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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育人　奉献

———纪念谢义炳先生诞辰９０周年

丁一汇１　周秀骥２

１国家气候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２中国气象研究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今年是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

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谢义炳先生诞辰９０周年。谢

义炳先生的一生，是富于创新和奉献的一生，他为我

国的气象教育与人才培养，气象科学研究和气象业

务现代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我国老一辈气象学

家的杰出代表之一。

建国初期，谢义炳先生满怀爱国热情，冲破阻

力，毅然回到祖国，投身新中国气象事业的建设，以

自己的学识报效祖国。他学贯中西，远见卓识，敏锐

地发现和抓住学科生长点和新的机会，不断创新。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首先发现东亚上空多层锋区、

急流分支和副热带高空急流。这一发现把对东亚大

气环流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并为稍后的日

本气象工作者所证实。６０年代初期首先发现西太

平洋大多数台风发生在赤道辐合带上并有中期过

程，提出“台风群＂的概念和切变不稳定理论。７０年

代末提出中低纬度天气系统相互作用的概念模式，

以及湿斜压大气的概念和系统理论。８０年代以后

从事大气环流基础理论的研究，提出了空间不稳定

性概念，进一步论证了传统的斜压行星波不稳定性

理论和判据。９０年代从事大气大型涡旋与基本气

流的关系的研究，提出指数循环的动力学理论。这

些科研成果对中国天气分析和预报实践起了指导作

用，丰富和发展了大气环流基础理论。谢义炳也因

此曾多次获国际、国内奖，１９８８年他荣获芬兰的帕

尔门国际奖。

谢义炳主张气象科研、教育和业务工作的有机

结合，倡导并推动气象科技大协作；提倡发展气象

科技，兼容并蓄，吸收和应用古今中外一切有用的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振奋精神，力争在２１

世纪初赶上和超过欧美发达国家的气象科技。１９５４

年长江流域遭受特大洪水后，他接受中央气象局的

“中国夏季降水问题研究＂课题，对影响中国的降水

系统，包括冷锋、低涡、暖锋、梅雨和季风等进行

了大量的分析。首次应用能同时表征大气热力与水

汽状态的假相当位温分析方法，发现了降水系统的

特殊结构，揭示了水汽过程的重要性。这一方法后

来被他的学生雷雨顺发展为能量天气学方法，在全

国各气象台站降水业务预报中广泛应用。对东亚天

气尺度降水系统的结构与演变，谢义炳提出了相当

全面的概念模式，把降水系统的天气学研究提高到

一个新的高度，这一系列概念模式为以后的研究工

作所证实。１９７５年，河南发生特大暴雨，他领导和

参与组织了北方１３个省、市、自治区气象局开展大

规模暴雨动力学和预报方法的研究工作，在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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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湿斜压概念和湿斜压天气动力学

的系统理论。这一理论阐明了降水过程中凝结潜热

释放的反馈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大气运动的动力学

特征，由此计算的湿斜压不稳定波的波长比不考虑

水汽凝结潜热反馈的不稳定波长为短，与实际分析

的结果一致。他在开放系统中引入湿有效位能的概

念，从而为大气能量学的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这

个概念以后被发展成一种新的暴雨诊断和预报方

法。湿斜压概念及其系统理论是大气斜压动力学的

一个发展。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北方暴雨科研协作

组发展了新的暴雨环流系统的概念模式，开发了一

系列暴雨的天气动力学诊断方法，设计了用于降水

预报的数值模式并进行各种数值实验，使８０年代

我国北方夏季暴雨预报准确率有了显著的提高。谢

义炳由于其研究成果在天气预报中取得重大的社

会经济效益，获１９８４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其理论方面的研究获１９８７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

等奖。

谢义炳治学严谨，博采众长，尊重科学规律，注

重科学实践，并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在气象学教育

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１９５０年他回国时可以从

事气象学研究或气象预报方面的工作，但他认为只

有培养出新一代的气象学工作者才能真正地发展祖

国的气象学事业，因此选择了教育岗位。当时国内

没有合适的气象学教材，国外也不多，他从整理、选

择原始文献入手，先后讲授了天气学、中长期天气预

报和大气环流等课程，并为这些课程编写了讲义。

１９５９年正式出版了《天气学基础》一书。这是解放

后的第一部带有中国特色的天气学教材。谢义炳注

重对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他严格要求学生从

实际天气分析出发，遵循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并将所

得结论在实践中加以检验。他鼓励学生创新，不必

囿于已有的科学观念，包括他自己提出的观念。有

所发现就要坚持，不怕与当时盛行的观念相左。他

要求学生有严谨的学术作风。他亲自指导、修改学

生的天气分析，与学生反复讨论研究结论的科学性，

从而培养了学生们的求实、严谨、创新的学术精神。

在他的指导下，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气象学工作者，

分布在全国各地，成为一支具有国际影响的科技力

量。他的学生中有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

高级工程师、司局级气象业务和行政干部，其中有的

已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劳动模范、

有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谢义炳还在可能范围内

支持农业气象学、水文学、海洋学和高层大气物理学

等有关学科的发展。

谢义炳是卓越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历任中国

气象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气象学报》主编，

为中国气象学会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１９８２年，当选为英国皇家气象学会荣誉会员。谢义

炳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曾兼地学组组

长，国家科学基金会评审组成员，大气科学组组长，

曾兼地球科学组组长，是“大气科学前沿学科研讨

会＂的发起者。他晚年还亲自出任中国气象学会涂

长望青年气象科技奖评选委员会主任，他认为气象

事业应以教育为本，青年为先，始终如一地关心青年

气象科技工作者的教育和培养。

谢义炳深受中国优良传统文化的影响，生活简

朴，工作努力，民族自尊心强烈。他还接受了西方勇

于探索，不迷信权威的进取精神，坚持原则，实事求

是，受挫不馁。他总是倾听并考虑不同意见，采取实

际可行的方案，颇得共事者的尊重与信任。他在改

革开放时期，积极对外进行科技与人员的友好交流，

为推进我国科技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

谢义炳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气象大师，是所有

气象工作者的楷模和典范。他不朽的业绩将永远载

入中国气象科技史册。我们要学习、继承和发扬谢

义炳先生胸怀全局、团结合作的精神，为加快气象事

业发展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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