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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举国瞩目的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以下简称“十一运会”）以精彩、文明、祥和、成功的体育盛会诠
释了“和谐中国、全民全运”的主题。在山东省委、省政府和中国气象局的领导下，山东省气象部门
举全国、全省之力，集全国、全省智慧，充分借鉴北京奥运气象服务的经验，为十一运会的成功举办
提供了优质高效的气象服务，展示了气象现代化水平和服务能力，展示了山东气象工作者不畏困难、
勇于担当的时代风貌，实现了气象服务和推动事业发展双丰收，向全国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十一运会的成功举办，凝聚着山东省气象干部职工的智慧、心血和汗水。在筹办过程中，山东省气象
局科学统筹、精心组织，各级气象部门干部职工以“以人为本、无微不至、无所不在”的气象服务理
念，围绕“零失误、零差错、零投诉”的气象服务目标，为圣火采集和传递、开（闭）幕式、赛事服
务、城市运行等提供了全方位的气象保障服务，夺取了十一运会气象保障的“大金牌”。以十一运会
为契机，山东省气象现代化水平实现了整体推进，建立了组织管理、应急服务、业务运行以及新闻宣
传等重大赛事气象服务运行机制，完善了现代气象业务体制机制，提高了公共气象服务能力和水平；
引进吸收了北京奥运气象科技成果，开发了精细化预报系统和综合服务平台，取得了一批水平较高、
实用性较强的科研业务成果，提升了大城市精细化预报服务水平和重大活动保障能力，科技创新能力
显著增强；建立了满足十一运会气象服务需求的综合气象观测系统，应用3G通信技术建成首家100
兆VPDN系统，应用组播技术首次实现新一代天气雷达异地多方同步扫描观测，综合观测和技术保障
能力得到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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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气象服务科技工作总结》系统总结了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气象保障服务技术工
作，从综合气象观测系统、气象信息网络系统、气象预报预测系统、公共气象服务系统和人工影响天
气等方面，重点介绍了山东省气象局为做好本届全运会气象保障服务所进行的科研和技术开发工作，
以及针对提升重大社会活动气象保障能力而建设、开发的主要技术支撑系统和相关业务开展情况。
《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气象服务科技工作总结》对于气象部门做好大型活动气象保障服务，在科研技
术开发和业务组织方面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可供气象人员、有关院校师生和技术研发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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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实现了对检索结果处理的一系列功能：转码、迁移、下载等。实现了每个非编站点和办公站点
都可以检索浏览素材。④媒体资产管理软件媒体资产管理软件可以对系统、用户、角色和权限进行集
中统一配置和管理。媒体资产管理软件提供了详细的权限管理策略，包括针对系统内不同身份的人员
所能做的操作的操作权限，针对不同级别的人员能够查看不同级别节目的记录级权限及查看特殊敏感
编目字段的字段级权限。⑤数据库管理软件数据库软件、业务操作流程管理软件完成管理及调度使用
节目素材方案。采用大型关系型多媒体数据库平台，确保了数据库工作的完整性、准确性、可迁移性
，并可使用多种方式的备份手段。为了应对十一运会在山东召开，山东省气象局经过认真研讨、多方
论证，调集了全省气象系统的业务研发人员，相继开发了多种气象服务产品和资料分发平台，积极做
好气象服务保障工作。其中的大部分产品由各级气象台站制作并上传到省局气象信息中心，及时对外
公布。由各级气象台站制作的各类服务产品，主要是针对各个场馆赛事和海上赛事等，而对于保障交
通、旅游、航空、安保等行业的专项气象服务保障工作，并没有一个系统的规划。鉴于此，山东省专
业气象台又相继开发了交通线路预报、旅游景点预报等产品，主要是为了适应全国各地的游客到山东
各地进行旅游观光，做好相应的气象服务保障，并合理安排赛事观赏、计划旅游线路等。系统分为产
品制作和产品发布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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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气象服务科技工作总结》是由气象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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