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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市海洋观测预报服务系统设计研究 

宋升锋，侯继灵，朱文武，王珍珍，丁 森 
(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 中心 青岛 266033) 

摘 要 ：文章展望了国内外海洋观测预报服务系统的发展趋势，根据 日照市港 口 

经济、海洋防灾减灾、体育经济和海洋生态旅游等发展需要，对 日照市建立海洋观测预报 

服务系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行 了论述 ，提 出了日照市海洋观测预报服务 系统的组成： 日 

照市海洋观测系统布局、海洋预报系统建立完善、建立有效的通信和海洋预报信息发布系 

统等几方面，为政府部门领导决策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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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遭受海洋灾害最严重的国家 

之一 。由于海岸线漫长 ，跨越几个不 同的气候 

带 ，承受的海洋灾害种类也较 多，其 中渤海和 

黄海区域海洋灾害种类最多。我 国还是世界上 

海洋灾害最频发的 国家之一 。登陆台风引起 的 

海洋风暴潮灾害和巨浪灾 害每年约有 7个，约 

为美国的 4倍，日本的 2倍。根据 1966—199O 

年资料统计，我国海区和临近海区每年大约有 

150 d处于狂涛巨浪之中。根据统计结果，我国 

海洋灾害造成 的经济损失不断增大 ，2o世纪 5o 

年代平均每年损失约 1亿元；80年代前期达 

5亿～10亿元，后期达 4O亿 ～5O亿 元；90年 

代高达 140多亿元。而2001--2005年的5年中， 

海洋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630亿元。 

尤其是 2005年，一年的海洋经济损失就有近 

330亿元，占同期海洋经济总产值近 2 ，占全 

国各类自然灾害总损失的16 。 

日照海域也是发生海洋灾 害比较频繁 的海 

域 ，影响 日照的海洋 自然灾害主要有 ：风暴潮 、 

海浪和绿潮等灾 害。影 响 日照的风暴潮几乎 每 

年都有 ，严重及 以上程度的风暴潮灾害约 5年 

出现 1次，致灾频率亦呈逐渐上升趋势。除风 

暴潮外，影 响 日照海 区最频繁致灾次数最多 的 

就是 由热带气旋 、强冷空气和强温带气旋引起 

的灾害性海浪造成的灾害，灾害性海浪对岸边 

建筑、堤坝、滩 涂养殖场、盐 场、浅海或 近海 

养殖、港口或泊岸船只等往往会 造成很 大的经 

济损失，也最易受到人们的忽视，平均每年影 

响 日照海区的 2．0 m 以上海浪天数达 30 d以上 ， 

3．0 m 以上海 浪天数 达 10 d以上。因港而立 、 

依海而兴的 日照，海洋经济的规模越来越大， 

一 旦发生海洋灾 害将对 日照造成严重损失 。建 

立符合 日照市经济建设需要 的海洋观测预警报 

服务系统显得越来越迫切。 

1 国内外海洋观测预报服务系统发展现状 

及发展趋势 

1．1 发达国家发展情况 

2O世纪 80年代 ，美国建立 了全国永久性 的 

海洋立体观测系统，其中有 175个海洋监测站， 

80个大型资料浮标等 ；日本 、韩 国及我 国台湾 

地区以岸基监测站和锚系浮标 为主，组成 了水 

上、水下立体海洋监测 系统 (日本有 120个监 

测站，16个大型资料浮标我国台湾省有 26个监 

测站 ，8个大型资料浮标)。监测手段先进 ，监 

测系统朝着高效率 、全覆盖、数字化 、全球化 

和网络化 的方向发展。 

在预 报 与 信 息 服 务 方 面 ，欧、美 、 日等 

发达 国家 应用 巨型计 算 机 ，利 用数 据 同化 技 

术和数值预报技术，建立了现代化的海洋环 

境预警报业 务 系 统。 同时 ，开 发 了基 于地 理 

信息系统 (GIS)的综合评价分析系统 ，通过 

对 自然环境 、社会 经 济 活 动 的综 合 分 析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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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评估 海洋灾害对 社会 、经 济和 环境 的影 响 ， 

