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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创新研究，繁荣大气科学

———纪念《气象学报》创刊８０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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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

展史上的重要年代。不同学科的研究院、所

和高等学府相继建立，各种学术期刊相继创

办。继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１０日中国气象学会创

立之后，１９２５ 年 ７ 月 《中 国 气 象 学 会 会

刊》———《气象学报》的前身诞生了。

早期的《中国气象学会会刊》覆盖着天气

学、气候学、海洋学、地震学及天文学等广阔

领域。不仅刊登学术论著，也发表传记、调

查、特载，气象新闻、会务报告和年会记录，介

绍国际气象法典及气象学会章程。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

经过１０年的实践，１９３５年《中国气象学

会会刊》改刊名为《气象杂志》（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Ｍａｇａｚｉｎｅ），卷数则相承为第１１卷，从此

以后集中刊登学术论文。《气象杂志》为月

刊。抗日战争期间因经济来源枯竭，常有停

刊的尴尬，自１９３８至１９４０年只发行到第１４

卷，自１９３９年５月至１９４０年１１月则完全停

刊。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气象杂志》于

１９４１年１月复刊，并再次更改刊名为《气象

学报》（续卷数为１５）至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气象科

学技术研究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气象科学

技术研究队伍飞速壮大，《气象学报》作为国

内气象领域唯一的专业学术刊物，自然成为

以刊载高水平学术论文为主的期刊，发表了

大量有关青藏高原气象学、东亚大气环流和

东亚气候、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台风、中国

降水和暴雨特征、寒潮以及中小尺度动力学

和云雾物理等方面的文章。尽管那时还没有

出版英文版《气象学报》，这些研究成果却深

为国内外气象学者所重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初期，美国气象学会会刊就曾根据这些论文，

高度评价了中国气象科学的进展［１］。值得回

味的是，当时有人曾一度把这些揭示自然规

律的理论研究论文统称之为脱离实际、脱离

工农兵群众的“阳春白雪”，主张《气象学报》

应主要刊载来自基层具有实际经验的“下里

巴人”的文章。为此，《气象学报》１９６６年第

３６卷第１期就成了登载以县气象站为主的

有关单站天气预报的专集。以后不久，文化

大革命浩劫来临，和全国所有学术期刊的命

运一样，《气象学报》被迫停刊１２年，留下了

难以弥补的历史空白。

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的春天，《气象学

报》于１９８０年正式复刊，并于１９８７年增加出

版了英文版《气象学报》。近２０年来，《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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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继承长期形成的公正、严格的审稿制

度，不懈地实行了责任编辑初审、同行专家书

面评审及编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集体终审的

稿件评审制度。在审稿过程中，力求创造百

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每次编审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审稿会议都是一次畅所欲言的民主科学

讨论会，藉以保证了论文的质量和学术水平。

而在学报的编排方面，也进行了重大的改进

与完善，主要是由季刊提升为双月刊，扩大了

开本，增加了论文图表的中英文对照等，使

《气象学报》的编辑与出版取得了新的进展。

从１９２５年７月《中国气象学会会刊》诞

生伊始，到先后更名为《气象杂志》与《气象学

报》，已历经了８０年沧桑。通过几代气象学

家的呕心沥血、历届编审委员会与编辑部的

艰辛耕耘，《气象学报》作为中国气象学会的

学术刊物，忠实地记录了中国现代气象科学

技术研究发展的历程，为推动中国气象科学

研究、繁荣气象科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气象科学蓬

勃发展，全国４０种左右气象期刊先后如雨后

春笋，纷纷问世。在万紫千红满园春的景象

中，《气象学报》已不再是一枝独秀。在当前

形势下，作为代表中国气象学会的高水平学

术期刊，其特色应该是全面反映中国气象科

学技术研究的最新进展与高水平研究成果，

推动气象科学技术前沿的创新性研究，尽快

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刊物。为了达到这

个目标，除了继续采取各种措施，吸收并刊载

作者自由撰写的高水平学术论文以外，必须

把根据特色要求有计划地组织稿件作为《气

象学报》的重要任务。特别要加强与气象学

会各专业委员会的密切结合和配合，共同努

力，鼓励并组织撰写反映各专业领域内优秀

研究成果的综合论述，根据中国气象学会第

二十五届理事会《气象学报》编审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决定，《气象学报》新

开辟“综论”专栏，以刊载总结作者系列研究

成果的综合性论文。

活跃学术讨论，鼓励各种学术观点的交

流，是推动高水平创新研究的必要环境。作

为中国气象学会会刊，《气象学报》理应成为

中国气象科技工作者百家争鸣的学术园地。

然而，８０年来，《气象学报》只刊载过９篇发

表不同学术观点的文章，特别是１９８６年以

来，即使在改革开放的科学春天中，这样的学

术讨论在《气象学报》上反而是销声匿迹了。

这种现象从一个视角反映了中国学术界深层

次的弊病，它极大地阻碍了创新性研究的发

展。为此，中国气象学会第二十五届理事会

《气象学报》编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

议还讨论决定，《气象学报》开辟“学术论坛”专

栏，积极倡导创新学术思维的交流，鼓励对已

有论文和专著的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论述当

前国内外气象科学技术前沿动向，以开创自

由、活跃、宽容而又严肃的学术讨论新局面。

衷心祝愿，再过２０年，在全国气象科技

工作者不懈地支持下，当《气象学报》迎来百

年寿辰的时刻，她已成为世界气象科技界广

受欢迎的一本好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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