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省气象局 



 

前言 

2022年，江西省气象部门在省委省政府和中国气象局党组

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和二十大精神，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坚持

“政治业务深度融合、软硬实力同步提升”，落实落细“五级

五清单”，推动业务质量、服务质量、建设质量、创新质量和

管理质量全面提升，为实现“五个一流”、全面建设“六个江

西”提供了坚强气象保障。 

全省气象部门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克服困难、

锐意进取，统筹疫情防控和气象高质量发展，以高品质气象服

务增进民生福祉。对标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气

象服务向高品质和均等化迭代升级，实施“气象+深度融合”

战略，构建“气象+”服务格局，贴近民生和公共安全，推动

全方位、多视角、广覆盖的全场景民生气象服务，让气象现代

化成果惠及更多人民。 

江西省气象局联合省防办共同探索建立和实施强降水

“631”风险预警应对工作机制，有效应对复杂频繁的极端天

气过程，充分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在“监测精

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方面取得新进展，有力支撑群众提

前转移、精准转移、安全转移，牢牢守住不发生群死群伤事件



 

的底线。建设并推广应用“江西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

统”，形成“国、省、市、县、乡”5 级立体网络。与省通信

管理局深化合作，将全网发布的灾害预警种类由 3类扩展至 14

类，预警信息发布损耗时间由 480 秒压缩了 345秒，新增 8种

预警信息发布渠道，预警信息发布覆盖面扩展了 17.86%。对接

全省广电部门 4.5 万应急广播，实现省委政法委“平安江西”

全省综治网格 6级体系和 200万网格员及志愿者全覆盖，有效

提升“最后一公里”预警发布能力。积极探索打通绿水青山向

金山银山转换方式，从气象领域打响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生

态品牌，成功指导创建“中国天然氧吧”6 地、全国排名第一

位，全省氧吧地区增至 24 地、全国排名第三位。全国首创气

象 AI手语全媒体服务，增强残疾人群体获取气象信息便捷性，

推动江西公共气象服务均等化发展，相关工作获中国气象局和

省残联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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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气候特点和主要气象灾害 

（一）气候特点 

2022年全省平均气温 19.0℃，偏高 0.7℃，为 1961年以来第

2高位，仅次于2021年；全省平均年降水量1518.2毫米，偏少11.7%，

为 1961年以来第 19低位。全省主要呈现以下气候特点： 

1.气温偏高但波动起伏大。除冬季外，其余各季平均气温

均偏高，其中夏、秋季平均气温创新高；2 月、5月和 12月较

常年偏低，其余月份均偏高，其中 3 月、8 月和 11 月平均气温

创当月新高，分别偏高 3.4℃、2.7℃和 3.3℃。 

2.降水偏少且时空分布不均。除冬季外，其余各季降水均

偏少，其中 8月和 9 月雨量均创历年同月新低；伏秋期全省降

水偏少，致使伏秋期间出现了历史罕见的气象干旱，全省干旱

损失超历史。 

3.高温日数多、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年内高温日数始于

4 月 12 日、终于 10 月 5 日，全省平均高温日数 59.9 天,有 44

个县（市、区）创新高，有 26 个县（市、区）日最高气温突

破年极值。 

4.伏秋出现历史罕见气象干旱。6月下旬至 11 月中旬我省

遭遇了 1961 年以来最严重的气象干旱，降水、气温等多要素

创历史极值，省内五大河及支流出现历史新低水位，多处出现

枯竭断流，鄱阳湖提前进入枯水期，8次刷新历史最低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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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江西省十大天气气候事件分别是：罕见气象干旱超

历史，鄱阳湖水域面积屡创新低；高温持续时间长，综合强度

前所未有；“龙舟水”咆哮赣东北，多河流超越警戒线；5 月

“小满寒”天气影响早稻分蘖；年初持续阴雨寡照天气，越冬

作物受影响；6 月末短时强暴雨袭击赣西北，南昌出现明显内

涝；11 月下半月干湿急转，10 天雨量碾压前 3月；4 月下旬强

对流天气频发，部分地区遭灾；国庆高温强冷空气撞个满杯，

气温过山车；秋季生态气象条件差，南昌出现罕见扬沙天气。 

（二）主要气象灾害 

2022年全省主要气象灾害有暴雨洪涝、干旱、高温、局地

强对流、低温冷冻及雪灾等，全省气候灾害年景评估结果为较

差，洪涝灾害经济损失最大，占全年气象灾害总损失的 66.8%。 

据省应急厅统计，全年各类气象灾害共造成我省 1084.4

万人受灾，因灾死亡 15 人，因旱饮水困难需救助人口 19075

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1104.0 千公顷，绝收面积 121.5 千公顷，

倒塌房屋 498 户 1511间，严重损坏房屋 611户 1524 间，一般

损坏房屋 5765户 10094 间，直接经济损失 280亿元。 

1.暴雨洪涝 

2022年全省平均暴雨日数为 4.8天，较常年（5.8 天）偏

少 1.0 天，各地暴雨日数为 0-10 天，修水和万安未出现暴雨

日。较常年相比，全省大部分地区暴雨日数偏少，吉安北部、

萍乡南部、宜春南部和赣州西南部暴雨日数偏多。全省各地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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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出现 442站次暴雨，主要暴雨过程出现在主汛期（4-6月），

4 月出现了 2 次对流性较强的暴雨过程，都集中在下旬；5 月

出现了 3次暴雨过程，导致全省 28.2万人受灾，4人因灾死亡，

直接经济损失 2.6 亿元；6 月出现了 4 次致灾的暴雨、强对流

天气过程，导致全省直接经济损失 106.3 亿元。 

2.气象干旱 

2022 年受异常高温干燥少雨天气及长江上游来水偏少共

同影响，江西省遭遇 1961 年以来最严重气象干旱。其特点为

发展速度快、重旱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旱情影响重。土

壤相对湿度持续偏低，鄱阳湖水域面积创历史新低，据省应急

厅统计，干旱导致我省 545.6 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逾 70

亿元，为历年最重。 

6 月 23 日至 11月 21 日，全省平均降水 197.3毫米，偏少

6.7 成，排历史同期第 1 低位；全省平均无雨日数 123.9 天，

偏多 24.8 天，排历史同期第 1 高位。全省平均温度 25.9℃，

偏高 1.8℃，排历史同期第 1高位，且有 81 个县（市、区）平

均气温创历史同期新高。全省平均最高气温 31.5℃，偏高 2.2℃，

排历史同期第 1 高位，且有 81 个县（市、区）平均最高气温

创历史同期新高。全省平均高温日数 59.8 天，偏多 29.6 天，

排历史同期第 1高位。 

6 月 23 日我省开始出现区域性高温天气，7 月初气象干旱

开始露头；随后受持续高温少雨干燥天气影响，气象干旱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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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赣中、赣北向周边持续扩展；8 月上中旬气象干旱呈现快速

加重的趋势。 

干旱发展速度快。7 月 12日我省开始出现区域性中旱、局

部重度气象干旱，至 7月 30日出现区域性重旱，用时仅 19天；

从区域性重旱至 8 月 17 日大范围重旱1，用时也仅 19 天。 

截至 11月 21日，我省大部分地区重～特旱日数为 75-105

天。其中抚州市中部、吉安市东部、鹰潭市和九江市北部的 13

个县（市、区）超过 105天，以瑞昌重～特旱持续时间高达 132

天为全省最多。8 月 17 日开始，重～特旱覆盖了我省 50%的县

(市、区)；9 月 2日开始，重～特旱覆盖了 80%的县(市、区)；

9 月 27 日，重～特旱覆盖了全省；重～特旱覆盖范围 90%以上

一直持续到 11 月 4 日；至 11 月 15 日，重～特旱覆盖范围才

降至 42%。11 月 21 日，重旱覆盖范围降至 15%。 

据省应急厅统计，全年干旱灾害造成全省 11个设区市 116

个县（市、区，含功能区）545.6 万人受灾，因旱需生活救助

60.2万人（分布在 91 个县、区），因旱饮水困难需救助 19693

人（分布在 51个县、区），农作物受灾面积 701.4千公顷（1052.1

万亩），绝收 79.7 千公顷（119.5万亩），直接经济损失 71.4

亿元。 

3.高温酷暑 

2022年高温天气始于 4 月 12 日，余江出现 35.1℃高温天

                                                             
1 大范围重旱是指重旱面积覆盖范围超过全省 50%的县（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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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6 月 7 日再次出现高温天气，高温天气终止于 10 月 5 日。

