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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中国气象学研究的进展

越 九 章
(中国科字院地球物理研宪所)

解放后的十年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英明预导下
,

向着社会主 义建毅英勇迈进的十年
,

也是中国气象科学蓬勃发展的十年
.

解放前
,

中国气象工作者在竺可植先生倾导下
,

惨淡袒营
,

多方提倡
,

翘二十多年的努

力
,

逐渐建立了一点微小的阵地
,

由于反动政府根本不重视科学
,

气象学科不能与广大人

民生产相联系 ; 因此
,

郎使有一些科学家的努力
,

也不可能得到应有的发展一直到解放前

夕
,

中 国还没有一个象样的 气象台站网
,

也没有一套完整的气象服务系兢
.

全国从事于气

象研究工作的人数不过几十人
,

二十多年来发表的渝著仅仅四百多篇
.

旧中国的气象研究概况
,

竺可植先生在 1 9多5 年为中国近代 科学 偷著丛 刊
-

—气象

学一
一

所作的序言中
,

已有正确的估价
,

我们对于中国气候区域有了一个翰廓
’

}生的了解 ;

对于东亚天气的寒潮爆发
、

台风特征
、

天气类型与气团分析进行 了一些工作 ; 对于大气环

流及动力气象也开展了一些研究
.

总的挽来
,

研究方向是脱离生产实际的
,

在四百多篇
‘

渝

文中
,

震lJ作性是比较贫乏的 ;研究方法停留于翘店愈描述的阶段
,

缺少天气演变及气候形成

的物理过程的分析
.

大部分的气象仪器填仰抬于国
_

外进口
,

至于利用现代物理新成就来

研究气象微观过程的一套实脸技术
,

别完全处于空白状态
.

解放后
。

随着国防和袒济建段的需要
,

在党的镇导下
,

中国气象学开始了新的阶段
.

首

先
,

通过了党的教育与知栽分子的 自我改造
,

艳大多数的气象工作者
,

拥护党所提出的
“
理

蒲桔合突际
,

科学为生产服务
”的方卦

,

科学研究机构
、

大学和气象业务部阴密切地配合起

来
.

打墓础
、

建台站
、

培养干部
、

学习苏联
、

建立 日常业务
,

从而推动了和中国的实际
一

友气

相精合的研究工作
,

使中国气象事业的面貌焕然一新
.

到 1 9多5 年中国的天气学的研究已

有了较全面的开展 ; 气候学在基础食料的兢针整理和区域 区划有了墓础 ; 次业气象方面
,

已与热带资源开发枯合起来
,

开始了粽合性的考察工作
.

”“ 年 E半年
,

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颁导下
,

集 中了 国内三百多位专家
,

井聘
.

清 了

十八位苏联科学院院士教授和博士
,

制汀了我国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
.

发展中国的 气象事

业是一项国家重要的科学技术任务
.

为 了完成这项任务
,

在总述国际先进水平及 国内现状

的基础
、

[
,

提出了若干科学中心阴题
,

具休措施
,

大体进度及干部培养方案
.

这样就把中 国

气象科学的发展袖入 了为社会主义趁聂而服务的帆道
,

使 全国气象工作者有了宏伟壮丽

的前途
.

这是我国气象科学发展的重要关键
.

从此
,

在国家科委的镇导下
,

中国气象业务

研究及教学单位
,

就逐步把研究斜划钠人国家总舒划之内
.

通过两年来的实施
。

气象科学

研究言!
」

划的执行
,

已逐步走
_

七
一

正戟
.

1 9 , 8 年春季
,

在反右整风胜利的基础
_

上
,

全国掀起了一 个史无前例的大跃进
.

在工

农业的大跃进中迫切需要科学技术革新的形势下
,

中 国气象科学又走
_

L了一个新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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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

根据大形势镇告和区域预告并桔合了当地的地理地形特点
,

天气
、

气候规律和草众

翘盼
,

云南趣雄等站创造了补充预报方法
,

并在全 国范围推广
,

使地方天气预告准确率有

显著的提高
.

这是在党的颁导下和气象科学广泛深入草众掀合生产的6lJ 举
.

此外
,

为 了

配合全国大跃进
,

科学研究机关也走
_

L 跃进的道路
.

天 气图的长期预报有了新的发展
,

西

北干旱地区的气候改造
,

郁莲山的融冰化雪
,

以及人工降雨的实白科学部阴也都提 卜 r 日

程
,

有实践意义而又有高度理渝性的阴题也 干始注意研究
.

