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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我国气象

科学技术发展的新高潮
’

谢 义 炳

(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

十二大确定的今后二十年的奋斗 目标是鼓舞人心的
。

振兴中华
,

在此一举
。

在这样

一个转折时期
,

我们广大气象科学技术工作者
,

应当怎样努力来分担这个光荣而艰巨的

历史任务呢 ? 谨以抛砖引玉的心情
,

就我个人的浅薄历史知识
,

提出点滴的不成熟的意

见
。

“

劳动创造人
” 。

人类的文化
,

包括科学技术都是生产劳动的结晶
。

科学技术又反过

来提高生产水平
。

不同的生产水平需要不同水平的科学技术
。

不同的科学技术水平
,

又

导生出不同的生产水平
。

人类的文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前进的
。

就古代气象科学技术

说
,

中国和埃及希腊
、

罗马的农业社会的天气谚语是一样的
,

或基本上是一样的
。

十五世纪开始的
“

文艺复兴
” ,

和后来十七
、

十八世纪的
“

工业革命
”

过程中
,

近代的物

理学
、

化学和有关的数学发展起来了
。

当时西欧工业所需要的资源和市场
,

主要限于其附

近地区
。

近代的生物学和地学是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世界资源和市场的开发过程中发

展起来的
,

说穿了是在掠夺和开发殖民地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

每一门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都有尖锐的斗争
。

这些斗争
、

在思想意识方面是唯物

论
、

辩证法和唯心论
、

形而上学的斗争 ;而在社会发展方面则是变革和反变革的斗争
。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政治
、

经济以及思想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

科学技术的发展首先

取决于客观的需要
。

同时为了得到迅速发展
,

还需要以下几个条件
:

1
.

建立得力的组织机构和科学的管理制度
。

2
.

具有一支有科学远见并能够在科技第一线从事艰苦
、

创造性劳动的科技队伍
。

3
.

和其他学科的相互渗透以及有关科学技术的支腻
下面就国外和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来加以阐述

。

一
、

西方气象学近代史实的回顾和现状的鸟览

哈德莱(H ad le y ) 环流文发表于 17 3 5 年
,

但西方近代气象学只追溯到 1 8 2 0 勃兰德斯

(Br an de s) 和 1 8 2 8 多佛 (D o ve )的工作
。

前者用的是欧拉的流场法
。

后者用的是拉格朗 日

* 1 9 8 2 年 10 月 2 5 日作者在中国气象学会学术年会上的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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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轨迹法
,

曾指出南方和北方空气在中纬度并排流动时可导生涡旋
。

其后有两件大事可

供借鉴
。

1
.

英国气象学派的失败和挪威(或北欧)学派的胜利

英国在十九世纪已成为所谓的
“

日不落帝国
” ,

由于其经济需要同时也有一定的技术

力量
,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气象局
,

隶属商会
。

任局长的费兹 罗 尔

(F ri tz R o y )
,

曾做过达耳文所乘坐的调查船的船长
。

他有丰富的航海经验
,

深知航海 (当

时是帆船时代)事业对气象工作的需要
。

事后发现
,

他的夭气图上已经绘出了气旋和锢锢

气旋
。

他的工作深受水手们的欢迎
,
但得不到守泪的科学大师们的支持

。

他们不理解
,

就

气象学说
,

整个大气就是实验室
,

从事天气观测
,

分析和预报就是科学实验
。

他们指责说
,

科学不在实验室里做成功了
,

就拿到社会上去用
,

真是岂有此理 ! 十九世纪 60 年代初期
,

英国气象局被取消了
,

费兹罗尔被调到英国皇家学会做资料统计员
,

不久郁郁死去
。

十余

年后
,

英国恢复了气象局
。

表面说的理由是
,

气象科学成熟了
,

可以做预报了
,

实际上是因

为荷兰在蒲勒特 (Bal lot )主持下的气象局
,

使当时英荷海上激烈霸权斗争中的英国处于

不利地位
。

在英国的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支援下
, 18 7 8 年亚伯尔柯仑贝 (A b er o ro m b y)总结出地

.