全省平均高温（≥35℃）日数 59.9 天，排历史第 1 高位，其

中有 43 个县（市、区）创新高；≥37℃的高温日数全省平均

34.5天，排历史第 1 高位，其中有 73 个县（市、区）创新高。

高温主要集中在 6 月 23 日-8 月 30 日、9 月 4-20 日、9 月 25

日-10 月 5 日 3 个时间段。其中，6 月 23 日-8 月 30 日高温持

续时间长、范围广、强度大，期间 8 月 23日，全省有 53个县

（市、区）最高气温超过 40℃，高温酷热范围打破历史记录，

该高温过程综合强度为 1961 年以来最强。 

4.冷空气过程 

2022 年全省冷空气过程频繁，共出现 17 次，除了 2 月、

6-9 月以外，其他月份均有出现，分别是：1 月 4-6 日、1 月

12-13 日、1 月 28-30 日、3 月 16-18 日、3 月 20-23 日、3 月

25-27 日、4 月 12 日晚-16 日（2 次）、5 月 12-17 日、10 月

5-9 日、10 月 16-18 日、11 月 28-30 日、11 月 29 日-12 月 2

日、12月 9-13 日、12 月 16-18日、12 月 21-24日、12 月 27-29

日。其中 1月 28-30 日，因冷空气影响，我省出现了明显的雨

雪、降温、大风天气过程；3 月 20-23 日的冷空气过程导致我

省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倒春寒”天气；5 月 12-17 日全省大部

分地区出现中到重度“小满寒”天气；10 月 5-9日全省大部分

地区出现“寒露风”；11 月 28-30 日全省出现强寒潮天气、部

分地区受灾严重；12 月 27 日-29 日，因冷空气影响，庐山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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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深度达 8厘米。 

5.强对流过程 

全省主要出现 4 次较明显的强对流天气过程，分别为：3

月 14-15 日、3月 20-22 日、4月 22-23 日、4月 24-26 日。其

中 3 月 14-15 日过程有部分地区出现冰雹；4 月 24-26 日的强

对流天气过程落雷次数多、短时雨强大、大风范围广。多个设

区市有不同程度的灾情。 

二、公共气象服务情况 

（一）决策气象服务 

1.强化气象防灾减灾服务 

2022 年有效应对入汛以来 15 次区域性暴雨、强对流等天

气过程，全年共发布省级预警信息 618期，其中地质灾害气象

风险预警、洪水预警、森林火险预警等外部门预警信息 76期，

累计发送 30.87万人次；发送决策服务短信 472期，其中晨间

长短信 365期，气象专报 107期，共计 31.48 万人次。向省委、

省政府及相关部门报送决策服务材料 285 期，易炼红、叶建春

等省领导批示 58 人次；省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多次听取气

象工作汇报并做出部署。与自然资源部门联合发布《江西省地

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4期；与水文部门联合发布《江西省中

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气象预警》32 期，成功避让 25 起地质

灾害，撤离 5445 人，避免伤亡 155 人。2022 年 4 月 25-26 日

强对流过程提前 4 天准确预报并呈送气象呈阅件，得到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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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领导的批示，为实现无人因洪涝灾害伤亡提供有力保障。 

2.重大活动气象服务保障 

为元旦、春节、两会、青年、高考、端午、中考、国庆等

提供了精细化气象服务，指导南昌市气象局完成飞行大会、南

航校庆保障工作，得到省领导和有关部门充分肯定。参加“江

西应急·2022”灾害事故应急救援综合演练，领导小组办公室

致信省气象局感谢提供精细化预报服务。 

3.指挥协调气象灾害防御 

3 月 31 日，省政府召开省气象灾害防御（人工影响天气）

指挥部全体成员会议，部署 2022 年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审议

通过《江西省 2022 年气象灾害防御工作要点》《江西省公众

气象灾害防御指南（试行）》，并印发至各市、县（区）气象

灾害防御指挥机构和省气象灾害防御（人工影响天气）指挥部

各成员单位。5 月中下旬，联合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派出 11个检

查组赴各设区市开展气象灾害防御和防汛检查工作，省气象灾

害防御（人工影响天气）指挥部根据检查情况报告，下发《关

于下达全省气象灾害防御检查问题整改要求的通知》，以“一

市一单”的形式要求各地举一反三，认真查找本地存在的气象

灾害防御薄弱环节，积极整改，逐一销号。7 月上旬，在全省

范围内开展气象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排查内容主要包

括组织领导、部门业务安全生产、防雷安全监管、气象灾害防

御重点单位责任落实情况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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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众气象服务 

1.提升公众气象服务满意度 

2022年全省公众气象服务满意度评分达到93分。通过“江

西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建设和推广应用，形成“国、

省、市、县、乡”5 级立体网络，全年共发布暴雨、大风、大

雾、道路结冰、高温、雷电等预警信号 17844期，预警信息发

布损耗时间由 480 秒压缩到 345秒，新增了 8种预警信息发布

渠道，预警信息发布覆盖面扩展了 17.86%。在全国首创微信朋

友圈精准靶向推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的服务新模式；通过“江

西预警发布”官方微信、微博、抖音向公众发布预警信息共 319

期，阅读量再创新高，达到 4640 万人次；通过新媒体矩阵对

接头条、百度百家号、人民日报人民号、快手、腾讯企鹅号等，

共发布预警信息 1595 期；实现了发布系统对接全省广电部门

4.5 万应急广播全覆盖、省委政法委“平安江西”综治网格全

省 6 级全覆盖体系和 200 万网格员及志愿者全覆盖，有效提升

“最后一公里”预警发布能力。通过“12379”叫应系统呼叫

应急责任人 1.15万人次 5219.1分钟，为紧急转移避险和安置

群众 55.96万人提供有力支撑。与省通信管理局深化合作，将

全网发布机制规定的 3 类灾害预警扩展至 14 类，共发布红色

预警短信 31 期，覆盖全省 1604万多人次，全网发布次数同比

提升 181.8%，预警种类提升 200%，覆盖县（市、区）数提升

100%，覆盖人次数提升 396.4%，发布平均用时缩短近 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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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进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全面完成气象灾害综合风险年度工作任务，开展了全省气

象灾害风险区划图绘制和报告撰写培训，全面完成省、市、县

三级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绘图和报告撰写工作。坚持“边普查、

边应用、边见效”原则，积极推进江西试点综合风险预估业务

建设。 

3.首创 AI 气象手语虚拟主播功能 

全国首创气象 AI手语全媒体服务，开展了气象 AI手语全

媒体传播技术研发、业务体系构建和服务模式探索等工作，构

建国内首个气象 AI 手语“数字人”，增强残疾人群体获取气

象信息的便捷性，推动江西公共气象服务均等化发展，不断优

化人民美好生活气象服务供给。成果已在部分地市气象部门试

运行，并拟推广至跨行业跨部门应用，相关工作获得中国气象

局和省残联充分肯定。 

4.开展防雷安全公益检测 

积极开展雷电防护装置安全公益检测服务项目 2132 个，

主要集中在纪念馆、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学校、医院、

公益文化场所、福利机构等，及时督促整改安全隐患 243 处。

开展防雷科普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乡镇、进企业、进

军营的“科普六进”活动 429 次，举办防雷科普宣传讲座 145

次，分发宣传资料 20.5万余份。 

5.健康民生气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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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江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江

