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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象事业向地球环境领域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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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加快中国气象事业的发展，满足各方面的需求，中国气象局已全面开始建设大气探测综合

系统。中国气象局副局长李黄近日表示，要在三十年时间里，让中国气象事业达到并保持世界一

流水平，实现传统气象领域向以气候系统为标志的地球环境领域开拓和跨越。     李黄分析，

回顾气象事业发展的历史，大气监测作为气象业务、科研和服务的基础，天气预报、气候分析预

测水平都与探测技术的进步息息相关。可以说，探测技术每发展一步，天气预报等水平就产生一

个飞跃。     据悉，中国现有地面气象观测站点两千五百多个，但观测仪器大多是上个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产品，观测手段落后，观测精度还未全部达到世界气象组织的要求；而且观测项

目少、技术保障能力低，一些对气候变化有较大影响、迫切需要观测的项目没有开展。     李

黄说，建设大气监测自动化系统，是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形势的逼迫。目前我

们无法及时获得较完整的气候数据和气象资料，拿不出温室气体排放量和实际分布的完整可靠的

数据，严重制约了气象预报准确率、气象服务能力的提高，也使中国在当前关于全球变暖等问题

的国际活动中不能处于更加主动的地位。同时随着国际商业气象服务逐步进入中国，中国商业气

象服务市场将逐渐开放。     李黄介绍，大气监测自动化系统建设已全面展开，预计二OO五年

之前建成，通过这一基础部分的建设，为推进气候系统精细天气预报、生态环境和资源领域以及

向空间扩展等方面工作提供了基础，但还有三大不足：     第一，作为全国范围的观测网，要

达到平均二十公里有一个自动气象站，而现在中国平均五十公里到八十公里才有一个气象站； 

    第二，内容上的差距。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除了观测传统的温度、湿度、还要增加酸雨、

沙尘暴、大气中各种悬浮离子、化学成份以及生态环境变化的观测；     另外，还要向外层空

间发展，现在的观测系统基本上能解决离地面二十五公里以内的观测，我们要依靠各种卫星以及

更强有力的地基观测系统，将这个系统扩展到三十五公里、四十公里、一百公里、一千公里，然

后再向更高层次的空间天气观测系统发展。     李黄表示，综合系统的建设包括卫星、雷达和

地基观测系统，这是三十年的规划，包括生态问题、沙尘暴问题等观测系统的建设，几期工程交

叉滚动进行。到二O一五年基本赶上世界水平，之后再不断完善，三十年内将达到并保持世界一

流水平。天地一体化的综合探测系统建成后，可以说构成了监控地球环境的天罗地网，将实现传

统气象领域向地球环境领域的跨越和开拓。 （转自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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