面七种气压形势场
,

奠定了气压场形态学的基础
。

在气象探测仪器的研制
,

高空探测以及

大气热力学方面
,

直到本世纪初期
,

英国都是先进的
。

可是
,

在天气学方面把亚伯尔柯仑

贝捧成为
“

大英帝国的亚里士多德
” ,

气压场形态学统治了大英帝国的气象学界
。

在那种

高压气氛下
,

莱氏 (L ey) 1 8 7 8 年发现的气旋轴的后倾现象被忽略了
。

肖氏 (Sh a w )1 9 11 年

发现了气旋中的三股气流和不连续线
,

但不敢前进了
。

挪威是 1 9 04 年才由瑞典王国独立出来的小国
。

因为航海和渔业的需要建立了地面

台站网
,

并由德国请回了 V
.

皮尔克尼斯 (Bj er k ne
s )

。

他和他的学生们利用了欧洲的地面

台站网和少数探空资料
,

先后发表了环流理论
,

气旋模式
,

气旋生命史
,

气旋结构
,

气团和

三维分析
,

以及降水的冰晶学说等重要成果
,

使 6 到 12 小时的夭气预报有了坚实的科学

依据
。

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前
,

是世界公认的主流气象学派
。

当然
,

这并不意味着挪威

学派所有的文章都是重要的
,

和其工作中没有缺点和错误
。

挪威学派战胜了英国学派
,

是小国在科学技术上战胜了大国
,

辩证法和唯物论战胜了

形而上学和唯心论
,

民族主义战胜帝国主义的范例
。

英国气象学家们为之饮恨百年 !

1 9 3 4 年萧氏说
: “

如果费兹罗尔继续沿着他的道路前进
,

则气旋的锋面学说将 出现在 18 70

年而不是 1 91 9 年
” 。

他是指责英白皇家学会的权威们镇压了新生的气象学
。

1 9 51 年勃兰

特(Br u nt )在
“

英国气象学百周年
”

一文中
,

引用了肖氏上述的话之后
,

接着说
: “

现在来谈

谈肖氏 自己
,

假如肖氏沿着他自己的道路继续前进
,

锋面学说将出现在 1 9 0 7 年
” 。

最近英

国人把勃朗宁(Br
o w ni ng )的三股气流捧出来

,

实质上是再度肯定肖氏的气旋模式
。

墨森

(M as o
n) 1 9 8 O 在中国访问时还说过

: “

挪威学派应当是英国学派
” 。

这一切有什么用呢 ?

挪威学派还是当时历史时期的主流学派
。

但是
,

英国人这种努力
,

也取得一定的成功
。

他

们使人们回忆起英国人在气象学发展史中所作出的贡献
。

英国人不是强调
“

资本论
”

是在

英国人的支持下
,

由英国提供条件
,

在英国写成的
,

马克思墓也仍然保留在英国供人们瞻

仰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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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美国气象学派的兴起

在挪威气象学派极盛时期
,

内部已酝酿着分化了
。

1 9 2 5 年
,

一个挪威学派的小学生
,

罗斯贝 (R os sby )
,

年二十八岁
,

在瑞典
一

美国文化交流基金的资助下 (每年仅 6 5 0 元 )
,

以

学习气象工作者的身份到美国气象局工作
。

两年半后
,

被美国气象局宣布为
“

不受欢迎的

人
” ,

书面通报全国气象机构
。

但是
,

他的科学思维却受到正在兴起的航空界的重视
。

哥根

汉门(D a ni e l G u g g en he im ) 基金会的空气动力组任用他为气象学研究工作人员
,

兼任该

基金会的航空气象委员会主任
,

派他到加利福尼亚州组织旧金山到落桑矶的航空线气象

业务机构
。

州气象分局无视气象局总部的书面通知
,

.

