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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区域性复合大气污染

处于共同的大范围天气系统的控制和影响

污染过程的同城性以及上下游输送过程需要区域

性监测和预报合作

污染空气质量改善需要共同减排

共同做好区域空气质量预报预警，成因解析，对

于疏导公众负面情绪、减轻政府压力具有



污染过程呈明显区域性



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的复杂性

长三角区域位于南北冷暖气团、东西海陆气团交汇以及西风带大陆上

空污染物质向海洋上空输送的“十字地带”，是多气团、多物质交汇

和各种复杂大气化学反应过程的重要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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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世博会期间长三角区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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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会长三角区域共享站点分布图

城市名 自动站联网
数量

臭氧测点
数

细颗粒物测
点数

杭州 10 2 1
嘉兴 1 - -
宁波 4 1 1
舟山 2 2 -
连云港 4 - -
南京 9 2 1
南通 5 1 -
苏州 8 6 2
上海 11 11 6

所有监测站全面落实原定工作方案
• 苏州站臭氧点位由原定的2个，增至6个



一、背景——上海市、江苏和浙江预报工作发展

 1999年 预报工作启动

 2005年 建立数值模式 开展一周潜势预报 分区日报

 2008年 建立专业预报员队伍 集合数值预报平台

 2009年 聘请气象专家 开展一周滚动预报

启动48小时预报

 2010年 建立AIRNow-I   体征日报，实时发布

 2011年 启动分时段预报 拓宽日报预报发布渠道

 2012年 内部启动AQI预报 AQI预报、临近污染预警

 2013年9月1日AQI预报上线

2011年起，江苏和浙江省预测预报工作得到了飞速发展。

起步
阶段

发展
阶段

创新
阶段

转型
阶段



一、背景——编制依据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3〕37号）

 《关于做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重点区域空气重污染监测预警工

作的通知》（环办函〔2013〕1358号）

 《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建设纲要（2010-2020年）》（环发〔

2009〕156号）

 《中央财政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2007〕

112号）

 《中央财政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资金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环发〔

2007〕67号）

 《三区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监测预报预警平台可行性研究》

 《长三角区域重污染监测预警工作方案（试行）》



 2013年8月，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组织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

和珠三角等地区相关人员在北京编制《三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预测

预报平台可行性方案研究报告》（以下简称《三区方案》）。

 2013年9月，在《三区方案》框架下，总站组织由上海牵头编制

《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中心建设方案》（以下简称《长三

角方案》）。

 2013年12月底，《长三角方案》通过了环保部组织的专家评审。

 2014年4月底，在总站组织下，根据专家意见，由上海牵头开展

《长三角方案》的修改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

 总站牵头编制的《三区方案》已基本完成，即将报环保部。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编制方案



其他准备工作
 与超算中心协调

 自2013年底至今， 根据建设方案需求和内容多次与超算中心沟通协调，超算
中心现已口头同意为长三角区域中心提供专用的高性能计算、存储资源和数据
传输网络。

 2014年6月，我局正式向超算中心发出了《关于商请保障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
预测预报中心高性能计算存储及数据传输条件的函》，请其复函予以确认。建
设方案已作相应调整。

 与市编办协调

 市编办已批复同意在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成立上海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
报中心（沪编〔2014〕189号）。

 与江、浙、皖协调

 3月底广州会议

 电话沟通

 6月区域建设方案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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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必要性

国家要求—环保部2013年11月印发了《关于做好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重点区域空气重污染监测预警工作的通知》

