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夕年
一

月

气 象 学 报
玉工 人

,

,

十年来我国气象业务的发展

虞 鉴 王踢飞
中 央 气 象 局

提 耍

文中叙远新中国气象事业在建国十年来
,

依靠党和拿众
,

怎样从无到有
、

从小到大
、

从商到

繁地蓬勃地发展起来
,

在为国防和国民径济服务的各个方面
,

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我国一切的科学事业
,

包括气象事业在内
,

都是为了建靛武会主义 十年来气象业务

的发展过程
,

也就是气象事业在党的镇导下
,

为社会主义建殷服务面的扩大和具休深入的
,

过程 气象事业主要解决两个周愚
,

即 〔一 怎样使气象科学具正成为服务于社会主义建
殷的有效工具之一 二 怎样使国民握济部 四能蕉生产过程中及时获得高盾量的天 气 殖

报和气象青料
,

并加以正确的使用
,

以达到增产的 目的 要解决这两个周题
,

必履从思想
、

技术
、

粗撤三个方面着手 这是一个简题的三个方面
,

其中思想方面最主要 只有解决了

思想 的简题
,

气象技术和粗藏工作才能跟 上客观形势的需要
,

不断向前发展 由于厉次

政治运动
,

特别是全民整风
,

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工农业生产建毅事业全面大跃进的推

动
,

工 年我国气象事业
,

在社会主义建敲总路接的光挥照耀下
,

和其他科学事业一样
,

在政治拼帅
、

思想解放的基础上
,

也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

我国的气象科学
,

有着悠久的历史 但是在封建帝王枕治之下
,

却得不到什么发展

鸦片战争后
,

帝国主义为 了侵略我国
,

粉粉在我国殷立气象台站
,

公开地窃取我国气象情

报
,

为它俩的军舰和商船服务 国民党反动兢洽时期的气象工作
,

同样只是为了满足帝国

主义侵略和反动兢治阶极雄压人民
、

制造内战的需要
。

带着实足的半封建
、

半殖民地的反

动本盾
,

只是解放以后
,

在中国共产党的镇导下
,

才建立起人民的气象事业
,

气象工作才

获得了新的生命
,

真正地为人民服务
,

保征社会主义生产建毅的需要

新中国的气象事业是在 工”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建立起来的 当时 由于军

事任务和国防现代化迫切需要气象工作来配合
,

因此
,

国家决定先在草事部阴中建立气象

业务
,

以服务于国防建段和革事任务为重点
,

并兼顾国民翘济部阴的需要 这个决定
,

在

抗美援朝斗争中
,

充分征明了它的正确性

根据国家的决定
,

年底
,

成立了军委气象局
,

确定了气象事业的
“
建毅的

、

兢一的

手阴及务的方卦
, ,

当时建毅气象事业的任务是十分艰亘的 国民党反动派逃窜台湾后
,

大陆

留下的只是一个台站极端稀少
、

仪器杂乱破旧
、

技术力量非常薄弱的烂撰子 新中国的

气象事业必填在这个废墟上从头建靛起来 为了开展气象业务
,

军委气象局根据党的指

示
,

按照
“

分区建靛
、

集中镇导
, ’

的原 
,

从需要出发
,

先在国防及国民握济上迫切需要的地

点建立台站
,

同时根据天气预报和气象事业长远的需要
,

由点到面
,

加速布殷天气情报网
,

全国气象情报
、

青料的正确性
、

代表性和比较性是一切气象工作的前提, 因此气象技术标准

必履兢一 革委气象局在着手建殷的同时
,

在 年就福出了气象测报筒要等等基本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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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

