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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development trend and advantages of fuse media at home and abroad, aiming at the problems of 
poor timeliness, narrow coverage, and difficulty in meeting the public’s demand for “weather forecast”,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meteorological disaster early warning information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fusion media, and the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super 
space-time, super region and strong two-way of fuse media should be used interactive, vivid image of the picture, information and text, 
and so on, so as to provide users with a variety of types, rich content, rapid dissemination, wider coverage and greater visualization of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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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在气象服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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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通过分析融媒体在国际现状、发展趋势和优势特点，针对当前传统气象服务存在时效性差、覆盖面窄、公众对于“天气预报”
的诉求难以得到满足等问题，提出气象预报预警信息与融媒体相结合，利用融媒体显著的超时空、超地域的特征与较强的双
向交互性，生动形象地将各类气象信息以视频、图片、动画以及文字等相互结合的形式进行传送，进而为公众和广大用户提
供类型多样、内容丰富、传播迅速、覆盖面更广和可视化程度更大的气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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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阶段互联网科技正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手机、电脑

等移动电子设备成为公众必不可少的工具，而随着社会的进

步和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气象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邮件、

短信、传真等传统的气象信息传播方式已远远不能满足人们

对信息的实际需求。对于严重影响人们正常生活的灾害性天

气，传统气象服务存在时效性差、覆盖面窄、公众对于“天

气预报”的诉求难以得到满足等问题，导致气象服务水平的

提升及相关业务的长远发展受到影响。

融媒体在气象服务中的应用旨在气象灾害预警信息与融

媒体相结合，将气象服务“最后一公里”打通，使之不拘泥

于文字形式，而是结合图文、视频等可视化的信息，利用融

媒体显著的超时空、超地域的特征与较强的双向交互性，生

动形象地把图片、信息以及文字等相互结合，进而给用户提

供更多类型的服务，做到信息传播迅速，可视化程度最大化。

同时，通过不同的渠道将服务信息传送给各类受众人群，提

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更好地推动信息领域之间的合作与创新

发展，促进气象服务朝着更好的方向迈进 [1]。

2 融媒体的概念

融媒体是充分利用媒介或载体，把广播、电视、报纸等

既有共同点又存在互补性的不同媒体，在人力、内容、宣传

等方面进行全面整合，使媒介或载体的功能、价值得以全面

提升的一种运作模式。可以说，融媒体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科

学方法，既是在实践中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行为，也是实现

“资源通融源、内容兼融、宣传互融、利益共融”的新型媒体。

融媒体对外是一个单位，一个声音，一种效果。[2]

除此以外，广播、电视、网络转变为共同为一个项目活

动服务的三种形式、手段和方法，价值上也会比单一媒体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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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得多，公众对这种活动的认可度也大大提高。融媒体的重

要意义在于理念的创新，除了扩展对媒介既有的狭义理解之

外，还意味着对传统媒介产业链的延伸和创新。融媒体出现

以后，媒介的产业链不再局限于新闻生产、交换、消费等环节，

产业链的线条会因新媒体的加入而有新的变化 [3]。

3 融媒体气象服务现状

融媒体从 2004 年发展的初级阶段开始，可谓突飞猛进，

以喜闻乐见、平易近人的形式，采用“使用 + 娱乐 + 互动”

等多元化的模式逐渐引领当下媒体传播途径朝着更广泛、更

新颖、更能迎合大众需求的方向发展。

目前，传统媒体仍占据气象信息传播途径的主要位置。

随着融媒体消费群体与日俱增，中国气象局、中国北京市气

象局、中国广东省气象局等中国范围内多个气象部门已大力

开展融媒体在公众气象服务中的应用。2011 年起，中国凤凰

卫视，中国北京卫视等多个电视台的天气预报节目引入新型

“虚拟演播模块”节目模式。中国气象局所属的“中国气象局”

官方账号粉丝量已达 419 万人次，单日阅读量达到 100 万余次，

并获得“人民日报”“共青团中央”等国家级官方账号的关

注与转发 [4]。

4 融媒体气象服务的必要性

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各行各业影响力强、交互程

度高的融媒体不断涌现。其中，以长微博、微信公众号论文、

移动客户端等为代表的自媒体市场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凸显，

甚至已成为当前中国媒介生态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做为现代

化的一种传播途径，融媒体以数据化、可视化的媒体传播为主，

通过网络数字数据、移动工具、社交软件、数字媒体平台等

形式进行传播，这些新的传播方式对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移动互联网条件下融媒体大发展时代正在来临。因此，建立

融媒体模式下的公众气象服务体系势在必行 [5]。

5 融媒体气象服务产品

5.1 所涉及的气象服务内容

（1）各类气象要素的定义及其发生发展和各种天气现

象对人类活动的影响等气象知识。

（2）转折性、关键性、灾害性天气的预测、实况和可

能造成的影响、损失的分析研究。

（3）常规天气气候预测信息，城市预报等适宜人们生

产生活的天气条件分析。

（4）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气象条件与各行业生产、社

会活动和百姓生活的关系，三性（灾害性、转折性、关键性）

天气带来的影响及其防御知识宣传。

（5）气象文明动态，各类气象文明活动编辑。

5.2 融媒体在气象服务中的应用方式

5.2.1 虚拟演播模块

突破现有电视天气预报模式，建立虚拟演播模块，对天

气预报节目的优势、劣势进行分析，调整优化结构，利用虚

拟演播模块中的柱状、饼状、视频窗、全球云图、城市预报、

气温曲线六大模块将气象预报产品深加工，提炼出图文并茂、

内容丰富、生动直观、灵活多样的气象信息传递给大众，使

其具备较高的可读性和可视性，以吸引更多受众，提高全社

会对气象信息的关注度。

5.2.2 访谈类栏目

改变传统气象节目单一服务模式，针对不同天气、节日

特点拟定相应节目主题，邀请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内外结合，

以贴近百姓、互动交流、答疑解难等通俗易懂的形式传播气

象科学知识，逐步加大气象防灾减灾的宣传力度，提高气象

服务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5.2.3 局校联合建立工作室

以局校合作的模式，引入当下最具创造力与感知力的学

校人才，结合学校的教学要求和学生特点建立气象工作室，

利用年轻人活力和扎实的知识储备吸纳更多有能力、有思想、

有创新的人才，开发新颖的视频题材与内容，促进气象事业

与人才教育共同发展。

5.2.4 打造多元化气象服务产品

利用各种编辑软件制作视频、文本、动画和图文并茂的

气象服务产品，丰富气象宣传形式，根据受众需求提高气象

服务的趣味性，从而逐步扩大气象服务受众群体。

6 融媒体在气象服务中的应用

根据融媒体的特点，分析各媒体的优势及所面对的群体，

根据产品的内容、形式和针对性，对气象服务产品进行分类，

分门别类在电视、报纸、广播、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

直播上发布，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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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气象服务中融媒体形式

7 开展融媒体气象服务的优势

（1）提升天气预报的交互性、客观性和针对性，提供

内容丰富、精准易懂的气象信息，更好为部门、行业、及公

众服务。

（2）与社会各界各部门强强联合，让防灾减灾融入各

行各业，大幅度提高天气预报的公信力和深入感。

（3）通过“两微一端”将气象信息以极高的时效性和

平易近人、深入人心的模式第一时间输送到公众手中，有效

解决气象公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4）融媒体气象服务的开展，产生了气象服务“无所

不在，无处不有”的效果，大大增加了气象信息的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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