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应急管理厅等

单位合作，促进气象服务由“外挂式”向“融合式”转变，联

合发布了江西防疫天气、野生毒蘑菇气象风险预警、高温天气

驾驶安全须知、夏季防溺水须知等 15 期气象服务产品，其中

“防疫天气”5G 消息服务专题累计发送用户 64 万人次，受到

各级领导和群众一致好评。 

6.气象科普 

拍摄制作“二十四节气”“323 世界气象日”“512 全国

防灾减灾日”“江西省公众气象防灾减灾”“名家讲科普”

等系列科普短视频 32 个，制作“江西省公众气象灾害防御指

南”图集 13 组、H5 页面 1 套，制作二十四节气科普文创挂画

24 幅。通过“江西气象微博”、“江西天气”微信、“江西气

象”抖音、快手等官方新媒体平台，发布气象防灾减灾科普图

文或短视频 300余期，累计点击量超 500 万次。科技活动周期

间，联合大江网拍摄制作“感受气象科技魅力”系列短视频 5

个并在多个平台展播。同时该系列短视频被学习强国江西本地

学习平台采用，并专设划卡模块，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三）生态文明建设气象保障 

1.气候康养品牌创建 

充分挖掘气候资源优势和价值，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转

换实践。推动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铅山县、定南县、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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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黎川县、遂川县等 6 地成功创建“中国天然氧吧”，全省

氧吧地区增至 24 家，创建数量居全国第三位。推动德兴市大

茅山风景名胜区成功入选首届国家级“避暑旅游目的地”名

录。“环庐山”避暑地、宜春市丰城市石江乡、萍乡市湘东区

白竺乡等 11 地乡镇和独立景区成功获评“江西避暑旅游目的

地”称号。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万龙山乡、上犹县东山镇等

5 地成功获评“江西避寒养生福地”称号。 

2.生态遥感 

完善和规范遥感监测业务，发布了《森林植被生态质量遥

感监测评价规范》（标准号）和《森林生态气象观测规范》

（DB36/T 1665-2022）地标，编制了《江西省生态气象遥感年

报（2022 年）》,参与编制了《2021 年全国生态气象公报》《长

江流域生态气象年报》。对全省火情、农业生产、气象灾害、

湿地生态及鄱阳湖水域面积等进行无缝隙遥感监测，编制发布

《卫星遥感监测公报》43期、《江西省生态质量气象评价公报》

5 期、《江西省水体卫星遥感监测月报》12期和《江西省陆地

植被卫星遥感监测月报》12 期。首次承接江西省受污染耕地严

格管控区项目技术服务工作，积极策应 2022 年鄱阳湖周边地

区冬闲水田耕沤灭螟专项行动。加强水稻面积、干旱、洪涝等

遥感监测，编撰多期气象呈阅件，指导地市发布有关植被生态

质量、地表高温、城市热岛、农业生产等遥感监测产品，多次

获省长及地方党政领导批示批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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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境气象 

联合省生态环境部门继续完善空气质量预报及会商机制，

共同开展未来 7天江西省环境空气质量会商、预报及评估工作。

完成江西省臭氧污染气象条件综合指数的研发，联合生态环境

部门开展了极端干旱天气影响下江西省臭氧污染成因分析，获

得生态环境部黄润秋部长的充分肯定。强化了科技成果转化效

益，与省环科院签署了《江西省大气环境质量预报与评估气象

保障技术服务》合同，强化环境空气质量预报、评估和科技支

撑能力。制作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实况和预报材料 90 余期，制

作全省抗旱专题会森林火险相关材料 10 余期，参加森林防灭

火专题会 6次。呈阅件《今年秋天我省气候将维持异常暖干臭

氧污染雨洗及扩散条件显著偏差》获省长叶建春、原副省长陈

小平的重要批示与肯定。 

4.应对气候变化 

积极推进江西省温室气体监测网建设，完成了《江西省温

室气体监测网建设二期项目》部分站点选址论证及基建等工作。

完成 2018-2020 年江西省人为 CO2排放及自然碳汇能力的计算

与分析，决策服务材料《江西省 2018-2020 年碳源汇监测评估

报告》获省长叶建春批示。编制完成了《江西省温室气体监测

月报》《江西省温室气体监测年报（2021）》及南昌、九江、

赣州市级温室气体监测公报。编制完成了《江西省气候变化监

测公报（2021）》。启动 2020年省级农业温室气体清单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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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启动《江西省适应气候

变化行动方案》的编制工作。编制完成《气象观测质量管理体

系文件-江西省温室气体公报制作流程作业指导书》，深入参

与地方政府“双碳”服务工作。 

5.人工影响天气 

围绕防灾减灾、农业生产、生态保护与修复、重大应急保

障等重点领域需求，积极开展常态化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全年

共组织飞机人工增雨作业 11架次，地面增雨防雹作业 2769次，

全省累计受益面积约 52.2万平方公里，增加降水约 21.8亿立

方米，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约 8.7 亿元。2022 年全省新建 21 套

地面催化剂发生器，与已建成的 64 套地面催化剂发生器初步

构建成地面催化剂发生器作业网。完成了人工影响天气火箭安

全锁改造，实现了地面作业装备加密技术全覆盖。完善了基于

WEB 的人工影响天气智慧业务系统 3.0 和手机 APP，实现人工

影响天气业务集约化和智能化发展。全省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能

力、安全保障能力、业务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人工影响天气

重点领域服务保障能力明显加强。 

（四）乡村振兴气象服务 

1.深化“六联合”，强化粮食安全保障气象服务 

持续深化与农业部门“六联合”机制，强化关键农时气象

服务，超前部署春耕春播，走访水稻种植大户，开展春播服务

需求调研。联合农业农村部门印发《关于做好 2022 年春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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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保障促进粮食稳产增产的通知》，部署全省春耕春播服务。

累计发布春耕春播、双抢、秋收秋种等关键农事气象服务专报

37 期。联合农业农村部门印发《江西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

工作方案》，开展“小满寒”、暴雨洪涝、高温热害、农业干

旱等风险预警业务,联合农业农村部门会商 7 次，联合发布相

关服务产品 18 期、发布专题服务产品 55 期、灾害防御通知 5

次，联合编发呈阅件 1期。推动“加大力度推广双季早稻早播

早育气象适用技术”写入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全力以赴做好粮

食生产工作的通知》（赣府厅发〔2022〕7 号）。联合建设全

省早稻早播气象适用技术推广示范点 93 个，发布早稻早播播

期气象预报服务产品 8期，早稻早播示范点平均每亩产量较正

常播期产量增产 6.4%，示范效益明显。报送双季早稻、一季稻、

双季晚稻、粮食等作物产量预报产品 8期，其中晚稻产量预报

气象呈阅件获得省领导批示。 

2.紧扣需求，不断优化特色农产品供给服务 

进一步深化脐橙、油茶、棉油、茶叶、水产等特色农业气

象服务。开展和引导全国柑橘特色气象服务，制作发布各类产

品 50 余期，其中获得省领导批示 2 次、提供中国气象局开展

决策服务 1次、央视播出 3次、两办刊物信息 1次、总台乡村

之声播音 1次、媒体报道关注多次。制作发布各类特色农业气

象服务产品 85 期，油菜产量预报气象呈阅件获省领导批示。

规范春茶气候品质评价技术方法和指标，大力开展农产品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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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评价服务，完成农产品气候品质评价报告 38 份，颁发了

