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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业务的发展（１９５０—１９８０年）

骆继宾
中国气象局，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提　要：简要回顾和记叙中央气象台自１９５０年成立至１９８０年的３０年中，在天气预报业务和服务方面的发展过程。大体可

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当初既缺乏资料，也缺乏人才。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大力兴建气象台站，资料问

题得以基本解决；经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合作成立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人才培养和业务建设都有较快进展。到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后期中央气象台的业务范围和水平与发达国家已相差不大，这一阶段是这３０年中发展最快、最好的阶段。第二阶

段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期至７０年代初期。由于外部环境干扰，使天气预报业务停滞不前，所幸业务和服务工作并未中断。这

一阶段中央气象台的业务水平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明显加大。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我国恢复了在世界气象组织的合法席位，

经政府批准和世界气象组织的同意，中央气象台为成为世界天气监视网（ＷＷＷ）中的区域气象中心和区域气象通信枢纽而进

行积极准备。到７０年代末，在装备的选购、人员培养、数值预报模式的选用、通信线路的双边谈判以及软件的开发等方面均已

准备就绪。中央气象台也正式更名为北京区域气象中心，并开始了现代化的业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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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央气象台成立６０年来天气预报业务的发展，

大体可以为前３０年和后３０年两个阶段，本文主要

讨论前一阶段［１］。

１　中央气象台成立初期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前和初期也做天气预报。新中国成

立前，我国南京、上海、北平等几个气象台就已经制

作和在报纸上发布短期公众天气预报。北平的预报

就是由中央气象台的前身———‘华北观象台’发布。

这也就是中央气象台初创时天气预报业务的基础。

１９５０年中央气象台成立时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已

经接收和新建的地面气象站不到百个，只有７个高

空风观测站，没有一个探空站，国外观测资料更是奇

缺。当时虽然每天也绘制地面和高空天气图，不仅

图面资料寥寥，气象台站的观测仪器也是五花八门，

可靠性差，观测制度、规范都不健全，且传输也不及

时，使天气预报缺乏必要的和可靠的依据，这就是当

时的主要问题。另一个主要问题是缺少实践经验。

作为中央气象台，应该有一批受过良好专业教育和

有一定天气预报实践经验的预报员。而当时从‘华

北观象台’留下的和高校气象系毕业的预报员，不仅

人数远不能满足要求，且其中多数人刚从学校出来

也缺乏实践经验。

１．１　建立气象台站，开展资料收集业务

第一个五年计划（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期间，气象部

门着力建设气象台站。１９５１年在南京建立第一个

探空站，１９５３年发展到８个探空站，１９５７年底全国

共有探空站６９个，加上海军、空军公开发报的４个

探空站，总共有７３个可用的探空资料，另有６５个高

空风观测站。探空站的数量和密度除青藏高原外都

已经达到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地面台站的建设也

很快，到１９５７年底，全国共有地面天气测报站６３７

个。与此同时，也组织了对国外气象广播的抄收，包

括：苏联、日本、北美、印度和东南亚各国。实际上，

１９５７年还与苏联、蒙古、朝鲜、越南开通了直达气象

有线电传电路。正因为这些努力，１９５５—１９５６年中

央气象台的天气图就已经很正规了，可以说，和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以后的天气图差别不大。天气图的范

