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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莲头半岛
出发，乘船向广阔的南海挺进。防波
堤以内，风平浪静，尽显海的浪漫；
防波堤以外，波涛汹涌，船随之飘摇
颠簸，让人不由得心跳加速，双手紧
抓船舷。

“今天的风只有五级，可以上
塔。”面对风浪，茂名市气象局技术
人员詹国伟显得格外淡定。他的目标
在距海岸线 6.5公里处的海面上，那
是一座海面以上高达 35 米的“大铁
塔”，也是中国首个海洋气象综合观
测平台。詹国伟的任务是从起伏不定
的船上攀爬上塔，再沿着 10 米风杆
一步步挪动，去更换出现故障的超声
风速仪。

这样惊心动魄的画面，在常年参
与海上作业的工作者眼中已是寻常。

“设备的日常维护不容易，从零开始
建 设 这 套 海 洋 气 象 观 测 体 系 更 困
难。”中国气象局广州热带海洋气象
研究所正研级高级工程师黄健告诉
记者。

从无到有，
观测体系创一流

黄健所说的“观测体系”，指的
是中国气象局南海 （博贺） 海洋气象
科学试验基地（下称“博贺基地”）。博
贺基地由“陆地-近海-浮标”三部
分组成，除了像铁塔一样的海上观测
平台，还包括海岸陆基观测基地和海
洋气象浮标。

坐落于莲头半岛东侧的博贺基
地，都观测些什么？原来，这里是台
风、暴雨、海雾、破坏性海浪、风暴
潮等气象灾害的多发区，每年能产生
直接影响的台风约有 1.6个。博贺基
地要观测和研究的，就是南海北部区
域的一系列海洋灾害性天气。

中国气象局广州热带海洋气象研
究所研究员毕雪岩向记者分析道：

“以台风为例，台风影响条件复杂，
移动路径多变，登陆时还会受到不同
地表和地形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要想
提升台风的预报精度，通过系统的观
测研究，摸清它的脾气很重要。”

在灾害天气多发区域开荒拓土、
下海立基，难度可想而知。黄健记
得，早在筹备建站的 2007 年，博贺
基地所在地还是一片光秃秃的海滩。
员工公寓没建起来，黄健和同事们只
能住在临时的工棚里，台风来时，工
棚的房顶被强风卷起，再重重砸下。

“每到台风来时，我们就用铁丝和钢
缆加固房顶，把板房捆成‘粽子’。”
黄健回忆道。

铺开海上观测平台建设的时间
轴，每一步进展几乎都以年为单位。
从画图设计到克服海上工程建设难
题，让平台能够独立潮中，两年时间
过去了；为解决平台上太阳能供电不
稳定等问题，配备9公里长的海底光
电复合缆，又过去了4年；其间，观
测设备的引进、集成、调试与检验，
更是反复进行。

海上高温、高湿、高盐的特殊环
境，让观测设备更加脆弱易损，这给
观测试验制造了不小的麻烦。像詹国
伟那样完成的维修作业，每年大概要
进行 20 多次。2014 年台风“海鸥”
来袭前，海上观测平台的变压器意外
损坏。为获得风浪的准确数据，黄健
团队只能逆风出海，上平台抢修。

“所有的渔船都在归港，海面上只有

我们的船在顶浪前进。”黄健说。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博贺基地在

边建设完善、边观测研究的情况下，
一步步发展成为中国海洋灾害性天气
研究最重要的野外观测试验基地，为
认识和理解台风、海雾等灾害性天气
过程和致灾机理，积累了一批宝贵的
实测数据，填补了中国海洋气象观测
的 空 白 ， 观 测 能 力 达 到 国 际 先 进
水平。

从无到有的过程虽然艰难，建设
成果却意义非凡。“博贺基地位于影
响中国大陆旱涝的夏季风水汽输送通
道上，来自西太平洋、印度洋和南海
局地的水汽输送，与发生在我国的大
范围持续性旱涝密切相关。”毕雪岩
表示，博贺基地的观测数据对全国海
洋气象科研和业务都会产生积极影
响，助力灾害性天气监测预警和业务
预报的优化改进。

