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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以来，我们
与城运中心、水利局、应
急局、农业农村局多次会
商研判，创新探索形成了
气象预警高效传播、气象
服务实时会商、气象灾害
快速响应、气象灾情高效
处置的气象防灾减灾全
过程闭环治理的无锡模
式。”气象部门人士介绍，
如有强对流天气来袭，市
气象局会将预警信息第
一时间传递到市城运中

心，通过其三级纵向联
动，以高效快速的“链式
反应”传播到区、街道、社
区各板块，直达现场指挥
和各基层网格员。

据分析，无锡的各种
强对流天气中，最常出现
的就是短时强降水造成
的城市内涝问题，这就需
要气象部门不间断更新
预警信息、基层防汛责任
人及时到现场处置。“举
个例子，比如我们监测到

蠡湖大道某个点位雨量
较大且预计可能会产生
积水，我们会持续告知城
运中心那个区域的预计
降雨量，城运中心则会调
度可能受灾点附近的水
利、市政、交通、城管、消
防等部门的设施资源，协
助镇街迅速到达灾害点
位现场处置，并在微信群
里直播处置结果直到处
置结束。”

（晚报记者 吴雨琪）

本报讯 近日，遗传资源
鉴定会在江阴市江苏省现代
农业（特色畜禽）产业技术体
系江阴基地江苏威特凯鸽业
有限公司举行，江阴2个地方
鸽资源顺利通过了国家畜禽
遗传资源现场鉴定，为打造
全省乃至全国鸽种质资源基
因库迈出了坚实步伐。

据了解，本次通过遗传
资源鉴定的鸽为黑皂鸽和鹤
秀鸽。这两种鸽历史悠久，
其中鹤秀鸽是在我国东部沿
海地区独特的生态环境与风
俗习惯下，经养鸽爱好者长
期选择而形成的观赏兼蛋用
鸽种，在许多典籍、文学作品
和名家画作中时有出现，最
早记载于明代张万钟所著
《鸽经》，距今400多年；黑皂
鸽的历史更为久远，最早记
载于宋代，距今已有800多
年，也是养鸽爱好者长期选
择形成的家禽遗传资源。除
了驯化与选育历史古老外，
这两种鸽的外貌也极具特
色，鹤秀鸽体型中等偏小，
头、腹部羽毛呈白色，背羽及
翼羽为紫、黑、花斑、蓝对称
有色羽，宛如仙鹤；黑皂鸽全
身羽毛黑色，有绿色和紫色
的金属光泽，头圆颈短，体型
紧凑，眼大有神。

据史料及《鸽经》记载，
我国鸽品种近200多个，目前
还能见到的有几十种，但真
正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
源品种名录》的才3种，加上
黑皂鸽、鹤秀鸽也才5种，还
有大批鸽资源流落在民间。

“究其原因，主要是随着经济
发展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老一辈养鸽爱好者逐渐失去
养鸽空间，年轻一代很多人
不愿养，导致黑皂鸽、鹤秀鸽
等鸽种数量锐减，所以保护
我国地方鸽资源迫在眉睫。”
基地主任刘敏介绍，目前黑
皂鸽、鹤秀鸽的存栏量较少，
都分散在小家小户中，少则

几只、多则十几只。自2015
年起，公司便开始自发到农
户家收集黑皂鸽、鹤秀鸽，辗
转江苏、山东、河北等地，根
据鸽友提供的线索一家一户
去收集，历时近十年时间才
完成两个品种的扩繁整理和
保种重任。

“无论是从历史责任感
还是今后发展的需要来看，
对鹤秀鸽、黑皂鸽进行抢救
性保护，提纯复壮都势在必
行，且意义重大。将鹤秀鸽、
黑皂鸽等一批我国地方鸽资
源进行开发利用，有望发展
成江苏乃至全国的地方特色
经济。”刘敏表示，鹤秀鸽、黑
皂鸽外貌招人喜爱，可作为
观赏鸽推广，替代广场鸽，也
可作为家庭伴侣宠物鸽；两
种鸽体型较小，可作为节粮
型优质蛋鸽、肉鸽进行选育；
像鹤秀鸽羽色较多，还能为
鸽羽色性状研究提供丰富的
素材。

此前，地方鸽遗传资源
太湖点子鸽已于 2020年列
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
名录》，加上即将列入的黑皂
鸽和鹤秀鸽，至此，江阴共有
3个地方鸽遗传资源品种，占
据全国“半壁江山”。目前，
该基地鸽场内有鹤秀鸽保种
群303对，黑皂鸽保种群309
对，太湖点子鸽保种群 330
对。基地后续还将继续开展
地方鸽资源收集保护，建设
江苏省鸽种质资源基因库，
将我国特色鲜明的地方鸽应
保尽保。 （潘凡/文、摄）

