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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天气预报的新发展
—

气象站天气预报的认识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气象研究室

自 1 9 5 8 年大跃进以来
,

在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
,

我国广大的台站气象工

作者
,

发挥了敢想
、

敢千的革命精神
,

在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
,

通过业务实践
,

摸索出了

不少单站补充订正预报的方法
。

这个方法改变了过去单纯恢靠气象台用
“
天气图方法

”
作

预报的局面
,

逐步做到各地气象站
、

啃主要用本地群众经验
,

结合气象资料
,

进行统计分析

就能报好天气
.

这表明单站补充订正预报正在 向独立的单站预报方法发展
,

县站和人民

公社气象啃能做出预报
,

这在世界天气预报史上是一个革命性的创举
.

我们研究室通过

叶笃正
、

陶诗言和李麦村三位同志下台站蹲点
,

以及我们在单站预报研究中的初步实践
,

对开展单站补充订正预报的重大意义提高了认识
.

这次我们的代表参加会议后
,

使我们

在不少方面进一步受到了启示
,

现在趁这个机会向大会汇报一下我们对正在发展中的气

象站天气预报的作用和意义的若干认识
.

首先
,

我们认为单站补充订正预报在农业生产和人民战争中将会发挥亘大的作用
.

当

前气象工作的一个重要的任务
,

是如何使气象预报在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

设中服务得更好
,

这是气象工作当前的政治方向
.

农业生产上需要各种各样的天气预报
,

可是各地天气特点很不一样
,

局地的差异性很

大
,

怎么样针对需要把天气报得又准又细
,

一值是一个难于解决的间题
.

近一百年来
,

从

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天气 图的大形势大范围预报方法
,

反映了大气活动的部分规律
,

过去并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

今后仍将继续发挥作用
,

并进一步获得发展
.

但

是
,

由于这个方法当前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

难以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
,

难于报出各地详

细具体的天气
,

因此也难于对广大农民具体服务
,

因此发展新的预告方法是完全必要的
.

现在
,

正在发展中的单站预报方法
,

显示了解决这一
“
老

、

大
、

难
”问题的可能性

,

将在为农

业生产服务中发挥亘大的作用
.

另一方面
,

反侵略的人民战争
,

军事活动可能比较分散
,

这也对天气预报提出了新的

要求
.

要求天气预报作得更精确
、

更具体
、

更及时
.

同时气象通信网有时可能被战争所打

乱
,

到那时
,

用一般天气图方法来作预报很可能就行不通
,

而单站预报方法 由于主要应用

的是当地的单站资料
,

就不会受到大的影响
,

在一般情况下都有可能将预报作出来
.

天气

预报方法一旦为广大的群众所掌握
,

就能变成互大的物质力量
.

因此
,

为了活应现代化国

防建设
,

如何把 目前各地单站补充订正预报方法进一步整理
、

系统
、

提高
,

发展成一种普通

的预报方法
,

为广大群众所掌握
,

建立广大的单站预报网
,

使气象预报工作在人民战争中

立于不败之地
,

发挥应有的作用
.

由此看来
,

单站预报显示了我国气象工作具正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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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
,

单站预报不仅由于屯在阶级斗争中
、

生产斗争中要发挥显著作用
,

而具有

孩大的生命力
,

同时也由于单站预报是一个群众性的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
,

不但能发挥广

大气象工作者的智慧
,

也能发挥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
,

吸收和发扬一
、

二千年以来劳动人

民看天经验中的梢华
,

落样既有广大的群众为基抽
,

又有广泛的实践为基础
,

是我国
“
土生

土长
”的方法

,

根深蒂固
,

必然会获得蓬勃的发展
.

毛主席教导我们
,

自然界是不断发展的
,

人类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
,

要求我们不断

总结经验
,

有所发现
、

有所发明
、

有所创造
、

有所前进
.

单站预报休现了毛主席的这一教

导
,

不仅打破了过去只有天气图才做预报的框框
,

而且根据大中小结合
,

并将在天气预报

方法中引起一次革命性的发展
.

气象台可以将天气图预报方法和单站预报方法进行点面

结合
,

将有关站啃的单站预报集中起来进行综合分析并结合天气图的天气形势
,

而作出大

范围的天气预报
.

虽然每个站
、

啃的预报中都有它当地的特殊性
,

但矛盾的一般性离于矛

盾的特殊性之中
,

每一个站
、

啃的单站预报中
,

必然羞含着大范围天气变化的一般规律
,

因

此这样做大范围的区域天气预报看来不仅可行
,

而且准确率可能会更高
,

同时
,

这样点
、

面

结合的结果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出一种既不同于天气图预报方法
,

又不 同于单站预报方法

的新的预报方法
.

而且
,

单站预报的提出也将促进气象学其它方面研究的发展
.

首先
,

单站预报方法启

示我们去认识关于天气演变的新的规律性
.

