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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务院关于加快气象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3号，以下简称“国务院3号文件”）
明确要求，新时期气象事业发展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坚持公共气象的发展方向，按照一流装备、一流技术、一流人才、一流台站的要求，进一步
强化观测基础，提高预报预测水平，加快科技创新，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气象现代化体系，提升
气象事业对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与支撑能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一流的气象服务。
到2020年，建成结构完善、功能先进的气象现代化体系，使气象整体实力接近同期世界先进水平，若
干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发展现代气象业务，是气象现代化体系建设的中心任务。
为此，中国气象局党组认真总结中国特色气象事业发展改革的经验，深入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气
象事业发展的需求，坚持“公共气象、安全气象、资源气象”发展理念，扎实推进业务技术体制改革
，加快推进现代气象业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国务院3号文件提出的实现气象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并
下发了《中国气象局关于发展现代气象业务的意见》（气发[2007]47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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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空间天气》描述了我国空间天气业务的设计理念与框架，介绍了空间天气科学的基本知识，指
出了我国空间天气业务在未来一段时间的努力方向，可为国家级业务的细化与改进提供指导，为省级
业务的设计提供基础。
全书共分六章，第1章对空间天气业务进行了综述；第2章对空间天气业务中涉及的主要科学概念进行
了介绍；第3章讲述了空间天气现象对相关技术系统的影响以及空间天气服务的技术方向；第4章叙述
了天地一体化监测的规划和已有能力；第5章介绍了空间天气预报的主要内容、方法以及预报结果检
验；第6章简要介绍了空间天气灾害及其初步防御和减缓建议。
　　《空间天气》可作为空间天气业务人员培训教材，也可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相关专业的学生及
科技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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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空间天气学的发展必须基于不断获取的对日地空间不同时空尺度的观测数据，其发展需要持续的
对于关键区域的相互可对比的观测作为支撑。
以科学研究为目标的探测是间断的，问题导向是难以相互匹配的。
而业务中的观测是连续的，区域导向且相互配合的。
因此空间天气业务观测是空间天气学及相关学科研究不可替代的数据源。
科研部门不可能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来建设和维护空间天气综合监测网，要全面提升我国空间科学的
研究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取得重大原创性科学成果，必须依靠空间天气业务部门为其提供持续可
靠的、天地一体化的空间天气监测数据。
　　1.2.3.2 科技成果转化的需求　　伴随着国家对空间天气基础与应用研究力度的不断增大，我国科
学家在空间天气的各种基本物理过程和机理研究，特别是在灾害性空间天气因果链的发生、发展和传
播研究等方面不断取得显著进展。
但是，这些研究大都侧重于科学与技术层面，在向业务服务能力的转化方面，还远远不能直接满足经
济社会与国家安全的需求，因而不能体现其应用价值。
因此，目前迫切需要实现相关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在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过程中，要考虑处于科技成果形成与转化不同环节或单位的“有所为、有所不
为”，着眼点放在宏观上的整体化与一体化，而不是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自己搞成果产业化，这就需
要空间天气业务部门来牵头将空间天气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科研成果的形成部门与用户需
求之间建立起联结供需的桥梁。
　　1.2.3.3 学科交叉发展的需求　　多学科交叉是空间天气业务的一大特点。
空间天气学所覆盖的学科领域，包括太阳物理、空间物理、大气物理、地球物理、流体力学、等离子
体物理、核物理等多学科交叉，也包括正在迅速拓展中的航天、信息、材料、生命和国家安全等领域
的交叉性学科。
但从研究的角度形成的交叉又无法发展形成系统的框架。
要形成这种框架必须有一个从本质上就需要这种交叉作支撑的体系来牵引，这种体系就是空间天气业
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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