（环办函〔2013〕1358号），明确在上海建设长三角区域

空气质量预报中心。

区域需求—长三角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的重要内容之一，

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提供技术支撑。

本市需求—提升本市空气质量预测预报能力，提高空气重污

染预警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



2、建设目标-总体目标

 按照“共建、共享、服务”的原则，以全面提升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

报能力为目标，以业务预报会商为手段，以区域集合预报和信息共享

系统为载体，将长三角区域中心建设成为长三角地区的数据中心、研

判中心和会商中心。

 依托长三角区域中心，建立由监测数据共享与综合观测应用系统、污

染源和排放清单管理系统、预测预报系统、区域预报信息服务系统、

区域预测预报业务集成平台等五大子系统构成的预测预报业务平台。

 加强区域预报人才梯队建设，推动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水平

的不断提升。



2、建设目标-预期产品服务

 预报产品

 区域形势场预报产品

 区域高污染过程和来源分析诊断产品

 城市指导性预报产品

 常规预报会商报告

 精细化预报所需的初始场和边界场资料产品
 预警产品

 预警会商报告

 区域污染快报

 立体监测综合分析产品

 常规观测分析产品

 区域和背景站分析产品

 超级站数据分析产品

 遥感监测分析产品

 污染成因分析产品



2、建设目标-服务和培训

 联防联控技术支撑服务

 高污染减排措施效果评估

 区域内污染输送、污染来源动态解析评估等

 技术指导、培训和交流服务

 监测预警科研合作开放平台



3、总体框架

一个区域中心+四个分中心

+一个技术支持单位
环保部

环境监测总站

国家大气复合污染预报预警中心

环保部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
预测预报中心

可视化会商

江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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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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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
省
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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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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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中
心

上
海
市
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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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共享、服务 可视化会商

城市预报

可视化会商系统

排放清单系统

数据共享系统

预测预报系统

信息服务系统

业务集成平台

高性能计算支持

系统平台

领导组

筹备组

预报业务组

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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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设内容-系统平台

依托超算中心

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系统

区域
预测
预报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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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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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设内容-(1)监测数据共享与综合观测应用系统

 主要内容

 实现区域现有大气污染综合监测数据的实时共享、监测网络一体化管理，

建立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监测数据中心，为区域预测预报业务开展、评估

提供数据支撑。

监测数据共享与综合观测应用系统

数据
共享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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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
数据
综合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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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模块



4、建设内容-(2)污染源和排放清单加工系统

 主要内容

 制定规范，推进排放清单动态更新和快速更新，建立满足长三角区域数值

预报以及情景模拟和减排措施制定需要的排放清单系统。

污染源和排放清单加工系统

污染
源管
理

异构
数据
源管
理

排放
清单
更新

SMOK
E模型

模拟
方案
建立
与管
理

 功能模块



4、建设内容-(3)预测预报系统

 主要内容

 基于多模式支持的集合数值预报，并以统计预报为补充，经加工处理后生

成各类预报产品。

 功能模块

预测预报系统

集合
预报
子系
统

辅助
预报
子系
统

统计
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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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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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设内容-(4)区域预报信息服务系统

区域预报信息服务系统

产品
分发

预报
上报

政府
服务

公众
服务

分发
上报
发布
监控

产品
自动
化播
放

 主要内容

 制定数据分发和信息发布服务规范，建立长三角区域预测预报信息服务系

统。

 功能模块



4、建设内容-(5)区域预测预报业务集成平台

 主要内容

 将各子系统集成在一起，建成集成程度较高的一体化区域预测预报业务集

成平台。

 功能模块

区域预测预报业务集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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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设内容-(6)可视化会商系统

可视化会商系统

预报
资源

气象
资料

资料
共享

会商
业务
平台

综合
预报

预报
信息
监控

 主要内容

 以空气质量预报会商业务为主，确保“国家-区域中心-省市”三级预报中

心间的空气质量会商业务应用。

 功能模块



4、建设内容-(7)区域计算中心

 建设需求

 计算：提供约每秒185万亿次（TFLOPS）的计算能力。

 内存：对于集合预报和污染资料同化系统，内存容量设计为4GB/核，对于污染源

解析，内存容量要求大于8GB/核。

 存储：考虑存储可用性，系统裸存储容量大约1700TB，满足1年的在线数据存放需

求。根据5年的数据保存需求，配置720TB裸存储容量用于数据备份和存档。

区域计算中心硬件系统

计算
子系
统

存储
子系
统

网络
子系
统

管理
子系
统

 建设方式

 区域计算中心硬件设备：由上海超级计算

中心建设，长三角区域预测预报中心以租

用的形式使用。

 专线网络：由上海超级计算中心承担建设

，长三角区域预测预报中心每年支付运维

费。



4、建设内容-(8)机房建设

 主要内容

 区域计算中心的计算和存储设备：采用租用上海超级计算中心设备的

方式，因此这部分设备的所需机房本项目无需考虑。

 五大系统的应用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利用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现