围包括：东亚、欧亚和北半球的；层次有：地面、８５０

ｈＰａ、７００ｈＰａ、５００ｈＰａ和３００ｈＰａ等。除此之外，在

台风季节还抄收美军和日本的台风探测报告，使我

们做台风预报有了依据。至此，建台初期缺乏天气

观测资料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

１．２　预报员队伍的建立

预报员缺乏的问题主要从三个方面解决：（１）

组织上解决。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高校气象系和

相关专业的毕业生集中分配一批到中央气象台，同

时还从短期训练班抽调一些优秀毕业生来中央气象

台任助理预报员。此外，在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

（简称‘联心’）期间，还从地球物理所（中国科学院大

气物理研究所的前身）抽调一些年轻研究人员来中

央气象台参与预报工作。到１９５５年底‘联心’撤消

时，中央气象台已经有几十名预报员和助理预报员；

（２）学习和培养。当时所有的预报人员都有继续学

习的要求，学业务、学气象理论、学外语，一片学习向

上的气氛。到１９５５—１９５６年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

军’的口号，更是鼓励大家学习。除了自学之外，‘联

心’领导每周都组织学术报告会，并亲自带头，除报

告总结、研究成果外，还介绍国外新进展等，有时还

邀请地球物理所和北京大学专家、教授来讲课。如

顾震潮讲过暴雨的形成原理、大范围霜冻发生的天

气过程；陶诗言讲过侵袭中国冷空气的四条路径等。

专家还介绍过恰尼的数值预报原理。为开展中长期

预报还介绍过苏联‘穆尔坦诺夫斯基－帕加瓦’自然

天气周期方法和平流动力理论；美国纳迈阿斯的５

天平均法；德国鲍尔学派的统计法；杨鉴初的历史演

变法和菲亚托夫的图解法。（３）借助外力的帮助。

１９５４年中央气象台聘请苏联中期预报专家涅克拉

索夫来台工作（约３年），他曾对当时中期预报组的

预报员指导如何按苏联方法作中期预报；北京大学

聘请苏联教授阿基莫维奇讲授动力气象学时，不少

预报员都参加听课；有些同志还去北京大学旁听过

别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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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天气预报业务的建立与开展