总桔十年来中国气象研究的成就
,

可分为似 下几个方而
:

一
、

天气学

在 “
天气分析必须桔合中国天气实际

”的方斜指导 下
,

中国气象工作者发展一套运用

于我国西部高原地区的天气分析方法 ; 发现中国锋而和气旋活动的特殊性
,

批$l] 了筒单承

袭挪威学派的天气分析方法
.

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工作
,

我侧对于东亚主要天气系兢的物

理过程和枕斜特征有了此校系兢的款藏
.

这些研究成果是在中国天气预报业务迅速发展

的条件 下获得的
,

它俩对于提高中国天气预报的准确率起了很大作用
.

在天气烦告业务中
,

最迫切项要解决的是危险性天气的预告
.

其中寒潮
、

霜冻
、

台风
、

暴雨是气象工作者研究的重点
.

并多研宪从大范围环流型式变化
、

天气过程着眼
,

通过实

例及杭舒分析来研究寒潮的爆发以及由于冷空 气活动而产生的降水
.

这些研究对于预告

寒潮有突践的意义
.

另一方而的研究
,

剧集中对象于夏季降水预告
.

1 9乡4 年 ‘
、

7 两月

江淮流域出现了百年来最大的水炎
, 1 9弓6 年夏季松花江流域洪水对于人民生命财产都引

起了捐失
.

中国气象工作者
,

为 了协助防讯及稠节水工枢粗
,

在解放初期即注意于降水预

报的研究工作
.

在这些研究工作里
,

对于雨区移动
,

华北雷雨和冷空气活动
,

冷锋
,

阻塞高

压和冷涡
、

季风热低压
,

暖锋和台风天 气系航以及太平洋大型天气与中国降水的关系进行

了衬渝 ;不少肃著还发表了关于长江流域 的中下游 6
、

7 月里所发生的梅雨季节的降水过

程
,

暴雨性质
,

气团活动等的研究籍果
.

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
。

中国的夏季降水预告从

1 9乡3 年起逐撕建立起来
,

对生产实践起了重要作用
.

由于台风在夏秋两季侵袭我国东南

沿海
,

常造成很大的捐害
,

气象工作者特别重祝台风的研究
.

在大量研究工作里
,

衬流了

台风移动及路径
、

台风活动与大气环流的关系
、

台风生成的过程
,

兢斜性的规律以及台风

的桔构及分析方法
.

此外还对于霖冻
、

大风
、

冰雹等危险天气也进行了不少研究工作
,

为

提高天气预告准确率创造了条件
.

在航空气象方面
,

对于凝桔尾跻
、

空中能兑度的蔺报
、

中国
_

L察急流分析
、

积冰条件
,

高原地形颤菠都积累了一定樱脸和青料
。

进行了一些理谕研究
.

二
、

中长期天气镇告

中国短期天气预报水平迅速的提高
,

对于保征国民拯济各个部阴任务的完成虽然 已

起了很大的 作用
.

但 1一 2 天的预告还不能满足企业部阴工作布署
_

上的需要
.

因此
,

中长

期顶告在解放后就逐渐提到气象工作的 日程上了
.

在学习苏联中长期顶告方法的基础
_

L
,

进行了系兢性的研究
.

宅 的拮果是
:
确定了亚洲 自然天气周期的存在

,

并指出它较欧洲的

自然周期短及移动性系挽多的特点 ;提出划分自然天气区域的渝征
,

指出自然天气区域可

因季节不同而使天气过程有所改变 ;分析寒潮暴发的过程
,

作出了袖径的分类 ;得出我 国

夏季 自然周期中的降水分布及周期降水的预报规刻
.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
_

L
,

各极气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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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部阴 已沙立了中期天 气顶告的业务
.

在长期顶告方而
,

解放初期曾有一些研究工作
,

从大气不流的范式似及海水温度分布

件方而
,

来研究过去特大水旱炎年份的传况
.

这些研叱刘
一

于长期预告虽然 仁分飞布要
,

担脚

不足似廷立长期顶告业务
.

此后
,

研究j 二作者机据多年
产

训贡青料出发
。

从气象要钟子的历史

变化的就荞}
1

特征
,

提出了一个一年只前即可作 出的 月平均位顶报方案
.

预报的 正确率在

趋势方而豹为 夕, 并
,

刘
一

农林水利部四虽起了一定叁考的价值
,

但对于 及气过程发展的术

身 及其因果关系并不 了解
.

