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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舒正天气预报学术会滋

开 幕 言司

中国气象学会常务理事 卢 雾

补充订正天气预报学术会议现在开幕了 这是第一次补充订正天气预报的学术会议

补充订正天气预报今天能够提到学术会议上来讨论
,

这是我国学术会议的一次重大的革

命创举 这次会议之所以能够召开
,

并且有着丰富的内容
,

是由于党的英明领导
,

由于广

大气象工作者
,

特别是县站的气象员们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气象业务方针和一整套
“
天气预

报大中小结合
、

以小为主
,

长中短结合
、

以中为主
,

图资群结合
、

以群为主
”的技术政策

,

坚

持走群众路线的结果 这是毛泽东思想在气象科学领域里的胜利

这次会议是要明确方向
,

检阅成绩
,

交流经验
,

寻找差距 我们要本着发奋图强
,

自力

更生的精神来开好这次会议

补充订正天气预报是 年 月在这里 桂林 由中央气象局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气

象工作会议上初步总结推广的 在那次会上确定了
“
以生产服务为纲

,

以农业服务为重

点
”的气象业务方针

,

提出了
“

专有台
、

县有站
、

社有啃
、

队有组
”
气象服务网的组织原则

而总结和决定在全国推广的补充订正天气预报方法却正是从科学技术上贯彻气象业务方

针和组织原则的主要环节

经过七年多的时间
,

又在这里召开补充订正天气预报学术会议
,

这在气象工作上可以

说是一件富有历史意义的大事 补充订正天气预报
,

在七年多的实践中
,

是在不断斗争中

发展和壮大起来的

气象工作要为五亿农民服务
,

要为农业生产服务
,

预报就必须下乡 但是如果只有气

象台的大形势和大范围的天气预报
,

而没有富有针对性的具体
、

准确
、

及时的当地的天气

预报
,

就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实际需要
,

解决农业生产当中的具体间题 因为
,

气象台的

预报
,

从它所能承担的任务
,

从它所具备的预报工具和预报方法来讲
,

只能预报出范围大
、

一般性的夭气演变趋势
,

不能紧密结合当地农业生产的具体要本和天气气候特点 由于

一般气象台所用的天气图预报方法
,

虽然有一套所谓
“

洋
”的天气学理论

,

但是这一套洋理

论真正能用到实际预报上的确很有限
,

而且它主要谈的是西风带
,

是欧
、

美天气
,

并不能切

合我国天气的客观实际
,

更谈不上适应我国各地区的具体情况
,

预报针对性不强
,

内容不

具体
,

准确率不高
,

时效也不够长

如何能使天气预报更好地为农民服务
,

天气预报真正能在农业生产上起作用呢

年桂林会议上总结和推广的补充订正天气预报
,

基本上回答了这个间题 从此
,

在我国气

象系统打破了只有气象台才能做天气预报的框框
,

使得广大的县气象站
、

人民公社气象啃

和看天小组也能做天气预报 这是世界气象科学
、

气象工作的一项重大革命 这也是我

国气象工作在社会主义总路线指引下自己闯 出来的一条新的路子 气象站
、

啃是我们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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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工作的基层组织
,