如单站预报的实践表明
,

一个地方的某一种

天气发展以前
,

当地就已经在要案上出现了征兆
.

魏种征兆有的在 2 4 小时前出现
,

有的在

6 天到 10 天前就出现
,

有的甚至在几个月前就出现了
,

例如
,

在江南地区流行的农谚 :
“

发

尽桃花水
,

必道早黄梅
” , “
行得春风

,

必有夏雨
” ,

都是天气变化的长期规律
.

特别对于中

长期的
.

这种时间先后间的相互联系规律是过去 气象理论所不能很好概括的
.

因此单站

预报启示我们一定要从新的角度去认识天气的新规律性
,

跳出旧理论的束缚
,

去发展新的

理论
,

进行新的概括
.

这是单站补充订正预报在促进天气动力学研究方面进展的意义
.

其次
,

单站补充订正预报启示我们
,

在某一种夭气来临以前
,

除开在一般的气象要案上有

所反映外
,

在天空和云彩的颜色以及其屯一些物理现象上也有象征
,

这样就提出了大气物

理现象的研究如何为天气预报服务的问题
,

为大气物理的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
,

新的方

向
。

第三
,

单站预报启示我们去发展新的单点探测
,

为能够做好单站预报提供更多
、

更新

的资料
,

例如除现在的常规观测要素外
,

提供有关声
、

光
、

电等资料
.

又如根据某些动物能

更灵敏的预威天气的变化
,

也可能去探究某些新的大气信讯
.

从这里进而发展出新的学

科
—

大气信讯学
,

以及模仿动物能预咸天气的原理
,

来人工制作某些探测仪器而发展出

仿生气象学
.

为了把我国尽决地建设成一个具有四个现代化的弦国
,

在气象学方面也必然赶超国

际水平
.

但如何
“

赶
” “

超
”

呢 ? 一条是沿着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发展气象科学的老路
,

他

们搞什么
,

我们也搞什么
,

不敢越过雷池一步
.

这显然是一条错误的道路
,

是一条跟在他

们后面亦步亦趋地爬行的道路
.

遵循这样的道路
,

气象科学的研究
,

势必脱离政治
、

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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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
、

脱离生产
、

也脱离中国的天气实际而最后也不可能赶上和超过他们
.

另一条道路
,

是立足在解决中国气象实践间题的基础上
,

用 自己的方法
,

紧密地依靠广大群众
,

开创出

发展气象科学的中国式道路
.

我们认为从发展我国的单站预报入手
,

来超赶国际水平
,

是

走中国式道路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

因为这里面既有明确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方向
,

又有

广大的群众的广泛的实践为基础
,

同时又有创造性的科学问题
.

而实际上
,

群众性的单站

预报对我们来讲这是
“
土

”

的
,

对国外来讲则成了
“

洋
”的

,

正是他们所没有的
,

从这里真正

创造出中国的气象科学
,

让他们来赶我们
.

当然走中国式的道路
,

并不是排斥对国外气象学中的先进工具
、

先进方法
、

先进理论

进行学习和借鉴
.

但是学习的借鉴是为了使中国式的道路发展得更好
,

而不能把国外的

东西变成不可改变的
、

变成束缚我们前进的框框
.

物质世界是无限的
,

人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也是无限的
.

在气象预报发展的过程中
,

必

然会在旧方法的胚胎中孕育出新的方法来
,

这是人们对自然界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
,

是不

依人们的主观意志和偏爱所转移的
.

因此群众性单站预报这种新方法的诞生和发展也是

必然的
,

问题是作为革命的气象工作者
,

是在这个新的事物面前采取什么态度
,

是从星星

之火中看到它燎原之势而去扶植它
、

发展它呢 ? 还是由于它目前看来还是不够成熟
,

不形

完整而去冷遇它或者否定它 ? 对于这个间题
,

我们研究室的同志作了充分的酝酿讨论
,

提

高了觉悟
,

统一了认识
,

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
,

同志们决心热情地
、

积极地投入到为发展我

们独创的群众性的单站预报这一研究中去
.

当然
,

必须看到要使目前单站预报方法发展成一门完整的科学
,

还必须经过广大气象

工作者的艰苦奋斗
.

我们研究室的同志一致表示
,

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
,

到群众中

去
,

到实践中去
,

和群众一起实践
、

整理
、

系统
、

提高
.

在这次大会以后
,

我们研究室准备在

适当时候
,

再派更多的同志下台站去蹲点
,

学习群众的单站预报经验
,

和广大的台站气象

工作者一起在大量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进行整理
、

总结
,

逐步地进行去粗取精
、

去伪存真
、

由

表及里
、

由此及彼的加工
,

提高到理性认识上来
,

把单站预报建立在更合于客观规律的基

础上
,

使能预报得更准
,

有效地为农业生产和 国防建设服务
.

以上是现在我们对单站预报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
,

是我们对单站预报所持的态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