此外
,

一些学者在苏联牟尔坦淤夫斯基学派的基础 上从东亚

自然天气周期分类着手
,

找出各类周期的韵律及其前后演变序列的关系
,

提 出一个季节 内

自然天气周期演变序列长期预告方法
.

中央 气象科学研究听已采用此法发 布 了 扣弓。 年

季节顶告
,

效果当待考输
.

帅郊 年在大跃进的基础
_

上
,

全国气象台站及研究单位大量开展 了中
”

钾顶报的研究
.

从当地气候资料出发或者从天气图青料出发
,

或者从劳动人民麒价出发
,

提出 了多种 的

,

!
1

长期顶报方法
,

在 1” 8 年 J() 月
「

卜央气象局召开的兰州会威 l 健集衬而
,

互相 捉摩
,

为

今后进
一

步提高中长期预报效果打下 了良好 }、勺某础
.

另外
一 些气象 〔作 者根据 人气环流

季 竹变化的各种特衍引沂表现的规律性
,

提出 了一 个长期降水顶告方法
,

在 1夕弓。 年用这方

法就 作 了 1 0 天到
一

半年的预报
,

其效果 有待
一

号输
‘

万法也有待于
一

考脸后修汀补充
.

三
、

数值镇告

在掌握了天 气演变的物理过程和区域的特征的墓础
_

上
,

对天气方程进行数位积分
,

整

把天 户虱顶告从耙敏和定性的范畴引导到客观定量阶段应走的道路
.

中 国气象
一
L作者在囚

内台站建立
一
般天气顶告业务有了基础以后

,

及时的把一部分注愈力放在这个方向是完

个必要的
.

在初期工作中
,

考虑了热成风校正项
,

把 Fi如 oft 法发展成为两层模式的 图解

法
,

应用于寒潮爆发短期及4 8小时顶告得到校好的例子
.

此外对于柏桑方程差分近似解的

精确度
、

三层模式的图解法
、

三参数模式 定性规则
、

降水数值顶告等方而进行 了研究
.

由

于地形复杂
,

我国数值预告 自然必填考虑到自然影响
,

在最初的工作中曾用 正压模式副
一

算

由于地形所引起的发展倾向
,

此后又对于在斜压大 气中地形影响及数位顶告的格林闲数

解进行了研究
.

在中长期预报中必须考虑湍流项
.

这是因为 i湍流翰送项不能忽略
,

同时

加人了湍流项还可只起平滑作用
,

增加模式的副
一

算稳定度
,

在中长期荞刻生及挤以到生揽式

方而
。

最近的研究中
,

曾提出一个考虑了大阳辐射地种斜压模式
.

由于历史资料还没在数

位顶告中利用起来
,

如何利用历史资料使数位预
一

专更为精确的周题也已提 了出来
.

四
、

大气环流

天气系航的演变
,

是天气预告中的主要研究对象
,

同时也是大气环流的粗成部分
.

研究

大气环流对于天气服务以及基本理谕都有重要的意义
.

解放后
,

少: 童探空及地而气象安

料的 积黑
,

使我侧有条件应用高空等压面和垂液剖面图等工具弄清楚东业大
乙又环流的粘

构
.

东亚
_

仁空冬季存在着两支急流
,

南支急流在季节变化中突然的出税和消逝
。

显示出 友

气环流功力精构的非褛性
.

这种跳跃性的季 协搏J免按制着中长期天气过程演变 的 程 序
.

使我州有可能把它应用于中长期天气预告
.

西藏高原是地球表面
_

上最大障碍物
, ‘

它对于
‘

!
,

{门火
z
夏和气候以及整个北半球大气环流有极深厚的影响

.

十年来中国刘
一

高原方而的研

究投人不少 人力
,

取得相当好的成精
,

最近写出的西藏高原气象学
,

是我介弓对于酉藏高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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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
一

全 }飞国气毖戈学亩于尖的讲畏

响大气环流的研究的一个总耕
.

这方而的研究成果
,

不但有学术价值
,

而且也具
.

有实际意

义
.

在 狡气环流的墓本理输方面
:
第一

,

我侧引人实际地形条件及加热踢作用
,

求得斜压
_

人气运功方程式的解
,

从而补算出一月及七月份 多o o
f

若巴欧亚和西兰仁球平均形势图
,

和实

际甚为吻合 ;第二
。

研究了大气中各种物理量如 角功量
、 7
;=)] 能和热量等平衡过程

.

