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武汉新一代天气雷达项目资金及绩效目标表

资金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武汉新一代天气雷达项目 项目代码

项目主管部门 武汉市气象局 项目执行单位 武汉市气象局

项目负责人 黎明锋 联系电话 027-83238252

项目类型 1.部门项目 √ 2.公共项目 □

项目申请理由

1.项目的法律或政策依据：《关于中国气象局与湖北省人民政府部省合作联席会议有关情况的报告》、

武汉人民政府发布《武汉市气象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2.项目与部门职能的相关性；天气雷达是短时临近天气预报预警气象服务中最有效、最准确的气象

探测装备，是天气预报员的“眼睛”，是保卫武汉的“哨兵”，可大幅提升了我市灾害性天气预警

预报能力，在防灾减灾、国防建设、保障武汉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

取得了重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武汉天气雷达也是“中国天气雷达监测网”的组网雷达，在对

全省灾害性天气监测预警和联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前期工作进展情况：确定了首先站址为武汉市江夏区八分山，进行了电磁环境测试，林地选址准入

获省林业部门批复，项目规划选址可行性研究与生态准入通过专家论证，取得《建设项目选址意见

书》，完成建设用地勘测定界，通过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组织开展了项目的方案设计、市政府办

公厅组织专家咨询并提出了优选方案。

3.项目实施的现实意义，即项目聚焦于解决哪些现实问题；（1）可解决现有雷达设备老化现象严重

的问题。武汉天气雷达已连续运行 16 年且累积运行时间近 11 万小时，其可靠性、可维修性和使用

性逐渐下降，特别是天线机械结构部分磨损严重，故障维修难度大、维修周期长，维修成本高。武

汉天气雷达目前已出现诸多问题，严重影响雷达的运行性能和应用效果

（2）可解决与城市发展的相互影响日益突出的问题。 随着武汉城市建设不断发展，城市建设对武

汉天气雷达的探测能力已造成较大影响，雷达本身也对城市规划发展形成较大制约。随着武汉城市

快速发展，武汉天气雷达探测环境还将进一步恶化。同时，建筑物高度受到雷达探测环境保护的限

制，以武汉天气雷达为中心，在水平距离 1000 米范围内，建筑物的海拔高度要控制在 144 米以内；

在 1000-15000 米范围内，建筑物的海拔高度要控制在 144-284 米范围内。按照雷达探测环境保护的

要求，武汉市城区的建筑物高度要受到严格限制。（3）可解决现有雷达技术性能的先进性不足的问

题。 随着天气雷达技术的不断发展，双偏振天气雷达已在国外、内开始投入应用。武汉天气雷达现

为单极化体制，与双偏振天气雷达相比，单极化体制天气雷达的不足非常明显：它仅能获取目标物

的强度信息(ZH)、风场（平均径向速度 V 和谱宽）信息，无法获取微物理场的信息及特征，限制了

雷达对降水率、云中含水量等的探测精度和对气象目标的识别能力。与现有的雷达系统相比，双线

偏振多普勒天气雷达不仅能得到现有雷达系统所能获得的目标物的幅度信息（强度），相位信息（速

度和谱宽），还能根据回波信号的不同偏振（极化）信息计算出气象目标中极为重要的微物理场的

信息（如云内粒子的相态、排列取向、空间分布和尺度谱等），这些信息不仅能极大的提高雷达定

量测量降水率，云中含水量等的精度，提高对气象目标的识别能力，可分析、识别降水的类型，提

供识别风暴中水汽凝聚的过程，提高降水估测精度；而且在评估大气环境侵蚀参数等特殊气象保障

方面也有极大的应用价值，因此，从技术和经济角度看，双线偏振多普勒天气雷达将是天气雷达发

展的一种趋势。

项目主要内容

本项目主要包括雷达塔楼建安工程、S波段双偏振多普勒天气雷达系统及配套工程等。

1.雷达塔楼建安工程

雷达塔楼建安工程规划用地面积 8672.01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5250 平方米，包括雷达塔楼工程和红

线外道路工程。雷达塔楼建筑标高 79.2 平方米，含雷达用房、业务用房、辅助用房、附属用房。

2.雷达系统

新一代天气雷达系统选用目前国内最先进的 CINRAD/SAD 型 S 波段多普勒天气雷达，其采用吸收了美

国双偏振多普勒天气雷达先进技术，由中国气象局主导自主研制生产。

项目总预算 14780.86 项目当年预算 918

项目前两年预算及当

年预算变动情况
2022 年发改委安排 918 万元

项目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项目 金额

合计 918

1.财政拨款收入 918

其中：申请当年预算拨款 918



2.事业收入

3.上级补助收入

4.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5.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6.其他收入

7.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8.上年结转

其中：使用上年度财政拨款结余结转

项
目
支
出
预
算
及
测
算
依
据

项
目
支
出
明
细
预
算

项目支出明细 金额

合计 918

1.建安工程费用 918

测算依据及

说明

项目估算总投资 14780.86 万元，其中中国气象局提供 3000 万元设备，市级财政投资 12875 万元（市

发改专项 7163 万元，市级支农专项 5500 万元）。根据项目建设进度需求，2022 年申请发改委专项

资金 918 万元。

项目绩效总目标 完成新一代天气雷达塔楼座、雷达塔主楼及雷达机房等辅助基建工程设施建设。

项目年度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投资占总投资比

重
100%以上

质量指标 符合设计和相关规范

要求
100%

时效指标 2022 年 12 底前 完成主体建筑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廉政工程 涉法涉纪廉政责任事件发生数=0。

安全文明施工

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起数

不涉及人员伤亡的一般安全事故发生起数

≤1；涉及人员伤亡的一般安全事故或者一

般以上等级安全事故起数=0。

生态文明指标
江夏八分山“网红”

打卡景点恢复率用率

1.对红线外除市民休闲步道和施工临时道

路外的其余林地、景观保持原貌

2.市民休闲步道基本修建完成，初步具备

环雷达塔楼步行游览条件

3.塔楼-1 楼气象科普馆场地完成，实现鸟

瞰城区的设计意图。

社会效益指标
天气雷达站网整体效

益得到充分发挥

初步具备通过数据全面共享与合作共建，

参与全国灾害性天气联防和全国天气雷达

组网业务试运行条件

社会效益指标
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的能力提高

初步具备为制作天气预报或短时临近气象

预警业务产品提供支撑的业务试运行条件

生态效益指标 防灾减灾能力
初步具备气象灾害监测、预警、预报能力

业务试运行条件

可持续影响指

标
工程可持续运行情况 运行管理规范，正常发挥效益

满意度指

标

社会公众或服

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公众关于本项目投

诉、上访或有关舆情

公众关于本项目投诉、上访或有关舆情起

数≤3

说明：项目支出明细栏目不应按经济分类填写，按照开展的具体子项目或单独工作任务分类填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