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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气象融入城市发展
周而复始，万象更新。在新中国成

立70周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深

圳气象风雨兼程地走过了67年的岁月。

期间一代代气象工作者随着城市的成

长奉献着青春和热血,也见证了气象融

入城市、相互依托和共同发展的历程。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特

区，其气象事业也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轨

迹。与我国其他地区气象工作以中国气

象局直接管理为主不同，改革开放后深

圳气象成为特区政府管理的重要一环，

其成长和壮大也与深圳城市的发展同

步，走出了一条与城市相依存，以融入

城市民生图发展的发展之路。不到70年

的时间里，从“渔村”气象哨到今天全

面服务于沿海超大城市群的气象部门，

前所未有的与“深圳速度”相匹配持续

性发展，令人击节赞叹！ 

深圳气象告诉发展的内涵，是科

技开发理念贯穿始终，后者也是发展的

不竭动力。例如，本专栏中介绍的交叉

相关法、光流法、粒子滤波法等方法应

用于深圳大城市精细化短临预报，探索

AI在气象短临预报中的应用，“大城市

精细化预报服务模式”实现了预报预警

的粗放式向靶向式的精细化发展，智能

预报预警业务体系功能呈精准化、高效

率、广覆盖发展，以及反映深圳气象人

国际视野，借助“众创”等手段引入外

部智慧等文章，清晰地诠释了深圳气象

人不断创新的理念。

深圳气象作为一种城市服务的品

牌意义，体现了特区“先行先试”的勇

当新时代尖兵的精神，深圳气象的成功

经验，会给全国聚焦新时代城市群智慧

化气象信息服务以全新的启发。我们期

待：昨日已成沧海桑田，未来将是辉煌

灿烂；深圳气象，一如既往众志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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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让城市更安全

竹子林气象观测基地（深圳国家基本气象站）

求雨坛基地

石岩综合观测基地

龙岗气象观测基地

西涌综合气象观测基地

七大观测基地

蔡屋围城市气象观测基地

深圳市气象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围绕城市特点、经济发

展和公共安全的需求，着力打造大城市精细化气象服务深圳模式，形成了基于“互

联网+”四级气象防灾减灾模式，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贡献气象智慧。2018年，

深圳连续第四年实现气象灾害防御“零死亡”，成功应对了1983年以来的最强台

风山竹和55天的暴雨日，深圳气象人展现的“专业、务实、高效、拼搏”精神面貌

也得到了市委、市政府和市民的高度认可。

有这样一座城市，观察它，就能洞察一个国家高速发展的奥秘。

有这样一座城市，感受它，就能窥见一份事业阔步前行的轨迹。

是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让中国南部这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焕发

生机，成长为人口2000多万的现代化国际都市；是改革开放释放的巨

大活力，让这片土地上的气象事业勇立潮头，在创新发展中探索出一

批有益经验推广至全国。

40年前，深圳市气象台只是一个有着“三个百叶箱、几间值班

房”的小气象站，而今，它已是国家级气候观象台。

气象让城市更安全

Meteorological Bureau of Shenzhen Municipality

40年深圳气象观测变迁

细丫岛海洋气象观测基地

气象让城市更安全
唐历

唐历（深圳市气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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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圳 市 综 合 气 象 探 测 网 布 局

为城市公共安全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

3张监测网19类75种数据

数据采集到报率、及时率连续6年居于全省第一

220个自动气象站和雷达、梯度塔、闪电定位仪、

微波辐射计等前沿探测设备。 

数据可在30秒内入库，1分钟到桌面，达国内一流水平

为城市公共安全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灾害

天气、城市气候、环境气象监测网，监测

范围扩展至泛华南1500千米，向海洋延伸

了250千米。 

城市气候

监测网

灾害天气

监测网

环境气象

监测网

近地层垂直加密监测

地面雾和霾监测网

大气成分站

多下垫面气象监测

178个6要素自动站

闪电定位仪

多普勒天气雷达

边界层/对流层风廓线仪

28个25要素自动站 

太阳辐射

通量观测

水务、海洋、交通、

规划、供电等行业

共享数据

182
1500 风廓线雷达是实现气象立体化观测的重要

手段，具有高时空分辨率特点，每30分钟

测量一次从地面到12千米高度内每150米

一层的风速、风向变化，对城市上空大气

变化的连续观测，能第一时间捕捉到天气

系统的转变过程。

珠三角地区唯一大气环境与气象立体

监测系统，建立了16层环境与13层

大气立体监测系统，覆盖了从地面到

356米高空的连续的大气成分、温室

气体、空气质量及边界层气象要素相

结合的综合立体观测。

闪电定位误差在250米范围

内，探测区域的覆盖面为

300千米，一个闪电发生

后，20秒内即可展示在预

报员的监测平台上。

闪电定位观测

风廓线雷达观测

在全市关键地区和典型地区全天候24小时不间

断对天气变化进行图像抓拍，是预报员观云识

天的直接窗口，配合温度、湿度、紫外线等气

象数据，阴天晴天一目了然，真正让人们实现

了"看天气"。

天气实景观测

气象梯度观测

大气成分观测

开展大气常规气象参数、空气质量常规参

数、气溶胶理化特性、光化学污染物与前体

物等4个观测模块的大气成分观测，旨在综合

利用多参数、立体、高时间分辨的环境气象

观测资料，从气象技术角度开展大气复合污

染观测研究，为大气污染调控与环境改善提

供数据支撑。

特 色 观 测

气象科技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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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对天气变化进行图像抓拍，是预报员观云识

天的直接窗口，配合温度、湿度、紫外线等气

象数据，阴天晴天一目了然，真正让人们实现

了"看天气"。

天气实景观测

气象梯度观测

大气成分观测

开展大气常规气象参数、空气质量常规参

数、气溶胶理化特性、光化学污染物与前体

物等4个观测模块的大气成分观测，旨在综合

利用多参数、立体、高时间分辨的环境气象

观测资料，从气象技术角度开展大气复合污

染观测研究，为大气污染调控与环境改善提

供数据支撑。

特 色 观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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