制定防御 对策 ，并 提供 相关 动态 可 视化 分 析 

产 品 。 

1．2 我国海洋观测预报防减灾系统发展现状 

我国的海洋环境观测预报工作始于 2o世纪 

60年代 初。在党 中央 和国务 院的正确 领导下 ， 

经过几代海 洋人 的不懈奋斗 ，我国的海洋 环境 

观测预报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初步建立了 

由岸站、浮标、船舶、卫星、飞机和雷达等平 

台组成的立体化观测网；由卫星、专线和移动 

通信等通信手段组成的海洋观测数据传输网； 

统计和数值预报相结合的海洋环境预报业务化 

系统；初具规模的海洋信息服务系统。海洋环 

境观测预报事业在社会 生活的各方面发挥 着重 

要作用。初步建立了由国家海洋预报中心 (北 

京)、3个 海区预报 中心 (青岛、上海、广州)、 

11个省级海洋预报 台 (中心站 )和部分地市海 

洋预报台 (海洋站)组成的 4级海洋预报警报 

体系。基本形成了一个从观测、数据传输、分 

析到预报产品制作与分发等环节组成的业务化 

系统。预报技术逐步由经验统计向数值预报方 

向发展。 

我国海洋环境观测系统薄弱环节：由于海 

洋观测环境 恶劣、观测技术 复杂、难度 大、风 

险高和运行成本高 ，我 国的海 洋环境立体 观测 

系统 目前尚处于发展阶段 ，还难 以实现全海域 、 

全方位 、全天候、全 自动和多要素的立体监测 。 

其主要问题如下：岸基观测站数量不足，分布 

不尽合理。平均近 300 km一个，覆盖面不充 

分；监测功能比较单一，主要偏重于近岸海洋 

水文气象要素等 。海洋环境 预报能力 不足 ：海 

洋环境预报技术涉及的学科广、技术复杂和难 

度大 ，所依托的基础 支撑能力不 足。主要 表现 

在：实时观测资料收集、计算、传输能力和多 

源数据综合处理能力不足 ，无法提供海洋 环境 

预报和灾害预警所必需的大范 围海洋环境 背景 

场。预报技术科技创新和预 报服务工作 的创新 

能力不足 ，海洋灾害预报预警领 域需要不 断拓 

展。海洋灾害评估和灾害区划是沿海地区海洋 

防灾减灾、灾害应急管理 和制定 区域发展规 划 

的重要依据 ，但我 国系统性海 洋灾害 风险评 估 

和区划研究 尚属空 白，缺乏海洋 灾害和海上 突 

发事故辅助决策平台等。 

1．3 日照市海洋观测预 报系统现状 

日照市海 洋观测 预报 系 统经 过 3O多 年 的 

建设发展，有了很大的进展 ，海洋站点也从最 

初 的单一站点发展成为具有岚 山和石 臼两个站 

点 ，海洋观测 自动化 系统得 到及 时更 新升级 ， 

海洋预报增加 了 VISAT 卫 星小站和 视频会 商 

系统等先进的预报设施，预报人员积累了30多 

年的海洋预报经验 ，预报成功率逐年提高。每 

天为 日照报 社 、 日照 电视 台和 日照海 水 浴 场 

(6—1O月)发布次日的海洋水文预报；为驻 日 

照海训部队提供潮汐及预 报服务 ；为 日照市海 

洋与渔业局、日照港集团和岚桥集团等多家涉 

海部门、企业提供 24 h、48 h和72 h的海洋预 

报、逐日潮汐报和海洋水文中长期预报等；圆 

满完成了 2005年国际欧洲级帆船世界锦标赛、 

2007年中国水上运动会等多项重要国际、国内 

赛事的海洋预报保障任务；负责 日照市沿海大 

浪、风暴潮的预警报服务工作。日照市政府依 

托国家海洋局日照海洋站共建成立了日照市海 

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近几年来，为 日照市海 

洋防灾减灾、海洋公益服务、日照市重大专项 

和涉海企业专项服务提供支持等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多次受到 日照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表彰 

