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大数据时代的气象服务——气象“云”气象万千 

 

   世界发展的趋势就是信息化，不同数据之间相互交叉编织成立体的、密集

的信息网，在其中的任何一个数据都可能有它的用途。那么，如何从气象角度看

大数据呢？ 

  特别的大数据——气象历来同数据打交道 

  有人认为，气象部门的主要职责是预报天气。然而，在世界各国的经济生活

中，不少行业，如农业、交通业、建筑业、旅游业、销售业、保险业等，无一例

外与天气的变化息息相关，随着气象在社会生产生活中越来越受重视，气象业务

也在不断地拓宽领域，从最基础的天气预报到现有的气候预测、气候可行性论证、

公共气象服务、专业专项气象服务、气象防灾减灾等，气象业务仍将继续拓展，

把气象产品送到更多人手中，为社会创造财富、减轻损失。 

  毫不夸张地说，气象部门就是一个超大的“数据库”，里面存储了海量的数据。

从业务角度对气象数据进行划分，包括气象观测数据和气象产品数据。 

  计量和记录一起促成了数据的诞生，它们是数据化最早的根基，气象观测数

据是开展各项气象业务的基础。我们平时从电视、报纸或者网站获取的看似简单

的天气预报信息，在其后都有非常庞杂的数据采集作支撑，包括全国 2000 多个

地面站、120 多个高空探测站、6 颗在轨卫星、5 万多个自动监测站、600 多个农

业监测站、300 多个雷达站等，逐日逐小时甚至到逐分钟扫描着中国出现的各种

各样的大气数据。仅就贵州来说，每天有８５个气象站、３000 多个区域自动气

象站、7 部新一代多普勒天气雷达、２个探空雷达站实时监测各类气象要素。我

们每日接收到的天气预报信息，就是由如此庞杂的数据，再加上欧亚甚至全球的

所有气象数据，通过筛选、运算、分析等一系列复杂的工序得到的。随着预报业

务的不断发展，这些数据将更加精密，数量也将继续增加。 

  随着各行各业对气象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大，简单的晴雨气温预报早已无法满

足社会的需要。针对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群体，气象部门要制作相应的气



象产品，例如提供给政府的决策气象服务，水利、电力、交通、农业等部门对气

象也各有需求，各类企业对气象信息的需求也不一样，有的关注降水，有的关注

气温，有的关注灾害，有的关注风速风向，而且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各行各

业对气象的需求也不一样。仅就一般公众来说，对天气预报的需求也不限于是否

下雨、温度如何升降了，他们渴望更精细、更准确、更长时效的预报，甚至需要

气象部门直接指导他们的生活。气象产品越来越庞杂，内容越来越丰富，构成了

气象大数据中的一部分。 

  然而，气象数据虽具备业界一般认为的“大数据”的共性，却又有其特别之处。

气象数据虽具备大容量、多类型、高速增长等特点，却不符合业界一般认为的“大

数据”的价值稀缺性，即在纷繁的数据中要找到所需要的有价值的数据如同大海

捞针。气象数据虽然不断复杂，然而每个数据都有其特定的价值，因此气象数据

又不完全符合业界所定义的“大数据”特征，是较为特殊的一种大数据。 

  引爆气象大数据——挖掘大数据在气象上的运用 

  量化一切，是数据化的核心。长期以来，无论是观测业务、预报预测业务还

是科研工作，气象工作者们都一直在做着量化的努力。就气象数据自身来说，我

们可以由已知的数据模拟得到过去几千年、几万年甚至更久以前的气象数据，也

可以通过这些数据去预测多年后的气象环境，当然，在这其中还需要量化其他非

气象因子。大数据时代观点认为，对大数据进行相对简单的相关运算永远比对小

数据进行复杂运算得出的结果准确，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气象部门一直在做这样

的事，例如我们常用到的“遥相关”、“模式耦合”等运算方法，正是在寻求气象要

素之间，以及气象与其它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 

  当然，一旦我们完成了对大数据的相关关系分析，我们将不仅仅满足于知道