这些基层组织最接近领导农业生产的地方党政部门
,

最熟悉当地农业

生产的需要和天气
、

气候的特点 因此通过总结群众经验
,

统计分析气象资料
,

不断试验

研究
,

就能够把气象台的大范围天气预报具体化
,

适应当地农业生产需要和天气
、

气候特

点
,

进行补充订正
,

提高天气预报的服务质量 所以
,

从补充订正天气预报一开始诞生
,

就

得到气婴党委和生产部门的重视 从这次会议的论文中也可以看到
,

只要具正在群众经

验方面下功夫
,

密切结合农业生产的补充订正天气预报
,

就一定受到 当地党政部门的潜

许
,

群众的欢迎
,

成为当地党政部门领导生产的有力助手和参谋

最近
,

中国气象学会曾邀请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叶笃正和陶诗言先生到四川

帮助总结县站的补充订正天气预报经验 他们回来后
,

体会很深
,

收获很大 这次大会有

他们的发言材料 他们深深体会到 补充订正天气预报的总结和推广是完全正确的
,

没

有补充订正天气预报
,

预报要下乡是不可能的 只依靠气象台的预报
,

是不可能做好为农

业生产服务的

补充订正天气预报是适应农业生产需要而蓬勃发展和壮大起来的
,

一

也是为农业生产

服务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手段 没有它
, “
以生产服务为纲

,

以农业服务为重点
”的气象业务

方针就成了空话
, “
专有台

、

县有站
、

社有啃
、

队有组
”的气象服务网也就不可能实现

我们 的补充订正天气预报是从不断学习
、

总结和验证广大群众丰富的看天经验和天

气谚语而发展起来的 在没有现代气象科学以前
,

我们的祖先在生产实践中很早就利用

这些看天经验和 自然作斗争
。

大多数的看天经验和天气谚语是世世代代广大群众在实践

中经过反复考验得出来的结论
,

它们是符合本地区天气变化的客观规律的
,

适应本地区农

业生产需要的
,

因此也是科学的
,

有显著效果的 这是我国气象科学亘大的财富
,

一定要

不断加以提炼
、

总结和提高
。

充分地发挥它们的作用

这次会议收到的论文
,

其中有不少是以群众经验和天气谚语为基础的 有些论文对

于正确理解群众经验和天气谚语的精神实质作了艰苦的努力
,

并且利用气象资料进行了

严格的统计分析和验证
,

在天气预报服务的实践中
,

也作了不少工作 这些工作给我们今

后更好的利用群众经验和天气谚语是有很大启发意义和科学价值的

如何正确对待群众经验和天气谚语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课题之一总结群众经验
,

搞好补充订正天气预报是我国气象科学的一项独创工作 因为群众攀验和天气谚语是广

大群众从当地农业生产需要出发
,

总结出的在农业生产关键时期与 自然斗争的经验 这

些经验世代流传
,

有的在文字上已经非常精炼
,

仅仅用几个字就表达了农业生产关键时期

天气变化的主要特征 我们在今天要正确运用这些经验
,

首先就必须通过深入调查
,

正确

理解群众经验和天气谚语的真实合义和用法
,

然后再进行艰苦的观察和试验
,

用气象资料

严格地加以统计分析和验证 井经过实践
,

反复研究和讨论
,

把看天经验和天气谚语集中

起来
,

加以系统化
,

才能具正做到有机联系
,

综合运用 群众经验是大有可为的 只有很

好地运用群众经验
, “

群
”
字当头

,

才能把天气预报工作搞活
、

搞好
,

真正为五亿农民服务
,

为农业生产服务

这些年来
,

补充订正预报经过不断摸索和改进
,

已经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方法

年在桂林召开的全国第三次气象工作会议
,

开始总结和推广了补充订正天气预

报方法  年中央气象局又在晃明召开了补充订正天气预报专业会议
,

井总结出
“

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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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

谚
、

地
、

资
、

商
、

用
、

管
”的补充预报八字措施 这次会议对补充订正天气预报来说

,

是一

个新的里程碑 通过报告和讨论
,

丰富和发展了补充订正天气预报方法
,

明确了方向
,

打

开了补充订正天气预报的思践 这对以后补充订正夫气预报工作的开展
,

起了很大的作

用 在几年以后的反复实践中
,

我们又逐步总结出一整套天气预报
“
大中小结合

、

以小为

主
,

关中短结合
、

以中为主
,

图资群结合
、

以群为主
”的技术政策

,

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天气预

报发展的道路

从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来看
,

补充订正天气预报方法主要是以群众经验为基础
,

对证多

年的历史气象记录资料
,

通过统计分析
,

作出综合时间剖面图
、

九线图
、

云系图
、

变量图
、

点

聚图等
,

得出天气模式和预报指标 有的还以群众经验为线索
,

从气候资料中找出较长时

期大型天气过程活动的
“
韵律

” 、“
周期

” 、“
奇异点

”
和前后期的相关概率等来制作中长期天

气预报 对各种天象
、

物象
、

海象的反应有些同志也做了艰苦的调查和实验研究工作
,

并

已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了
。

总起来说
,

补充订正天气预报已经开始摆脱气象台天气图方

法的大形势
、

大范围天气预报的束缚
,

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
,

同时也已经从短期向中长期

天气预报方面发展
。

通过这次会议
,

我们相信补充订正天气预报方法将会广泛开展
,

进一

步提高
,

把补充订正天气预报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目前

,

有些气象台也开始引用了一些补充订正天气预报方法
,

突破了单纯依靠天气图

方法做预报的洋框框
、

旧框框
,

推动了预报改革
,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这是一个好的苗头
,

很值得我们重视总结和推广
,

使它在全国各级气象台的天气预报工作中开花结果
,

把我们

的预报质量和预报时效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

当前
,

我国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 全国人民正在条条

烈烈地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

学大寨
、

学大庆
、

学解放军
,

发扬奋发图张
、

自力更生
、

艰

苦奋斗的精神 我国气象科学队伍的精神面貌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

大多数人思想上有了

明显的进步 这次会议就是在这样大好形势下召开的 我们这次会议必须以毛泽东思想

为指针
,

贯彻气象业务方针政策
,

突出政治
,

突出为农业生产服务
,

突出学习
、

总结和运用

群众经验等问题
,

抓好活的思想
,

以实现气象科学和气象工作的革命化

我们这次会议还要认真贯彻以六条标准为准则的
“
双百方针

” ,

充分体现理论联系实

际
,

现代气象科学技术与群众经验相结合
,

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等党的方针政策
。

会议的主要任务
,

是总结以群为主
,

以小为主
,

以中期炎害性天气预报为主的补充订

正天气预报方法
,

并使补充订正天气预报逐步系统化
,

提高到理论上来

我们应该在贯彻上述精神的前提下
,

采取虚实结合
,

报告和讨论相结合
,

大会与小会

相结合的方法来开好这次会议

会议准备先进行大会报告和讨论
,

报告的 内容主要是 在补充订正天气预报中活学

活用毛主席著作好的经验以及比较有典型意义的补充订正天气预报方法
,

然后再进行分

组报告和讨论
。

在讨论中
,

希望代表们能杨所欲言
,

充分交流经验和体会
,

提高认识
,

以改

进今后的预报服务工作

这次会议不但有全国气象系统的代表和各部门的气象专家参加
,

而且还有农民科学

家参加
,

给我们的会议增加了无限的光彩 他们的丰富的看天经验很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让我乘此机会代表中国气象学会向他们出席这次会议表示热烈的欢迎

务
,奋且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