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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拉尔夫·艾伯克龙比（ＲａｌｐｈＡｂｅｒｃｒｏｍｂｙ，１８４２—１８９７）是１９世纪英国著名的气象学家，他首次利用天气图的原理

进行天气预报，开辟了用天气图预报未来天气的先河。文章在简要介绍艾伯克龙比的生平基础上，重点介绍了他的专著《用

天气图制作预报的原理》，在概述该著作的框架和基本观点后，围绕着等压线形势的七大类型、对天气类型的分类和如何开展

天气预报这三个方面阐述了艾伯克龙比对气象学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和总结了艾伯克龙比对气象学的贡献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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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天气预报如今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

少的部分，与天气预报密切联系的科学是天气学。

从天气学的英文名“Ｓｙｎｏｐｔｉｃ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来看，天

气学可以理解为“综观的气象学”，也就是说要综合

各种气象观测资料才能够做天气预报，天气图便是

有效体现观测资料信息的重要载体（陶祖钰等，

２０１４）。

１７世纪以前，“看云识天气”是进行天气预报的

主要手段，１７世纪以后，随着温度表、气压计等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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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仪器的相继出现，地面气象站的陆续建立，人们

开始根据气压、气温、风、云等要素的变化来预报天

气。但是，利用天气图预报天气只有１００多年的历

史（黄荣辉，２００１；高守亭等，２００３；张大林，２００５；许

小峰等，２０１４；范雯杰等，２０１５；陶诗言等，２００３）。英

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自工业革命之后，在气象学方

面出现了很多具有影响力的工作。继德国教授布兰

德斯（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Ｂｒａｎｄｅｓ）于１８２０年绘制出

世界最早的天气图后，电报等科学技术开始兴起，

１８３７年，英国人科克（Ｗ．Ｆ．Ｃｏｏｋｅ，１８０６—１８７９）

和惠斯通（Ｃ．Ｗｈｅａｔｓｔｏｎｅ，１８０２—１８７５）设计制造了

第一个有线电报，１８５１年，英国气象学家格莱舍

（ＪａｍｅｓＧｌａｉｓｈｅｒ，１８０９—１９０３）在伦敦展出了第一张

利用电报收集各地气象资料而绘制出的地面天气

图，伴随１８５３年布鲁塞尔会议（首次国际气象会议）

的召开，为履行该会议提倡的同步观测的要求，隶属

英国贸易部的气象厅成立，菲茨罗伊（ＲｏｂｅｒｔＦｉｔｚ

Ｒｏｙ）作为该气象机构的主要推动者，被任命为气象

厅主任（被后人认为是英国第一任气象局局长），开

始在英国建立同步气象观测站、启动日常观测，并于

１８６１年首次在英国《泰晤士报》（ＴｈｅＴｉｍｅｓ）上为公

众发布全球第一份由官方正式发布的天气预报。利

用天气图原理制作天气预报的则是一位已经被很多

后人淡忘的英国气象学家拉尔夫·艾伯克龙比

（ＲａｌｐｈＡｂｅｒｃｒｏｍｂｙ，１８４２－１８９７）（杨萍等，２０１４；

杨萍，２０１６）。

艾伯克龙比对气象学突出贡献是通过分析等压

线的形势来预报未来天气，这也使其在英国气象发

展史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尽管他一生都在从事极度

热爱的气象学事业，却并未供职于任何单位，就是这

样一位“业余”的气象学家曾被英国气象学界称之为

“大英帝国的亚里士多德”（Ｗｏｏ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１）。现

在来看，这一称号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说

明艾伯克龙比在英国气象学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有效开拓了英国气象学研究的新局面，这种开拓