科技支撑，
灾害预报更精准

2022年 8月 25日，台风“马鞍”在
茂名市电白区沿海地区登陆。此前，
得到消息的黄健团队已经与茂名市气
象局工作人员组成联合观测团队，前
往博贺基地做台风观测的试验准备。

在海岸陆地观测平台上，科研人

员不断巡查监测仪器设备，结合海上
观测平台回传的数据，开展台风登陆
海基-岸基协同观测。黄健表示，台
风登陆过程是理想观测对象，通过实
测获取的各种数据，能为开展台风边
界层结构演变机理以及台风近海强度
变化等科学研究提供有力支撑。

自 2008 年 首 次 开 展 超 强 台 风
“黑格比”的观测试验以来，博贺基
地已经承担了两个国家重点基础研究

发展计划 （973计划） 项目的野外观
测试验任务，捕获到 30 多个台风的
信息。博贺基地的登陆台风海-陆-
气一体化协同观测是 2018 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台风监测预报
系统关键技术） 的重要成果之一。

为了进一步探索台风的奥秘，黄
健团队还与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
所合作，从 2015 年起开展台风海洋
飞沫过程观测。黄健说，所谓飞沫，
是指粒径较小的海水滴，当它们在大
气湍流的作用下上升到高空后，会形
成海盐气溶胶。海盐气溶胶占全球气
溶胶的44%，对云层性质等因素有非
常大的影响，是气候预测最大的不确
定因素之一。当飞沫参与海洋-大气
界面的能量与水汽交换过程时，有可
能加强台风强度。

目前，国际上不同机构在此方面
的研究结果相差较大。“我国南海北
部地理环境具有特殊性，只有把第一
手数据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更好地
服务本土。”黄健说。

向海图强，
服务高质量发展

气象服务还走进产业中。走进茂
名市荔枝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荔枝
树丛蓊郁青葱，定睛细看，嫩绿色的
小果正在枝梢抽生，悄然吸吮着春日
雨露，静待夏日成熟。

凭借南海之滨的气候优势，茂名
市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连片荔枝生产基
地之一。2022 年，茂名市荔枝种植
面积约 135 万亩，年产量近 60 万吨，
销售收入达 80.7 亿元。如何利用天
时，趋利避害，悉心呵护甜蜜果实，
是果农们最关心的问题。

近年来，茂名市气象局搭建起荔
枝气象服务平台，并开发了荔枝气象
智能服务系统，为果农们提供分钟、
小时、星期等不同时效长度的天气预
报。不仅如此，气象服务科研团队还
会定期开展荔枝高温、冻害、干旱、
暴雨等灾害监测与风险评估，并及时
通过微信群推送给果农。

“从枝梢抽生期到开花结果期、
果实膨大成熟期到采摘上市期，气象
部门全程都有跟踪服务。”有30多年
荔枝种植经验的吕华觉得，气象服务
越来越精准实用了。

不只是荔枝，海洋渔业等产业也
获得了气象服务的加持。据了解，广
东省气象局研发了多源卫星数据融合
技术，为南海渔业中心提供海表温
度、海面洋流、海面盐度及高度等信
息支持，建立南海渔业资源渔场环境
数据库和栖息地指数模型，助力外海
渔业可持续发展。

广东省气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还将开展海洋生态遥感服务，依
托高分辨率卫星遥感监测海洋水色、
赤潮、油污等状况，并推动南海区域
海洋环境实测数据共享，为守护蔚蓝
大海的良好生态环境贡献气象力量。

