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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与 澳 大 利 亚 的 气 象 合 作
’

邹竞蒙

国家气象局

齐尔曼”

澳大利亚气象局

提 要

中国与澳大利亚的领土面积很接近
,

跨越经度大致相同
,

所处纬度数也差不多
,

但是人口
、

历史

和社会结构则有极大差异
。

在过去的十五年间
,

两国合作迅速发展
,

作为人类活动中必然进行国际合
、

作的领域之一
—

气象更是如此
。

本文简单地对比了两国气象发展的历史和目前状况
,

并概述了

年两国开展双边气象合作以来所执行的项目的主要内容
。

一
、

引 言

自本世纪 年代初期以来
,

中国与澳大利亚的气象合作就甚为紧密
。 即使 两国气

象工作面临的向题差异较大
,

但为了全球气象设施和气象服务的改进这个共同 目标
,

两

国气象专家经常在一起
,

协同合作
。

继  年和  年双方气象代表团互访之后
,

年 月在堪培拉
,

本文作者分

别代表各自气象局
,

签署了双边气象合作备忘录
。

此后
,
在中国国 家气 象局 以下简

称 和澳大利亚气象局 以下简称 之间建立了积极的
,

有利 于双方 的科技合

作计划
,

扩大了两国气象机构的交往
。

下面各章节将按照两国气象工作的特点
、

发展和机构介绍此合作计划的背景
,

并叙

述 年来在此计划 下所取得的成果
。

二
、

地 理 和 气 候

中国与澳大利亚的特性有许多异同之处
。

两国分别处于赤道两侧
,
纬度近似

,

经度

也大致相同
。

两国都在大洋西部
,

受热带气旋的季节性影响
, 同时也 都强 烈地受印度

亚洲季风环流的影响
。

为此
,

双方对热带气象和季凤气象的研究
,

对气候变化 旱
、

涝

对国民经济的作用都十分关心
。

表 给出两国地域的比较
。

图 略 表明了两国的地理

位置
。

两国东部地区的地理和气候都非常相似
,

但西部地区则很不相同
。

澳大利亚四面

环海
,

最高的山延伸到东海岸
,

其中仅有几个高于   的山峰 而中国西 半部是平

均高度在 以上的青藏高原
,

同时
,

亚洲陆地与北极相连
。

图 略 把两国地理位置相近的几个主要城市的全年
、

夏季 澳大利亚 月
,

中国

月 和冬季 澳大利亚 月
,

’

中国 月 的气候条件 平均海平面气压
、

平均气温和降水

分别作了比较
,

其资料来自兰姆
, 、

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
,

本文子 , 年 月 日收到
,

 年 月 日收到修改稿
。

本文以英文稿完成
,

由陈国范
、

赵云德译虎

中文
。

齐尔曼 沈 为澳大利亚气象局局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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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中国与澳大利亚的一些比较