是飞跃性的进步；另一方面，艾伯克龙比对气象学的

贡献和影响过大，导致其气象学思想统治时间过于

长久，对后人进一步创新和突破产生了一定的阻碍

作用。由于艾伯克龙比对于气象学发展的双面效

应，加之其研究成果与２０年之后出现的以皮叶克尼

斯（ＶｉｌｈｅｌｍＢｊｅｒｋｎｅｓ）为代表的挪威学派相比，显得

科学性和信服度不足（黄荣辉等，２０１６）。因此，后人

关于艾伯克龙比在气象学方面的贡献和代表作的研

究极少。尤其在国内，不管是天气学的教科书，还是

各类气象学发展历程的研究工作，艾伯克龙比的气

象学思想难寻踪迹，甚至很难看到有研究提及此人。

《用天气图制作预报的原理》（Ａｂｅｒｃｒｏｍｂｙ，

１８８５）一书中，艾伯克龙比首次提出了利用等压线形

势来预报天气的思想，集中体现了艾伯克龙比对天

气图的系统分析能力和对天气现象的深刻认识，遗

憾的是，由于其未能将现代气象科学思想融入到天

气图的分析中，预报天气仍旧处于对于天气现象的

经验分析层面，因此未能被后世传承和全面了解。

但是，这本著作在艾伯克龙比所处的时代显然是一

项开创性工作，也是一本值得气象科技史爱好者及

天气预报员们认真研读的著作。本文在概述艾伯克

龙比的生平基础上，简要介绍《用天气图制作预报的

原理》的整体框架和主要内容，重点围绕艾伯克龙比

提出的气象学理论介绍等压线形势的分类、天气现

象的分类及如何用天气图进行天气预报，并从该书

中归纳了艾伯克龙比对气象学的贡献及对其当今天

气预报的可能影响。

１　艾伯克龙比及著作简介

拉尔夫·艾伯克龙比，１８４２年出生于英国的

克拉克曼南（Ｃｌａｃｋｍａｎｎａｎ），１８６０年加入军队，１８６６

年退役。退役后，艾伯克龙比毕生都在从事自己所

热爱的气象学研究，而未供职于气象机构或高校。

早期，由于他对气象学抱有浓厚的兴趣，于１８６９年

申请到英国气象学会的赞助，在仪器发明家路易斯

（ＬｏｕｉｓＣａｓｅｌｌａ）的赞助下，艾伯克龙比发表了第一

篇论文《苏格兰常见天气预测的科学解释（犃狊犮犻犲狀

狋犻犳犻犮犈狓狆犾犪狀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犘狅狆狌犾犪狉犠犲犪狋犺犲狉犘狉狅犵

狀狅狊狋犻犮狊狅犳犛犮狅狋犾犪狀犱）》。之后，在１０多年气象观测

的基础上，艾伯克龙比对未来天气预报的研究做了

大量工作，完成并发表多篇有关天气诊断方面的论

文，如《关于一些气压计的一些微小振荡（犗狀犆犲狉

狋犪犻狀犛犿犪犾犾犗狊犮犻犾犾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狋犺犲犅犪狉狅犿犲狋犲狉，１８７５

