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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微博已成为公众获取气象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之一，在对灾害性天气进行服务时，微博也发挥了极

其重要的作用。台风“利奇马”影响浙江期间，“浙江天气”新浪微博以图文、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形式共

计发布博文 331 条，累计阅读量 1969 万余次，其中单条微博阅读量最高达 132 万次，单条短视频播放量最

高达 103 万次，其中多条微博被中国气象科普、浙江发布、新浪浙江、浙江在线等媒体大 V 引用、转载，

获得了良好的传播和服务效果。通过对此次台风微博服务的分析，今后，“浙江天气”新浪微博在对重大天

气事件进行服务时，应提前两到三天的进行服务，重视当天服务效果，多运用受众喜爱的短视频等新媒体

表现形式，并加强省市联动，从而准确高效地为社会各界提供精确的气象服务，提升公众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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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微博具有信息传播速度快、平台开放性高、内容分发渠道广等传统媒体所不具有的特点，

可以整合网络资源，使新闻资讯传播更加便捷和广泛
[1]
。现今，新浪微博已成为影响力最大

的新型社交网络平台之一，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4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截至 2018年 12月，经过新浪平台认证的政务机构微博达到 138253个，而政

务微博粉丝数排名前 20 中，气象类占了 4 个，这说明微博已成为公众获取气象信息的一个

重要渠道之一。另外，在对灾害性天气进行服务时，微博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2-7]

。 

“浙江天气”新浪微博账号自 2011年注册，通过 8年的运营，累积粉丝量 27余万。借

助新浪微博覆盖面广、传播迅速、活跃度高等优势，“浙江天气”在“利奇马”影响期间，

针对此次台风服务共发布微博 331条，累计阅读量 1969 多万次，其中视频播放量 390万次，

单条微博阅读量最高达132万次，单条短视频播放量最高达103万次，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新增粉丝两万余人。 

本文通过分析“利奇马”台风影响期间，“浙江天气”新浪的特点和传播数据，对发博

内容、发博时间等方面作了分析和思考，以期提升今后对重要天气事件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

平，降低气象灾害风险，并使微博成为政务机构和网民互动沟通的有效平台，扩大气象部门

的影响力，提升公众的满意度。 

1“利奇马”影响期间微博服务分析 

受台风“利奇马”影响，浙江省气象局于 8 月 8 日启动台风应急响应，15 日解除应急

响应。因此，本文仅对 8 月 8 日至 15 日台风影响期间的微博服务情况进行分析，数据统计

截止时间为 8月 15日。 

1.1“利奇马”概况 

2019年第 9 号台风“利奇马”于 8月 4日生成，7 日经历三连跳，加强为超强台风，于

10日 1时 45分在台州市温岭城南镇以超强台风级别登陆，10日 03时减弱为强台风，05时

减弱为台风，09 时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穿过台州市、金华市、绍兴市、杭州市、湖州市等

