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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提出。 

本文件由内蒙古自治区气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M/TC 2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气象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梁凤娟、黄元媛、孙令东、王敏、方晓红、张舒昊、张玉荣、刘继东、拓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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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性天气应急气象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灾害性天气应急气象服务的服务准备、开展条件、服务实施、决策气象服务、公众气

象服务、现场气象服务、复盘总结、科普宣传、资料归档、服务流程等。 

本文件适用于暴雨、暴雪、大风、沙尘暴、寒潮、霜冻、高温、大雾、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应急气

象服务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灾害性天气 disastrous weather 

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极易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天气，具有明显的破坏性。 

 3.2 

次生灾害 secondary disaster 

由原生灾害所诱导发生的灾害事件。 

 3.3 

衍生灾害 derivative disaster 

由原生和次生灾害造成社会功能和结构的破坏，进而引起人群的病疫以及生产、金融、交通、信息

等流程的受损、中断或破坏，甚至导致经济计划改动，以及造成社会安全心理损伤的灾害。 

 3.4 

短期天气预报 short-range weather forecast 

某一区域未来72h内天气变化的预先估计和预报。 

 3.5 

短时天气预报 short-term weather forecast 

某一区域未来12h内天气变化的预先估计和预报。 

 3.6 

临近天气预报 nowcasting 

某一区域未来2h内天气变化的预先估计和预告。 

 3.7 

决策气象服务 weather service for decision-making 

为各级政府科学决策提供的气象信息服务。 

 3.8 

公众气象服务 weather service for general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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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众提供的气象信息服务。 

 3.9 

应急响应 emergency response 

某一组织或政府等机构采取措施应对突发事件，以及恢复和维持其正常运行的一系列行动。 

4 服务准备 

组织准备 4.1 

建立灾害性天气应急气象服务组织运行管理机构，负责灾害性天气应急气象服务的指挥决策、运行

管理、业务建设、技术支持等工作。 

服务团队 4.2 

4.2.1 成立由气象科技人员组成的服务团队，必要时可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人员支持。 

4.2.2 明确岗位职责和工作任务，开展预报服务专业技术培训，适时开展灾害性天气应急气象服务演

练。 

业务准备 4.3 

4.3.1 开展灾害性天气影响分析，调查了解政府及易受灾害性天气影响的部门、行业对气象服务的具

体要求，确立气象服务的内容和重点。 

4.3.2 结合前期影响分析，针对关键科学技术问题与难点，组织科技攻关，合理布设气象监测设施，

开发业务系统，提升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服务能力。 

4.3.3 建立面向气象部门内部及地方党政领导、各部门应急责任人的叫应制度。 

4.3.4 气象信息发布方式包括电视台、广播电台、手机短信、应急广播“村村响”系统、互联网、新

媒体、手机 APP等对外发布。必要时可通过“绿色通道”全网快速发布，并在本地电视台、广播电台等

媒体即时插播。 

5 开展条件 

内蒙古自治区主要灾害性天气有暴雨、暴雪、大风、沙尘暴、寒潮、霜冻、高温、大雾、强对流。

当出现以下任意条件时，开展灾害性天气应急气象服务： 

暴雨：24h降雨量大于或等于50毫米,或12h降雨量大于或等于30毫米的雨； 

暴雪：24h降雪量大于或等于10毫米,或12h降雪量大于或等于6毫米的雪； 

大风：瞬间风速达到或超过17.2米/秒（或目测估计风力达到或超过8级）的风； 

沙尘暴：风将地面大量尘沙吹起，使空气很浑浊，水平能见度小于1000米的沙尘暴； 

寒潮：日最低气温24h内降温幅度大于或等于10℃，且日最低气温降至0℃以下； 

霜冻：春季霜冻（3月中旬－6月上旬）或秋季霜冻（8月下旬－10月上旬）连续3天及以上日地面最

低温度下降到零下3℃以下； 

高温：连续5天及以上日最高气温达35℃以上； 

大雾：连续2天及以上出现水平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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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对流：单独或同时出现雷暴、1h降水量大于或等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8级及以上对流性大风、

20毫米及以上的冰雹、EF0级及以上的龙卷。 

6 服务实施 

天气会商 6.1 

6.1.1 在日常天气会商中需着重对灾害性天气进行会商，并根据需要适时与上、下级或周边气象部门

开展视频或电话会商。会商重点包括灾害性天气的开始和结束时间、强度、影响范围、可能造成的灾害

或危害及防御建议。 

6.1.2 当短期预报有灾害性天气发生，并预判可能造成较重影响，适时组织召开灾害性天气部门联席

会商暨新闻发布会。联席会商应邀请相关部门专家参加，共同研判对当地生产生活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天气监测 6.2 

