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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于 2011 年 8 月 23 日在深圳

落下帷幕，为期十天的精彩赛事展示了青春的朝气

和活力，同时继北京奥运会和广州亚运会后又一次

向世界呈现了我国承办国际体育盛会的能力。大

运会的成功举办汇集了社会各界的智慧和劳动，

其中海洋领域也是不可或缺的，海洋工作者为

此作出了重要贡献，提供了有力保障。本刊

选择了海洋预报和光缆巡护两个方面制作专

题报道——精彩大运，也是海洋大运！

精彩大运  
   海洋大运    



232011 年第 10 期

海洋开发与管理
OCEAN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专 题 报 道

2011 年全国帆板精英赛（大运会测试赛）和第 26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海

上运动项目分别于 2011 年 6 月 13 日—17 日和 8 月 5 日—20 日在深圳市

东部的七星湾海域举行。本届大运会的核心理念是“从这里开始，不一样

的精彩”。深圳这座刚刚过完 30 岁生日的年轻城市，以追求赛事筹备的简约、以

追求开幕盛典向体育回归的行动给世界奉献了一场精彩的体育文化盛宴。国家海

洋局南海分局组织下属南海预报中心、深圳海洋管理处、汕尾中心站、南海勘察

中心等部门顺利完成了大运会赛区的海洋灾害风险评估、海洋灾害预警报以及大

运会测试赛和正式比赛的海洋预报保障服务工作，在总结广州亚运会海洋预报服

务经验的基础上，以同样的热情为大运会提供了同样精彩的海洋预报服务。

同样的精彩
——第 26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及全国帆板精英赛海洋预报保障服务
白毅平   赵   雪   李希茜

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南海预报中心专家在向广东省防总领导汇报海洋灾害预测情况及其对大运会比赛海域的影响



24 2011 年第 10 期

海洋开发与管理
OCEAN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专 题 报 道

赛前准备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深圳市召开，这是向世界展示我国

体育文化、社会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绝佳机遇，也是检阅海洋

环境预报保障大型活动能力的大好时机。为此，南海预报中

心积极参与了大运会海洋灾害风险评估、灾害预测、环境调

查等方面的前期准备工作。

积极参与，提前谋划

早在 2008 年 12 月，大运会组委会即委托国家海洋局南

海分局对海上比赛区域进行海域使用论证和海洋环境评价，

南海预报中心承担了该项的海洋环境评价工作，并且根据大

运会比赛项目的需求，对比赛海域的历史资料进行了统计分

析，提供了七星湾海域 8 月 11-13 日 06 时、08 时的海洋环

境历史资料，为公开海域游泳比赛提供技术支持。

为更好地为大运会提供海洋环境预报技术服务，2009 年

3 月，南海预报中心为大运会组委会编写了《大运会海洋环

大运会现场保障小组值班员检查和发布预报

大运会广州本部工作人员就大运会预报服务工作流程等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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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预报保障工作方案》。之后，南