对于角功

量平衡过程中
,

从实际祀录征实平均袒圈环流
,

特HlJ 是低律 度 H
a
cll

e y 循环的作用 ;第三对

于了( 气非周期性变化
,

我摺通过几个实际例子的物理量的补算
,

征明在大型扰动变化过程

中
,

低指数环流和高指数环流时期的热量榆送以及动能蟀换的方向完全相反
,

这对于我侧

了解大气环流的平衡过程有重要的意义
.

“
大气环流的若干共太阴题

”

是有系兢的总桔近

代 少( 气环流方而研究成果的一木著作 :
_

第四最近曾对大气环流的季节变化作过校全而的

研究
,

发现了 西风指数与年南北交换指数的准守泛性
,

和各关键地区气压形势坍变化的规

律性
,

使我烟对大气环流季节变化木质有了些新的款言敲

五
、

气候学

解放川后
。
Jj1 会主义视济廷没的迅速发展

,

推动了我 国气候学的研究
.

2

训吩是静多建
、

之事业中
‘

击要
二

考虑 的 自然因子之一 所似各个生产部阴对于气候资料
、

图集和产洲类学 的

研究的要求愈来愈普遍
.

在建川以后 的派初儿年
,

对于整理气候食料
、

福愉气候图集投 下

厂和当大的力量
,

同时在新的气候青料的 其础
_

五
.

进行了多方而的气睽学周题的研究
.

总

料我明气候学的成就有似下五个方面
:
第一是各类新的气盆图集

,

这些新的图集一方而对

尘产部四提供了气候查料
,

另一方面是气候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工具
.

第二是与基本建殷

有关 灼气候分析
.

我国各个地区 的气候特征似及各流域规划的气候特征及暴雨分析的研

究
,

这方而工作的数量多
,
几乎各个省都写 出了孩地区的气候特征

.
_

第三是气候区划的工

作
,

作出了我 国此校糊致的 2
、

3 极气候区划
.

_

第四是东亚季风咫题的研究
.

解放后这 方

而的工作很多
,

其中 一部分工作是弄清楚 东亚季风的特点
,

另一部分
_

工作是研突在季风和

地形影响下东亚大气环流的特征
,

这方面工作和大气环流工作相接近
.

第五是气候形成

周题的研究
,

例如关于气候形成有关的热平衡和水份平衡等简怎
.

我棚也作了工作
.

六
、

农业气象

对华南特种樱济作物引种中的气候适应 周题
,

进行 丁多方面的研究
,

从小气候控制

的观点
,

提 出了防护林带的营造方案
,

北移气候与地形条件的稠查及宜林地点的选择
.

刻

造 了各种农业气象仪器
,

初步定 出了农业气象观测方案
,

提 出了稻
、

麦
、

棉
、

大豆
、

油菜生长

发育期阴的温度指标躲定
,

并对它俩的主要发育期 及收获期的预告进行了研究
.

对于流

传于我国农民中的流冻水
、

风障
、

早春顶凌耙地
、

鱿压田地等农业技术措施
。

通过小气候观

侧征明这些都是可以提高有利的气象效应的措施
.

此外还进行农业炎害性 衡气防御方法

的研宪
.

在农业气候方面
,

有言午多省已初步作出了仓省农业气候区划
.

七
、

在大气物理方面

们
:

国际地球物理年期 }阴
,

我侧已开始了臭氧的观测
。

井为观测夜天光准备条件
.

曾进

行了冈电光谱摄制
,

发现并多新的甜技
, 一

了解了冈电对号体光谱激发的关 系
.

在近地面 层

大气物理方面
,

对层桔大气层中的气象要素分市特征
,

进行
一

了理谕补算
.

井将理渝应用到

西北风沙的移动
,

取得 了一些成果
.

高低层湍流系攻的确定也微 厂一些
_

l二作
,

运用弓弟度法

在几个水滚上进行蒸发的侧量
.

还在补速山冰川 L观测 了黑化后的辐射平衡
.

对
二
r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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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兑度进行了理渝研究及实际观测工作
.

此外
。

还应敲提出 人工降水和云雾物理工作的开展
.

这项工作是 少‘跃进的
一

个具休

的成染
.

在敢想敢 卜的行动 卜
,

吉林开始了我 国
_

第
一

次人 I
一

造雨贰愉
,

取得成效
.

随后 l十

肃
、

河北
、

武汉
、

安徽和江西等省也先后作 了人 !二降雨实输
,

并 已初步廷立了两 个高山云雾

台
,

这是我国人工降水二f 作的 良好开端
.