年）》，《常见天气预测（犘狅狆狌犾犪狉犠犲犪狋犺犲狉犘狉狅犵狀狅狊

狋犻犮狊，１８８２年）》，《某些天气预测的解释（犗狀狋犺犲犈狓

狆犾犪狀犪狋犻狅狀狅犳犆犲狉狋犪犻狀 犠犲犪狋犺犲狉犘狉狅犵狀狅狊狋犻犮狊，１８８３

年）》，《用天气图制作预报的原理（犘狉犻狀犮犻狆犾犲狊狅犳

犠犲犪狋犺犲狉犉狅狉犲犮犪狊狋犻狀犵犫狔犕犲犪狀狊狅犳犠犲犪狋犺犲狉犆犺犪狉狋狊，

１８８５年）》以及《天气（Ｗｅａｔｈｅｒ，１８８７年）》等（Ａｂｅｒ

ｃｒｏｍｂｙ，１８８８；Ｗｏｏｄ，２００１）。此外，艾伯克龙比对

２７２１　　　　　　　　　　　　　　　　　　　 　气　　象　　　　　　　　　　　　　　　 　　 　　　第４２卷　



云进行分类，其确定的１０种云形在１８９１年被国际

会议采纳，并成为现今关于云形分类的基础。《用天

气图制作预报的原理》是艾伯克龙比的代表性专著

之一，于１８８３年完稿，１８８５年由气象委员会正式出

版。气象委员会并非第一次正式出版气象预报方面

的专著，但之前的著作作者全部任职于英国气象局，

非英国气象局员工的专著由其正式出版尚属首次，

可见艾伯克龙比这本著作的价值和影响力巨大。艾

伯克龙比在该书中系统地梳理了天气图对未来天气

预报的指示作用，首次提出等压线的形势能够用来

预测天气的气象学思想，１９世纪的气象学研究因此

跨出了一大步（杨萍等，２０１４）。

该书分为正文和附录两个部分，正文包括六章，

第一章简要介绍天气图（Ｓｙｎｏｐｔｉｃｃｈａｒｔｓ），第二章

介绍梯度和风（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ｗｉｎｄ），第三章详细分

析了等压线形势和天气的联系（Ｉｓｏｂａｒｓａｎｄｗｅａｔｈ

ｅｒ），第四章分析天气序列（Ｗｅａｔｈｅｒｓｅｑｕｅｎｃｅ），第五

章为天气预报（Ｗｅａｔｈｅｒ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第六章介绍

风暴预警（Ｓｔｏｒｍｗａｒｎｉｎｇｓ），附录包括四方面的内

容，附录一介绍了高层云的观测（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ｉｎ ｍａｋｉｎｇ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ｕｐｐｅｒ

ｃｌｏｕｄｓ），附录二介绍了在风暴预警中的站点名称

（Ｎａｍｅｓ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ｓｕｐｐｌｉｅｄｗｉｔｈｓｔｏｒｍ

ｗａｒｎｉｎｇｓ），附录三提出风暴预警值的确立（Ｏｐｉｎ

ｉｏｎ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ｓｔｏｒｍｗａｒｎｉｎｇｓ），附录

四对１８８１－１８８２年天气预报的结果和实况进行对

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ｓｕｂ

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 Ａｐｒｉｌ１８８１ｔｏ Ｍａｒｃｈ

１８８２）（Ａｂｅｒｃｒｏｍｂｙ，１８８５）。

２　《用天气图制作预报的原理》的气象

学理论

２．１　对等压线形势的认识

艾伯克龙比在书的开篇便强调了天气图的重要

性，认为天气图的出现孕育了一种新科学，将更加快

速地推动天气预报的发展。他为读者简要介绍了英

国天气预报的流程，科普了天气图的基本绘制方法，

并对天气图上等压线的特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

认为，等压线的形势和形状对未来天气的影响很大，

尽管等压线的形状在每个时刻都各不相同，但可以

从大量等压线天气图的个例中归纳出能够进行明确

定义的类型。书中，他一共定义出七种类型的等压

线形势，包括气旋型（ｔｈｅｃｙｃｌｏｎｅ）、次级气旋型（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ｃｙｃｌｏｎｅ）、Ｖ型低压（ｔｈｅＶ－ｓｈａｐｅｄｄｅ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反气旋型（ｔｈｅａｎｔｉｃｙｃｌｏｎｅ）、楔型等压线

（ｗｅｄｇｅ－ｓｈａｐｅｄｉｓｏｂａｒｓ）、直线型等压线（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ｉｓｏｂａｒｓ）和鞍型（Ｔｈｅｃｏｌ）。