“气候好产品”标志 46 份。《江西省农产品气候品质评价综

合服务平台建设项目》获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立项。 

3.推进精细化、智慧化、一体化农业气象服务 

开展了病虫防治、农田施肥、晚稻抽穗等六类格点化农用

天气适宜度预报。研发了 CLDAS农田干旱精细化监测软件，实

现逐日农业干旱精细化监测，为农业生产用水调度、防旱抗旱

提供支撑。实现了“江西微农”与“数字人大 2.0”平台的对

接，目前“江西微农”已与行业内外 5个平台建立了服务接口

和数据共享。“江西微农”用户数量突破 10 万，图文产品阅

读 28 万人次，省市县通过“江西微农”发布服务产品 6300余

期。 

（五）城市气象服务 

发展基于位置和影响的气象预报和风险预警服务，建立了

城市内涝实况通报决策服务业务，全年共发布城市内涝气象风

险预警 11 期、城市内涝气象风险潜势预报 3 期。智能网格预

报服务接入南昌城市大脑首页，数字化气象服务产品逐步融入

百姓生活。智慧气象新媒体发布终端接入重点单位、社区，气

象服务直达基层。建立每日生活、体育锻炼、道路交通等气象

指数产品 11 项，形成生活气象、旅游气象、交通气象、医疗

气象等城市气象指数产品体系，城市气象服务得到越来越多的

社会公众关注。开展了 2022 世界 VR 产业大会、2022南昌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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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2022年中国生态文明论坛南昌年会等重大活动的气象保

障服务，获得市委市政府的高度肯定。 

（六）专业专项气象服务 

1.综合交通气象服务 

按照《中国气象局办公室 公安部办公厅 交通运输部办公

厅关于联合开展省级恶劣天气高影响路段优化提升工作督办

的通知》要求，编制了《江西省交通气象保障服务优化提升试

点工作方案》，建立交通气象保障服务优化提升工作全业务流

程，探索逐步实现交通气象保障服务的制度化、规范化、自动

化和智能化，打造可供全省学习借鉴的范例模板，形成以点带

面的示范效应。联合江西省北斗研究院积极推进江西通用航空

低空气象监测预警技术研究与应用。开展了气象条件对水上交

通安全的影响分析、鄱阳湖航道天气预警等级指标判定以及鄱

阳湖风浪预报技术研究等工作，制定了《鄱阳湖航道天气预警

等级》地方标准。 

2.水库安全气象服务 

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

护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21〕8 号）关于提升水库信息化

管理能力要求，积极推广应用第五代移动通信（5G）、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促进系统融合、信息共享，为水库安全

运行提供技术支撑。以峡江水库、柘林水库等 23 个水库为试

点，充分发挥“5G+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优势，将大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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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水库水位、卫星、雷达和降水量等实况数据融入江西“智

慧水利”水库管家项目。利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算法建立针对

水库集雨区的雨洪耦合预测模型，研发建立水库防洪调度气象

服务平台，为全省防汛部门及水库电站提供精细化库区面雨量

预报及来水增量预报等。 

3.山洪地质灾害气象服务 

联合自然资源部门制作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产品并开

展靶向预警服务，有效避免人员伤亡。联合省水文监测中心于

开展“三个 3 天”预报，即提供“3 天天气预报、3 天天气预

测与 3天天气展望”，协助有关部门科学调度水库，共拦蓄洪

量约 44 亿立方米，减淹城镇 94 个，减淹耕地 65 万余亩，避

免转移人口 45.5 万余人。与自然资源部门联合制作发布《江

西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4期，与水文部门联合制作发布

《江西省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气象预警》32期。 

4.能源保供气象服务 

首次创建了省气象局、省能源局和省电力公司三部门电力

供需平衡定期会商机制与工作联动机制，充分发挥气象与能源

保供部门合力。全年共参与电力供需平衡周会商 15 次，制作

周气象评估分析产品 52期，制作能源保供气象专题材料 69期。

其中极端高温干旱天气期间，为省防指抗旱救灾调度会提供材

料 14 期，发布高温预测产品 14期，成功预测出高温干旱过程

的持续时段和异常程度。制定了《江西省气象局 2022-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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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峰度冬能源保供气象服务工作方案》，圆满完成能源保供气

象服务工作任务，相关工作获中国气象局通报表扬。 

5.旅游气象服务 

联合省文化和旅游厅在江西天气 5G 消息、江西天气和江

西风景独好微信公众号，发布了环井冈山、环庐山、环南昌“氧

吧+避暑”精品旅游线路推荐 3 期，创新研发了氧吧康养指数

预报模型，首次发布了庐山天然氧吧康养指数和负氧离子指数。

通过创建“中国天然氧吧”、国家级“避暑旅游目的地”“江

西避暑旅游目的地”等生态品牌，吸引康养、生态旅游产业投

资 144 项，产生经济效益 682.67 亿元，累计带来返乡下乡人

数 1.928 万人。在井冈山、庐山、三清山等高山景区建设常规

气象要素观测站、大气电场仪等旅游气象观测网，推出云海、

积雪、雾凇、雨凇、瀑布彩虹等特色气象景观预报。开展“一

县一花”试点示范，建立花期预报模式，为游客安排休闲出游

提供参考。 

（七）防雷减灾服务 

2022年全省共落雷 82.19万余次，创 3年来新低。闪电主

要集中在 4-8月、11月，占比 95.1%，其中 11月份闪电为 4.3

万次，是历年同期新高。闪电主要发生时段为 14-17 时，占比

45.7%。全省因雷击死亡人数 1人，创全省历史新低。全省各级

气象部门密切跟踪雷电天气，及时向社会发布雷电监测公报、

年报 30份，重大天气过程快报 6份,发布了《2021年江西省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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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减灾白皮书》。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网站、手机短信和

电子显示牌等多种手段发布雷电预警信号共 7356次，雷电预警

信息覆盖人数 4688.9 万人次。组织雷电灾害调查鉴定 44 次，

积极向当地政府汇报防雷减灾工作，提出加强防雷减灾工作建

议，上报防雷情况的呈阅件 623 件。开展防雷审计审核项目共

计 168个，提出整改意见共计 16条。开展防雷竣工验收项目共

计 231 个，提出整改意见 47 条。开展全省防雷安全检查工作，

共计 471个单位，发现并督促防雷安全隐患整改共计 383处。 

三、公共气象高质量发展能力建设 

（一）服务业务现代化建设 

依托《江西省省级强降水风险预警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完成国产高性能计算机系统升级，算力提升 7倍，超算能力达

到 360TFlops，居全国第六。完成气象大数据云平台升级，完

成 2022年“云化”改造目标，将 19 个系统集约整合为 4个系

统。研制了逐 10 分钟雷达估测降水和降水融合产品，完成本

省及周边 500多个交通站气象资料融入处理。开展基于双偏振

雷达和环境温度场等多源气象资料融合分析，新增闪电定位数

据、雷达 ROSE2.0 单偏振及双偏振产品、风能太阳能短期预报

产品等 33 类资料，研制降水相态实况产品，实现对降水粒子

相态的自动识别并上线服务。制定了《江西省气象数据产品准

入和退出实施细则（试行）》《江西省气象数据安全审查实施

细则（试行）》《江西省非涉密气象数据资源分类分级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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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气象数据开放共享实施细则（试行）》等。完成《江

西省气象局网络安全整体架构建设方案 V1.2》，规范设计网络

架构。制定了《江西省气象局服务党的二十大网络安全保障工

作方案》,切实做好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全省气

象部门网络安全保障工作。组织开展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网

络安全保护专项工作。开展网络和数据安全专项整治，组织完

成 11个设区市局和 29个县局网络安全技术检测，11个设区市、

54 个县（区）气象局完成内外网隔离。推进等级保护制度落地，

完成信息系统、互联网站、APP 等 4 个二级系统、5 个三级系

统的等级保护备案和网络安全测评工作。 

（二）预报业务现代化建设 

印发暴雨、短时临近预报预警业务能力提升工作方案

（2022-2025 年），强化预报关键技术研发，人工智能预报技

术快速发展。采用 CMA-SH3数值模式和 CLDAS温度实况作为训

练数据，制作 2m 温度预报客观方法；初步开展闪电客观预报

技术研发；利用深度学习指导短临强降水预报；利用 LightGBM

机器学习方法开展对全省国家站 24h 最高、最低 2m 温度预报

业务；开展短临短期无缝隙数值模式和江西短时强降水概率预

报产品研发；改进强对流客观分类预报技术。完善省市县短临

监测预报预警一体化平台，完善灾害性天气客观预报技术和分

钟级临近预报技术，升级强天气系统自动识别和灾害性天气实

时监测、快速预警技术，强化多源资料融合应用，实现水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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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率 1km 的逐 6分钟灾害性对流天气分类识别。完成暴雨预警