海预报中心积极与大运会组委会联

系，就为大运会海上帆船比赛提供

海洋环境保障等事宜进行沟通和协

商。在南海分局和深圳市海洋局、

深圳市气象局等单位的协调下，最

终决定由深圳市气象局与南海预报

中心合作，共同承担大运会海洋预

报保障工作。

风险评估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安全工作

得到国家相关安全部门的高度重视。

由于比赛时间在 8 月中下旬，根据

相关历史统计资料分析和中长期预

测意见，深圳大运会开幕式及竞赛

期间存在发生台风风暴潮、海浪、

赤潮等海洋灾害的风险。2011 年 5

月，相关安全部门领导针对大运会

期间的安全保障问题到南海分局调

研，南海预报中心认真准备了介绍

材料，并对大运会期间海洋灾害风

险的预测情况进行了汇报，就具体

应对措施提出相关意见。会后，南

海预报中心向安全部门提交了《深

圳大运会海洋灾害风险分析报告》，

对大运会的海洋灾害风险进行初步

判断，并提出具体应对措施。

海洋灾害预测

大运会安全工作同时得到了广东

省领导的高度重视。2011年6月10日，

广东省防总组织召开了防御热带气旋

“莎利嘉”的应急会商会，在向刘昆

副省长作海洋预警报信息汇报的过程

中，南海预报中心专家重点强调了热

带气旋可能会对在 6 月 12—18 日举

行的大运会帆板测试赛区产生影响：

虽然预计“莎利嘉”在汕头附近海域

登陆，但是其台风外围环流可能为深

圳大运会海上帆板测试赛比赛场地带

来涌浪，据此建议“11 日白天帆船比

赛训练时，密切留意外海涌浪的影响，

确保运动员的安全”。该建议受到刘

昆副省长的高度重视，在总结讲话时

着重强调：“要切实重视三防成员单

位提出的意见，广东省防办要联系深

圳市相关部门，做好深圳大运会场馆

和比赛设施的台风灾害防御工作”。

为加强大运会安全管理工作，8

月 8 日和 18 日，广东省防总专门组

织了两次由广东省、深圳市、东莞市、

惠州市和东江流域管理局等有关单位

和部门参与的，针对大运会开幕式及

比赛期间灾害预测的专题会商会，由

刘昆副省长亲自主持。在会上，南海

预报中心预报专家就开幕式期间及比

赛过程中的深圳海域海况进行了分析

预测：大运会比赛前的两天海况不佳，

但是从 12 日起开始转好；比赛期间

发生风暴潮、台风浪的概率很小；南

海风暴潮过程预计出现在 8 月下旬，

即大运会结束之后（实况是 8 月底台

风“南玛都”影响南海海域）。在会

商会上，预报专家还就南海分局在海

洋观测、预报、监测方面为大运会提

供的服务进行了汇报。

比赛海域海洋环境调查和历史资料

分析

为掌握比赛海域更多的基础环

境资料，南海预报中心积极筹措经

费和观测设备，联系租用海上船只，

制定观测工作方案，组织海洋观测

小组开展现场观测和环境调查工作。

海洋观测小组于 7 月 4—6 日完成比

赛海域为期三天的连续浪、潮、流、

水温、盐度等海洋环境要素观测，

同时利用多参数气象仪对现场气象

要素进行记录，并且对获取的观测

数据进行整理分析，为海洋预报模

式的改进和预报资料的积累提供了

有力保障。另外，南海预报中心组

织人员对比赛海域的台风、海浪、

风暴潮、赤潮等的活动规律进行了

帆板比赛紧张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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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和总结，对七星湾海域的水温资料进行了统

计分析，为海洋环境预报提供了充实的基础资料。

赛中服务
加强大运会预报服务组织保障

按照南海分局的部署，南海预报中心抽调预报室、数

值预报室、业务科、网络室等科室专家，成立大运会专题

预报服务保障部和现场服务部，编写了《第 26 届世界大

学生运动会海洋预报工作方案》和《大运会预报实施工作

流程》，保证预报产品制作和发布的规范化，为大运会海

洋环境预报服务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组织和技术保障。

8 月 8 日，由南海预报中心海洋观测、预报和技术

服务人员组成的“大运会现场预报服务小组”进驻七星

湾现场，开展海洋观测、预报和视频监视等服务工作。

该现场预报小组持续工作到大运会结束。

开通大运会海洋环境信息专网

为了提高预报信息显示度，南海预报中心组织专

业技术人员开发了“大运会海洋环境预报信息系统”，

针对七星湾竞赛海域开发了“高分辨率海洋数值预报

模式”，并且在 8 月 8 日正式开通了“大运会海洋环

境信息网”。另外，南海预报中心高效开发了“2011

大运会预报后台制作系统”，综合利用各种观测资料，

辅助修正数值预报结果，进一步提高海浪、流、温预

报准确度和预报制作效率。

顺利完成大运会及其测试赛海洋预报服务工作

本次大运会海洋预报任务艰巨。一方面，服务项目较

多。6月就举行了2011年全国帆板精英赛（大运会测试赛），

7 月底、8 月初又分别举行了两次测试赛；除帆船比赛外，

还增加了公开海域游泳比赛的保障服务。另一方面，服务

要求较高。本次运动会是世界性的体育赛事，参赛国家比

亚运会多，预报服务保障压力较大。

在认真总结广州亚运会海洋预报服务工作经验的基

础上，南海预报中心广州本部预报及现场服务保障小组

的技术人员按照已定的工作流程，严格遵守值班制度，

与深圳市气象局的预报服务人员紧密配合，于每天的

7:30、10:30 和 13:30 滚动发布海洋水文预报，内容包括

当天比赛时段的波浪、潮汐、海流、海表面温度及未来

两天的发展趋势等。现场预报服务小组工作人员每天定

时开展海况观测（包括水温、海浪、风、气温、气压的

现场定点观测）、海况视频监视录制、与广州本部会商、

向比赛现场发布预报信息以及做好当天的预报工作记录

等，各项工作有条不紊，顺利开展。

大运会海洋预报服务的顺利完成，是国家海洋局正确

领导的结果，是海洋预报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果，是海洋公

益服务的成果体现。海洋预报在北京奥运会和广州亚运会

中已有上佳表现，服务深圳大运会也同样精彩！  

←  大运会广州本部预报员值班
↓  大运会现场观测员正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