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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智能网格天气预报将达“百米级、分钟级” 
 

冰雹天气实现提前 1至 3小时预警 
 

本报记者  骆倩雯 
 

    近日，北京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

见》明确，到 2025 年，建成以智慧气象为重要特征的“国际一流、国内领先、首都特色、准确

细致”的现代气象业务体系；建成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保障城市安全运行、满足经济社会发

展和人民需求的数字气象服务体系。到 2035 年，气象服务全面融入和支撑首都高质量发展，智

慧气象业务能力、气象科技创新能力、超大城市气象保障服务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极端天气精准预报、提前预警 

    《意见》提出，要加强极端天气风险防范应对。发展智能识别技术，建成对流尺度区域集合

预报系统，开展极端天气概率预报。 

    其中，加强极端天气精准预报和提前预警，对局地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冰雹等强对流

天气（龙卷风除外）提前 1 至 3 小时预报预警；对其它极端天气提前 6 至 12 小时预报预警，并

力争提前 24小时预报预警。 

    此外，健全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体系，构建适应局地气象特点的应急处置模式，提高气象灾害

预警自主响应能力。健全强对流和极端天气应对分析评估和复盘总结机制。 

    预报精准到街乡、重要景区 

    预报预测能力也将继续提高。《意见》明确，要优化全市气象观测站网布局，建成三维、秒

级、多要素立体观测系统，垂直气象探测站网平均间距达 30千米。全市智能网格天气预报达“百

米级、分钟级”。实施精准预报行动计划，建设数字气象台，提高气象预报智能化水平，实现落

区精准到流域、区、街道（乡镇）、重要景区。 

    同时，要加强月度、季度、年度气候预测能力建设，提高气候预测产品空间分辨率的精细化

程度。依法保护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将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

审批事项纳入“多规合一”协同平台办理。 

    将气象灾害纳入安全社区和网格化管理 

    《意见》中提出，要健全气象防灾减灾组织体系。全面落实《北京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加强气象灾害预防、预报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建设，实施“网格+气象”行动，将气象灾害防御

纳入安全社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建设和网格化管理体系，提升突发极端气象灾害防御能力。建

成市区一体化气象灾害综合风险管理系统。将气象灾害防御知识纳入全民科学素质建设内容，增

强社会公众应急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素养。 

    另外，公共气象服务将纳入市区两级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面向健康生活、户外体育、新

型消费等领域，发展基于场景、基于影响的气象服务技术。开展基于智能研判、情景互动、精准

推送的分众化智能气象服务业务。建成公众个性化定制服务的“专属气象台”，公众气象服务满

意度保持在 90分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