信号级别、阈值和防御指南等标准的初步制定修订，历史回算

回套和效果评估。 

（三）气象灾害监测能力建设 

在南昌、九江等 9个地市完成了 9套智能自动气象站建设，

在宜春、赣州、吉安等地开展了 40 余套省级气象观测站点升

级改造，确保乡镇气象要素监测全覆盖。在长江航道新建 4套

航道气象观测站。推进上饶、新余、抚州温室气体观测站建设，

启动萍乡温室气体观测站建设前期工作。加强社会气象观测管

理，新增设立志愿气象观测站 39个，涵盖工业、市政、农业、

林业等行业。新余、会昌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投入试运行，

景德镇、宜春风廓线雷达完成大修，全省雷达距地 1 公里探测

覆盖率 78%，雷达数据收集-应用时间提高到分钟级。印发了《江

西省气象局风云气象卫星应用能力提升实施方案（2022-2025

年）》，完善卫星遥感业务质量管理体系。聚焦鄱阳湖湿地生

态关键属性，建成鄱阳湖鲤鱼洲湿地通量梯度观测系统，实现

湿地梯度气象要素和碳（水汽）通量全面观测，为南昌成功申

报国际湿地城市和湿地等典型生态地区的碳源汇评估提供数

据支撑。 

（四）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聚焦气象业务服务重点领域，争取各类科技资源开展重大

关键技术研发，2022 年获各类科技项目立项 249项，其中，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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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1项、省重点研发计划 1项、省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1 项、中国气象局创新发展专项 1 项，部门

横向研究项目 1 项。优秀科技成果获得 2021 年度江西省科技

进步奖三等奖 2项，获得“绽放杯”5G应用征集大赛江西区域

赛三等奖 1项。2022 年度，全省共取得发明专利 6项、实用新

型专利授权 13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5项，部门内开展科技

成果评价 16 项、科技成果认定 4项，科技成果业务准入 5 项。

全面实施“智气象战略”，作为副理事单位加入江西省智能计

算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2个 03专项及 5G项目完成了验收。 

四、气象依法行政 

（一）气象法治建设 

完成《江西省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气象安全管理办法》

立法，完成《江西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江西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办法》等修法，《江西省突发气象灾害预

警信号发布及传播管理办法》列入省政府 2023 年立法调研项

目，年内制修订《江西省升放气球管理实施细则》等 5部规范

性，编制《江西气象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组织实施好“八

五”普法规划。制定气象普法计划、气象法治建设计划和普法

责任清单，多形式多渠道多时段开展普法活动，大力推行气象

科普+法治的“双普”模式。对全省 6 个地市的 19家防雷重点

单位开展了行政执法检查督查，制定执法检查计划和双随机抽

查计划，制定气象行政执法监督办法，组织了全省气象行政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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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证考试。推进全省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制度建设，修改省市

县权责清单。持续加强气象标准化建设。年内发布了 5项地方

标准，申报了 2项气象行业标准和 10 项气象地方标准；2 项地

方标准获得立项，组织 8项集中复审的地方标准开展修订工作。

开展气象标准实施应用和监督工作，组织全省 11 个设区市和

省局 10 个直属单位对气象业务、服务、管理中气象标准的贯

彻实施情况进行了监督和评估，并对气象仪器与观测方法、气

象防灾减灾、气候与气候变化、农业气象、人工影响天气、雷

电灾害防御等领域 8 项国标、6 项行标、5 项地标提出了标准

实施建议；推荐地方标准《天然氧吧评定规范》参加首届江西

省标准创新贡献奖项目奖评选，获得三等奖。获评“2021年度

全面依法治省优秀单位”。 

（二）气象行政审批 

编制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行政备案事项清单和行

政许可办事指南等，动态调整权责清单、“互联网+监管”清

单和政务服务事项清单；梳理电子证照信息数据，通过江西省

共享数据平台上传对接，年内完成 2015-2022年度全省“雷电

防护装置设计核准意见书”(2821 个)和“雷电防护装置验收

意见书”(2724个)电子证照数据收集。强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系统使用，将现有区域气候可行性论证成果汇聚到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管理系统日发布监管动态和曝光台信息，公布监管信息

50 余条，公布全省气象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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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中介服务规范整治活动，加强网上中介服务。 

（三）气象社会服务 

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关于切实加强防雷安全工作的

通知》（赣府厅字〔2022〕39 号），联合 15 部门印发《关于

印发加强防雷安全工作若干措施的通知》（赣气发〔2022〕74

号），与省应急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雷电预警系统建

设相关工作的通知》，与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对

防雷市场联合监管的通知》，经省政府办公厅同意建立了《江

西省雷电灾害防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进一步夯实行业主管

部门防雷安全监管职责，建立联合监管的长效机制。强化社会

服务，加强防雷事中事后监管。通过省局网站发布了《江西省

气象局关于做好 2022年度防雷装置定期检测工作的公告》《江

西省气象局关于做好 2022年升放气球安全工作的公告》和《江

西省气象局关于开展 2021 年度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年度报

告的公告》，对全省 6 个地市的 19 家防雷重点单位开展了行

政执法检查督查，制定执法检查计划和双随机抽查计划，制定

《气象行政执法监督办法》，组织了全省气象行政执法证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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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气象信息获取渠道 

（一）气象网站 

1.江西省气象局政府门户网站 

服务内容：及时公开有关规范性文件、气象政务信息、重

大气象工作部署、气象服务信息和统计数据等。 

获取途径：http://jx.cma.gov.cn/ 

（二）手机客户端 

1.江西气象 APP 

服务内容：天气预报、实况监测、决策服务、专业服务、

灾情信息发布五大栏目十八类气象服务产品，包括天气预报预

警、生活气象指数、天气实况、卫星云图、多普勒雷达图、台

风路径、闪电定位、气象情况反映、气象呈阅件、农业气象等。 

获取途径：打开网页 

http://218.65.88.29:20131/jxqxtqt/deviceinfos/ind

ex 或扫描二维码 
 
 
 
 

 
 

（三）官方微博 

1.“江西气象微博”江西省气象局官方微博 

http://218.65.88.29:20131/jxqxtqt/deviceinfos/index
http://218.65.88.29:20131/jxqxtqt/deviceinfos/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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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内容：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生活气象服务信息、

气象科普，跟踪发布灾害性天气和突发事件的最新动态，以及

与公众互动交流气象热点话题。 

获取途径：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u/2730752854?source=blog&is_hot=1 

 
 
 

 
 
 
 

2.“江西预警发布”官方微博 

服务内容：江西省最新突发事件预警信息情况、突发事件

发展动向、全省天气趋势、相关科学防御知识等。 

获取途径: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u/5871586161 

 
 
 
 
 

 

（四）官方微信 

1.“江西气象”官方微信 

服务内容：提供官方、权威的江西气象政务信息、气象科

普和天气查询。 

http://weibo.com/u/2730752854?source=blog&is_ho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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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途径：通过微信搜索“江西气象”。 

2.“江西天气”官方微信 

服务内容：天气预报预警服务信息、图文并茂的气象热点

新闻和生活贴士美文。 

获取途径：通过微信搜索“江西天气”或扫码关注。 

 
 
 
 
 
 
 

3.“江西微农”官方微信 

服务内容：查天气、微农服务和问专家三大版块。查天气

版块包括天气预报、天气实况、每日天气与农事、雷达、卫星

云图和生活指数；微农服务版块包括病虫情报、农事指南、三

农政策和田间课堂；问专家版块新增“专家问答”功能，280

余位农业、气象专家在线服务，实时解答各类生产问题，用户

还可以通过农情反馈、灾情互动分享田间动态。 

获取途径：通过微信搜索“江西微农”或扫码关注。 

 
 