经过多方的努力和‘联心’领导的强有力的组织

领导，到１９５５年底‘联心’撤消时，中央气象台初创

时期的组建工作基本完成。已经具备了预报所需的

各种天气图表，用天气学方法做短期天气预报、将苏

联自然天气周期的中期天气预报投入日常业务、用

杨鉴初的历史演变法和苏联穆尔坦诺夫的长期预报

方法做月和季长期天气预报。此外，天气研究室成

立一个小组为在中央气象台开展数值预报做前期的

准备和试验。同时还请了苏联专家道布利希曼来中

央气象台作指导（约１年多时间）。当时，各种业务

制度也已经逐渐健全，如天气会商制度，重要天气的

把关、签发制度，发布大范围灾害性天气警报制度等

等。同时也广泛开展了对中央领导和各有关部门的

服务。向公众发布大风、寒潮、台风等灾害性天气警

报。１９５６年６月１日中央决定取消气象保密后，也

向公众发布日常短期天气预报，每天用胶印机印制

天气公报送国务院及各有关部委。在遇有北京市重

大活动，如‘五一’、‘十一’集会、游行或欢迎外国国

家元首等，也向中央有关部门提供天气服务，多数预

报效果是好的。特别是１９５４年长江遭遇百年不遇

的大水，连续一个多月日夜紧张服务，得到了上级领

导的肯定；１９５６年８月１日一个超强台风在浙江象

山登陆，以后北上到江苏、上海一带，造成非常严重

的灾害。这个台风无论是强度、范围和破坏力都是

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对这次超强台风的预报无论是

短期、还是中期预报结果，连续几天都很精彩。事后

国务院为此颁发嘉奖令，有关主要预报员都得到记

功的奖励。

１．４　中央气象台业务的发展水平

到这个时候，中央气象台作为我国的国家级气

象中心与发达国家的国家级气象中心相比，无论从

拥有的图表资料、业务工作领域、服务内容和范围等

方面都相差不大。只是我们的预报员比较年轻，经

验少一些，总体水平稍差一些，因而预报准确率也低

一些。但就某一次预报而言，如台风预报，我们比起

国际先进水平也并不逊色。

２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到６０年代的天

气预报业务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到６０年代，全国的大形势发

生了变化。在此期间，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员除了值

班，已经没有多少精力用来学习和钻研业务了。

在外部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后期至６０年代初期，中央气象台开展了以下几方

面的工作：

（１）学习四川省预报改革的一些经验，将大气

环流形势划分为相对稳定的若干环流型，在某一环

流型控制下天气的演变也相对稳定。这是一种天气

气候概念，类似于苏联的自然天气周期，所不同的是

中央气象台的环流型对副热带系统给予了更多的考

虑。但环流型的转换如何预报，和自然天气周期的

转换一样，同样是个未解决的问题。此后，中央气象

台的日常中期预报就不再使用苏联的自然天气周期

方法了。

（２）在长期预报方面，吸取了基层预报改革的

经验，更多地采用了单点资料、农谚等进行相关统

计，并与大环流形势相结合。而对苏联穆尔坦诺夫

斯基方法的相似、韵律等方面的考虑逐渐减少。

（３）由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成立了北京气象

台，原中央气象台的北京天气预报组撤销。１９６４

年，由于国防方面的需要，中央气象台成立了国外天

气预报组，主要制作周边国家和外海的天气预报。

（４）为改进对中央领导和中央各有关部门的预

报服务，开始用铅印和较大字体出版每天天气公报

和旬报、月报，专送国务院及有关部委并附降雨实况

图。同时，正规出版历史天气图，以便于对天气的总

结和研究。

（５）由于多年来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对天气预

报经验的总结水平在不断提高。有些已达到较高的

水平，如牟惟丰等总结的西太平洋双台风的活动规

律等。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期，局领导提出了一套气象

业务方针、政策，即‘大中小结合，以小为主；长中短

结合，以中为主；图资群结合，以群为主’。与此同

时，开展了对天气图的大批判。称天气图是‘洋拐

棍’，以促使天气预报依靠土法和老农经验，认为这

才是走中国气象的路子。到１９６５年桂林全国气象

学会年会上，这套政策已经定型。

为适应这一政策，中央气象台砍掉了日常预报

所用的３００ｈＰａ和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高空图。１９６５年

底中央气象台又在会商室养了几玻璃缸的泥鳅、蚂

蟥、甲鱼等小动物，每天进行观测，用以改进天气预

报。其实，大家并不相信这些小生物的活动对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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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范围天气预报有何实际意义，只不过是应付

差事而已。文革开始后不到半年，由于预报员拒绝

继续进行观测而废止。今后，无论后人对此作何评

论，它毕竟是中央气象台业务发展过程中的一段历

史。

１９６６年６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下半年中央各机

关陆续瘫痪，中央气象局机关及其上级主管机

构———国务院农办也都瘫痪，国家干部不上班了。

但中央气象台同志们彼此间虽有不同观点，参加不

同派别，但出于对天气预报服务的责任感和事业心，

都仍然坚持了正常的业务和服务工作。天气公报每

天照出、照送，遇有灾害性天气照样通过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发警报。特别是１９６７年和１９６９年长江大

水，１９６８年底至１９６９年初全国大范围的寒潮、大雪

等，都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并及时采取了防灾、救灾

措施。１９６９年７月２８日０３号超强台风在广东汕

头地区登陆，造成重大灾害。对这个１９５６年以来最

强大的台风，中央气象台在事先的书面报告、向中央

领导的口头汇报以及公开的警报都报得很好，得到

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口头表扬。总之，中央气象

台在文革１０年中不曾中断业务工作，曾多次得到周

恩来总理及国务院的表扬，中央气象台也一直以此

为荣。

尽管如此，整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至６０年代，

中央气象台的业务技术水平并没有明显提高，仅维

持工作而已。而从另一方面看，国外，特别是西方发

达国家的天气预报技术水平，在６０年代却进入了一

个快速发展时期。

（１）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

数值预报已经投入业务运行，但其预报水平还不及

有经验的预报员。到６０年代，由于数值预报水平的

不断提高，加上大型计算机的运算能力和速度的快

速发展，到６０年代中后期，数值预报的水平已经达

到和超过有经验预报员所作的形势预报的水平，从

而成为天气预报的主要依据。６０年代世界气象组

织制定了世界天气监视网 （ＷｏｒｌｄＷｅａｔｈｅｒＷａｔｃｈ）

计划，在全球设立三个世界气象中心和若干区域气

象中心。这些中心把它们的数值预报和其他产品大

量地通过全球气象通信网发给相关国家。

（２）美国和苏联相继发射了气象卫星，这对认

识和分析天气系统、特别是对大洋和无人烟地区的

天气系统很有帮助。许多国家都接收每天、甚至每

小时的云图资料，并用于改进日常天气预报业务。

（３）发达国家不仅积极改进了天气雷达的性

能，还开始用天气雷达布网。相比之下，中央气象台

的业务技术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在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就大大地拉开了。