有机房。该机房为2014年新建机房，分主体机房、UPS室、监控室等

部分，按国家标准B级机房设计和施工，满足区域预测预报中心当前需

要。



 主要内容

 建立一个能满足日常会商、要求的可视化会商室，实现区域中心与国家中心

、区域中心与省级分中心，以及必要时重点预报城市间的预测预报会商。

 组成部分

4、建设内容-(9)会商室建设

会商室建设

专业
扩声
系统

中央
控制
系统

大屏
幕投
影显
示系
统

远程
视频
会商
系统

会商
室灯
光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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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与分工

 区域预测预报中心：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的数据中心、联合预

报中心和会商中心，负责长三角区域预测预报工作的总体协调、区域层

级业务预报和对分中心的技术指导。

 四个分中心：三省一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上海市）各自的数

据中心和预报工作业务中心，负责本区域内的预测预报工作，并向区域

中心提供有关数据。

 区域环境气象中心：长三角区域污染气象条件的分析、研判与预报。

 各中心共同开展启动区域预测预报机制研究，包括预测预报工作机制、

预测预报平台建设、人才队伍建设、数据共享机制等。



组织保障

国家环境保护部

国家大气复合污染预报预警中心
监测总站

环保部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
预测预报中心

领导协调组

业务管理组

业务预报组 重污染会商组技术支持组 专家委员会

区域一周展望 常规业务预报 重污染预报

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

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
办公室



机制保障

首席预报员轮席制

• 由三省一市共同组建首席预报员、预报员、首席服务官团队，

采用轮席首席预报员的制度，开展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联合预

报会商。

首席预报员负责制

• 首席预报员负责组织区域空气质量的预报工作；主持区域空气

质量会商；应预报员请求，参加疑难污染过程的会商；具有对

区域空气质量预报结论进行修改的权利，并对修改的预报结论

负责。



工作内容-预报会商

 建立三省一市的跨区域、跨部门会商机制，包括常态会商机制和预警

会商机制。

• 常态会商机制：包括一周展望会商和未来2天空气质量预报会商。

• 一周展望每周一开展，由区域预测预报中心、华东区域气象中心、三省一市

分中心共同开展，会商内容为未来一周区域空气质量状况。

• 未来2天空气质量预报每日开展，由区域预测预报中心、华东区域气象中心共

同开展，预报会商内容为未来2天区域空气质量状况。

• 重污染会商机制：经监测预测，长三角地区半数或以上连片地级及以上城市，可

能出现未来一天及以上的重污染（区域预警相关细则以《长三角区域空气重污染

预警方案》为准），或收到辖区内三个或以上连片地级及以上城市报送的重污染

监测预测信息，及时组织开展区域预报会商，并组织重污染天气专家委员会进行

会商。经会商确认后，提前向长三角区域协作小组办公室报送预测预报信息。



协调联动

 区域预测预报中心、区域环境气象中心联合开展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

预测预报工作，定期向区域协作小组办公室报送区域预报信息；

 如遇重污染天气，及时启动区域预测预报中心、区域环境气象中心、

三省一市分中心之间的多方会商，结合各省市上报的重污染监测预测

信息，组织专家委员会会商后，向区域协作小组办公室报送长三角区

域重污染信息快报，为区域内省级和地级及以上城市提供重污染预警

指导性参考信息。当出现重大事项时，积极为政府环境管理决策提供

技术支持。



信息共享

 在监测总站支持下，实时共享3省1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区

域站和背景站监测数据；实时共享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超级站监测

数据；定期共享和更新长三角地区重点污染源在线数据和排放清单

数据；实时共享区域预报、省级预报、城市预报信息；

 区域预测预报中心向3省1市每日提供各类实时预报产品，指导3省

1市及重点城市开展预测预报工作。



平台共建

 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共享平台共建：在国家网数据平台基础上，三省一市组成

共享平台建设工作小组，共同建设监测数据共享与集成平台；

 区域污染物排放清单共建：三省一市共同组建排放清单更新技术小组，研究