6.2.1 气象部门按照职责，利用雷达、卫星、自动站等现代化观测设备开展全天候灾害性天气立体监

测。 

6.2.2 根据灾害性天气的发生发展，适时启动加密观测，为灾害防御提供高时空分辨率的监测信息。 

6.2.3 适时制作并对外发布灾害性天气实况通报。 

预报预警 6.3 

6.3.1 短期天气预报有灾害性天气发生时，在常规预报业务基础上，制作并对外发布重要天气报告或

重大天气信息专报，发布内容包括灾害性天气影响时段、强度、范围和可能造成的灾害及防御建议，产

品以图文结合形式呈现。 

6.3.2 在灾害性天气临近时，制作并对外发布精细化的短时临近预报。 

6.3.3 根据灾害性天气强度、发展趋势及影响范围，制作并对外发布相应级别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6.3.4 分析研判灾害性天气可能引发次生、衍生灾害，与相关部门联合对外发布相应的气象风险预警。 

应急响应 6.4 

根据灾害性天气影响程度，适时启动应急响应。 

应急联动 6.5 

建立以气象预报预警信息为先导的部门应急联动机制，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及叫应服务，提升灾害性

天气的应急服务能力。 

7 决策气象服务 

建立分管领导对应相关部门负责人、主要负责人对应党政领导的决策服务机制，自上而下有序开7.1 

展决策气象服务。 

决策服务产品依托气象监测预报预警信息，应通俗易懂、针对性强，发布手段分为专报类、语音7.2 

类、短信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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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性天气发生前期，将重要天气报告或重大天气信息专报及时报送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必要7.3 

时由主要负责人向党政领导做专题汇报。 

灾害性天气发生期间，滚动制作发布天气实况、精细化的短时临近预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气7.4 

象风险预警等气象服务产品，同时提供天气过程可能造成的影响及防御建议。 

灾害性天气发生后，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现场调查等方式，开展灾后调查评估工作，制作灾7.5 

害性天气专项分析报告报送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报告内容包括天气实况与灾情、预报预警服务情况、

影响评估分析、未来天气预报及建议等。 

8 公众气象服务 

在常规公众气象服务的基础上，依托气象预报预警信息，视情况增加精细化预报服务，适时提高8.1 

气象信息发布频次。 

产品内容包含灾害性天气预报信息、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精细化短时临近预报信息、天气实况信8.2 

息、气象风险预警信息及风险防御提示。 

公众气象服务产品的发布渠道主要是手机短信、电视、广播、互联网以及新媒体等；还可充分与8.3 

各部门、社会各界的传播平台共建共享，共同发布传播。 

9 现场气象服务 

对发生严重灾害的地区，开展现场气象服务。 9.1 

服务现场应合理布设移动观测设备，同时保障各类业务平台正常运行，开展现场气象监测。 9.2 

获取现场服务需求，随时与气象台保持会商联动，研判灾区天气发展趋势，及时向服务对象提供9.3 

最新预报预警等信息，提出应对建议，提高现场气象服务精准水平。 

10 复盘总结 

灾害性天气过程结束后开展灾害性天气应急气象服务复盘，组织专家对灾害性天气发生成因、应急

气象服务等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形成复盘分析报告，同时收集相关部门对应急气象服务的反馈意见，总

结经验与不足，优化应急气象服务工作管理，提高气象服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11 科普宣传 

灾害性天气发生前期，组织开展专家访谈，推进气象科普进学校、进乡村、进社区、进企事业单11.1 

位，提升社会公众对灾害性天气的应对防范意识和能力。 

结合“3·23”世界气象日“5·12”防灾减灾日等，设立气象台站开放日，组织气象科普场馆开11.2 

放等，加强灾害性天气科普宣传。 

12 资料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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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性天气气象服务结束后，气象服务人员对开展气象服务形成的所有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存档。 

a) 文字资料包括监测资料、灾害评估资料、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产品、灾害性天气应急响应命

令（建议书）、灾害性天气实况通报、气象服务总结、灾害统计资料、向政府提供的决策服

务材料、党委政府文件（明电）、领导签批意见原件等； 

b) 图片资料包括部署灾害性天气应急气象服务工作会议照片、部门联席会商暨新闻发布会照片、

气象服务工作照片、灾情调查图片等； 

c) 声（影）像资料包括灾害性天气视频会商、部门联席会商暨新闻发布会、部署灾害性天气应

急气象服务工作会议等影像资料，气象灾害影视服务专题、新闻采访影像资料、灾情调查声

（影）像资料等。 

13 服务流程 

灾害性天气应急气象服务流程图参见附录A的图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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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灾害性天气应急气象服务流程图 

图A.1给出了灾害性天气应急气象服务流程图。 

 

图A.1 灾害性天气应急气象服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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