地，于 10 日 22 时离开我省进入江苏省。“利奇马”来势汹汹，维持超强台风等级时间长达



51 个小时，为建国以来登陆浙江第三强台风，也是滞留我省时间最长的超强台风。在“利

奇马”影响下，浙江暴雨范围广，总量大，局地出现极端降水。另外，“利奇马”大风范围

广，持续时间长，为实测风速排登陆浙江台风第二位。 

1.2“利奇马”影响期间微博特点 

台风“利奇马”影响期间，“浙江天气”微博呈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发声及时、与

网友互动积极的特点。 

1.2.1 内容丰富 

在预判“利奇马”会对浙江产生严重影响时，“利奇马台风报道浙江组”融媒体微信群

第一时间建立。微博以省级权威发声，地市提供一线资料的方式，发布了台风动态、灾害预

警、台风科普、风雨实况、灾情险情、抗灾救灾等信息，浏览量、传播量创新记录。其中，

“原台州气象局副局长陈宏义写给台州市民的一封信”引爆政务热点；“上海台风所在舟山

放飞探空观测气球，观测臭氧”的短视频播放量达 103 万次，转发量 332 次，点赞数 645

次。台州洪家观测站在狂风暴雨中放飞探空气球的短视频也一度成为媒体聚焦，播放量将近

40 万次，这说明灾害性天气情况下，网友对难得一见的气象观测业务非常感兴趣。10 日凌

晨 3 点，“利奇马”已登陆，微博视频记录下气象工作者奋战一线，坚守岗位的忙碌身影，

播放量达 75万，点赞数 4000余次。 

在生活服务类方面，侧重根据网友需求及网络热点发布博文。例如通过转发杭州萧山国

际机场、上海铁路局、浙江高速公路等官博信息，解答网友关心的出行问题。“坐在飞机上

能看到台风吗？”等趣味台风冷知识也引发网友热议。此外，一些和台风有关的“故事”也

通过微博讲述给网友，比如“老一代气象人老邬手工预测记录台风”让年轻人看到了过去台

风预报的方式，“海盐画家沈雄伟即兴创作的作品《台风来之前的渔港》”，获得了不少点赞。

随着“利奇马”一路北上，“台风中心直奔杭州，经过钱塘江”的微博倍受网友关注，挺进

热搜话题榜前列，单条阅读数高达 132万次，留言 600 余条，点赞数过万。 

1.2.2 形式多样 

首次主持创建话题“浙江天气直击利奇马”，并注重将文件、公文类高、冷、硬的台风

报告单内容转换成网友喜闻乐见、体验感更强的长图、小视频、直播等形式进行传播，丰富

了传播形式，期间话题阅读量达 1600多万。 

台风登陆前，推出两期“天气有门道”短视频栏目，由气象专家解读“利奇马”特征、

影响，观看人数超 10万。联合台州、温州、舟山、杭州、嘉兴气象部门，分别于 8 月 9日

17时至 19时和 8月 10日 9 时 30分至 11时 30分开设了两场“利奇马”追风直播，微博平

台收看人数达 52万人。推出长图《超强台风“利奇马”数字画像》，以图片形式直观的把台

风影响时间表等信息传达给网友。天气主播制作的台风天趣味“天气预报”，调侃台风期间

的天气预报犹如念绕口令，引得微博网友效仿、挑战。此外，天气罗盘小程序的信息查询功

能入驻了“浙江天气”新浪微博，扩宽了信息发布渠道。 

1.2.3 发声及时 

本次台风服务，浙江天气注重“抢时间”，第一时间发声，并做好提醒防范工作。台风



一级应急响应期间，微博小编 24 小时轮守微博岗，反复强调“利奇马”的严重程度，提醒

公众切莫掉以轻心，加强防范。另外，每三小时及时更新一次台风警报，同步推送气象灾害

预警信号外，其中单条台风警报信息阅读数最高达到 80万次。 

省市协同的服务模式也使此次微博服务更为高效及时。尤其是 9 日夜里，“利奇马”步

步逼近台州沿海，微博加密更新了台风动态以及前线风雨实况。10 日凌晨，在中央气象台

和浙江省台对台风登陆地进行研判后，于 1 时 53 分第一时间发布了台风登陆快讯，短时间

成为微博热点，获得了数以百计的转发量和点赞数。10 日，追风小组早起探访灾情，发回

第一手灾情资料，其中台州玉环文旦基地气象站受损、电力瘫痪、道路被淹的受灾视频，观

看人数接近 40万。由于服务全面、及时，信息量大，9日和 10日两天，浙江天气微博浏览

量和关注度呈井喷式增长。 

1.2.4 互动积极  

此次台风过程，网络关注度高。在微博服务上，更重视与网友的互动，积极回复留言、

私信，增加了粉丝的满意度，其中 10日总互动数达到 2 万 6千次（图 3）。9日至 10日凌晨，

是此次“台风”过程网友留言、提问的高峰时段，此时台风已经给浙江东部沿海带来了严重

的风雨影响，通过网友的微博留言获知了前方已出现大面积停电，我们也及时将台风未来的

风雨趋势，告知受灾地网友。在 10 日凌晨 1时 30分，“利奇马”步步逼近，一条“温岭城

南镇岙环突然安静”的留言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在确认是台风中心后，我们回复“台风眼了”，

该留言瞬间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2“利奇马”微博服务统计分析 

2.1 分析“利奇马”影响期间微博统计规律 

通过微博大数据统计，8月 8日到 8月 15日期间，“浙江天气”新浪微博共发布微博 328

条，其中原创微博 289 条，视频数 62 条。微博阅读总数共计 1969 万次，转评总赞数接近

3.7 万，总互动数 4.4 万余次，视频播放总数 390 万次，单条微博最高阅读量达 132 万次。

两场追风直播中，微博平台收看人数分别为 29万和 21万人次，接近总观看人数的 60%。 

 