桔束了国民党时期技术工作
一

极端混乱的现象 此外
,

为了壮大技术力量
,

在中央和

各大军区
, 陆擅举办了短期 拣班

,

及时 拣出大批的气象技术干部
,

基本
一

解决了台站

建殷和业务开展的迫切需要 由于党的倾导正确
,

在全休人 鼠的积极努力和苏联无私的

援助下
,

到了国民握济恢复时期拮束 年
,

我国气象事业就基本
一

七完成了天气情报

网的建殷工作
,

各极机构也相应地建立起来了

新中国气象事业的建靛一开始
,

就获得了气象研究和教育部阴的充分协作 早在
弓。年

,

军委气象局就和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在中央气象台
,

合作成立了联合天

气分析预告中心和联合青料室
,

共同进行天气分析镇报和气象查料的业务工作
、

服务工作

和技术指导工作
,

并在工作中培养了不少的干部 这一切
,

不仅大大促进了当时气象业务

的开展
,

井且为以后气象工作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国民握济恢复时期
,

气象事业在配合收复沿海息屿
、

巩固国防上
,

起了很大作用 同

时也为了农业
、

盐业
、

憔业 水利
、

工矿
、

交通运输等部四的需要
,

发布了寒潮及台风警报

沿海
、

沿湖和沿江各地
,

有关部 阴还殷立了暴风警报站
,

进行暴风警报的收听和传递工作

这一切在减免大风
、

暴雨
、

洪水
、

霜冻等所造成的揖害方面
,

有了显著的效果
,

各地党政倾

导及有关单位
,

由于及时牧到了警报
,

动具和粗辙草众
,

采取防御措施
,

就使得炎害性天气

的影响大为减朝

年起
,

我国国民趣济恢复时期巳告拮束
,

国家进入了国民握济建殷的第一个 五

年爵划时期 当时
,

革事气象工作
,

已有了一定基础
,

为了适应客观形势的发展
,

国家决定

各极气象部阴即斡归政务院和地方政府建制
,

为国民握济建殷服务

为了满足国民握济建毅部四的需要
,

迎接这一新的光荣任务
,

中央气象局和各大区
、

各省的气象管理机构
,

当时一方面用稠查
、

筋简
、

开座款会等等方式
,

了解各国民袒济部 阴

对气象工作的要求 另一方面大力整顿原有台站
,

并加速增毅气象站和高空站
,

’

修舒各种

侧报规范
,

以提高测报工作质量 与此同时
,

还积极整福国家基本建投方面迫切需要的各

项气候青料
,

改进天气分析角报方祛
,

提高炎害性天气预报盾量
,

并开始献作降水的中期

预报 党和政府对于气象为国民握济各部 四服务是十分重视的 , 年 月
,

政务院发

布了
“关于加孩炎害性天气预报

、

警报和预防工作的指示
, ’,

普遍引起了各极党政
、

握建部

阴和全国人民对气象工作的重视
,

从而为扩大天气预报服务面和粗撤蔺防工作剧造了良

好的条件 中央气象局根据这个指示的精神分别与工矿
、

农林
、

交通运输等有关部朋商舒

了炎害性天气警报发布办法
,

各极气象机构也与各有关单位直接建立了供应关系
,

因而使

气象为国民握济各部阴的服务工作
,

得到了广泛的开展

在 年到 年
,

我国广大农村合作化运动迅速开展
,

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 全国农业发展桐要 草案 的公布
,

拾气象事业带来重大的任务 为了满足农村中对

于气象工作的需要
,

气象部阴就开展了预报
、

警报下乡的服务工作
,

有些地方还舒出了具

体的预报
、

警报下乡传递办法
,

使天气预报特别是炎害性天气警报能够握常深入农村
,

保

愈农业的丰产丰收 自  年 月 日起
,

全国各气象台就开始通过当地报抵和人民

广播电台
,

向广大翠众
,

每夫定时地公开发布本地和区域的天气预报
、

警报 有些省和自

治区还粗撅了
“

流动气象台
” ,

在农忙季节
,

到农村中去服务
,

或在人民广播电台举办农忙

时期气象广播特 节目 在预报
、

警报下乡的过程中
,

由千各极党政倾导与有关单位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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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飞 十年来货国气象业务为发展

