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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建立海洋预报公共发布平台的可行性探讨

徐　鹏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我国沿海各级预报台站有建立海洋预报公共发布平台的必要性。随着国

家对海洋的日益重视、《海洋观测预报管理条例》的出台以及新技术的发展，沿海各级预报

台站全面建立海洋预报公共发布平台的条件已经成熟。文章探讨了通过电视、广播、报纸、

网站、微博、微信发布海洋预报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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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提出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３００万ｋｍ２ 的

主张管辖海域，１８０００ｋｍ 余大陆岸线，有

１０３１２个海岛，其中有居民海岛就有５６９个，南

北跨越２０个地理纬度，海洋环境非常复杂、差

异大。当前海洋与人们经济生活之间的关系日

益密切，滨海旅游、海上交通、游艇休闲、渔

家乐、海水养殖以及渔业生产等活动都需要海

洋环境预报的保障和引导，而海洋灾害，如海

啸、风暴潮、大浪更是对人们生命财产影响重

大。海洋灾害预警无疑能起到拯救生命、减少

财产损失的作用。而沿海各级预报台站建立海

洋环境预警报公共发布平台，就是让我们的海

洋环境预报直接走向千家万户，让我们的海洋

灾害预警能第一时间传达到沿海的普通百姓。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提高海洋资

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

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可以说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将高度依赖海洋，

海洋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期，也更需要我

们向社会提供全覆盖、定点、定时以及精细化

的海洋环境预警报。目前国家、分局、沿海各

省以及地区都建立了各自的预报台，都有相应

的预报范围，也有向公众发布预警报信息的职

责。这些年，我国公众的海洋意识相对薄弱，

加上全国范围内海洋预报的发布频次少，影响

力小，公众对海洋预报的认知明显不足，举个

简单的例子，在我国所有海洋灾害中风暴潮造

成的损失远远高居首位，但公众真正了解风暴

潮的却不多。如果从国家一直到沿海市县都能

建立相应的海洋预警报发布平台，在海洋公共

服务领域一起共同努力，加强之间的协调，弥

补不足，海洋预报的公共服务事业就能迅速做

大做强，成为一个宣传海洋的窗口。

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看，目前有建立各层

次海洋预报发布平台的良好氛围，而从技术层

面看，全面开展海洋预报公共服务的条件已经

成熟。

２　海洋预报公共发布平台建立可行性分析

２１　电视平台

电视，是当前的主流媒体。根据浙江海洋

预报台２０１２年最新的一次调查，公众目前还主

要通过电视获得预警报信息，所以沿海各级部

门通过电视发布海洋预报信息是开展公共服务

的最有效选择。随着技术的发展，选择电视发

布，对预报部门来说已经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

情。以辽宁营口海洋与渔业局为例，在没有预

报员和电视专业人员的情况下，选择海洋预报

上电视发布为突破口，从零起步，借助辽宁省

预报台和国家海洋影视中心的力量，用不到半

年时间完成了海洋预报电视节目的制作和发布。

他们的流程是由国家海洋影视中心帮助设计预

报电视节目版式并培训一名电视制作人员，由

辽宁省预报台帮助他们完成当地海洋环境的预

报。实际业务运行也非常简单，硬件环境上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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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海洋预报站只需要提供一台性能较好的电脑，

