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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来袭如何看懂气象预警信号？
新华社记者黄垚

这几天，入汛以来最强降
雨正袭击南方，涉及范围广、
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
灾风险高，局地日降雨量或将
突破历史同期极值，多地发布
暴雨、冰雹、雷电等气象预警。

在极端天气更加频发的
今天，如何看懂预警信号、做
好相应防范尤为重要。但种
类繁多、等级复杂、术语专业
的预警如何分辨？不同的颜
色分别代表什么？对我们日
常生产生活有哪些影响？

气象预警和万事万物生消规律一样，有着
孕育、诞生、传播和解除的生命“四部曲”。孕
育，就是预警的制作过程。

为了更早发现可能引发灾害的天气现象，
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多种观测设备，对
风（风力、风向）、温度（气温、地温、海温）、气压、
湿度、能见度、雨（雪）量、雷电、云等诸多气象要
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监测。

我国目前投入了 6 颗在轨业务运行气象卫
星、120个高空观测站、236部新一代天气雷达以

及10930个国家级地面气象站，用于看清大气的
微妙变化。

收集到的各类气象观测数据，一边被传输
到天气预报员的工作平台，一边被“喂”给超级
计算机，计算出一个关于某种气象灾害发生可
能性的数值。预报员再根据计算结果以及全方
位的立体观测数据，“诊断”天气演变，并与预警
级别标准临界值进行比较，合乎条件时立即启
动发布相应类型与级别的气象预警信息。这
样，一条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就诞生了。

预警信号怎么发出？

目前，我国主要有14种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如常见的暴雨、沙尘暴、台风、寒潮、高温、强对
流等，但这些信号并不是一开始就全部在列。

1954 年，气象灾害预警首次出现在公众视
野，但那时的预报预警主要靠经验，传播手段也
有限，普及程度不高。20世纪末，随着科技水平
不断提升，预报准确率越来越高，预警也发挥出
越来越显著的效益。

2007年，中国气象局制定并发布《中央气象
台气象灾害警报发布办法（试行）》，适用于 8类
气象灾害预警；2010 年，气象灾害预警增至 13
类；2013年新增强对流预警发布办法，至此气象
灾害预警增至 14类。2018年，在大雾气象灾害
预警中还新增了海雾预警发布办法。

根据气象灾害可能造成的危害和紧急程
度，气象灾害预警设为蓝、黄、橙、红四个级别，
分别代表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有些预

警只有其中的一种、两种或三种等级。
以暴雨预警信号为例，其分为蓝、黄、橙、红

四级。发布蓝色预警信号，意味着未来 12 小时
内降水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
上且降水可能持续；发布红色预警，则意味着未
来3小时内降水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
100毫米以上且降水可能持续。

但我国地大物博，气候复杂多样，同样是在
夏季出现的 50 毫米降雨，给沿海地区带来的是
清凉，但给西北地区就可能带来灾害。因此，各
地气象部门遵循属地化原则，结合本地气象灾
害特点，发布本地预警信号。也就是说，各地气
象灾害预警信号并不完全统一，因此公众需要
重点关注所在地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

除 14 种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外，相关部门还
会联合发布山洪灾害、地质灾害、森林火险等气
象预警预报，进一步为公众安全保驾护航。

预警信号怎样分辨？

近 5 年，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平均每年发布 19.5 万条
气象预警信息，暴雨、大雾、高温是发布最多的气象灾害预警。

数据显示，手机短信、广播、电视、互联网或智能终端，都
是公众获取预警信息的便捷渠道。多渠道发布手段配合下，
预警的公众综合覆盖率达到92.7%。

那收到预警信号应该做些什么呢？气象灾害预警大致可
以分成两种情况。蓝色、黄色预警信号都是“提前警告”，表明
虽然目前还比较平静，但危险可能就在眼前。此时不能掉以
轻心，比如遇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考虑出行计划，
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橙色、红色预警信号一般都是在恶劣天气“进行时”发出
的警告——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会进一步升级。遇
到橙、黄两色预警信号，则应非必要不外出，尽量留在安全地
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救灾部门也要高速运转，准备及
时的应对措施。

随着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能力提升，公众获取的预警
信息更加及时准确。当前，全国暴雨预警准确率达到89%，强
对流预警时间提前至40分钟。

一方面科技进步让我们能更好地预知危险，另一方面，大家
对预警也不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
务中心主任王志华表示，公众要提高防范意识，养成接收和关注
预警信息的习惯，了解预警信息背后的意义，掌握防灾避险知识
和技能，关键时刻不“轻敌”。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收到预警应该怎么办？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记者刘欢、石龙洪、
陈舒）针对大陆有关网站平台在相关页面显示用
户 IP属地信息，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1日表示，此
举是为有效治理网上谣言、不实信息和网络暴力
信息。台湾岛内别有用心者曾在有关网站平台蓄
意制造事端、破坏两岸交流氛围、挑拨两岸同胞对
立，这项措施有助两岸民众更精准辨识和反对离
间同胞感情的恶劣行为。

朱凤莲在当日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时作上
述表示。在回答有关两岸民众互联网交流的问题
时，她指出，随着融媒体发展，青年逐渐成为两岸

线上交流的主体，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分享亲身经
历和成功经验，表达意见、互动交流，相互了解、
彼此成就。有很多台湾的网红青年抓住机遇脱
颖而出，找到自我展示的舞台，受到两岸网友喜爱
和肯定。

“对于增进两岸同胞了解和感情融合的网红
青年，应当给予支持和鼓励，而不是恐吓和打压。
民进党当局出于一党之私，打着所谓‘法制’幌子
进行政治操弄，最终损害的是台湾同胞的正当权
益和利益福祉。”朱凤莲说。

发布会上，朱凤莲应询介绍，“农林 22 条措

施”发布实施一年多来，有关地方和部门积极
落实，及时协调解决台资农林企业关心的问
题，很多台胞台企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福祉。
我们本着“两岸一家亲”理念，积极为台胞台企
参与大陆农林业高质量发展及乡村振兴提供
同等待遇，分享发展机遇，得到台胞台企热烈
响应。

她指出，民进党当局动辄大放厥词、攻击污
蔑，只能一再说明，大陆做对台湾同胞有利的事，
他们一概反对，百般抹黑。这就是民进党当局为
谋取政治私利而不择手段的本性。

大陆网站平台显示用户IP属地

国台办：有助辨识离间两岸同胞感情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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