誉

鑫

视和支持
,

在防止自然炎害
,

保趾丰产丰收方面
,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气候青料工作方面
,

在第一个五年舒划期简
,

进行了大量的青料正辐和五年气候总

拮
,

完成了全国性青料图集十余项
、

单站气候查料正福近 四百点
,

为国家 项重大工程

建没提供 了殷舒所需的气候青料 此外
,

中央和各省
、

区 气象部 弓
,

还进行重要的气候分

析六十多项
,

其中包括二十多条河流流域规划的气候分析
,

开展了气候食料专 ,
目及务

,

个

圳省
、

区还开始了农业气象旬报的服务工作

到 , 年底
,

全国各极气象台站比解放初期增加了将近 倍
,

比 , 年也增加了

斗倍多 高空观测在解放前基本 是空白的
,

握过第一个五年针划的积极建 淤
,

到 工

年底高室观测网 包括探空和高空测风 已基本完成 此外农业气象
、

日射和热量平衡
、

无修电阴天测风等新的观测项目
,

也在开始建立
,

台站观测踢地合乎标准要求的达 界

以
,

基本气象仪器
,

都已握过检定 在有关工业部阴的大力支持下
,

气象仪器和器材艳

大部分已樱能在国 内生产
,

基本 满足了气象建投事业的需要

在 年下半年到 年 七半年
,

伟大的全民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

在思想战枝

和政治战检方面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全国人民在党所提出的 鼓足 干劲
、

力

争 游
、

多快好省地建没社会主义总路援的光辉照耀下
,

解放了 思想
、

破除了迷信
、

轰轰烈

烈地开展了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在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国民握济各个战技 七
,

都出现

了空前的大跃进的新局面
,

人民公社运动的迅速开展
,

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批擅向前发

展
,

加速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建段
,

并为全国农村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提供了最

好的形式 这一系列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
,

大大的促进了气象事业的发展
,

使气象事业迈

进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通过整风运动
,

气象业务部阴首先明确了发展气象事业必填恢靠党
、

走草众路辑
,

也

就是要恢靠全党全民办气象事业 其次
,

气象工作必须以服务为胭
,

以服务于农业生产为

重点
,

并兼顾各行各业
,

树立起生产观点
、

服务观点和草众观点 最后
,

在各项业务工作中
,

还必填执行党的两条腿走路的方卦
,

中央与地方并举
、

大中小相拮合
、

科学与覃众握输
、

利
,

学机关与草众运动相桔合的方斜 这样
,

就为发展我国气象事业找到了一条多快好省

的道路

中央气象局于 工 , 年 月在桂林召开的第三屈全国 气象会漩
,

是我国气象事业的一

个重要棘折点 这次会裁
,

总拮了我 国第一个五年补划时期气象事业的成就
,

着重地推广

了广西和云南为农业服务
、

大搞翠众运动和开展补充预报的袒殷
,

进一步指出我国气象事

业今后的方卦是 在各极党委镇导下
,

走草众路校
,

以生产服务为桐
,

以农业为重点
,

粗成

全国气象服务网 同时还提出在最短期内
,

实现
“
专区有台

、

县县有站
、

乡乡有啃
、

队队有看

天小粗
” ,

要求人人懂气象
、

办气象
、

用 气象 在桂林会裁之后
,

气象业务部阴
,

在各极党委

的倾导下
,

在全国范围内就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气象工作草众化运动
,

迅速建立 气象服务网
,

并且通过气象服务网的建立
,

广泛地开展了补充预报与农业气象工作 到 年底为

止
,

全 国已有 多的地区基本建成气象服务网
,

实现了专区有台
、

县县有站
、

社社有啃
、

队

队有看天小粗 全国国家办的气象台站比 年又增加了 多左右
,

各地人民公社办

的气象啃有几万多个
,

看天小粗近儿十万个
,

草众性的气象大军估补豹有几百万人 把为

农业生产的服务工作
,

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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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预报的 泛开展
,

与全国气象服务网的建立是互相促进的 补充预报就是在各

极气象台大范围形势预报和区域天 气预报广播的基础
一

,

桔合本地区地形地理的影响
,

局

地的天气变化
,

充分运用本地气象膏料和草众的看天握脸所做出的地方天气预报 由于把

天气图预报方法和单站天气预报方法密切桔合起来
,

所以内容具体
、

韧擞
,

准确率高
,

而 且

能及时解决农业生产需要 辛卜充预报方法的推广
,

不仅气象台能发布天气预报
,

各地气象

候 站以及气象啃和看天小叙也都能发布地方天气镇报
,

实际 起到了
“

气象台
”

的作用

到 弓 年底
,

奈国 已有 的气象 候 站
,

开展了补充预报
,

部分气象啃粗
,

也在传递镇

报的 同时
一

,

按照 自己的条件
,

对所传递的天气预报
,

进行了补充韶正 根据不完全的就补
,

握过补充汀
一

正
, 斗小时地方天气预报的准确率大豹提高了 左右

除了补充预报而外
,

各地气象 候 站还根据 , 年 月南京农业气象会罐总桔的

方法
,

开展了筒易的农业气象预报服务
一

卫咋 筒易的农业气象预报方法
,

总的及来
,

就是
“ 四桔 合

” 、 “

过两关
”