 
 
 
 
 

4.“江西预警发布”官方微信 

服务内容：江西省最新突发事件预警信息情况、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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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动向、全省天气趋势。 

获取途径：通过微信搜索“江西预警发布”或扫码关注。 

 
 
 
 
 
 
 

（五）今日头条 

服务内容：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生活气象服务信息、

气象科普，跟踪发布灾害天气和突发事件的最新动态，图文并

茂的气象热点新闻和生活贴士美文。以及与公众互动交流气象

热点话题。 

获取途径：通过今日头条搜索“江西气象”。 

（六）抖音 

1.江西气象 

服务内容：天气预报预警、生活气象信息、气象科普等短

视频。 

获取途径：通过抖音搜索“江西气象”，抖音号：589781279。 

2.江西预警发布 

服务内容：江西省最新突发事件预警信息情况、突发事件

发展动向等。 

获取途径：通过抖音搜索“江西预警发布”或扫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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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手机短信 

1.“12379”突发事件预警短信 

服务内容：江西省最新突发事件预警信息情况、突发事件

发展动向等。 

获取途径：向可能受灾害影响的地区应急责任人和联络员

发送短信。 

2.天气短信 

服务内容：提供未来 1-3 天的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

温馨提示等信息。 

获取途径：编写手机短信“TQ+城市名拼音首字母缩写”

发 送 至 “10629121” 或 电 话 咨 询 各 大 运 营 商 及

“0791-86225121”，详见附表 1。 

附表 1  定制、退订气象短信方法 

业务名称 
业务代码 

发送号码 
定制 退订 

城市天气 TQ 城市区号 00000 10629121 

归属地天气 如九江：JJ 00000 10629121 

上下班天气 SB 00000 10629121 

5 天天气 WT 00000 1062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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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天气电话 

1.天气热线 

服务内容：天气预报预警信息、上下班、晨练指数、三小

时预报、旅游天气预报、气象科普和专家咨询等。 

获取途径：电话拨打“12121”。 

（九）气象信息显示屏 

服务内容：全省在线使用气象信息显示屏共约 1390 块，

实时发布当地气象实况、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警与防御指南、

农业气象预报与农事活动建议、气象科普等。 

获取途径：当地政府或气象部门建设的气象信息显示屏。 

（十）气象预警大喇叭 

服务内容：全省在线使用气象预警大喇叭 5891 套，实时

发布天气预报预警信息、防御指南和气象科普。 

获取途径：当地政府或气象部门建设的气象预警大喇叭。 

（十一）电视 

服务内容：天气实况、天气预报、重大气象信息、气象热

点新闻、生活气象等内容。 

获取途径：省级电视频道、中国气象频道、各地方电视台，

详见附表 2。 
附表 2  省级电视频道天气预报节目信息表 

播出频道 栏目名称 发布频次/时次 

中国气象频道 

本地天气 各时次 26/56 分，35 次/天 

实况信息 6 次/天 

气象资讯 全天候 

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根据实时情况插播 

江西卫视 早间天气预报 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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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间天气预报 11∶55 

晚间天气预报 18∶50 

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根据实时情况插播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根据实时情况插播 

江西都市频道 

都市气象站 12∶00 

天气预报 12∶30 

天气预报 18:30 

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根据实时情况插播 

（十二）广播电台 

服务内容：国内、省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灾害性天气预

警以及气象热点、专家访谈等。 

获取途径：“江西广播电视台”的综合新闻广播、都市广

播、音乐广播、交通广播（应急广播）、农村广播、民生广播、

旅游广播、财经广播、故事广播。 

（十三）报刊 

服务内容：天气预报、专题报道、热点解读、气象科普等

信息。 

获取途径：江西日报、江南都市报、南昌日报、南昌晚报

等各大主流报刊气象栏目。 

（十四）江西省公众气象灾害防御指南 

服务内容：气象灾害、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对应公众防御指

南等信息。 

获取途径：微信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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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西省常用气象术语释义 

（一）专业气象术语 

（1）降水量 

降落在地面上的雨水未经蒸发、渗透和流失而积聚的深度，

以毫米为计量单位。气象学上经常使用雨量等级或雪量等级来

描述降水强度（详见附表 3）。 

附表 3  降水量 (降雨、降雪)等级表 

雨量等级 
量值(mm) 

雪量等级 
量值(mm) 

12 小时 24小时 12小时 24小时 

小雨 0.1～4.9 0.1～9.9 小雪 0.1～0.9 0.1～2.4 

小到中雨 3.0～9.9 5.0～16.9 小到中雪 0.5～1.9 1.3～3.7 

中雨 5.0～14.9 10.0～24.9 中雪 1.0～2.9 2.5～4.9 

中到大雨 10.0～22.9 17.0～37.9 中到大雪 2.0～4.4 3.8～7.4 

大雨 15.0～29.9 25.0～49.9 大雪 3.0～5.9 5.0～9.9 

大到暴雨 23.0～49.9 38.0～74.9 大到暴雪 4.5～7.5 7.5～15.0 

暴雨 30.0～69.9 50.0～99.9 暴雪 ≥6.0 ≥10.0 

暴雨到大暴雨 50.0～104.9 75.0～174.9 

注：雪量等级中相应量值为纯雪化水量 

大暴雨 70.0～139.9 100.0～249.9 

大暴雨 
到特大暴雨 

105.0～169.9 175.0～299.9 

特大暴雨 ≥140.0 ≥250.0 

（2）降水概率 

降水发生可能性大小的量，以百分数（%）表示。 

（3）气温 

天气预报中所说的气温，是指标准观测场内百叶箱中距地

面 1.5米高处所测得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取 1 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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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0℃以下为负值。 

（4）相对湿度 

空气中实际水汽压与当时气温下的饱和水汽压之比。以百

分数（%）表示。 

（5）风向 

风的来向。人工观测，风向用十六方位法；自动观测，风

向以度（°）为单位。发布天气预报一般按东、南、西、北、

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偏东、偏南、偏西和偏北十二个方

向。 

（6）风速 

单位时间内空气在水平方向的移动距离，以米/秒（m/s）

为计量单位。为便于使用，把风速按一定量级区间划分为风力

等级（目前国际上通用“蒲氏风力等级”，本表所列风速是指

空旷平地上标准高度 10米处的风速），见附表 4。 

（7）能见度 

指能够从天空背景中看到和辨认目标物轮廓和形体的最

大水平距离。单位为米。 

附表4 蒲氏风力等级表 

风力等级 名称 
风速 陆面地面 

物象 米/秒 

0 静风 0.0～0.2 静，烟直上 

1 软风 0.3～1.5 烟示方向 

2 轻风 1.6～3.3 感觉有风 

3 微风 3.4～5.4 旌旗展开 

4 和风 5.5～7.9 吹起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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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劲风 8.0～10.7 小树摇摆 

6 强风 10.8～13.8 电线有声 

7 疾风 13.9～17.1 步行困难 

8 大风 17.2～20.7 折毁树枝 

9 烈风 20.8～24.4 小损房屋 

10 狂风 24.5～28.4 拔起树木 

11 暴风 28.5～32.6 损毁重大 

12 飓风 32.7～36.9 摧毁极大 

13 — 37.0～41.4 — 

14 — 41.5～46.1 — 

15 — 46.2～50.9 — 

16 — 51.0～56.0 — 

17 — 56.1～61.2 — 

18 — ≥61.3 — 

（8）雾 

近地面空中浮游大量微小的水滴或冰晶。根据水平能见度

大小分“轻雾”（能见度 1～10千米）、“大雾”（能见度 500

米～1千米）、“浓雾”（200～500 米）、“强浓雾”（50～

200 米）和“特强浓雾”（能见度不足 50米）。 

（9）霾 

大量极细微的干尘粒等均匀地浮游在空中，使水平能见度

小于 10千米的空气普遍混浊现象。霾使远处光亮物体微带黄、

红色，使黑暗物体微带蓝色。 

（10）寒潮 

寒潮是冬季的一种灾害性天气，是北方的冷空气大规模地

向南侵袭，造成大范围急剧降温和偏北大风的天气过程，一般

多发生在秋末、冬季、初春时节。我国气象部门规定：某一地

区冷空气过境后，24小时内日最低气温下降 8℃以上，且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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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气温下降至 4℃以下；或 48 小时内日最低气温下降 10℃以