澳 大 利 亚 中 国

更塑可
平方公里 ,

·

了
·

任竿稗里
一 ‘ 一 一 一

经度范巴 ”
一 , “ “ , 一 , “

人 口 白力 卫 工

和澳大利亚气象局
。

很有意思地看到
,

悉尼和上海
,

墨尔本和北京以及布里斯班

和广州的气候明显相似
。

三
、

气 象 史

中国气象有很长的历史
。

早在三千年前殷朝时就有连续十天的阴
、

晴
、

雪和风等观

测记载
。

周代初 公元前 至公元前 年 的文学书上有关于天 气的 描述
。

在公元

年
,

中国发明了第一个凤向标
。

南宋 公元 一 年 数学家秦九韶计 算了积雪

深度和降水量
。

年中国使用的雨量计已经标准化
。

年一个基督教 传教 士和夭

文学家维比斯特 把温度计带到中国
,

中国开始受西方 的 影响
。

 ! 年俄

国人在北京建立了地磁和气象观象台
。

年法国传教士在上海建立了徐 家汇气象台
。

年上海气象台开始向公众发布天气预报
。

年满清政府被推 翻之 后
,

在北京建

立了中央气象台
。

 年在南京建立了气象研究所
,

它是中央研究 院 中国科学院的前

身 下属单位
。

年代后期
,

观测网开始扩展
,

中国在气象方面已经和其它国 文一样做

了许多实际工作
,

只不过规模还不大
。

 年成立了中国气象学会
,

在南 京的 中 央大

学 即南京大学前身 和北京的清华大学已经开设了气象高等教育课程
。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有 个气象站
,

当时气象工作由军委气 象局负责
,

年改为中央气象局
,  年又改名国家气象局

。

经过 年的建设
,

到
,

年底
,

全国气象台站为 个
。

年代初开始
,

气象工作 有惊人的发展
,   年 月

第一颗极轨试验性气象卫星风云一号的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气象 事业 的现 代化
,

成为

年代的一项重要新闻
。 ’

澳大利亚的第一批气象观测台是欧洲人库克 船长和其它一些早 期的 海员建

立的
。

 年威廉
·

道斯 在悉尼海湾建立了第一个 地面 观 测站
。

到

了 年汤姆斯
·

布里斯班爵士在悉尼西部的帕拉马他观象台开始了系统的气象观测
,

一直持续到  年
。

但是悉尼的官方正式记录是  开始的
。

年到 年在新

南威尔斯州政府的天文学家和气象学家鲁肖尔 的领导下
,

该州 区域内

的观测网点迅速发展
。

  年鲁肖尔制作了澳大利亚第一张在报纸上 刊登 的天气图
。

年
,

当他离任时新南威尔斯州已经有了 个观测点
。

墨尔本的第一个观象台是

年在威廉斯镇建立的
。

在澳大利亚南部
,  年 开始有 雨量 记录

,  年 查里

斯
·

托德 爵士被任命为阿德莱德观象台台长之后观测 网点迅速发展
。

托德负责建立阿德莱德一达尔文的陆地电信
,

所有他属下的电信业务员都肩负观测和拍

发天气报告的任务
。

澳大利亚的第一个每 日工作的观测站
,

西部的佛利曼特
,

开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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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霍巴特和塔斯马尼亚开始于  年
,