制定区域污染物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和编制规范，定期开展排放清单的更

新和共享。

 预测预报业务平台共建：三省一市共同组建预测预报业务平台建设小组，研

究制定区域预测预报平台开发方案，开发区域预测预报产品、数据分析产品

、来源解析产品等各种预测预报基础支撑产品，共建预测预报业务平台。

 可视化会商系统共建：三省一市共同搭建可视化预报业务会商系统，建立区

域、省、市三级预报会商制度和首席预报员制度，实现可视化预报会商的业

务化



信息联合发布

 建立区域预测预报中心与三省一市之间的预测预报信息报送流程和

发布平台，建立区域预测预报信息服务平台，

 结合3省1市重污染应急预案，制定区域重污染预报信息发布方案，

对于预判可能发生的区域性重污染日，由区域中心联合3省1市监测

中心向总站报告区域预报信息快报，实现发布信息的共享和统一。

统一舆论宣传口径和发布渠道。



人才培养

建立预测预报技术培训平台、工作考核机制等，采用

“走出去、请进来”等培训方式，定期开展预测预报

技术、清单建立与更新、数值预报技术、系统建设与

运维等技术培训和交流。

建立一支专业的空气质量预报技术团队，定期开展交

流与培训



联合研究与交流

 在环保部和江、浙、沪环保厅（局）的支持下，由区域中心组织协

同3省1市开展有关长三角区域污染源排放清单、预测预报技术、信

息发布和公众服务、污染综合分析等方面的科研项目，并定期举行

技术交流和培训活动。



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一周展望（模板）



长三角区域未来2天空气质量（模板）



 2014年1月27日，首次开展春节期间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报联合

会商（三方会商），会商结论报送监测总站；

 2014年2月28日，开展两会期间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报会商（三

方会商）；

 2014年3月28日起，初步梳理了会商流程，逐步启动区域空气质量

可视化预报会商

区域空气质量预报会商工作进展



区域空气质量预报可视化会商

 2014年4月3日，全国监测工作现场会上，上海市环保、气象部门和江苏省、浙江省

环保部门成功演示了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报四方会商场景；

 2014年5月27日，全国人大在沪检查期间，上海市环保、气象部门和江苏省、浙江省

环保部门成功演示了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报四方会商场景；

 2014年6月5日，长三角区域中心参加了“六.五”环境日全国空气质量预报会商;

 2014年6月9日，上海市蒋卓庆副市长视察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中心，并听

取了上海市空气质量预报会商



一、背景

二、系统建设方案

三、工作方案

四、进度计划



 前期准备阶段（2014年1月~5月）

 编制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监测预测预报中心项目建设方案，并组织申报。

 建设阶段（2014年6月~2015年底）

 建立污染源与排放源清单加工系统，完善可视化会商系统、监测数据共享

与综合观测应用系统、预测预报系统和区域预报信息服务系统等内容。

 系统优化和全面实施阶段（2016年~2017年）

 开展区域预测预报技术攻关，进一步优化区域业务预报产品，不断滚动实

施技术更新、系统优化升级，预报产品不断丰富完善，建成较为完善的区

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工作平台，全面实施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业

务。

系统建设安排



工作进度安排

 2014年5-7月：与三省探索建立工作内容、机制及组织保障;编制长

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工作方案

 2014年7月：在监测总站的支持下，实现大气污染监测数据的实时

共享，实现三省一市超级站数据的实时共享

 2014年8月：实现大气重点污染源数据的共享，开展区域空气质量

预报会商，重点为青奥会空气质量保障提供技术支持

 8月1日起：每周一10时和周五14时

 8月16日起：每日15时

 2014年9月-12月：建设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平台，尝试开

展区域空气质量业务预报会商；实现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数据的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