“是什么”，而会继续更深层次地研究因果关系，找出背后的“为什么”，这就是气

象科研工作者每日在忙碌的事情了。 

  气象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服务。气象部门现有的服务包括面向政府的决策气象

服务，面向社会群体的公众气象服务，面向水利、电力、交通、农业以及其它部



门或企业的专业专项服务，以及针对干旱、暴雨洪涝、森林火险、冰雹、雷电等

灾害性天气的气象灾害预报预警服务。 

  防灾减灾是气象部门最重要的职责之一，气象大数据在防灾减灾救灾中大有

可为。在大数据观点中，预测是核心，而“防灾”是应对灾害的重中之重，所以气

象预警信息显得尤为重要。气象预警的确定，需要非常复杂的气象数据分析，再

综合地形、地貌等数据，以及预报员自身的经验分析。然而，防灾减灾的发展方

向，不仅仅是完善预警系统和提高预警准确率，还要做老百姓看得懂的预警，直

接指导他们防灾避灾，气象大数据必将发挥很大的作用。例如，我们可以通过某

一个地方的历史灾害情况和历史气候数据，以及该地的地理信息、森林覆盖情况、

居住人口数据等，提前知晓在什么天气条件下该地会出现洪涝灾害，雨要下到多

大才会成灾，下那么大的雨会有多少人受灾，受灾人群要如何撤离等等，进而指

导农作物种植、房屋建造、建筑设施规划选址等等，从源头防灾减灾。 

  云计算搭载气象大数据助力防灾减灾 

  气象数据的大量搜集、处理和分析，对硬、软件的要求更为苛刻，传统的处

理设备难以满足大数据处理的功能和性能要求。大数据与云计算是一个问题的两

面，一个是问题，一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云计算是大数据时代的基础。当越来越多的需求出现时，向虚拟的“云端”

提出申请，“云端”为该需求迅速组织计算资源，而在计算结束并将结果反馈后，

“云端”又可将这些临时组织起来的资源快速释放。这样既提高了资源利用率，也

使得我们不必为了复杂的运算一味追求昂贵的超级计算机。 

  云计算使得大数据处理更方便、更快速、更省时省力，这在气象防灾减灾中

意义重大。要提高预报预警准确率、科学评估灾害，必须要纳入除气象数据以外

的大量其他各行各业的数据，传统的设备无法快速处理，这无疑是和生命财产安

全抢夺时间，而云计算可以很好地规避这个问题。 

  打破“数据壁垒”——气象大数据将大有作为 

  总的说来，气象大数据也就是气象数据加上行业数据分析得出事情变化规律

和对未来的一些预测，也就是说，要在不同数据之间确立一定的规则，对未来进



行预测。气象数据能做这样的事情是由于其客观、稳定、量大，而且气象数据和

各行各业的相关性非常高。气象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发展气

象大数据大有作为，一定能为国家、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气象部门是高科技部门，积累了大量的数据，无疑这些数据都是宝贵的资源

和财富，要充分挖掘这些资源的价值，利用好这些资源，与政府部门、企业、社

会组织等紧密合作，才能提供更贴近民生、贴近生产、贴近实际，并且更为准确、

更个性化的气象服务产品。气象大数据对创造和增长社会财富有重要意义，比如

说能源，可以通过分析电力负荷历史，加上气象数据进行用电量估算；比如农业，

可以通过某一地的农耕历史加上气候信息就可以进行农作物结构调整指导；还有

交通，航班准点率历史加上机场历史天气特征，就可以得到航班延误预测；再有

公共卫生，通过门诊量和药品销量加上气象历史就可以推测发病率趋势；在饮品

方面，通过销量和气象要素关联就可以掌握销量变化。 

  然而，在实现气象大数据的过程中，“数据壁垒”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障碍。我

们需要建立双方及多方的信息基础环境进行数据融合，对各个行业的数据都需要

融合深度分析。所以，用好气象大数据，必须打破各行业之间的“数据壁垒”，真

正做到数据共享，才能更大地实现气象大数据的价值，从而更大程度减轻灾害损

失，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