图 1  “利奇马”期间总发微博数和总阅读数时序图 

由图 1可以看出，“利奇马”影响期间，微博发博数和阅读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其中台风登陆前一天和当天呈爆发式增长。台风登陆前一天，由于微博较重视发布预警信号

和灾害提醒，因此发博量是此次过程最高的一天，共发布博文 103条。台风登陆当天，发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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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下降，但总阅读数却高达 900万，为此次过程阅读数最高的一天，这说明台风登陆当天是

公众最关注的时段。而在台风登陆后一天，微博阅读数明显开始下降。 

 

图 2  “利奇马”期间总视频发布数和总播放数时序图 

同样，由图 2可以看出，视频播放数和阅读数趋势相同，峰值最高出现在台风登陆当天，

为 248万。台风登陆后一天，播放数明显下降。 

 

图 3  “利奇马”期间总转评赞数和总互动数 

由图 3 可以看出，“利奇马”影响期间，微博总转评赞数和总互动数较高的时段也是在

台风登陆前一天和当天，和微博阅读量呈正相关。今后，在重大天气事件发生当天，“浙江

天气”要在卖萌逗趣的基础上，注重官博立场，多发能与网友进行互动的博文，拉近与网友

的距离，并保持后续对天气事件的跟进服务，提升受众满意度。科普知识在事件发生前一天

和当天作宣传，效果可能更佳。 

 

对微博阅读量较高的 8月 9日到 10日两天数据按内容分类再做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8 月 9日至 10日“浙江天气”微博部分数据 

 台风消息 天气预报 灾害提醒 实况 短视频 台风其他 

阅读数（万次） 372 120 112 104 330 279.1 

转评赞数（次） 4851 1486 1387 2005 14796 4663 

由表 1可以看出，从内容来看，台风期间公众对台风消息关注度较高，台风路径、风雨

影响以及受灾地情况都是网友关心的话题。从表现形式来看，短视频仍是最受网友追捧的表

现形式。从转发、评论、点赞数来看，网友较热衷于对短视频进行互动、传播。因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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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事件服务中，在把握好官媒立场，注重消息发布的权威性和及时性的前提下，需开拓思

路，灵活运用新媒体工具，多采用短视频的形式进行服务。 

本次“利奇马”影响期间，微博短期阅读量创纪录的其中一个原因是部分博文被人民日

报、浙江省团委、中国气象科普、浙江发布、新浪浙江、浙江在线、钱江视频、浙江之声、

浙江卫视新闻中心等媒体大 V引用、转载，达到了较好的传播效果，从而提升了影响力。台

风期间，“浙江天气”共计新增微博粉丝 2万余人，这也是在短期内增粉速度最快的一次。 

2.2“利奇马”微博分析的几点启示 

从“利奇马”案例分析启示我们：在今后重大天气事件做微博服务时，一是需提前 2-3

天的进行服务前期素材准备。策划好与台风有关的气象业务现场的拍摄，如“高空大气探测

是如何进行的？”，“气象台是如何开展台风监测预报的？”，“电视气象预报的制作过程？”。

二是精心组织人员力量。针对台风登陆前，社会关注度高的时段，集中人员力量，每隔一个

时段，就投放一条微博，有步骤地推出。三是提高台风等灾害天气的科普宣传。重视登录前

当天的微博服务，使气象防灾减灾和科普宣传效果更好。四是提高科技含量。在做好转折性

天气服务的同时，以专业的角度把握好天气动态服务的准确性、及时性和权威性，开拓思路，

灵活运用新媒体工具，加强短视频的制作能力和发布水平。 

3 小结 

通过此次“利奇马”微博服务过程可以看出，在融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提高重大天气

事件微博服务能力非常有必要。今后，“浙江天气”应树立官媒立场，把握服务时效，利用

各种新媒体手段，准确高效地为社会各界提供精确的气象服务，加深公众对气象部门工作的

信任度和认可度。其次，要注重省市协同服务，建立微博矩阵，形成省市联动效应，发挥资

源整合的作用，使微博朝着专业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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