所韶
“
四桔合

” ,

就是 在补充预报的墓础
,

桔合农民的农业气象握

瀚
、

历年气候资料和最近期简的物候观测实况
,

进行粽合分析 所韶
“

过两关
” ,

就是 在作

农业气象预报前要进行农业气象稠查
,

作好农业气象预报之后要征求农民意见
,

并樱各地

站哈补充汀正 农业气象稠查的 目的
,

就是为了总拮各地农民农业气象握殷
,

桔合历年气

候资料分析
,

找出主要农作物概略的农业气象预报指标
,

作为福制农业气象预报的主要依

据之一 这样做法
,

在正规的农业气象豁定工作还没有得出韧蔽的农业气象预报指标以

前
,

是开展农业气象专业服务的基本途径 琪在全国 各地补充预报和筋易的农业气象预

报
,

已成为气象为农业生产服务两个有力的工具
,

它侧与奈国气象服务网桔合起来
,

日益

发寸下其五大作用

中长期预报工作在国民耗济生产大跃进的推动下
。

也有了很大的进展
,

各地区都浏造

出不少新的预报方法 这些方法主要是天气气候学方法和兢敲方法
,

包括主要天气过程

的模型化
,

天气形势类型的分类兢副
一

和演变规律以及单站历史气象资料的各种兢针方法

等等 , 年 月兰州的中长期预报会裁总桔了这些握肠
,

井要求在实践中粽合运用
,

逐步提高 这无疑地将进一步推动中长期预报服务工作的开展

民航气象服务已不晰专业化 国家主要干技班机飞行 日益频繁
,

各省区地方航技也

在开始开辟
,

航测
、

探矿
、

护林
、

灭蝗等专业 匕行也大有发展 这些航筱或专
、

卜飞行
,

不仅

需要粗佩有力的天气情报供应
,

而且要有准碘的航站
、

航拔或航空区域预报来保蔽 弓

年春在武汉召开 的航空气象技术会栽
,

交流和总桔了航空气象方而的伎术袒瀚
·

,

少大促进

了航空气象顶报的就斜客观化

多 年夏季人工降水在我国吉林初步贰输成功 这是吉林市委亲 自拼帅
,

各有关部

 通力协作的成果 自 月 日到 月 招 日共进行了 架次的拭脸
,

用干冰作催化剂
,

估补降水达  万立方米 包括 自然降水
,

基本 减娜了旱象
。

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各地

人工控制局部天气的贰脸研究工作 现在河北
、

甘肃
、

安徽
、

江苏
、

湖 南
、

湖 北
、

江 西
、

浙江

等地
,

已在积极进行中

十年的时朋对人民气象事业来茂
,

是一个很短的时期 但是就在这 个 短 短 的 时 期

内
,

我国 气象事业已铿获得了空前飞速的进展 现在各项气象业务正在蓬勃开展
,

工作盾

量也在不断提高
,

气象服务工作已深入到城市和农村的每一个角落 当然这并不是税
,

新



期 卢 霎
、

王鹏飞 十年来我国气象业务的发展

中国的气象业务工作 已樱是尽善尽美了 我侧的预报准确率还必填不断地提高 中长期

蔺报的方法还必填不断改进 农业气象工作还必石大力开展 民航气象服务工作还必须

韧艘深入 人工控制局部天气还必须广泛开展观侧研究 海洋水文气象 作尚有待于加速

建毅 气象服务工作还必须按照服务对象的特点和要求
。

提供最切合生产需要的预报和鸯

料 气象业务工作和研究工作之阴
,

还必填进一步密切地桔合 但是我例相信
,

只要我俩

坚决依靠英明伟大的党的倾导
,

只要我佣相信草众
、

依靠
一

草众
,

走好草众路枝
,

紧紧抓住为

生产服务这条桐
,

以任务推动我侧的气象事业
,

在全休气象工作人具政治褂帅
、

思想解放
、

干劲冲天
、

积极努力之下
,

这些任务都是能 够逐步完成的 人民气象事业将会随同社会主

义建段事业的不断跃进
,

从胜利走向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