３　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天气预报业务

发展的变革时期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是个大变革的年代，国家如此，

中央气象台也是如此。

（１）１９７０—１９７３年中，中央气象局根据中央决

定与总参气象局合并归总参谋部领导。当时叶剑英

主持军委工作，强调军队要搞现代化。因此中央气

象局在业务方针上也有了变化。（ａ）不再强调搞土

法预报，停止了有关的宣传；（ｂ）从中国科学院大气

物理研究所引进了气象卫星云图接收装置，并在全

国气象台推广，中央气象台设立了云图接收组；（ｃ）

大气物理所派出陶诗言为首的一组研究人员与中央

气象台合作，共同研究卫星云图在天气分析预报上

的应用问题，并在全国开办讲习班推广；（ｄ）购置国

产小型（１０８型）电子计算机，对数值预报的应用作

进一步的试验研究；（ｅ）恢复了“文革”前被砍掉了的

一些天气图，同时，也恢复了“文革”前停止的历史天

气图的出版，以利于全国气象部门对天气的总结研

究。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大部分时间中央气象台还不能

摆脱“文革”等的缠绕。这段时间也是中央气象台的

预报、填图、报务等各种人员交替最多、最频繁的时

段，正因为如此，许多同志要学习、培训、劳动、下放

锻炼，这对日常业务工作也产生了很大程度影响。

１９７３年６月，两局分开，中央气象局依旧归国务院

领导。

（２）继１９７１年联合国恢复我国合法席位后，

１９７２年世界气象组织恢复了我国在该组织的合法

席位。１９７３年世界气象组织执委会通过相应决议，

同意中国加入其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为此，外交

部与农林部于１９７３年７月１３日向国务院呈报了

‘关于中国参加世界天气监视网全球通信系统的请

示报告’，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等领导批准了

这一报告。决定建立北京气象中心，并逐步使其成

为全球气象通信系统中主干线上的区域通信枢纽。

据此国家计划委员会将此列为重点建设项目，并给

予相应的经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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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气象组织是气象领域的国际平台，进入这

一平台既可以获得我们所需的国外资料，也可以了

解和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我们要建的北京气象中

心就需要与其他国家的气象中心有业务上的交往，

要交往就只能按国际上的技术规程办事。因此，国

务院批准了这一报告，就意味着国家批准气象部门

提前对外开放；也意味着国家要求气象部门在业务

技术上与国际接轨。这就决定了中央气象台（日后

的北京气象中心）必须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而这

也正是中央气象台广大业务人员早就期盼的方向。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几年，主要工作是筹建北京

气象中心：（ａ）到国外（主要是日、德、英）学习和考

察其他气象中心业务技术。选择适于我国的技术装

备（主要是计算机），最后决定引进日本的 Ｍ１６０ＩＩ

型２台和 Ｍ１７０型１台计算机；（ｂ）和日本、德国及

香港气象部门就建立气象通信电路进行双边谈判，

并取得双方政府的批准，然后由世界气象组织将其

纳入全球气象通信网；（ｃ）为掌握计算机通信及有

关技术，１９７７年初选送３８人去日本学习，以后他们

成了北京气象中心的通信技术骨干；（ｄ）加强数值

预报的研发，为计算机安装后进行数值预报业务运

行做准备。不仅调集了一批骨干参与工作，还请北

京大学和大气物理所部分同志协助，组成数值预报

联合研究室。此外，由邹竞蒙、叶笃正、谢义炳等人

组成领导小组对该项工作进行协调和指导；（ｅ）修

建北京气象中心办公大楼；（ｆ）在新计算机安装后，

组织人员对机器进行调试，并组织编写、开发各种应

用软件，如填图、绘图、通信自动化软件等。

１９７８年北京气象中心办公大楼建成，同年，引

进的设备相继到货，经安装、调试、验收，于１９７９年

开始试运行，１９８０年正式投入使用。中央气象台变

成北京气象中心（后对内称国家气象中心），整个大

楼、装备、技术面目一新，中央气象台从此进入了一

个新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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