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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是气象灾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大陆是气象灾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之

大陆气象灾害占自然大陆气象灾害占自然

灾害的71%，干旱、

洪涝、台风是影响最

大的气象灾害

1991至2012年因气象

灾害死亡8.2万人,直

接经济损失5万亿元

年均死亡3761人

经济损失2284亿元经济损失2284亿元

近12年占GDP的1.1%



大陆地区主要气象灾害趋势大陆地区主要气象灾害趋势大陆地区主要气象灾害趋势大陆地区主要气象灾害趋势

干旱 强降水

高温低温 高温低温

一、监测评估和预测气象灾害

今年1月1日-5月6日全国平均气温偏高0.4℃，降水量偏少今年1月1日 5月6日全国平均气温偏高0.4℃，降水量偏少
15.8%。北京入春较常年偏晚19天，东北大部入春偏晚9天。
气象灾害已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255亿元，死亡人数147人



3月11日气象干旱 5月6日气象干旱

云南省2012年10月1日至2013年5月5日出现重旱及其以上气象
干旱的站数百分比的逐日演变图

今年今年11--33月霾日数多、持续时间长、影响大月霾日数多、持续时间长、影响大

今年1-3月，大陆中东部大部
霾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 主要霾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主要
省会城市中，郑州以75天霾居
首 南京60天次之 北京38天首，南京60天次之，北京38天，
广州8天。

北京和南京近几年霾日数持
续增加，广州霾日数自2008年
开始减少明显。

北京 南京 广州



2012 年1-12 月全球陆地和海洋表面温度比1961–1990 

的平均值14.0°C 高0.45 °C ，是自1850 年有记录以来

的第九个最暖年份

气候系统模式 (BCC_CSM)

BCC ESM2015-Phase IV

BCC CSM22011 2015

BCC_AGCM3(T266)
BCC_AVIM1.0(T266)Phase III

BCC_ESM2015- …

BCC CSM1 1( )

BCC_CSM2

2005 2010

2011-2015

BCC_AGCM2.2(T106)
BCC AVIM1 0(T106)

_ ( )
MOM4-L40v2(1/6°~15km)
SIS(1/6°~15km)

Phase III

}
• CMIP5

BCC CSM1 1

BCC_CSM1.1(m)

2005 2009

2005-2010

BCC_AGCM2.1(T42)
BCC AVIM1.0(T42)

BCC_AVIM1.0(T106)
MOM4-L40v2(1/3°~30km)
SIS(1/3°~30km)

Phase II

}

C

• Climate 
Prediction

BCC CSM1 0

BCC_CSM1.1

2005 2008

2005-2009

BCC_AGCM2.0(T42)
CLM3(T42)

_ ( )
MOM4-L40v1(1/3°~30km)
SIS(1/3°~30km)

Phase II CMIP5

BCC CM1 0

BCC_CSM1.0

1995 2004

2005-2008

BCC AGCM1.0(T63)

( )
POP(1/3°~30km)
CSIM(1/3°~30km)

• CMIP3 (AR4)BCC_CM1.01995-2004 BCC_AGCM1.0(T63)
NCC/LASG OGCM(T63)Phase I

CMIP3 (AR4)
• Operational Climate 

prediction



Correlation
BCC-CSM1.1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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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完成了第二代季节预测模式准业务化系统 并通过验收开发完成了第二代季节预测模式准业务化系统，并通过验收，
投入准业务应用
IPCC CMIP5试验，成绩较好。118篇论文分析了BCC CSM试验，成绩较好。 篇论文分析了 _

颜色越淡，模拟能力越高

发展了动力与统计相结合的季节气候预测方法

实况图 预测图
2012夏季降水

2013冬季气温



气候预测业务范畴不断拓展

全球格点预测 农业、林业、
水利，等

空空

亚洲区域预测
洪涝、干旱、高

温、沙尘等

间间

尺尺

度度

分县预测
（2332站） 华南前汛期、梅

雨，等

度度

站预测

326站预测
冷空气、强降水等

160站预测

年代际延伸期 月尺度 季尺度 年尺度

温度、降水

中国气象局中国气象局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时时 间间 尺尺 度度

年代际延伸期 月尺度 季尺度 年尺度

二、监测评估和适应气候变化

1901-2010全球地表平均温度上升了0.8℃。增暖程度北半球

高于南半球，冬半年高于夏半年，陆地高于海洋

近40年海洋持续增暖，海平面每年上升1.4-2.0毫米

北极海冰自1979年以来明显缩小，2012年达到历史最小值，

比1979-2000年平均最小面积降低了49%

人类活动极可能导致全球气候变暖



气候变化业务产品

中国气候变化监测公报

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

流域和区域评估报告

气候变化绿皮书

气候变化预估数据集气候变化预估数据集

实现了高分辨率气候系统模式BCC_CSM (T266)的稳定运行
全球降水分布 (mm/day)模拟值与观测的比较全球降水分布 (mm/day)模拟值与观测的比较

BCC_CSM(T266) BCC_CSM(T266)

BCC_CSM (T266) 分辨率： 大气 45km，海洋 30 km



PDO与我国夏季主雨带位置的年代际变化

50年代 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 2000‐2008年 2009‐2012年年代

上世纪 年代 长江流域多雨 上世纪 年代 雨带南移 年 雨带北移上世纪80年代，长江流域多雨； 上世纪90年代，雨带南移； 2000-2008年，雨带北移

到淮河； 2009年以来，雨带进一步北移，淮河和华南进入少雨期

气象灾害风险管理

暴 洪涝 险 划

社会、经济、农业综合
暴雨洪涝风险区划图

暴雨洪涝风险区划

暴雨洪涝风险区划图

干旱风险区划干旱风险区划



气象灾害风险预警与评估气象灾害风险预警与评估

建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灾情上报系统和灾情信息共
享平台享平台
完成全国2300个县的历史气象灾情普查
1065个县完成县级气象灾害风险区划4501项
2011年，开展全国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评估业务试点
2012年，开展全国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调查试点
2012年起开展全国暴雨诱发中小河流洪水 山洪地质灾