与罗斯贝密切合作
。

后来美国气象

局在航空事业需要的压力下
,

接受了该航空线的气象机构
,

并作为样版推广到全国各航空

线
。

再后
,

罗斯贝先在麻省锉工学院后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气象系
。

他和他的学生们从

事了无线电探空仪的改进
,

等墒面分析
,

大气长波和其变化
,

高空急流
,

物理量输送的计

算
,

大气环流的实验模拟和数据模拟
,

数值预报
,

雷雨观测实验
,

低纬度天气等等工作
。

原

称芝加哥气象学派
,

后扩大到全国
,

成为美国气象学派
。

美国气象学派发展的基础是北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

以及战后扩大的
、

统一标准

的高空探测网
。

其服务对象是美国的航空事业
,

说穿了
,

就是美国的全球霸权
。

挪威气象学派主要抓的是锋和气旋
,

美国气象学派主要抓的是急流
,

长波和其变化
。

挪威学派把锋作为不连续面来考虑
,

这妨碍了它的进一步发展
。

美国学派认为锋区的斜

压性即温度的快速准水平变化是风速随高度快速变化的结果
。

挪威学派研究的是锋区的

斜压性的状况
,

美国学派研究的是锋区斜压性的变化和成因
。

美国学派认为解决了流场

主要是急流 的变化和成因
,

温度场或质量场以及力场就自然解决了
。

这是符合
“

自然界只

有物质和物质的运动
” , “

力场是物质运动的结果
”

这个自然哲学观点的
。

虽然美国学派到

现在也远没有完全解决大气运动的变化和成因问题
,

但是在沿着这个方向的前进过程中
,

却带动了气象学的重大发展
,

取代了挪威学派成为气象学的主流学派
。

挪威气象学派的大将们不服气了
。

J
.

皮叶克尼斯认为涡度方程就是他父亲 V
.

皮

叶克尼斯的环流理论
;
长波是他首先发现的

,

用气压管输送理论就可以得出的
;
并且在气

压管输送理论的基础上
,

由他的助手们洪堡 (H ol m b oe )等人写了一本动力气象学
。

另外
,

还有一些人竟认为长波是数学游戏的结果
。

也有些人指责长波分析太粗糙了
,

’

歪曲了事

实
。

最奇怪的事是
,

美国学派的学生瑞尔(Ri eh l)
,

原分配在低纬度地区工作
,

发现了东风

波和非冰晶效应降水
,

突破了挪威学派的范畴
;
中年回到了芝加哥本部

,

跟不上芝加哥学

派的主流思维
,

认为急流是挪威学派已经发现了的
,

并可以由锋区的水平温度梯度
,

按热

成风关系计算出来的
;他失去了青年时代时的锋芒

,

后来文章不少
,

成就却不大的
。

事实

上
,

美国学派所有的工作
,

在初期都受到一部分人的反对
,

美国学派的论文也并不都是好

的
,

也有缺点和错误
。

然而
,

这些反对意见和探索过程 中出现的缺点
.

和错误
,

并没有妨碍美

国学派的进展
。

罗斯贝在 40 年代末期曾查觉到美国气象学是为其全球霸权服务的
。

他 回到 瑞典去

了
。

在瑞典展开了大气化学的工作
,

因为西德鲁尔工业污染了瑞典南部地区
。

他在行前

曾说过
: “

瑞典太小了
,

希望中国和英国能在美苏间起缓衡作用 !
”

50 年代初期
,

他在瑞典

地球物理学报(T e n us )著文论述气象科学进展时
,

曾对 中国年青的气象工作者寄予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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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当理解为是纯科学性的
。

罗斯贝离开美国
,

并没有阻止美国气象学在原基础上继续发展
。

60 年代中期进行了

总结
,

基本告一段落
。

预报期限延长到三天
。

七十年代的
“

全球环流实验
” ,

八十年代的
“

气候十年
”