锡城进入主汛期

市气象部门构筑多维防灾减灾服务体系
6月1日起，锡城已进入主汛期。据气象部门预计，今年无锡市

汛期降水偏多、温度偏高，气候状况总体偏差，异常天气气候事件偏
多、偏强。记者采访获悉，目前市气象部门已构筑多维防灾减灾服务
体系，为防汛工作提供“硬核”支撑。 地方鸽资源

再添“新成员”
数量占据全国“半壁江山”

进入汛期，强对流天
气频繁发生。5月27日，
无锡市发生强降水过程，
全市最高气温骤降10℃，
初夏“一夜回春”，让人
直呼“难以捉摸”。无锡
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介
绍，近期强降水主要是由
于南方的低涡切变线及
北方的槽线共同影响，

“在全球变暖背景下，更
容易发生极端天气事
件。”

强对流天气是指发
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
破坏力极大，常伴有雷雨
大风、冰雹、飑线、龙卷
风、短时强降水等灾害性
天气。局地性较强、空间
尺度较小、持续时间短却
能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强
大的力量，这些特性使得
强对流天气家族中的每
种天气现象都拥有着极
强的破坏力和灾害性。

“尺度小又迅速发

展的天气系统，在气象
上来讲是预报的难点。”
气象部门人士介绍，对
流性天气的生成往往很
突然，并迅速增强，这种
中小尺度的天气系统很
难被常规气象观测网捕
捉到。在强对流天气多
发的汛期，如何为防灾
减灾、减少经济损失提
供精准有效的气象支
撑？无锡市气象局给出
了自己的答案。

记者了解到，日前，市
气象局预警信息全网靶向
发布系统已开发完成并正
式投入使用。“以往的预警
采用全网分区方式发布，
部分手机用户接收会有一
定的延迟性，为了更及时
地将预警信息传递到各单
位和市民手中，去年开始，
我们搭建大数据智慧短信
平台，建立实时动态的数
据模型，结合天气系统的
地理分布，终于实现了气
象实时数据和灾害性短临
预警数据的融合。”气象部
门人士介绍，根据预警信

息发布区域需求，他们可
以锁定发布时效内在区域
附近停留的用户，通过预
报员在平台中圈定灾害性
天气影响区域，就可以实
现预警信息精准靶向发布
到公里级，预警信息的推
送效率也有了质的提升。

据了解，研发预警信
息靶向发布也是考虑到强
对流天气的特性，“比如我
们监测到半小时后在太湖
街道有短时强降水，该降水
影响范围有限，不需要全市
人民都知道，那预报员就可
以快速将这个预警信息推

送给在该区域内的所有人
员，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哪
怕你的手机号码归属地不
是无锡的，只要你本人停留
在这里，就可以收到我们的
预警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无锡
市投入使用的预警信息靶
向发布系统是全网级别
的，电信、移动、联通三大
通信运营商都包含在内，
这在全国属于领先水平。
在今年汛期，气象部门将
充分发挥该系统的最大化
效益，进一步提升气象防
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据了解，于2022年4
月立项建设的无锡强对
流灾害性天气监测预警
示范项目，目前已实施完
成了包括有32套区域自
动气象站、30套5G微型
站、1座太湖平台、10套城
市积涝监测站等陆面及
水面气象监测网，实现了
无锡地面5km×5km间
距气象基本要素监测网
格。不久前，惠山三茅峰

和宜兴铜官山上的两部X
波段雷达也已正式投入
使用，进一步弥补无锡高
空探测空白。

“目前全国使用5G微
型站的城市也不多，我们
也是在‘尝鲜’。”据介绍，
无锡市的30套5G微型站
是在区域站基础上均匀分
布的，区域站占地面积大，
且要经过严格的选址调
查，如果说区域站能够大

尺度地“嗅探”云团的内部
情况，深入到各个街道的
5G微型站则是保障城市
气象服务的“网格脉络”。

“我们在已有的区域站网
络的基础上进行了5G微
型站的加密，微型站体积
小、携带方便，还可以实现
温度、湿度、气压、风速、风
向、雨量六要素分钟级的
自动数据采集，从而进一
步提升地面监测能力。”

鹤秀鸽鹤秀鸽

黑皂鸽黑皂鸽

前提：强对流天气是预报难点

智慧赋能，预警信息全网靶向发布系统投入使用

科技利器，加速推进强对流示范体系建设

联动响应，探索创新防灾减灾全过程闭环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