同时承担

其他电视海洋节目的制作以及各种海洋灾害的

声像拍摄、采集和制作任务等。

５７　海洋灾害预警报技术开发和引进

紧紧围绕海区海洋灾害预警报用户的基本

需求，重点发展海洋环境数值预报和相关的关

键技术，包括：同化技术、海洋灾害预警报关

键技术研发；海洋数值预报释用技术；开发水

质、溢油、污染物扩散等环境海洋学数值预报

模式；生态海洋学数值预报模式的引进与开发；

开展三维温盐流结构场等海洋学数值预报模式

引进与开发；海面风场模式的引进与开发等。

６　结论与讨论

（１）北海区是海冰和风暴潮等海洋灾害频

发的地区，为海洋防灾减灾提供技术支撑的海

洋灾害预警报服务工作责任重大。

（２）各海区预报中心承担着为海区海洋防

灾减灾、应急管理、海洋经济、国防建设和科

学研究等提供公益服务的重要职责，创新海洋

灾害预警报服务模式至关重要。

（３）全面履行服务职能、强化应急预报及

服务、提升预报技术水平是海区预报中心创新

预警报服务模式的根本目的。

（４）数值预警报系统、应急决策支持平台、

预警报会商平台、预报信息发布服务平台、声

像制作平台以及海洋灾害预警报技术开发和引

进等是提高海区预报中心海洋灾害预警报服务

技术水平的关键。

（５）专业人才队伍和各类观测预报技术基

础设施建设是增强海洋灾害预警报服务能力的

基本保障。

（６）高时空分辨率的海洋观测网络建设是

海洋灾害预警报服务的基础［９］。

（７）多渠道、覆盖广泛的海洋灾害预警报

信息发布平台建设是做好各海区海洋防灾减灾

工作的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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