的背景是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

经济
、

政治
、

军事霸权争夺过程中的有限度的合作
。

对这一点
,

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

当代美国和西欧的气象学基本上已经合为一体
。

技术上
,

在遥感
,

卫星探测和快速通

讯
,

资料整理以及计算系统的应用等方面是很突出的
。

但是
,

在科学思维方面却没有显著

的进展
。

人工影响天气要下马了
,

转为云雾物理的基础研究
。

短期过程中
,

降水问题还放

在次要位置
。

中期过程和长期过程的研究工作进展甚微
。

气候资源的开发还处于积累资

料阶段
。

与生物学
、

农业科学的合作和相互渗透仅仅开始酝酿
。

未来的突破口
,

并没有呈

现 出来
。

原因是多方面的
。

有一点值得指出
,

除了欧洲中期数值预报中心和英国气象局的管

理人员和业务人员
,

实际工作人员和研究工作人员是密切合作并在一段时间后相互轮换

外
,

美国和西德等主要国家的气象各种机构中
,

他们是相互脱离的
,

分工太细了
,

太死了
。

另外
,

在设备方面
,

颇有点军备竞赛的气氛
,

这不可能不影响他们的前进
。

二
、

新中国气象事业的回顾
、

现状和展望

新中国成立后
,

由于国防和建设的需要
,

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
,

就建立了气

象局
,

归属军委
。

抗美援朝和治淮两大任务推动了气象事业的发展
。

科技人员是由竺可

祯为首的知识分子和张乃召为首的解放军业务干部组成的
。

涂长望任局长
,

张乃召任副

局长兼党委书记
,

并争取到有关方面科学技术力量的支持
,

例如
,

50 年中央气象台的无线

电探空仪就是在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实验室里检定的
。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气象科学技术的成长是迅速的
。

业务
、

科研和教育机构都

整顿扩充了
。

台站网建设是最突出的
,

设备基本上是我国自制的
。

科学研究开始展开了
。

教育方面的成绩也是显著的
,

当时所培养出的学生现在已成为各方面的骨干
。

.

五十年代末期开始
、

在
“

文化大革命
”

中发展到极端的政治形势
,

使我国各方面的工作

受到严重的挫折
,

气象事业也不例外
,

这是众所周知的
。

内伤是严重的
。

然而
,

国家经济

建设对气象工作的需要还存在
。

随着党的拨乱反正总政策的逐步落实
,

各种气象机构都

在不断的调整和加强
。

有关科学技术力量的支援源源而来
。

本行的科学技术人员在
“

文

化大革命
”

前后遭受到一定的损失
,

但幸存的人却锻炼得更成熟了
,

更坚强了
,

并且还补充

了大批生力军
。

过去二十五年中
,

科学研究和技术改革虽然是时断时续
,

但还是有不小的

进展
。

在大气遥感原理和技术
,

各种雷达的设计和制造
,

通讯和计算系统方面我们是有一

定基础的
,

并初步地有了我们的布局
。

大气动力学方面我们并不落后于国际水平
,

不同期

限的天气过程和预报也是一样
。

农业气象和大气化学是我们比较薄弱的环节
,

不过国际

上走得也不很远
。

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因为受到挫折而灰心丧气
。

历史舞台摆在我们的面前
,

今后要看我们如何演这场历史剧了
。

剧是要人来演的
。

首先应当分析我们队伍的组成
。

60 或 65 岁以上的人占极少数
,

他们学有专长
,

并曾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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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贡献
,

但年事已高
。

五十岁上下的人是我国自己在五十年代培养出来的高等学校毕业

生
,

原来人数在 1 5 0 0 以上
,

至少半数现在还坚守着气象岗位
。

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
,

在相

当困难的条件下
,

不断成长壮大
。

他们是今后十年到十五年的中坚力量
,

是第一梯队
。

四

十岁上下 的高等学校毕业生是 60 年代培养出来的
,

受到一定影响
,

但还具有相当的基

础
,

总人数原在 2 5 0 0 人左右
,

留在岗位上的应当还有 1 5 0 0一2 0 00 人
。

他们是第二梯队
。

“

文化大革命
”

以后培养出来的大学毕业生可能在 工0 0 0 人以上
。

另外还有两万上下的各

种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
。

他们是第三梯队
。

组织和提高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应当是第

一梯队的责任
。

我们希望第一梯队中涌现出 15 0 到 2 00 以上的
“

师团级
”

干部
。

所谓
“

师

团级
”