北部自治区的在艾辛顿港 即 今 达尔文
,

开始于 年
。

澳大利亚早期最有影响为气象学家可能要算克莱门特
·

雷 格
。 了

。

他在  到  年是昆士兰州 次奋为气象学家
,

精力 充布
,

积 极性很

高
,

在昆士兰建立了观测站网
,

开拓了命名为气旋的实际工作
。

在进入 世纪之前他和乔

治
·

诺伊迈邪 比 叮 就参加了在欧洲举 行的国际气象组织的大会
。

年澳大利亚成立联邦政府
,

气象列人联邦政府的机能
。

年通过了气象法
,

随后于  年 月 日成立联邦气象局
,

当时即有职工 人
。

下面列 举了 近 年气

象事业发展的重大事件

年在南极成立第一个气象局
,

年开始以无线电传输天气报告和预报
,

年第一次用

飞机进行高空探测
,

 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气象局并入皇家澳大利亚空军
,

年开始用 气

球携载无线电探空仪
,

 !年首次用雷达测高空风
,

 年成为新成立的世界气象组织成员
,

年

修改 年通过的气象法
,

新法律内包含有气象局的目的
、

职能和权利
,

 !年首次用电视报告天

气
,

 !年气象局增加水文和水资源任务
,

年建立第一个 自动气象站
,

年首次对卫星图象作

局地分析
,

年墨尔本世界气象中心开始投入业务
,

年安装气象局的第一个中央计算机系统
,

年成立皇家气象学会澳大利亚分会
,

 年引进计算机通信系统
,

 年在气象局建立气象研

它中心 年引进气象局的第一部超巨型计算机
,

年成立澳大利亚气象与海洋学会
。

四
、

气象工作的国内职责

中国国家气象局和澳大利亚联邦气象局都是两国政府正式指定 的国 家气 象权 力机

构
,

但此外在两国都还有许多其它从事气象工作的部门
。

在中国
,

国家气象局在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
,

行使中国气象 行业 的管 理和 行政职

能
,

向人民代表大会汇报工作
。

其它向国务院负责的主要气象单位还有

中国科学院 在其下属的研究所中有三个直接与气象研究有关
,

即 大气物理研究所
、

兰州高原

大气物理研究所和地理研究所

中国民用航空局 负责民航气象服务
。

它虽然大量使用国家气象局提供的资料和统一标准
,

应用

中央气象台的预报产品
,

但是有 自己的预报业务
,

特殊的观测网
,

有专门的预报台和预报员

国防部 为军事部门提供气象服务
,

亦使用国家气象局的资料和产品

国家教育委员会 在大学
、

学院和技术学校开设气象课程

航空航天工业部 为发展气象卫星提供技术支持

外交部 制定与世界气象组织联系的政策

其他 农业部
、

水利部
、

交通部
、

国家海洋局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等都有一些涉及气象方面的

工作
。

在澳大利亚
,

气象局原是联邦科学部的下属单位
,

直到 年 月
,

联邦政 府改

组
,

成立了六个部
,

气象局归属到行政服务部
。

除气象局之外
,

其他含有气象工作的主要机构有

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

特别是其中的气象研究处
,

海洋处和水资源研究处

国防部的皇家澳大利亚海军

对外事务与贸易部
,

负责与世界气象组织联系的政策

基础工业与能源部的澳大利亚水资源委员会



气 象 学 报 卷

若千大学 尤其是圣尔本大学
、

莫纳什大学
、

南澳大利亚的佛林德斯大学
、

麦夸里大学和新英格

兰大学等
。

五
、

组 织 机 构

图 和图 分别给出中国国家气象局和澳大利亚气象局的组织机构
。

表 对比了两

个机构的主要特性
。

图 和图 略 分别表示两国的基本气象观侧网
。

国国 务 院院

国国家气象局局

局局 长长

甫甫局长长

词一办公室
改筑法

规 司

天气顶报

势报管理司

气候盆侧

应用, 理司
技术装备司 科技彼育司 人布司

什划时

务 司

国家 北京 气象中心 自由 ⋯幽 行吸,

理 局

断石幽 属国玄气象肠的院校校

学学 院院 中等专科学校校

图

表

中国国家气象局组织机构

中国与澳大利亚气象机构对比

澳 大 利 亚

人

 

石

  
,一

几,曰阳‘ 
, ,毖目匀,曰‘

勺

国家气象工作人员
世界气象中心
区城 专业气象中心
发射气象卫星
观侧站
高 空

地 面
预报台
气象苗达站
气象卫最接收站
农业气象站
省 区气象局
气象学院
气象技术学校 中专)
国家研究中心
国家研究中心属下的研究所/组

120
690
30,
2 0 0

6 0

6 0 0

3 0

3

2 4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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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澳大利亚气象局组织机构