图①：中国气象局南海 （博贺）
海洋气象科学试验基地全景。

广东省气象局供图
图②：技术人员正在维护中国气

象局南海 （博贺） 海洋气象科学试验
基地海上综合观测平台设备。

广东省气象局供图
图③：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山阁

镇那际村果园的荔枝熟了。
周泽佳摄

气象观测守护南海安澜
本报记者 朱金宜

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进程中，燃煤
发电备受关注。中国煤电装机容量早日达
峰，可谓众望所归。

近五年来，中国统筹能源安全稳定供
应和绿色低碳发展，科学有序推进碳达峰
碳中和。能源结构不断优化，实现超低排
放的煤电机组超过 10.5 亿千瓦，清洁能源
消费占比由20.8%上升到25%以上。

中国的能源禀赋是缺油少气、煤炭相
对较多，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正
在以较快的速度迎头赶上。中国的煤电装
机容量由 2018 年的 10.1 亿千瓦增长到 2022
年的 11.2亿千瓦，仅净增了 1.1亿千瓦；可
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由 2018 年的 7.28 亿
千瓦迅速增长到了 2022 年的 12.13 亿千瓦，
占发电总装机容量的比重提升至 47.3%。
2022 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总量历
史性地超过了煤电装机总量。然而，截至
2022 年底，中国煤电装机容量占总装机容
量的比重虽然下降到了约43.8%，但是发电
量的占比仍然高达58.4%。目前，燃煤发电
仍然是中国电力的主要来源。

电力行业是碳排放的重要领域，也是
实现“双碳”目标的主要“责任人”，电力
行业碳排放占中国碳排放总量的比例较
高。据测算，要顺利实现“双碳”目标，

电力行业的碳排放量到 2050 年要降低至 10
亿吨以下。所以，控制电力行业碳排放量
是推动中国碳排放早日达峰的重要措施。
但是，这么高的碳排放量要实现如此大力
度的下降，仅靠电力行业自身努力是远远
不够的。

多年来，在各方的支持和监管下，电
力行业持续开展了节能减排、提质增效、
绿色转型等工作，淘汰了数亿千瓦中小煤
电机组，近年来，全国供电标准煤耗持续
下降。客观地说，电力行业供给端还有碳
减排的潜力可挖，但是也要看到，电力行
业需求端对煤电机组增减的影响不容小觑。

为了减少燃煤发电的供给，支持煤电
行业做好碳排放控制工作并早日达峰，有
关各方应该积极做好电力需求侧的相关工
作。在用电效率的提升、用电结构的优
化、能源利用方式的革新、节能降耗技术
的研发应用、运用数字智能技术加快对传
统产业的改造提升等方面，要不断作出新
的努力，不断进行新的探索与尝试。

国务院下发的 《关于印发“十四五”
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 中，对钢
铁、有色金属、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
业的绿色升级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园
区节能环保提升工作、城镇绿色节能改

造、交通物流节能减排、农业农村节能减
排、公共机构能效提升以及优化完善能效
双控制度、坚决遏制高能耗高排放项目盲
目发展等作出了新的部署，并就深入开展
绿色生活创建行动，增强全民节约意识，
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
活方式等强化了相关责任的落实和有关政
策机制的完善。这对积极促进电力需求侧
的节能减排等工作，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
和意义。

202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8.34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2%；全社会用电
量 8.64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6%。电力
需求增长继续超过供给增长。整体控制住
电力需求的不合理增长，严控高耗电低效
率产业发展，努力改变浪费和奢侈耗电的
不良生活习惯，不断优化各种生产和生活
方式，让电力需求增速尽量慢下来、减下
来，是推动煤电早日达峰的重要之举。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
究中心副主任）

煤电达峰须加强需求侧管理
张安华

江西省赣州市建成投运瑞金电厂二期、信丰电厂等清洁煤电项目，通过煤电机组节能降碳
改造，降低电厂煤耗，推进能源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图为信丰电厂冷却塔水汽蒸腾，汽轮机带
动发电机高速运转，将机械能转化成电能输送至千家万户，保障电力供应。

朱海鹏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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