上，且日最低气温下降至 4℃以下，则称此冷空气爆发过程为

一次寒潮过程。 

（11）雪 

固态降水，大多是白色不透明的六出分枝的星状、六角形

片状结晶，常缓缓飘落，强度变化较缓慢。温度较高时多成团

降落。 

（12）霜冻 

霜冻是指靠近地面的气温降到 0℃以下使植物体受到冻害

的天气现象。在秋、冬、春三季都会出现，多因寒潮南下，短

时间内气温急剧下降至 0℃以下引起；或者受寒潮影响后，天

气由阴转晴的当天夜晚，因地面强烈辐射降温所致。每年入秋

后第一次霜冻，称为初霜冻；翌年春季最后一次霜冻，称为终

霜冻，初终霜冻对农作物影响较大。 

（13）雷电 

雷电是发生于大气中的一种瞬态的、大电流、高电压、高

功率、长距离的放电现象。雷电一般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

雨云中，因此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和龙

卷风。雷电是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 

（14）冰雹 

冰雹是为坚硬的球状、锥状或形状不规则的固态降水，雹

核一般不透明，外面包有透明的冰层，或由透明的冰层与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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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冰层相间组成。大小差异大，大的直径可达数十厘米。冰

雹对农业危害很大，猛烈的冰雹会打毁庄稼、损坏房屋，有时

还会砸伤或砸死人、畜等。 

（15）龙卷风 

从积雨云中伸下的猛烈旋转的漏斗状云柱，伸展到地面会

引起强烈的旋风，即龙卷风，也称龙卷。龙卷中心气压很低，

造成很大的水平气压梯度，从而导致强烈的风速，一般估计为

50～150米/秒，有时可达 300米/秒，破坏力极强。 

（二）常用天气预报范围用语 

赣北：九江、宜春、南昌、上饶、景德镇、鹰潭、新余、

萍乡八市所辖各县（市、区）。 

赣中：吉安、抚州两市所辖各县（市、区）。 

赣南：赣州市所辖各县（市、区）。 

大部分地区：预报服务范围覆盖大于 50%的区域，S≥50%。 

部分地区：预报服务范围覆盖 10%～50%的区域,10%≤S＜

50%。 

局部地区：预报服务范围覆盖 3%～10%的区域,3%≤S＜10%。 

个别地区：预报服务范围覆盖小于 3%的区域，S<3%。 

（三）常用天气预报时间用语 

气象部门以北京时 20 时为日界，天气预报中常用的时间

用语有： 

白天：08-20时，上午：08-1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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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前后：10-14 时，下午：12-20 时。 

傍晚前后：17-20 时，夜里：20时-次日 08时。 

上半夜：20-24时，下半夜：24-08 时。 

半夜前后：22-次日 02 时，早晨：05-08时。 

上旬：每月 1-10 日，中旬：每月 11-20 日，下旬：每月

21 日-月底。 

汛期：每年 4-8月。 

春季：3-5 月，夏季：6-8 月，秋季：9-11 月，冬季：12

月-次年 2月。 

以上时间指北京时，日期指公历。 

（四）天空状况用语 

天气预报中所说的阴晴，是根据空中云量的多少来区分的。

云量是指云遮蔽天空视野的成数。气象上通常将所能见到的天

空划分为 10 等份，然后对天空中的云量进行估测。 

晴天：天空无云，或中、低云云量不到天空的 1/10（1成），

或高云云量不到天空的 4/10（4成）。 

少云：天空有 1-3 成的中、低云，或有 4-5成的高云。 

多云：天空云量较多，有 4-7成的中、低云，或有 6 成及

以上的高云。 

阴天：中、低云云量占天空面积的 8 成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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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温度用语 

最高气温：一般指白天出现的最高气温，受太阳辐射的影

响，最高气温一般出现在 14 时前后。 

最低气温：一般指夜间出现的最低气温，一般出现在清晨

6 时前后。 

由于受冷空气影响等原因，有时最低气温不是出现在明天

早晨，而是出现在明天白天，气象台站往往用“明天最低气温”

这个用语。 

（六）降水用语 

零星小雨：降水时间很短，24小时降雨量不超过0.1毫米。 

阴有雨：降雨过程中无间断或间断不明显的现象。 

阴有时有雨：降雨过程中时阴时雨，降雨有间断的现象。 

阵雨：雨势时大、时小、时停、雨滴下落和停止都很突然

的液态降水。 

雷阵雨：降水时伴有雷声或闪电的阵雨。 

毛毛雨：稠密、细小而十分均匀的液态降水，下落情况不

易分辨，看上去似乎随空气微弱的运动飘浮在空中，徐徐下落。

迎面有潮湿感，落在水面无波纹，落在干地上只是均匀地润湿

地面而无湿斑。 

局部地区有雨：降水地区分布不均匀，有的地方下，有的

地方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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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2022年气候统计） 

站名 平均气

温(℃) 

