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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气象观测是气象工作的基础，对于天气预报、气候预测、防

灾减灾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科技的发展，综合气象观

测业务体系逐渐成为气象观测的主流模式，其保障能力建设

成为气象部门的重要任务。

当前，我国综合气象观测业务体系在观测技术、观测设备、

观测网络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

观测技术落后、设备老化、网络覆盖不全等，制约了气象观

测业务的发展。

背景介绍



探讨如何加强综合气象观测业务体系的保障能力建设，提高气象观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为天气预报、气候预测、

防灾减灾等方面提供更加科学、准确的数据支持。

研究目的

综合气象观测业务体系的保障能力建设是气象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我国气象观测水平、增强气象

服务能力、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研究可以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推动相关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研究意义

研究目的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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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气象观测业务体系
概述



VS

综合气象观测业务是指通过各种气象

观测手段，对大气圈、水圈、岩石圈、

生物圈和地球表面进行系统、全面、

连续的观测，获取各种气象要素和气

象现象的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为天

气预报、气候预测、气象服务、气候

变化研究等提供基础数据和信息。

综合气象观测业务是现代气象业务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气象现代化的

基础和关键。

综合气象观测业务定义



综合性

综合气象观测业务涉及多种观

测手段和领域，包括地面观测、

探空观测、卫星遥感、雷达监

测等，需要整合各种资源和技

术，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气

象观测。

综合气象观测业务需要获取实

时数据，为天气预报和气象服

务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以

满足用户的需求。

综合气象观测业务需要保持观

测的连续性，以确保数据的完

整性和可靠性，为气候预测和

科学研究提供可靠的基础数据。

综合气象观测业务需要实现观

测自动化，提高观测效率和精

度，减少人为误差和误差源。

实时性 连续性 自动化

综合气象观测业务特点



气候变化研究

综合气象观测业务获取的数据，为气候变化研究提供基础

信息和支撑，推动气候变化科学的深入研究和理解。

天气预报

综合气象观测业务提供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为天气预报

提供基础信息和支撑，提高天气预报的准确率和时效性。

气候预测

综合气象观测业务获取的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

和地球表面的数据，为气候预测提供基础信息和支撑，提

高气候预测的准确性和精细化程度。

气象服务

综合气象观测业务提供的气象信息，为政府决策、公众服

务和各行各业提供科学依据和支撑，提高气象服务的针对

性和实用性。

综合气象观测业务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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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气象观测业务保障
能力现状分析



观测数据质量稳步提高
通过技术升级和规范管理，观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得到了显著
提升。

数据传输与处理能力增强
观测数据的传输速度和处理能力不断提升，为气象预报和气候变化
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

观测网络覆盖面不断扩大
随着气象观测技术的进步，观测站点的数量和覆盖范围逐渐增加，
基本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观测网络覆盖。

保障能力现状



在一些偏远地区或特定区域，观测站点仍显不
足，导致气象数据不完整。

观测盲区仍需改善

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程度有限，影响了气象
数据的综合应用。

数据共享与利用水平不高

新型观测技术和设备的应用受到人才和技术储备不足的制约。

技术更新与人才储备不足

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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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发与培训滞后

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未能跟上气象观测技术发展的步伐，制约

了保障能力的提升。

01

资金投入不足

观测站点建设和设备更新的资金投入不足，影响了观测网络的

完善。

02

部门间协作不够

不同部门之间在气象观测方面的协作不够紧密，导致数据共享

存在障碍。

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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