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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为何“不准”？今夏天气如何变化？带你探秘聊城天气

“千里眼”+“顺风耳”，观云识天有“法宝”

自药品安全巩固提升行动开
展以来，聊城市市场监管局围绕

“防范风险、查办案件、提升能力”
这一目标，紧盯“四个重点”，落实

“三个责任”，采取多种形式，紧抓
重点品种、重点环节、重点企业、
重点区域，严格落实国家和省局
有关要求，坚持把农村地区、城乡
结合部作为整治重点，确保企业
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地方
党委政府属地管理责任落到实
处。

组织安排到位，提升风险防
控能力。先后多次召开推进会，及
时总结阶段性成效，巩固整治成
果。落实季度风险会商制度，强化
分析汇总和研判，让监管跑在风

险前面。
实施“铁军锻造”，提升监管

能力。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理论
培训与实训结合等方式，开展针
对性专题培训。先后组织开展全
市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和不
良反应监测人员能力提升培训，
共计培训2700余人次，进一步提
高监管人员发现问题、处置问题
能力。

强化统筹协调，形成监管合
力。加强部门间协同联动，与公
安、许可、卫健、医保等部门建立
协同联动机制，在安排工作、规范
程序、建立机制等方面齐抓共管、
协同监管。

积极探索创新，增强监测时

效性。在冠县开展药械化风险监
测创新试点，三级联动机制强化
了市级监测机构药物警戒技术支
撑和指导作用，增强了县级局药
品安全监测工作能力，缓解了乡
镇卫生院缺乏药械化风险监测技
术能力和工作指导等情况，提升
了基层监管人员、监测人员、医务
人员的安全和监测意识。

强化宣传，营造社会共治氛
围。利用报刊、网络等媒体，对巩
固提升行动跟进宣传，加大科普
宣传力度，提升公众合理用药、安
全用药意识。持续畅通投诉举报
渠道，不断增强企业自律，让社会
共治形成常态。

(通讯员 张晓明)

聊城市市场监管局力促药品安全巩固提升行动走深走实

陶春燕 闫修晨 聊城报道

天气预报难免“不准”

短时临近预报“抓紧跟上”

聊城市气象台副台长衣霞向
记者介绍，当前，天气预报是以数
值预报为基础，人工进行订正而
得出的预报结论，目前中国气象
局智能网格平台集成了国内外9
家数值预报产品，实现了天气实
况、雷达、卫星等综合观测资料的
叠加。

“地面上的观测是每时每刻
都有的，空中的观测资料是全世
界的观测资料进行交换，每天观
测两次，分别是早上的8点和晚上
的8点，因为观测不够密集，无法
捕捉大气的完整状态，因此计算
机在进行数值预报计算时，无法
做到百分百的准确。”对于天气预
报“不准”，衣霞作出了解释。

近年来，聊城市气象局建立
完善了“73121”递进式预报预警
服务模式，即提前7天发布风险提
示、提前72小时发布重要天气预
报、提前24小时发布定量落区预
报、提前2小时发布精细到乡镇街
道的短时临近预报、每1小时滚动
发布天气实况和未来3—6小时预
报。

短时临近天气预报主要针对
强对流天气开展，与更长时段的
天气预报相比，预报准确性更高。

“7月14日晚上的暴雨，我们一开
始观测到的是中雨，但后来下成
了暴雨，这个时候，我们的短时临
近预报就得抓紧跟上，和市政府、
城区防汛办、应急管理等部门及
时沟通，提醒相关部门做好防
范。”衣霞说。此外，市民朋友们也
可以通过拨打12121气象信息电
话来获取短时临近预报。

记者了解到，短时临近预报

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相较于更
长时段的天气预报，短时临近预
报因其对即时天气变化的敏锐捕
捉而备受瞩目，但对于龙卷风、冰
雹等突发的强对流天气，由于其
形成和发展的迅速性和复杂性，
准确预报仍然具有很大难度。气
象科研人员也始终在追求高密度
的监测，在科技进步发展的当下，
逐步提高天气预报的准确率。

高温、降水等特殊气象

并未突破历史极值

活跃于副热带地区的高压
脊，控制的地区往往会有干燥、少

雨的炎热天气，是各地夏季高温
热浪的其中一个主要导因。而其
西部层结比较不稳定，则会带来
充足的水汽和能量，给人带来湿、
热的体感，也就是所谓的“桑拿
天”。“副高”提供了足够的能量，
易出现强对流天气，伴随雷电、7-
9级阵风以及短时强降水，从而引
发城市内涝以及农田渍涝，易形
成强对流以及暴雨天气。

对于近期出现的高温天和降
雨天，有些市民感到天气“反常”，
记者向气象台了解得知，近年来，
全市所出现的高温、降水等特殊
天气，截至目前均处于正常范围
内，并未突破历史极值。

“千里眼”+“顺风耳”

全市布下一张“观天网”

去年6月份，聊城市新一代天
气雷达投入业务试运行，自运行
以来展现了良好状态。

作为山东省首部高速天气雷
达，聊城市新一代天气雷达是目
前国内先进的S波段双偏振天气
雷达。对台风、暴雨等大范围强降
水天气的监测距离不少于460公
里，对雹云、龙卷气旋等中小尺度
天气现象的有效监测和识别距离
大于150公里。能对半径230公里
的区域进行较准确的降水量分布

测量，并能与自动气象站相结合，
提高雷达估算降水量的精度。与
传统多普勒天气雷达相比，该型
雷达基本产品增加了差分反射
率、差分传播相移和相关系数等
偏振参量，大大提高了对降水粒
子相态的识别能力，不仅是聊城
气象灾害监测的“千里眼”“顺风
耳”，也是山东省、中国天气雷达
监测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了解，聊城市多年来持续
加强气象观测精密能力建设，观
测设施装备不断完善，建成了较
为完善的气象监测网。截至目前，
建成了地面气象观测站网(8个国
家级气象站、124个区域自动气象
站)、天气雷达(713数字化雷达1
部、风廓线雷达1部、新一代双偏
振多普勒天气雷达1部)、现代农
业气象服务观测网(17个自动土
壤水分观测站、2个果业小气候
站、2个设施农业观测站、1个梨园
实景观测系统)、大气成分观测网
(1个酸雨观测站、1个气溶胶观测
站)、5部水汽监测站和1部闪电定
位仪。

此外，人工影响天气装备标
准化水平也不断提高，已建成人
影固定作业站点52个，三七高炮
34门，火箭发射架35部。今年6月
份，全市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人
工增雨作业，当前人工作业的一
个相关内容是消雹。

夏有三伏，热在中伏。
7月25日，一年中最热的时段——— 中伏，携带着高温高湿的天气按时来临，暑邪和湿邪交织，“伏”气满满，让人感到闷热热难耐。
每年聊城一入伏，三十六七度的高温掺杂着充沛的水汽在天地之间“蒸煮”，每天出门前，查看天气预报成了市民们的的“必修课”，

可明明一早报的小雨却下成了大雨，明明显示有雨的天气却一整天晴空万里，“变来变去”的天气预报常常让人“措手手不及”......
天气预报为何有时报“不准”？“三伏天”到底如何形成？聊城的天气接下来还有哪些变化？近日，记者来到聊城市气气象台，在这座

城市发出每一个气象指令的“开端”，探访了解了三伏天全市气象变化的背后故事。

每日早上八点和十点，市气象台都会进行气象会商。

聊城市新一代天气雷达是目前

国内先进的S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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