和奖励 。 

但随着 日照市滨海 旅游 、海洋工程 、临海 

工程、海洋运输、港口生产调度、海洋水产养 

殖、海洋捕捞和海洋体育经济的快速发展，现 

有的海洋观测预报体系已不能满足 日照市 日益 

发展的需要。主要体 现在观测方 面 ，现有 站点 

设置偏少 ，开展 的观测项 目偏少 ，缺乏 日照外 

海的海洋实况信息资料，在水运会赛场海域缺 

乏浪、潮、流等实况信息资料，不能够满足比 

赛对高密度海洋实况、预报信息的需求，海水 

浴场和滨海旅游度假 区等 滨海旅游热点 区域缺 

乏现场 的海洋水文 气象、海洋生 态的连续不 问 

断实况资料。海洋预报手段单一，缺乏精细化 

数值预报模式。涉海专项服务通信方式单一， 

通信稳定可靠程度差，不能满足港口企业对海 

洋实况资料高密度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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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日照市海洋观测预报服务系统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 

2．1 建立日照市海洋观测预报服务系统是港 

口建设、生产及海上安全生产的需要 

日照市位于山东省东南部 。是新亚 欧大陆 

桥东方桥 头堡，处在 “一桥 (新亚 欧大陆桥 )、 

一 环 (环黄海经济圈)、一极 (鲁南经济带的重 

要一极)和一线 (从 天津 到上海这一沿海港 口 

岸线)”的节点上 ，是 中西部沿桥地 区的主要出 

海 口之一。多处优 良港湾 ，可供建港 的海域超 

过 20 ri mile，湾 阔水深 ，不冻不淤 ，地质条件 

良好，特别适宜开发建设深水泊位，是国内外 

专家公认的深水大港良址，可建设泊位 166个， 

吞吐能力可达到 5．8亿 t。近几年 ，日照先后建 

成矿石 、集装箱等万吨级以上泊位 20个 ，2009 

年港 口吞吐量达 1．8亿 t，2010年突破 2．0亿 t， 

稳居全国港 口第 九位。港 口的迅猛发 展对海洋 

实况预报信息的依赖越来越强，天气、海况是 

影响码头施工、建设的重要因素，船只的进出、 

安全靠泊和货物的装卸等港口的安全生产、调 

度更离不开海洋实况预报信息 。 

2．2 日照市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灾害应急管 

理的需要 

有些海 洋灾害，如风暴潮、巨浪和海啸等 

是自然现象，人类没有能力阻挡其发生，但可 

以通过 预知其 发生时间、范围、强度 ，采取相 

应措施。如，堤防加固、船舶停航和设施设备 

人员物资转移等来减轻灾害的损失。有些海洋 

灾害，如赤潮等是人类活动加剧了灾害的发生， 

对这种灾害，要 弄清其发生机理 ，从 源头加 以 

控制和预 防。以上 灾害 都需知 道其 形成机 理、 

灾害来源、移动和强度 的变化 ，要 获得这些知 

识 ，要靠对海洋环境要素 的长期 观测 ，对各种 

要素的相互关系的模式化分析和预报。随着各级 

政府部门对海洋灾 害应 急管理工作 的重视，和 

日照市海洋经济的蓬勃发展，一旦出现灾害性 

的天气海况，迫切需 要准确 的海洋 实况信息 和 

海洋预报信息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持。 

2．3 日照市体 育经济发展的需要 

近年来 ，日照市委 、市政府 大力发展体育 

经济，提出 了 “打造水 上运 动之都”的战略构 

想。依托得天独厚的 自然环境 和水上运 动条件， 

日照市规划建设 了 “亚洲第一 、世界领先”的 

国际水上运动训练基地 ，具备全部 水上运动项 

目的竞赛设施条 件，可 以满 足国际、国内重大 

水上运动赛事的需要，已被批准为 “国家水上 

运动训练基地”和 2008年奥运会帆船 帆板指定 

训练场地 。先后成功举办 了 2005年国际欧洲级 

帆船世界锦标赛、2006年国际 470级帆船世界 

锦标赛、2007年首届中国水上运动会、2008年 

奥运会帆船帆板热身赛、2009年 11届全运会水 

上比赛和 2010年第二届中国水上运动会。赛事 

的成功举办和运动员 良好成绩 的取 得 ，离不开 

准确的海洋实况和预报信息的保障。 

2．4 “生态建市”，保护日照市海洋环境和海 

洋生态的需要 

日照市把 “生态建市”作 为城市的四大发 

展战略之一，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积极运用生态的理念规划建设并管理 城市。在 

经济快速增长、城市迅速扩大的同时，日照市 

始终保持 “蓝天、绿树、碧海、金沙滩 ”的环 

境优势 ，环境质量 得到持续改善 ，生态城市 特 

色 日渐 突 出。海 洋 生 态 资 源、旅 游 资 源 丰 

富——64 km的金沙滩，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碧 

海蓝天 ，造就 了真 正的 阳光度假 海岸。夏季 到 

日照海滨旅游的人数迅速增长，已成 “井喷” 

之势。2008年旅游人数 突破 1 200万人次 ，旅 

游收入 突破 65亿元。发 展 滨海 旅游 、海洋渔 

业、海洋水产养殖 和海洋新兴产业 ，同样离不 

开海洋水文、海洋生态和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信 

息的支撑。 

3 日照市海洋观测预报服务系统设计 

3．1 目标 

按照 “一 流装 备、一 流技 术 、一 流人 才、 

一 流台站、一流 服务”的建 设原则 ，在充分利 

用现有海洋观测、预报和信息系统资源的基础 

上，建立和完 善海洋环境立体 观测 网络 、加强 

海洋环境数值预报能力建设，应急决策支持平 

台建设和声像制作平台建设、建设完善海洋预 

报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形成 国家 和地 方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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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洋环境观测预报业务体系。应急管理综合 

能力显著提高 ，有效 减少重 大、特别 重大海洋 

灾害及其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 。 

3．2 完善日照市各类海洋观监测系统 

进一步加强 日照市 海洋监测站点 建设 ，建 

设由国家、企业、当地政府投资的布局合理的 

日照市海洋实时监测系统。 

3．2．1 建设 日照北近岸海域海洋 自动化观测站 

(东港区海洋自动化观测站) 