干部指的是有独立组织队伍并完成任务的人
,

并希望其中出现若干
“

帅才
” 。

这样
,

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
。

队伍和干部是要在战斗中成长的
。

我们的战斗 目标必需明确
。

那就是接受并主动提

出今后国民经济建设中要求气象科学技术解决的问题
,

并加以最大可能的解决
。

共同的

目标是我们团结的基础
。

有了这种团结才能争取胜利
。

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不可能不影响

我们的队伍
。

在我们队伍中也出现过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

形式不同
,

程度各异
,

归根结底

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烙印在我们思想意识上的反映
。

这不足奇
,

也不可怕
。

中央决定整风

并预期三五年内党凤有一个大的提高
。

我们应当主动的配合
,

使我们气象队伍的风气也

有一个大的提高
。

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之 日
,

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烙印消除之时
。

中

华民族有过光辉的历史
,

我们应当共同努力证 明现代的中国人民并没有退化
,

我们是无愧

于称作
“

炎黄子孙
”

的
,

我们气象科技队伍同其他兄弟行业的队伍一样
,

是无愧于被称为掌

和人民依靠的力量的
。

现在
,

我们整个气象队伍的业务学习热情是高的
,

各方面的领导机构也提供了尽可能

的学习条件
。

我们期望着巨大的收获
。

女排成功的关键是
“

高标准
,

严要求
,

苦炼基本功
” 。

这十一个字应当作为我们的座右铭
。

实践证明许多人也已经认识到
,

基本功那一方面差
,

就在那一方面限制我们的前进
。

现代气象科学技术和其他科学技术一样
,

知识老化的速

度比过去快多了
。

只有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加强基本功
,

才能应付各种各样的局面
,

才能不

怕暂时的挫折
,

最后取得胜利
。

短期天气过程的研究和短期预报是为战斗性的经济措施服务的
。

中期过程的研究和

中期预报是为战役性的经济措施服务的
。

长期过程和气候的研究和展望是为战略性经济

措施服务的
。

农业气象和气候资源调查是直接为农业现代化服务的
。

大气化学则是为工

业现代化服务的
。

国防和科学技术是以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的
。

大气物理和大气探测也

应当与经济和国防建设密切联系起来
。

我们的现代化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

而不是美国化
、

西欧化或 日本化
。

对气象科

学技术说
,

是根据我国的情况
,

走我国的道路
,

吸取和利用挪威学派
,

美国学派和其他学派

的精华以及我国自己科学技术研究的成果
,

推动我国气象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

以适应我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
。

这样千
,

我们不必以赶超国际水平为 目标
,

却会顺带地达到这

个目标
。

挪威学派那么几个人
,

在 20 年内赶超了大英帝国
。

美国学派最初的人也不多
,

20 一 30 年间全面地超过了挪威学派
。

挪威人
,

美国人做得到的
,

我们中国人就做不到 ?

我们有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的领导
,

有各级组织提供的条件
,

这些条件还会一年好似一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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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 日益提高的广大知识分子队伍和有经验的管理干部队伍
。

别

人做到的
,

我们可以做到
。

别人做不到的
,

我们也可以做到
。

国际有识之士正以赞赏和羡

慕的心情注视着我们的努力
。

当然
,

浅见的人
,

国外国内都有
。

让他们自作聪明讥笑我们

这也不成
,

那也不成却狂妄自大吧
。

我们将以群众性的持续努力证明国际歌歌词中下面

两句话是正确的
:

“

莫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

我们要做禾下的主人
” 。

二万八千亿元的经济指标
,

意味着十二亿人
,

每人平均年收入约 2 3 0 0 元
。

这是以不

变价格计算的
。

听起来
,

比其他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差得多
。

但是
,

我们的费用也差得多
。

只要合理使用这些收入
,

实际生活水平将和他们一样
,

也许还要高些
。

百分之七点二的年

增涨率也不算高
,

完全是可以做到的
。

我们气象界的全体工作人员
,

应当谨记着今后 20

年的宏伟目标
,

主动的
,

脚踏实地 的努力工作
,

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业务

水平
,

承先启后
,

继往开来
,

推陈出新
,

分担起现阶段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责任
。

同志们
, “

欲穷千里 目
,

更上一层楼
” ,

前进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