回顾十年来中国气象学研究的进展
,

我佣款为似 卜儿点应孩特钊提出来的
:

一
、 一

十年来中 国气象学研宪的一 个特点是密切地和国民挥济栩配合
,

中 国气象丁 作

者虽然密切地注意个世界气象学发展的趋势
,

但我佣井不随波逐流于 国际气象研究主流

之后
.

我卿研究的对象是解决在社会主义建斋中 的重 友气象学简题
.

因此
,

我删 的 气 象

学是在中国 的土壤上滋长繁荣起来的
.

我俩已逐渐成长为中国的气象学派
.

更确切点来

况
,

中 国气象学迅速的成长是中国气象工作者坚决拥护党的
“

科学桔合需要
,

理谕联系实

际
”

的
一

号召的果实
.

在解放初期
,

我俩看到必坷先建立新中国气象业务
,

通过业务的妙
_ 、

夕
-

来带动研究
.

当时研究机关以大部分力量投入联合天气分析顶告中心及联合资料室
.

我

佣的大部分周题是从气象业务当前的需要和今后的发展而提出来的
.

这些咫题的解决不

仅推动气象业务的发展
。

也提高我国气象学科的水平
,

开辟了气象研究的】雏地
.

十年来补

多气象研究工作的 开展都标痣着理渝解决实际周题
,

实际尚题的解决又带动和发展了理

谕研究的特点
.

今后科学的发展可能随着客观情况而有所不同
,

但理偷联系实际的原则

是不变的
.

二
、

1 9 , 3 年中央气象局和中国科学院各所制定了第一 个五 年针划
, 19 弓6 年又制定

一

r

12 年科学远景规划
,

使中国气象学柏入社会主义建霞的道路
.

通过科学针划的确定
,

使

业务
、

教学
、

研究三方面桔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休
,

调动一切可以稠动的力量
,

保敲当前科学

研究重点任务的完成
,

布署基本理渝长远发展的步骤
.

这是和党的倾导分不开的
,

没有党

的镇导
,

要使科学的发展和国家握济升划同步协稠一致
,

是不可能的
.

三
、

广大草众的发动
,

是推动中 国气象发展的一个伟大动力
,

在去年工农业大跃进

中
,

为 了高额大而积的丰产
,

气象条件的保征是一个重要关键
.

人民需要气象学
,

气象学

也的确为人民解决了一些周题
,

目前几乎每一个人民公社都有气象啃和看天小初
.

,

这样就

使数百万劳动人民的生产活动和气象工作拮合起来了
.

去年各地单站天气补充预告
,

农

业气象
、

局地天气控制的发展是和广大翠众的推动支持分不开的
.

这样高速 度的发展
,

如

果没有党的总路授的光辉照耀
、

大跃进的号召
、

以及党的翠众路楼的指导思想
,

要取得这

样大的成就是不可能的
,

这一事实就彻底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大跃进的趣蟆
.

四
、

气象学是多方面和国民拯济相联系的一阴科学
.

为了 i蛇合今后大规模
, }让会

~

仁义

廷设
,

我佣必渭开展各方面的研究工作
.

首先桔合军众的超脆
,

地方的地区特点
,

井在群翩

分析系兢资料的基础上
,

揭露各地气候的特征
,

使我作肺台更充分利用我国气候资源
,

是一项

工作量大
、

种类繁多的任务
.

需要制定一套完整的针划及长远的安排
。

并发挥各地方气象

业务部P马及气象学会的积极性
,

才能完成这项任务
.

第二
,

近代气象学的发展是和运用物

理的新成就分不开的
,

但十年来利用近代新技术来研究气象微观过程的一套实输技术
,

在

我国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

缺乏这一套 工具
,

就限制了我俩在气象科学倾域内
,

向撇f为为

方向发攫
.

因此
,

今后必填努力于这一套技术系兢的建立
.

第三
,

我们过去对于天 气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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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性的工怅已作了不少工作
,

对干国民娜济建没 已起了很大的作用
.

在 今后我侧仍需进

一步揭露夫
、

中
、

小各种尺度天气过程的物理特征
,

掌握规律
,

把天气预告时准确率提高
,

作出 正确的长期对炎害性危险天气预告
.

这是我刊当前的重大简题
, 一

也是我侧应当努力

的 一 个方向
.

但气象学总的趋势是向物理化及新技 术化发展
.

因此
,

今后通 过理渝研究
、

模型实脸
、

天气分析等方法
,

来进一步揭露天气变化的物理机制
,

运用近代新技术来 了解

云雾物理的微观过程似寻求 自然降水的法 则
, 一

也是我侧今后气 蚁研宪的一 个 重要方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