六
、

气象服务和业务系统

在中国
,

气象主要是为群众服务的
,

特别是为农民服务的
。

现已研究确定出各种农

业和畜牧业的气象条件
,

并且完成了诸如水稻
、

棉花
、

甘蔗
、

茶叶和柑桔等的农业气候

区划
。

另外
,

还向能源探查
、

交通
、

工业
、

采矿
、

海港
、

建筑行业提供专业服务
。

而对

于航空气象
、

水文以及大部分的海洋气象则由其它单位而不是国家气象局负责
。

在澳大

利亚
,

情况则不同了
,

气象局主要是负责航空气象及有关的水文学工作
,

而且海洋气象

学和海洋学也是十分重要的领域
。

另一方面
,

澳大利亚尽管很希望农业气象的服务工作

能得到改进
,

但这个领域相对来说所占的比例是较小的
。

两国气象部门都采用高速电信线路以及无线电传和传真广播
。

计算机已被用于洁息

交换和资料处理
。

60 年代
,

中国已开始进行数值天气预报
。

1 9 7 8 年中国拥有了 日立 M
-

170 计算机
,

利用这部计算机
,

研制开发了五层半球初始方程模式
,

并于 1980 年起投人业

务使用
。

为了提高数值夭气预报准确率和提供较长期的天气预报
,

现正在安装新的计算

机系统
。

在澳大利亚
,

早在1968年
,

当一台IBM 36O/65型计算机安装好以后
,

就开始利

用计算机了
。

1 9
82 年IB M 计算机已被F A c o M M 180N 型计算机取代进行 资 料交 换

,

并

用M 200 型计算机进行业务数值天气预报和研究
。

目前的数值预报系 统是 1985 年 3 月引

进的
,

一般通称为半球同化诊断系统(H A sP)
。

它是一个具有 9 层模式
,

顶部和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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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约为lohPa和991 h P
a的四维 资料同化和诊断系统

。

随着 E T A
一
10 巨型计算机于1988年

9 月投入使用
,

这一同化和预报系统已扩展为全球范围
。

1 9 8 8 年 9 月
,

中国发射了第一颖试验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

这颖卫星是 由上海卫

星工程研究中心研制
,

在山西太原发射中心发射的
。

地面控制由设在北京的卫星气象中

心负责
。

在澳大利亚
,

现正在研制气象传感器
,

可能在未来的国际气象卫星观侧网中的

卫星上使用
,

其中包括中国研制的卫星
。

中国国家气象局现已拥有各种设备进行气象仪器检定工作
。

澳大利亚气象局也有大

量的气象标准仪器
,

其中包括世界气象组织五区协太阳辐射
、

气压和臭氧侧量方面的区

域标准
。

七
、

气 象 研 究 和 培 训

气象科学研究院 (A M s) 是国家气象局全国研究中心
。

现有11 个研究所(室) 从事研

究工作
:

1. 天气动力气象研究所 2 . 气候研究所 3
.
中尺度气象研究所 4 . 农业气象研究所 5

.
人

工影晌天气和云物理研究所 6. 大气化学研究室 7 . 气象仪器计且检定研究所 8 . 大气探测研究

所 9
.
极地气象研究室 10

.
计算机应用研究室 11

.
气象科技情报研究所

。

每个省
、

自治区 (西藏除外)和市都设有自己的气象研究机 构
,

从 事包括台风
、

暴

雨
、

寒潮
、

低温
、

冷害
、

热带天气
、

青藏高原天气和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变化方面的研究

工作
。

长期天气预报的研究是根据环流指数
、

趋势
、

相似
、

统计回归法和谱分析进行的
,

但这些预报尚未公开发布
。

造成小麦干热风灾害的气象指数研究成果已在华北地区气象

预报中应用
。

在云物理和增加降水方面也作了大量工作
,

对于云
、

冰雹及降水 的宏观和微观结构

有了进一步了解
。

研究成果已在全国各种杂志上发表
,

大部分均为中文
。

下面是几种用英文出版的专

著或摘要出版物
:

中国气象学会出版的
《

气象学报
》 ,

中国科学院出版的
《
大气科学进展

》 ,

国家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

院
《

年报
》 。

中国气象教育事业近几年有了迅速发展
。

目前
,

国家气象局拥有三所 高 等学校(气

象培训学院)
:

北京气象学院
,

南京气象学院
,

成娜气象学院
。

另外
,

国家气象局还有三所直属中等气象技术学校
:

南昌中等气象技术学校
,

兰州中等气象技术学校
,

湛江中等气象技术学校
。

此外
,

由各省气象局办的中等气象技术学校共有 21 所
,

还有 n 所大学设有与气象

有关的系
。

在澳大利亚
,

气象局研究中心(B M R C )是全国气象 业 务的主要研究 机构
。

其宗旨

是
:
促进气象科学的发展

, 了解澳大利亚天气和气候
,
解决具体的气象科学向压

,
开展

气象应用研究
,

以满足澳大利亚社会团体的需要
;
推动澳大利亚气象局各项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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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提高
。

气象局研究中心分设如下五个研究组
:

中尺度模拟
,

中期天气预报
,

长期夭气顶报
,

资料分析
,

热带气象学
。

中期预报组从事半球同化诊断系统方面的研究
,

该系统现已在数值天气预报方面投

人业务使用并为中尺度模拟组使用的高分辨区域预报系统提出边界条件
。

热带气象组的

主要研究领域为澳大利亚季风和热带气旋
。

该组制定了一个大型的观测计划
,

取名1986

一1987澳大利亚季风试验(A M E x )
。

其 目的是研究积雨云对流和澳大利亚夏季季风环流

的相互作用
,

以及澳大利亚北部云线的发生
、

发展和传播机制及其对澳大利亚北部夭气

的影响
。

长期预报组进行文献整编和进一步了解澳大利亚气候主要年际变化的原因
。

诸

如像南方涛动与澳大利亚北部海面温度这样的气候变化指数之间的重要相关原因
,

是该

组正在研究的间题
。

资料分析组的主要职能是从事卫星资料的反演优化
,

及研究把气象

资料编入数值预报系统的技术
。

研究成果是以期刊
、

手册
、

指南
、

小 册子
、

公报
、

报告
、

技术专著和图集等形式在国

内发表
。

研究论文原稿则发表在澳大利亚和海外的科学杂志上
,

其中包括在澳大利亚气

象局出版的季刊
《
澳大利亚气象杂志

》
及澳大利亚气象和海洋学会出版的

《
澳大利亚气象》

上发表
。

澳大利亚气象局设有一所培训机构
,

名为气象局培训中心(BM T C )
,

开设有气象研

究生 (一级气象人员)
,

技术人员(气象)和观测员(三级和四级气象人员)
,

以及无线 电拢

术人员等课程
。

澳大利亚约有20 所大学或技术学院从事有关气象学的研究工作
。

1 9 8 5 年

2 月 1 日
,

气象局正式与莫纳什(M onas 句大学联合
,

这使培训中心和大 学 之间的科学
一

家能更密切地合作
,

并有助于中心培训学校的学生继续在莫纳什大学就读更高的学位
。

此后与墨尔本和佛林德斯(Fl in der
s
)大学也签署过类似的联合协议

。

联邦科学工业研究组织(C sI RO )大气研究室也开展气象研究工作
,

但更着重于研完

大气各种过程和现象的物理和化学问题
,

特别是有关环境和工业问题的研究
。

该室还仄

事云物理和人工影响天气的研究以及对气候变化的探讨
。

八
、

四年的双边合作

澳大利亚气象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气象局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于1985年 3 月26 日

一

在堪培拉由本文两位作者签署
,

备忘录规定了如下几种合作形式
:

(1) 交换学者
、

工程师和其它专家
,

包括派代表团或专家组访问对方科学设施和机构;

(2) 交换培训气象科技和研究人员;

(3) 交换和提供大气科技情报
,

其中包括出版物和研究报告;

(4 ) 合作进行双方感兴趣的重大研究项目
,

联合组织学未会议
、

专题讨论和学术报告;

(5 ) 双方同意的其它合作形式
。

备忘录还规定
,

我们联合主持的联合工作组每年轮流在澳大利亚和中国进行会晤
。

一

备忘录签署以后
,

为了研究制定1985 一198 6年的具体合作计划
,

于1985年 3 月29 扫在墨

尔本召开了一次计划会议
,

其后
,

联合工作组举行了 三 次 会 议
: 1986年 4 月

,

北京
;