艾伯克龙比基于天气实例，对不同类型等压线

形势图的形状、特征所对应的天气情况及其未来的

天气演变情况进行了分析（图１）。他指出鞍型为高

低压的混合形势，楔型为高压，直线型一边气压高，

一边气压低。

　　以气旋型结构的天气分析为例（图２），他认为

在典型气旋型天气下，不同区域将呈现出不同的天

气性质，气旋被槽线分割为前后两块区域，前方区域

又被分割为东南和东北两区，对于各个区域，艾伯克

龙比逐一给出了各区未来天气的预测结果，如前面

的区域一般温暖、潮湿、天空昏暗阴沉，后面区域的

天气一般则刺冷、干燥、稳定。

　　通过对不同类型等压线形势的天气分析，艾伯

克龙比认为，分析天气情况依赖于等压线的形势和

梯度情况，而不是取决于等压线本身的气压值。他

指出，一张天气图只能提供给定时间内已有的天气

情况，天气图上的等压线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变化，因

此，要预示未来的天气，就需要对若干幅连续的系列

天气图进行分析。此外，还需要关注天气状况发生

的连续变化，如“蓝天—云—晕—雨—蓝天”的变化

过程，并记录各个要素的变化情况。对气象要素的

记录是否准确取决于气象观测仪器的精确度，跟踪

记录连续的天气变化过程有助于认识不同要素之间

的关系，对于准确预报未来天气很有意义。可以看

到，艾伯克龙比在对等压线形势的分类中，已经有了

梯度和时间演变的概念，并发现天气情况并不是取

决于等压线本身的气压值，这种气象学的思想与现

代天气预报分析的思路非常吻合，对现今的预报员

们分析天气仍旧非常重要。

２．２　对天气类型的认识

艾伯克龙比认为，不同类型的等压线形势会出

现特定的天气性质，一旦明确了某个天气系统属于

上述哪种类型的等压线形势，就能够判断出未来天

气变化的走向和趋势。因此，对天气系统进行分析，

并归纳出指导天气预报的基本原则非常必要，这将

有助于人们去分析和解释天气图中的各种天气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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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七种类型的等压线形势

（ａ）气旋型，（ｂ）次级气旋型，（ｃ）Ｖ型（现在称为槽），（ｄ）反气旋型，（ｅ）楔型（现在称为脊），

（ｆ）直线型，（ｇ）鞍型［单位：ｉｎ（１ｉｎ＝２５．４ｍｍ）］（Ａｂｅｒｃｒｏｍｂｙ，１８８５）

Ｆｉｇ．１　Ｓｅｖｅｎｔｙｐｅｓｏｆｉｓｏｂａｒｓ

（ａ）ｃｙｃｌｏｎｅ，（ｂ）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ｃｙｃｌｏｎｅ，（ｃ）Ｖｓｈａｐｅ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ｄ）ａｎｔｉｃｙｃｌｏｎｅ，（ｅ）ｗｅｄｇｅｓｈａｐｅｄｉｓｏｂａｒｓ，

（ｆ）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ｉｓｏｂａｒｓ，（ｇ）ｃｏｌｓｈａｐｅｄｉｓｏｂａｒｓ（ｕｎｉｔ：ｉｎｃｈ）（Ａｂｅｒｃｒｏｍｂｙ，１８８５）

图２　气旋型结构不同位置的天气特征

（Ａｂｅｒｃｒｏｍｂｙ，１８８５）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ｙｃｌｏｎｅ

（Ａｂｅｒｃｒｏｍｂｙ，１８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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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发现天气变化的规律并用于开展未来的天气预