在桃花岛一张家台近岸海域建设 日照北近 

岸海域 海洋 自动化 观测站 ，开展 风、浪、潮 自 

动化观测。将来可与东港区政府共建 日照市东 

港区海洋环境监测站。 

3．2．2 在万平 口日照海水浴场和水运会比赛海 

域抛放海洋生态浮标 1套 

该生态浮标可监测水温、盐度、海流、波 

浪 、溶解氧、化学需氧量 、pH 值、风 向和风速 

等水文气象化学要素，既为日照海水浴场提供 

监测信息，又可为 在水 运会 基地 开 展 的国 际、 

国内帆船、帆板等水上运动项 目提供海洋实况 

监测信息。 

3．2．3 在石臼近海约 12～15 n mile海域处抛设 

多功能中大型浮标 

在石臼近海约 12～15 n mile海域处 (平岛 

附近海域 )抛设 多功 能 中大型 浮标 ，开展 风 、 

气温、气压、风向风速、水温、盐度、海流和 

海浪的观测，拟补 日照近海水文气象资料的不 

足，提高 日照近海预报精度，为海洋捕捞，近 

海渔场制作专项预报。 

3．2．4 将岚山站建成多参数的水文气象观测站 

在现开 展的风浪潮观测 的基 础上 ，将岚 山 

站建成能 开展气温、湿 度、能见度、降水 、气 

压、风、水温、盐度、海发光、潮位和波浪观 

测的多功能自动化观测站。同时利用代表性好 

的优势建设地波雷达站。将来可考虑与岚山区 

共建岚山区海洋环境监测站。 

3．2．5 建设董家口海洋站 ，并纳入 日照站管理 

基于青岛市在胶南董家 口海域建设 40万 吨 

超大型矿石码头及 大型港 口作业 区的规划 ，该 

地区已迅速成 为山东 省重要的海洋经济热 点区 

域 ，考虑到该地区涉海港 口企业发 展 的需要 以 

及胶南海 区缺乏海洋实时观测 资料，应考 虑设 

立董家 口海洋观测站 。除开展常规海洋水 文气 

象观测外 ，还可开展海 洋生态实时监测 和海 洋 

水动力参 数 的实时监测 ，满 足 日照和胶南海 域 

海洋调查评价 、海洋工 程建设 、海 洋防灾减灾 

等需要。同时考虑距离 日照近，管理方便，可 

考虑将董家口海洋观测站纳入日照站管理。 

3．2．6 建设 日照站海洋信 息中心 ，实现 日照海 

区实时资料的接收及上传 

建设 日照站海洋实况资料的集成、接收和 

上传中心，满足 日照市、海区预报 中心和国家 

预报中心海洋预警报、防灾减灾的需要。 

3．3 日照市海洋预报服务系统建设 

3．3．1 海洋环境数值预报 系统能力建设 

在日照站 (日照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 

配置高端计算机服务器，充分利用国家、海区 

预报台的预报产品，发展海洋环境数值预报释 

用技术，制作海洋环境要素诊断分析和海洋预 

报产品。 

3．3．2 应急决策支持平台建设 

利用 3S (GIS、GPS、RS)技 术、数 据库 

技术、综合分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现代通 

信和多媒体等技术，结合海洋观测预报预警技 

术，建设 日照市海洋灾害应急决策支持平台、 

海洋环境多源信息综合分析处理平台，网络传 

输平台，实现与国家、海区海洋预报机构之间 

的预警报远程会商，具备为 日照市政府应急保 