1 987年 2 月
,

达尔文
; 1988年 9 月

,

北京
、

西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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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备忘录最初的重要开端之一就是1985年n 月2峨日至12 月 6 日由冈特雷特博士率领

的澳大利亚 5 人代表团访华
,

考察气象机构和设施
。

代表团访问了
:
国家气象 中心 (北

京 )
,

气象科学研究院(北京)
,

天气气候研究所(北京)
,

南极气象研究室(北 京)
,

气象卫

星中心(北京)
,

中国科学院(北京 )
,

江苏省气象局(南京 )
,

南京气象学院(南京)
,

上海

市气象局和台风研究所
,

宝山气象站和临安污染监侧站
。

根据这次考察访问
,

联合工作组第一次会议 (1986年 4 月于北京)批准了 198 6一1987

年度若干合作活动项 目
,

其中包括
:

1986年 4 月至 7 月
, 、

一名中国学者赴澳大利亚气象局研究中心从事卫星资料处理合作研究;

1986年5一6月
,

一名中国学者考察学习基准空气污染站的业务;

中国鑫加澳大利亚季风试验(A M E x )
,

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海洋局(SO A )研究船
,

向阶

红 5 号
,

在试验第二阶段期间在卡奔塔利亚(c ar pent ar ia) 海定点观侧研究;

一名澳大利亚数值天气预报专家访问北京;

两名数值天气预报专家到澳大利亚气象局研究中心
。

联合工作组第二次会议于1987年 2 月在达尔文召开时
,

正值澳大利亚季风试脸业务

期结束
,

向阳红 5 号船到达达尔文访问(图 8
,

略)
。

工作组成员和达尔文机关团体的代

表
,

作为中国国家海洋局的客人到船上进行了访问
。

达尔文会议回顾了198 6一1987年期

间富有成效的合作计划
,

并就 1987一1988年计划达成了一致意见
:

澳大利亚代表团仿问中国
,

就中国气象卫星计洲讨论可能的合作 ,

热带气旋等报中心之间的台风/热带气旋专家相互交往
。

第三次工作组会议于19 88年 9 月在北京和西安举行
。

会上回顾了1987一1988年期l’st

所进行的各项活动
,

并同意进一步开展1988一 1989年期间的合作
。

1 9 8 8 年一项主要的活动是由美国气象学会
、

澳大利亚气象与海洋学会和中国气象学

会于1988年 7 月在布里斯班联合发起召开的国际热带气象会议
。

会上
,

中国和澳大利亚

科学家就澳大利亚季风试验研究结果作 了报告
。

联合工作组同意
,

1 9 8 8 一1989年的合作计划特别包括如下项目
:

一名澳大利亚卫星气象专家访华
,

考察评价风云一号卫星的接收和应用问翅;

一名中国热带气象人员就澳季风试验资料赴澳工作 ,

一名澳大利亚中尺度模拟专家访华讲学;

一名澳大利亚南极气象专家访向北京
;

一名中国气候专家评估南方涛动研究和应用访澳考察;

一名澳大利亚热带气象学家就热带模拟访华讲学
。

第四次联合工作组会议将于1990年初在澳大利亚举行
。

.

九
、

结 束 语

白从1985年双边合作计划开女纽沃来
,

澳大利亚气象局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气象局

之间非常紧密的关系得到了发展
。

有40 多名业务和科研工作者参加了人员交换计划活动

和许多合作研究项目
。

研究成果已向国际社会作过报导
。

两国气象工作者之间建立了亲

密的友谊
,

使继续开展科学合作有了保证
。

作为两国气象部门的首脑
,

我们满意地看跳

这良好的开端
,

我们相信
,

它必将使中澳气象合作进入一个密切而互利的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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