气温距

平（℃） 

异常度 异常结果 降 水 量

（mm） 

降水距平

百 分 率

（%） 

异常度 异常结果 

安义 17.9 0.5 1.27 偏高 1475.1 -09.6 -0.48 正常 

南昌 19.6 1.1 2.11 异常偏高 1558.4 -08.5 -0.42 正常 

进贤 18.9 0.4 0.95 正常 1579.2 -12.2 -0.72 正常 

新建 18.8 0.2 0.21 正常 1426.3 -13.3 -0.67 正常 

南昌县 19.1 0.4 1.02 偏高 1387.3 -14.5 -0.67 正常 

修水 18.3 1.1 2.54 异常偏高 1070.6 -35.7 -1.58 显著偏少 

九江 18.1 0.3 0.63 正常 1095.4 -25.7 -1.26 偏少 

柴桑 18.5 0.8 1.49 偏高 1098.4 -25.8 -1.27 偏少 

瑞昌 18.5 1.0 2.02 异常偏高 947.1 -37.1 -1.98 显著偏少 

庐山 12.8 0.6 1.21 偏高 1482.8 -28.1 -1.32 偏少 

武宁 18.5 1.0 2.47 异常偏高 1168.5 -24.0 -1.07 偏少 

德安 18.2 0.9 2.05 异常偏高 984.3 -33.2 -1.66 显著偏少 

共青城 18.9 1.6 2.94 异常偏高 803.5 -46.2 -2.24 异常偏少 

永修 19.0 1.1 2.01 异常偏高 1339.2 -17.2 -0.85 正常 

湖口 18.5 1.0 2.11 异常偏高 1045.4 -28.3 -1.48 偏少 

彭泽 18.5 1.1 2.63 异常偏高 1108.0 -28.1 -1.26 偏少 

庐山市 19.0 1.0 2.12 异常偏高 1060.3 -29.7 -1.37 偏少 

都昌 18.8 1.0 2.08 异常偏高 1205.2 -21.7 -0.94 正常 

铜鼓 17.6 0.7 1.75 显著偏高 1961.2 04.4 0.22 正常 

宜丰 18.8 1.0 2.05 异常偏高 1855.1 01.4 0.08 正常 

万载 18.8 0.9 2.00 显著偏高 1448.3 -17.1 -0.90 正常 

上高 19.1 0.8 1.66 显著偏高 1551.4 -10.9 -0.62 正常 

宜春 19.0 1.1 2.37 异常偏高 1704.0 01.8 0.10 正常 

靖安 18.6 0.9 1.94 显著偏高 1601.6 -08.3 -0.42 正常 

奉新 18.3 0.3 0.48 正常 1738.0 -01.0 -0.06 正常 

高安 19.7 1.2 2.26 异常偏高 1492.2 -14.4 -0.81 正常 

樟树 19.0 0.4 0.77 正常 1827.9 03.6 0.20 正常 

丰城 19.6 1.2 2.20 异常偏高 1493.8 -14.7 -0.74 正常 

景德镇 19.1 0.8 1.48 偏高 1668.3 -11.5 -0.56 正常 

浮梁 18.7 0.6 1.29 偏高 1686.3 -10.4 -0.51 正常 

乐平 18.8 0.3 0.89 正常 1711.0 -10.0 -0.46 正常 

鄱阳 19.5 1.1 2.06 异常偏高 1612.2 -03.6 -0.17 正常 

婺源 18.2 0.7 1.42 偏高 1949.3 -03.5 -0.15 正常 

余干 19.7 1.1 2.00 异常偏高 1495.5 -14.2 -0.68 正常 

万年 19.2 1.0 1.90 显著偏高 1709.1 -08.9 -0.43 正常 

德兴 19.2 1.1 2.11 异常偏高 1905.9 -06.8 -0.33 正常 

弋阳 19.6 0.9 2.14 异常偏高 1772.0 -13.8 -0.65 正常 

横峰 19.4 0.5 1.02 偏高 1793.8 -09.7 -0.46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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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山 19.3 0.4 1.02 偏高 1692.7 -13.0 -0.67 正常 

玉山 19.2 1.1 2.02 异常偏高 1994.6 04.9 0.23 正常 

三清山 18.0 -0.2 -0.32 正常 2220.3 17.3 0.83 正常 

广丰 19.1 0.6 1.39 偏高 2018.5 14.6 0.70 正常 

上饶 19.2 1.0 2.15 异常偏高 1945.5 02.4 0.12 正常 

广信 19.5 0.6 1.35 偏高 2103.5 14.2 0.65 正常 

萍乡 19.4 1.3 2.13 异常偏高 1770.0 04.8 0.29 正常 

上栗 19.0 1.0 1.89 显著偏高 1521.1 -08.5 -0.51 正常 

芦溪 18.5 0.6 1.34 偏高 1862.1 09.9 0.61 正常 

莲花 19.2 1.0 1.95 显著偏高 1394.4 -16.2 -0.92 正常 

鹰潭 19.6 0.7 1.90 显著偏高 1488.8 -24.4 -1.24 偏少 

余江 19.0 0.9 1.82 显著偏高 1456.1 -23.1 -1.22 偏少 

贵溪 19.5 0.5 1.21 偏高 1666.9 -16.3 -0.84 正常 

分宜 19.2 0.9 1.68 显著偏高 1689.1 02.0 0.11 正常 

渝水 19.0 0.4 0.75 正常 1632.1 00.1 0.00 正常 

临川 19.1 0.5 1.07 偏高 1624.8 -12.1 -0.60 正常 

东乡 18.8 0.4 1.01 偏高 1464.6 -22.6 -1.18 偏少 

乐安 19.1 1.1 1.65 显著偏高 1563.2 -10.7 -0.58 正常 

崇仁 18.4 0.5 1.02 偏高 1593.5 -12.7 -0.70 正常 

金溪 19.0 0.6 1.30 偏高 1637.6 -15.0 -0.74 正常 

资溪 18.2 0.8 1.54 显著偏高 1795.5 -14.6 -0.70 正常 

宜黄 18.7 0.7 1.69 显著偏高 1579.2 -14.9 -0.76 正常 

南城 19.3 0.9 1.73 显著偏高 1580.2 -13.1 -0.59 正常 

南丰 19.1 0.3 0.60 正常 1581.4 -13.2 -0.55 正常 

黎川 19.4 0.8 1.76 显著偏高 1724.6 -08.6 -0.38 正常 

广昌 19.2 0.4 0.92 正常 1484.0 -17.0 -0.68 正常 

安福 19.3 1.0 1.77 显著偏高 1568.8 -00.9 -0.05 正常 

厦坪 18.6 0.7 1.24 偏高 1460.3 -13.8 -0.76 正常 

永新 19.0 0.7 1.67 显著偏高 1458.5 -08.3 -0.50 正常 

井冈山 15.2 0.4 0.76 正常 1525.9 -21.3 -1.22 偏少 

万安 19.6 0.8 1.59 显著偏高 1052.8 -29.3 -1.37 偏少 

遂川 19.9 0.8 1.53 显著偏高 1268.6 -16.8 -0.94 正常 

泰和 19.5 0.2 0.51 正常 1144.8 -21.8 -0.99 正常 

新干 19.6 1.1 1.85 显著偏高 1704.9 05.7 0.29 正常 

峡江 18.8 0.8 1.63 显著偏高 1462.1 -11.6 -0.57 正常 

永丰 19.3 0.9 1.95 显著偏高 1542.6 -11.4 -0.56 正常 

吉水 19.9 1.0 1.87 显著偏高 1271.3 -23.4 -1.25 偏少 

吉安 20.2 1.1 2.11 异常偏高 1419.6 -12.9 -0.61 正常 

崇义 18.8 -0.1 -0.13 正常 1331.9 -17.8 -1.02 偏少 

上犹 20.0 0.6 1.19 偏高 1019.6 -31.7 -1.80 显著偏少 

南康 20.5 0.8 1.46 偏高 1297.3 -11.8 -0.68 正常 

赣县 20.6 0.7 1.46 偏高 1234.4 -15.4 -0.72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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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余 19.7 0.7 1.17 偏高 1462.2 -09.0 -0.56 正常 

信丰 19.9 0.0 0.06 正常 1360.6 -10.3 -0.52 正常 

兴国 20.0 0.7 1.44 偏高 1135.4 -28.0 -1.30 偏少 

宁都 19.8 0.7 1.47 偏高 1473.3 -20.2 -0.79 正常 

石城 18.9 0.2 0.48 正常 1548.4 -14.8 -0.59 正常 

瑞金 19.7 0.1 0.17 正常 1482.3 -10.0 -0.53 正常 

于都 20.9 0.7 1.40 偏高 1191.7 -22.3 -1.06 偏少 

会昌 19.9 0.1 0.19 正常 1425.9 -12.6 -0.74 正常 

安远 19.3 -0.1 -0.14 正常 1338.4 -13.9 -0.78 正常 

全南 19.1 -0.1 -0.12 正常 2064.9 22.9 1.42 偏多 

龙南 19.7 0.2 0.36 正常 1573.4 03.0 0.16 正常 

定南 20.3 0.8 1.22 偏高 1743.0 09.1 0.52 正常 

寻乌 19.8 0.4 0.82 正常 1731.3 07.7 0.37 正常 

 

 

资料说明 

（1）气温、降水（统计时段 20 时～20时）实时资料来自

全省 87个国家站。 

（2）气候平均值以 1991-2020年为基准。 

（3）气温、降水等气象要素的异常结果评价，采用年平

均气温距平（△T）、年降水量距平（△R）与标准差 σ 的比

值来判断气温和降水量是否异常。评价等级见下表： 

气温 降水 

△T/σ≤-2.0 异常偏低 △R/σ≤-2.0 异常偏少 

-2.0＜△T/σ≤-1.5 显著偏低 -2.0＜△R/σ≤-1.5 显著偏少 

-1.5＜△T/σ＜-1.0 偏低 -1.5＜△R/σ＜-1.0 偏少 

-1.0≤△T/σ≤1.0 正常 -1.0≤△R/σ≤1.0 正常 

1.0＜△T/σ＜1.5 偏高 1.0＜△R/σ＜1.5 偏多 

1.5≤△T/σ＜2.0 显著偏高 1.5≤△R/σ＜2.0 显著偏多 

△T/σ≥2.0 显著偏高 △R/σ≥2.0 显著偏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