障提供决策信息的能力，实现各类数据的快速 

收集、分析、处理、发布和查询服务。为防灾 

减灾、应急管理提供基础决策信息。 

3．3．3 声像制作平台 

在日照站 (日照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 

建设声像制作室，配置广播级数字编辑录像系 

统、数字图文创作系统，建设配套的电视节 目 

制作室，进行海洋预报电视预报节目的制作。 

3．4 建立有效 的海洋预报信息发布 系统 

建设 日照市海洋环境 观测预报信息 发布系 

统 和 海 洋 预 报 专 业 网 站 ，通 过 DDN 专 线 、 

GPRS、电话 、传真 、互联网、电视、广播和手 

机短信等多种方式实时 向社会公众 发布海洋环 

境预报预警信息。实现公共海洋预报服务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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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滚动、灵活迅速 、个性 化、数字 化、多媒体 (5)在水运基地 、海水浴场 等热点区域建 

化及动 态跟 踪全 程服 务 ，提高 海洋 预报 服 务 

效果 。 

(1)申请独立的海洋预报电视版面。申请 

独立的海洋预报、预警报和海水浴场预报 (东 

港 、岚山、 日照港区、岚 山港区和 日照渔 区等 

海洋预报)电视版面。 

(2)与移动、联通公司建立短信海洋预报、 

预警报发布系统。通过短信向政府领导、涉海 

部门、水产养殖捕捞、滨海旅游提供海洋预警 

报信息 、海水浴场和滨海旅游度假 区专项 预报 

信息。 

(3)建立与相 关政 府部 门 (防汛指挥 部、 

市应急办、海洋管理部门和海事)、涉海企业 

(日照港、岚山港、岚桥和引航)建立专项海洋 

预报发布、显示系统。与航道疏浚部门、海洋 

工程施工部门建立预报发布显示系统、海洋实 

况资料显示系统。 

(4)建立修 订 日照市北岸段、中岸段 和南 

岸段的防海潮警戒水位。 

立海洋实况信息及海洋预报显示系统。 

(6)在海洋站建立大 型服务器 ，制作海 洋 

预报专用 网页、建立专 门的海洋 实况 资料查询 

系统。 

(7)引进能胜任新形势下海洋观测预报工 

作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4 结束语 

日照市海洋 观测预报服务系统 的建设 ，需 

要充分发挥 国家、地方政府和涉海港 口企业 的 

作用，可以 申请 由国家投资 (或 大部 分投 资) 

建设海洋观测预警 报设备，由地方 政府、涉海 

企业配套一定比例的经费，并且将海洋观测预 

报业务运行经费纳入 日照市政府财政预算和涉 

海港口企业年度经费预算。海洋观测预报工作 

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们要通过不 

断努力推动 日照市海洋观测预报工作 发展，满 

足新形势下地方经济建设对海洋观测预报工作 

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