安装普通 ＡｄｏｂｅＰｒｅｍｉｅｒｅ电视制作软件。技术

人员每天只需执行国家海洋影视中心设计好的

工程文件，修改当天的预报数据，加入配音，

制作完成后，刻好盘送到电视台。需要强调的

是，配音这个环节对人的要求很高，营口预报

台自己没法解决，实际方案是，营口每天把预

报稿件通过 ＱＱ传到国家海洋影视中心，国家

海洋影视中心配好音后，再通过 ＱＱ回传。同

时为了预防意外情况出现，在国家海洋影视中

心还对营口预报节目进行备份，可以临时给营

口提供完整的预报节目。从两年的实际运行看，

网络运行非常稳定，声音传输只需要１ｍｉｎ。如

果按ＤＶＤ质量格式传送图像和声音，也不超过

５ｍｉｎ。事实上，２０１２年海南预报台因为预报节

目中加入黄岩岛，应急改版，国家海洋影视中

心临时替海南制作了两个多月的节目，每天按

广播级质量编码，向海南传输预报节目，１ｍｉｎ

节目经压缩后，文件大小大概８０Ｍ，８ｍｉｎ内

传输完成。

现在从中央电视台到地方电视台，已基本

上都采用了硬盘播出。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

电视台对于外来节目，已经不像过去，必须要

求磁带录制，比如最近中央电视台要搬迁新楼，

已经希望国家中心通过网络给他们传输节目了。

所以可以肯定地说，现在开展电视预报服务，

在硬件的投入上，可以做到极低的价格就能完

成业务化运行。相对而言，最大的难题是预报

配音问题，有些预报台采用的语音词条库来解

决，好处是制作常规预报不需借助外面的力量，

缺点也比较明显，单调、程序化，解说词不能

有一丝的改动，遇到突发的海洋灾害时，没有

解决方案。现在由于一些省级预报台已经开始

招聘了主持人，如浙江、福建等，地方预报台

完全可以借助他们的力量实现海洋预报电视

发布。

２２　广播电台平台

广播电台在沉寂了一段时期后，随着汽车

的增加，道路的拥堵，又开始火爆起来。广播

在海洋预报和灾害警报的发布方面具有速度快、

传播效率高的优势，通过一根电话线就可以实

现海洋预警报的直播发布。广播预报节目实现

起来比较简单，但要做好却不容易。现在的电

台不大接受过去那样由电台主持人简单的读海

洋预报单，而希望我们分析解读预报数据背后

反映的内容。如目前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两个频道，开通了每天５档

海洋预报电话连线直播节目，每天都需要针对

当天的海况撰写稿件达几千字，工作量还是比

较大的。地方预报台可能在主持人这一块有所

欠缺，但是完全可以靠专业预报员来直接参与

电话连线，更具权威效果。现在很多电台的天

气分析师就是直接由预报员来担当，反响都很

好，有利于现场互动。

２３　报纸媒体平台

报纸这个媒体平台在警报发布上和时效方

面虽然有所欠缺，但常规的海洋预报在纸媒体

发布方面还是值得开发，也有它的优势。如发

布的滨海旅游度假区环境预报，预报要素１０多

项，而且都和公众的旅游出行相关，电视广播

就不能全面展现，纸媒体就是很好的发布平台，

地方上的晚报、早报都是很好的选择，而且业

务运行也简单，版式制作完成后，只需每天给

报纸提供数据。

上述媒体主要是让公众被动接受预报信息，

覆盖面广，在海洋预报宣传上具有显著优势，

通过反复播放，海洋环境的一些要素就会深入

人心，公众进行涉海活动就会自觉的主动关心

海洋环境信息。

２４　网站平台

海洋预报网站的设立，主要解决公众的主

动查询，在网络日益普及的今天，已经是一个

公共产品发布必不可少的途径。网站的设立，

除了建立之初需要一点投入外，实际业务运行

期间，基本只是数据的修改，工作量不会很大。

如温州海洋预报台设立的海洋预报信息发布系

统网站，就非常简洁明了，但预报项目涵盖却

很全面，基本覆盖了公众的需求，查询也非常

方便，值得各家借鉴推广。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新媒体的出现，海洋

预报的发布也更加多样化。如通过微博这个新

兴平台发布海洋预报，有及时、互动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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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起来也非常简单，只需做个官方认证就可。

微博如果做得好的话，根本不需要网站的推广，

对于海洋预报来说，由于海洋灾害的发生，就

会在一瞬间得到很大的流量和回复。国家海洋

环境预报中心在新浪开设的海洋预报微博，在

日本３·１１海啸期间，粉丝数量一周左右的时

间就快速增加到２０万。目前国家海洋环境预报

中心在新浪、腾讯、搜狐、人民网以及新华网

都开通了海洋预报微博，从粉丝数量看，商业

网站微博粉丝量更多，传播效果更佳。

随着手机功能的强大，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发布海洋预报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布方式。

微信通过网络能快速发送语音、视频和漂亮的

图文信息，可以通过后台的用户分组和地域控

制，实现海洋预警信息的精准推送，针对性非

常强。如果说微博有更强的传播和媒体属性，

那么微信具有更强的黏性，对于海洋预报服务

有真正需求的公众来说，微信是一种绝佳的发

布方式。

至于手机短信等海洋预报发布方式，相对

来说运营成本较高，这里就不探讨了。

各级海洋预报台站对公众发布海洋预报，

采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站以及微博、微信

等方式，前期投入小，运行成本低，各级预报

台站最多安排两人就可实现业务化运转。部分

实力较弱的台站，和一些实力较强预报台合作，

也可以迅速开展海洋预报公共服务。

海洋预警报公共发布平台的建立，毫无疑

问需要得到当地媒体的大力支持。可喜的是随

着 《海洋观测预报管理条例》的出台，国家规

定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该指定当地广

播、电视和报纸等媒体安排固定的时段或者版

面，及时刊播海洋预报和海洋灾害警报。而且从

国外的海洋预报发布现状来看，地方媒体对当

地的海洋环境都还比较有兴趣，一般都会愿意

拿出相应的版面时间来播发海洋环境信息。

３　结束语

海洋预报公共发布平台是整个海洋预警系

统的最终环节，也是最有显示度的一个环节，

可以说投入少、见效快。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

发展和沿海地区自然条件的优越，人口和财富

向沿海地区聚集是当今世界的普遍潮流，中国

也不例外，东部沿海地区是中国最富裕、也是

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做好这些地区的海洋预

报公共服务，具有现实意义，也是一项基础工

作，值得全面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