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链接

科技新闻 纵深
2020年6月16日 星期二

主编：周芹 编辑：蔡杨 美编：黄景琳
投稿邮箱：306732878@qq.com04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申晓佳）
6月1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规划自
然资源局获悉，为做好汛期地灾工
作，市自然资源安全调度中心的重庆
市自然资源安全调度信息系统（下
称：信息系统）24小时在线监测全市
地灾点，并实时发布预警信息。全市
15907 名四重网格员（即 地 环 站 人
员、片区负责人、驻守地质队员、群测
群防员）已全部就位，实时接受“云调

度”。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信息系统可利用降雨预报和实况
数据，叠加地灾隐患点分布数据和地
灾易发分区图，通过大数据算法模型，
提供区域风险预警。

根据本轮强降雨的风险预警情
况，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已提前派出3个
专家组，分别驻扎在开州、巫溪和酉
阳，指导当地开展地灾监测、预警和风

险应对。
此外，依托信息系统的雨中预警

调度功能，市自然资源安全调度中心
可以通过发送手机App信息和短信，
统一指挥分散在全市各区县的15907
名四重网格员，实现“云调度”。从而
有针对性地加强地灾险情排查、现场
巡查等。

为保证地灾点时时处处有人管，
该系统还充分利用大数据和空间地理

信息技术，将地灾点与对应的四重网
格员“绑定”。

“地灾实时监测预警的信息，也会
同步发送到各区县的相关部门。”该负
责人表示，目前，市自然资源安全调度
中心24小时有专人值守，发送、接收
地灾相关信息。同时，他们将依托信
息系统，进行灾险情远程会商和影响
范围的辅助判断，为应急决策提供参
考。

6月13日下午，市气象台发布“暴
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我市渝北、忠县
等区县降雨量将达50mm以上。

14日上午，我市渝北、忠县、梁平
等区县50mm以上强降水如约而至。

今年5月以来，雷雨大风天气不时
来袭，准确的气象预警，不仅让市民有
准备，也对水利、电力、民航、运输等防
备起着重要的提醒作用。

近年来，我市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预报技术，依靠集约化的智慧气象系
统，晴雨预报的准确率达到80%以上，
强对流天气的短临预警命中率超过
90%。

预报网格化
天气预报更精细

天气时刻伴随着我们的生活，准确
的天气预报，可以给人们的工作、出行
带来便利。

但要报准重庆8.24万平方公里的
天气，并不容易。重庆的复杂地形曾给
预报员做精准预报带来不少困难。

“原来的天气预报以各区县站点为
预报对象，以这一个点的气温、降水等
来代表整个区域的天气情况。由于站
点分布不均及重庆的复杂地形条件，稀
疏的站点常常无法有效代表区域内天
气特征。”重庆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邓
承之回忆道。

随着气象预报的发展，2018年，我
市出台《重庆智能网格预报行动方案》，
开始着力打造智能网格气象预报业务
体系。

什么是网格气象预报？
“就像地球上的经纬网一样，我们

把重庆所在的区域分解成许多个2.5公
里×2.5公里的网格，而公众就生活在
这样一个个的网格中。”邓承之说，每个
网格的天气情况各异，网格化预报就是
针对每一个网格，以格点为单位给出预
报意见，以实现最大限度的精细化。

目前，重庆市正在发展0-10天无
缝隙的智能网格预报。网格预报将重
庆区域分割为约两万个格点，在每个格
点上实现时空分辨率为逐10分钟、1
公里×1公里的0-2小时临近预报，时
空分辨率为逐小时、2.5公里×2.5公里
的2-24小时短时预报，时空分辨率为
逐3小时、2.5公里×2.5公里1-10天
的中短期预报。

“这样高时空分辨率的网格预报意
味着气象预报更加精确、更为方便。”邓
承之说，通过智能网格预报，市民可以
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20分钟
后会下小雨、50分钟后雨会停”。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为精细化预报加“一把火”

说起来轻松，但智能网格预报的技
术攻关并不容易。

在观测方面，气象部门显然不可能
以格点为单位布设观测站。网格预报
的基础来自于多源数据的综合处理分
析，这些资料的来源可谓千头万绪。

为了推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气象业
务中的应用，市气象局提出“跳出小气
象、做实大气象”发展智慧气象的思路，
其主要内容就是建设“四天”系统。

所谓“四天”系统，即天枢·智能探
测系统、天资·智能预报系统、知天·智
慧服务系统、御天·智慧防灾系统。

北斗七星的第一颗星叫天枢。我
市智慧气象的“第一颗星”就是天枢·智
能探测系统，其对接了9颗观测卫星、
自建了4部多普勒雷达和2000多个地
面观测站，与周边省份气象部门共享了
10部多普勒雷达和近万个地面观测站

的数据。由此，市气象局得以汇聚起海
量数据。

“基于海量的气象数据，结合丰富
的预报经验，再加上人工智能的科学
算法，天气预报的精准度就越来越
高。”邓承之介绍，市科技局联合百度
智能云建立的天资·智能天气预报系
统—灾害天气智能预警平台，自2019
年 2月投入业务试运行，在去年几次
冰雹、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警过程中
有较好表现。

2019年6月21日至22日凌晨，石
柱县迎来了一场强降雨天气，造成十余
个乡镇严重受灾，气象部门提前预报预
警，受灾最重的马武镇及时转移群众
220人，没有出现人员伤亡。

加快灾害预警
让“智慧天气”用之于民

为了实时进行灾害监测，精准快速
发布预警信息，2019年，市气象局与百
度智能云共同研发推出御天·智能预警
信息发布系统。

通过建设预警大数据，御天·智能
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为上层多灾种灾害
监测平台、多专业协同研判平台、多渠
道信息发布平台、多部门联动响应平
台、多类别灾情收集平台等5个核心功

能平台业和数据分析提供全面统一的
数据支撑。

与此同时，我市已经基本建立
“市-区县-乡镇-村-组-户”的六级预
警发布体系和3539个预警终端、160
余万短信用户、4.5万预警微信用户、
2600余块电子显示屏、700万电视机
顶盒在内的15类发布渠道，每次灾害
性天气过程来临前均会及时发布预警
信息，提醒防灾避险。

此外，市气象局利用百度智能云短
信平台，较大提高了预警短信的发布速
率。以前预警短信发布速率是每秒160
条，现在提升到了每秒3000条；以前把
预警信息发送给160万预警责任人需
要两个多小时，现在缩短到了9分钟。

“目前，人工智能等技术主要应用
在灾害性天气短临预报预警上，已经实
现了雷达回波、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
气的智能预报，大大提升了强对流天气
预报的提前量，为预报员留出了更多的
分析研判、应急处置时间。”市气象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市气象局还将
继续改进人工智能模型，提高天资·智
能天气预报系统—灾害天气智能预警
平台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度，提供满足
公众生产生活的智能、精准、互动、普惠
的监测、预报、预警及决策气象服务，让

“智慧天气”真正用之于民。

变脸再快却难逃人工智能“慧眼”
我市强对流天气的短临预警命中率超过九成

重庆日报记者 王丽

全市15907名四重网格员
“云调度”应对地灾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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