灾害性天气预报 临界致灾条件判别 风险预警与评估

2012年起开展全国暴雨诱发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
害气象风险预警试验业务，全年开展服务达到8545次。

灾灾普查和灾情收集灾害性天气预报 临界致灾条件判别 风险预警与评估

洪水淹没风险

灾灾普查和灾情收集

气象风
险预警

定量化评估

中国气象局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险预警
服务

三、合理开发利用气候资源

评估气候承载力 制作气候区划评估气候承载力，制作气候区划

开展气候资源调查和气候可行性论证

监测气候系统变化，评估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水

资源安全 能源安全 生态安全的影响资源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的影响

监测评估风能太阳能资源：风能潜在开发量陆地50

米高度为 亿千瓦 近海为 亿千瓦 全部开发米高度为26.8亿千瓦、近海为1.8亿千瓦，全部开发

相当于建设68座三峡电站；太阳能理论储量为1.5万

亿千瓦



为重大工程建设提供气候风险评估

南水北调工程

青藏铁路沿线温度变化

冬季最低气温 夏季最高气温

青藏铁路沿线温度变化

冬季最低气温
（IS92）

夏季最高气温
（IS92）

科学分析气候承载力

1.在调研的基础上，

选取试点（脆弱性
较大 承载力较弱

农业生产水资源
较大，承载力较弱，
气候风险较大地区）

4.对策建议：针对不同地区气2.针对试点地区，

气候承载力

对策建议 针对不同地区气

候承载力和风险分析结果，提
出适应措施

定量评估当前背景
下的气候承载力

3.基于当前气候承载

社会经济生态安全
3.基于当前气候承载

力和风险分析基础，
进一步评估未来的
气候承载力

22



案例研究—宁夏农业群体气候脆弱性评估

最脆弱地区：西吉县、海原县、
彭阳县 主要是生态脆弱性 基彭阳县，主要是生态脆弱性、基
础设施脆弱性、生计脆弱性比较
突出突出

宁夏农业群体的脆弱性分布呈现
典型的气候地理特征。宁夏中南
部地区具有典型的“气候贫困”部地区具有典型的“气候贫困”、
“贫困陷阱”特征

政策建议 宁夏在现有气候资源政策建议：宁夏在现有气候资源
生产潜力背景下的人口承载力约
为415-852万人；理想情况下可
容纳农业人口237万人，需要通
过城市化或产业升级转移100万
农业人口农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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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指数保险的设计暴雨指数保险的设计
-福建省龙岩市烟叶为案例

暴雨风险评估 （灾害强度和社会经济脆弱性评估）

暴雨指数与受灾率的关系 不同强度事件保险阈值的确定

北京“7.21”降雨强度超百年一遇
亟待加强城市气象灾害风险管理

气候特点：

亟待加强城市气象灾害风险管理

历时短、雨势强，范围广、山区雨量大

造成影响：

多种灾害叠加 造成死亡人数多多种灾害叠加，造成死亡人数多

对城市运行特别是交通影响大

经济损失重，社会影响大济损失重 社会影响大

城市承载体的暴露度增加（2001-2010年）：

城市经济快速增长，生产总值增加2.8倍

城市面积迅速扩大，增加了72%

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增长了40%

城市车辆急剧增加 增长了1 6倍多城市车辆急剧增加，增长了1.6倍多

脆弱性增加：

城市道路面积增加使地表汇流量增加城市 路面积增加使 表 增加

城市扩建致使抗洪能力下降

立交桥迅猛发展使易被淹地段增多



四、开展气候信息服务构想

制作和提供过去 现在和未来制作和提供过去、现在和未来
气候信息以及它对自然和人类
系统的影响系统的影响
–历史气候数据集

气候和气候系统监测–气候和气候系统监测

–月/季/年/年代气候预测

–气候变化预估气候变化预估

–气候变化的影响（趋利避害）

帮助用户帮助用户
–获取支持决策的正确产品

–考虑不确定性，合理使用气候信息

气候服务——气候科学应用的革命气候服务 气候科学应用的革命

• 从减缓向减缓和适应转变

• 从几个向多用户转变从几个向多用户转变

• 从全球世纪前景预估向月—年代区域预测转变

变 向 变 变 转变• 从气候变化向气候变化和气候变异转变

• 拓展气候领域到极端事件和影响

• 业务化： 实时更新监测、预测、产品和服务



气候服务系统概念模型

服务需求 经济发展 防灾减灾 应对气候变化 生态文明

重
流
域

行
业

重
大
工

区
域服务对象

城 市 化 地 区

农 产 品 主 产 区

重点生态功能区

七大江河流域

重要中小河流

山洪地质灾害

农 业
林 业
交 通
能 源
旅 游

大型水利工程
交 通 工 程
生态保护工程
核 电 工 程
固碳减排工程

程
重点生态功能区

山洪地质灾害
易发区

旅 游
其他行业

固碳减排工程
其它重大工程

服务内容 资源利用 灾害预测 险管
监 测

服务内容 资源利用 灾害预测 风险管理
预 测
评 估

技术方法 模式模拟 数理统计 社会调查 野外观测 其它方法

气候信息 气候监测 气候预测 气候影响 气候资源气候风险气候适应

产品发布
专用通道 定制服务用户平台

气候知识和气候信息 点对点的服务 帮助用户

谢谢！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