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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变化说获得

大风、海雾、暴
雨、雷电、台风……
任何一种灾害性天
气都有可能给宁波
舟山港——这个中
国深水泊位最多、
超大型巨轮进出最
多的港口的航道通
行和港口作业带来
严重影响。

近几年来，我
市气象部门设计、
规划了针对港口的
专业气象预警指标
以及重大影响天气
下的联动防御机
制，并通过定制式
的港区专业服务手
机 APP 和港口专
业服务网页平台，
在最短的时间内将
精准信息传递出
去，在确保安全的
同时，提高了港区
的作业效率，创造
更高的经济效益。

见到宁波市气象局气象服务中心专业气象服务部的陆鋆走进
调度中心，连胜立马问了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国庆期间会不会
有台风啊？”

“不会有的。”
“那就太好了。”
根据海事部门规定，当出现7级风或阵风8级时，就需要对码头

采取交通管制。当出现海雾时，能见度降到1500米时就要“报警”，
而港口所属的虾峙航道、螺头水道、金塘大桥等水域，因能见度不高
出现交通管制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

“出现大风、海雾，分分钟都可能导致停航、船只离泊、港口暂停作业，
不仅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安全问题也让人一直牵肠挂肚。”连胜说。

连胜回忆，10多年前，港口和气象部门就已经开展合作，但当时
的合作很“粗放”，简单来说，港口调度用到的气象信息与公众看到
的沿海天气预报，并没有太大区别。

如今，在调度中心的电脑画面上，“宁波市港口气象服务平台”
不仅提供实时监测数据，还可提供预报预警、数值预报、台风路径等
多项功能。同时，根据不同服务受众，平台还可以分为港口公共服
务版和专业用户定制服务版。

“气象保障越来越精准”是近两年来，连胜在工作中感受最深
的一点。“有一次，运输天然气的轮船遭遇强冷空气大风，无论是
海事部门、港口，还是船公司，都有一种‘命悬一线’的感觉。”
连胜回忆，为了应对这次突发状况，气象服务中专业气象服务部
成立了专业小组，对港口风力进行加密的气象监测服务，目的只
有一个：随时监测，一旦风力减小，满足船舶进港标准，立马恢
复通航。

根据专业小组的预测，第二天12点左右，海上的风力会减小到
阵风7级，14点左右，港口的风力会减小到阵风6级。

“当船舶行驶到虾峙门航道时，风力确实减小到5-6级，阵风7
级，达到整体安全通航的标准。”连胜说。

最关键的，就要看14点，码头的风力是否也能如预测的那样减
小到阵风6级。连胜说，当时他的心情是既激动又紧张，盼着风真的
能准时减弱，但又有些惴惴不安：当时距离14点还差半个小时，“老
天爷”真的会那么听话吗？

“结果？当然是让大家都很高兴的。看着船缓缓开进港口，明
显感觉到大家紧绷的神经都放松了。”连胜说，也正是这次堪称惊心
动魄的经历，让他对港口气象服务充满了信心。

我的获得感 气象保障越来越精准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业务部调度中心 连胜

宁波是“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2016年，宁波舟山港完成货
物吞吐量9.22亿吨，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一；集装箱吞吐量完成2156
万标准箱，稳居全球四强。

对一个港口的发展而言，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航道通行和港区
作业的安全，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来自海事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海上
交通管制90%以上是沿海恶劣天气造成的。以2015年的统计为例，共
实施水上交通管制134次，其中因大雾管制81次，大风（台风）管制53
次，累计管制1433小时，加起来近60天。这对于一个常年不冻、码头
全年可作业天数达350天以上的港口来说，无疑是“致命伤”。

2015 年业务体制改革以来，通过集约港口气象业务和服务系

统，市气象局下属气象服务中心通过宁波港口气象中心这个窗口，
专门负责港口气象服务的制作、发布和服务。

经过近两年运行，港口气象精细化服务已初见成效：可提供3小
时（10分钟间隔）、24小时（1小时间隔）港区和海区气温、降水、风力、
风向、能见度、湿度、强对流监测数据；港区和海区的0-2小时的逐6
分钟短时临近预报雷暴监测数据；港区和海区的0-48小时的逐3小
时风、能见度、降水、气温等预报服务，24小时近海海浪预报；0-48小
时的逐3小时风力客观订正预报。同时，还在港口气象中心设立24
小时专家值班岗，专职负责分港区大风、能见度预报，以及提供各种
港口天气咨询服务。

一组数据

港口竞争力不断增强，经济效益逐年攀升，让人欢欣鼓舞，但在看
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意识到，为宁波舟山港提供更为精准、及时、有
效的港航气象信息服务的重要性，以及我们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举个简单的例子：不同码头对灾害性天气的“耐受”程度是不同
的，像液化气码头，很怕遇到雷电、高温，但集装箱码头就不怎么“在
乎”它。而像雷暴这样的局地性的灾害性天气过程，不见得会影响
整个港区。因此，只有找准用户的“痛点”，才能提供更好的服务。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花了近两年时间去做前期调研，走访宁波舟
山港所有的码头，还多次跟一线工人座谈的原因，因为他们最了解

灾害性天气会给港口作业带来哪些不便。
经过近两年的运行，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一套适应宁波舟山港

需求的气象服务新模式，主要体现为组织机构的扁平化、系统建设
的集约化、预报产品的精细化和服务流程的标准化。

当然，港口专业气象服务的探索之路仍需砥砺前行。对于我们来
说，今后希望能够更加密切和港口各个生产单位的联系，深入了解港
口作业的方方面面，以此“倒逼”我们“苦练内功”。当我们的预报
员能够胜任“调度员”的角色，气象保障才算是完全“助力”港口经
济的发展。

部门之言 我们的目标是预报员能够胜任“调度员”的角色
宁波市气象局气象服务中心专业气象服务部主任 郑铮

跟大风、海雾“赛跑”,为港口经济“提效”

气象服务中心派人驻点宁波舟山港调度中心，为港区提供及时的专业服务。记者 崔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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