报。基于这样的认识，艾伯克龙比对英国的天气做

了大量分析的基础上，将英国的天气归纳为南风型

（ｓｏｕｔｈｅｒｌｙｔｙｐｅ）、西风型（ｗｅｓｔｅｒｌｙｔｙｐｅ）、北风型

（ｎｏｒｔｈｅｒｌｙｔｙｐｅ）和东风型（ｅａｓｔｅｒｌｙｔｙｐｅ）这四种类

型。

　　通过对四种天气类型的天气现象的分析和归

纳，艾伯克龙比发现，南风型天气时，气温普遍偏高，

风速稳定，一般不会出现阵风。南风型冬季出现的

频率最高且维持时间最久。西风型天气时，气旋强

度和天气状况均不太稳定，容易转化为南风型或北

风型天气。北风型天气时，英国西部和西北部受高

压控制，且在６和８月最为普遍，气温偏低，大气干

燥，夏季和秋季易出现强烈飓风，北风型天气往往出

现在西风型天气之后。东风型天气在英国的各个季

节都有可能发生，此类型下形成的风暴都较为剧烈，

对英国海岸的影响最为严重，也是四种类型中最难

预报的。从艾伯克龙比对英国天气现象的分析中能

够看到，他描述的天气状况与位于中纬度西风带的

英国天气系统的特点是一致的，因此可对天气现象

的分布和变化做出较好的判断。

２．３　对天气预报的认识

基于对等压线形势和天气类型的分析，艾伯克

龙比对如何开展天气预报工作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

阐述。他基于对天气状况的了解，提出了多种预报

天气的方法。艾伯克龙比认为，认识气旋的移动路

径（ｃｙｃｌｏｎｅｐａｔｈｓ）是非常重要的预报方法，他指出，

在英国，除了个别东风型天气的特例外，气旋中心始

终向东移动，并且更易沿海岸线移动而不是向陆地

移动。如经过陆地，则倾向于向山谷或低洼地区移

动；他还提出，跟踪途径大西洋的风暴（Ｓｔｏｒｍｓ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Ａｔｌａｎｔｉｃ）也很重要。通过对这类风暴

的跟踪，已经发现大西洋两边的天气可能存在某种

联系，但由于过于复杂和多变很难确切描述。在

１８８５年，英国气象局已经着手和法国、美国等气象

部门合作，通过电报接收风暴信息，以期共同推动天

气预报的发展。此外，艾伯克龙比非常重视云的观

测，他认为，云是天气预报中非常重要的预报要素，

观察卷云将有助于预测再生气旋型的降水，还能帮

助预报员明确一些原本认识不清晰的天气现象。

与此同时，艾伯克龙比认识到，尽管他对等压线

形势和天气做了大量的分析和归类，但仍旧有大量

的特例不能归纳到这几种基本类型中去。因此，除

了认识等压线形势和天气类型外，还需要考虑波动

性（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持续性（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强度（ｉｎｔｅｎ

ｓｉｔｙ）、周期性（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依赖性（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等

天气形势的基本特征，对于每一种性质如何作用于

天气预报，艾伯克龙比均给出了详细的解释。例如，

他提出持续性即为大气持续保持的特征，如果能在

给定的时间内判断出大气具有持续性的特征，这对

于预报很有帮助。他还对当时较为流行用统计方

法、太阳黑子等方式进行预报做了分析和评论，认为

太阳黑子对降水的影响并不如前人所揭示的那样巨

大，统计方法仅仅能计算多日天气的平均状态，对于

未来１～２天的预报来讲，作用微乎其微。现在看

来，利用太阳黑子或统计手段进行预报主要是应用

在气候学而非天气学领域，因此，在尚未能明晰天气

和气候差异的１９世纪，艾伯克龙比能够认识到这些

要素并不适用于天气预报，也很难得。

３　艾伯克龙比对气象学的贡献

３．１　开辟了利用天气图分析预报未来天气的先河

自１８２０年第一张天气图问世后的半个世纪内，

天气图的绘制在全世界各国开始流传，天气图的出

现让人们开始了解同一时间不同地区的天气状况，

并发现不同地区之间的天气可能存在着某种关联。

但是，尽管人们认识到天气图对未来天气预报可能

存在的重要作用，但却没有人能够有效地将天气图

与未来天气预报系统地结合起来。《用天气图制作

预报的原理》一书标志着天气预报从第一阶段菲茨

罗伊的单站预报发展到第二阶段利用天气图开展预

报，即从单站气压的高低来预报天气发展为从气压

的分布来预报天气，其关键在“图”（ｗｅａｔｈｅｒｃｈａｒｔ）。

艾伯克龙比创造性地开辟了用天气图开展预报的先

河，直至现在，数值天气预报快速发展的今日，归纳

各种天气类型并给出其天气分布的概念模型，仍旧

是全世界预报员的基本思路。但是，也需要看到，艾

伯克龙比尚未给出气团和锋的明确概念，未能够将

天气图赋予物理内涵，所以，艾伯克龙比《用天气图

制作预报的原理》只是将天气预报带入了第二阶段，

而未能建立该阶段的代表学派（第二阶段的代表学

派是以皮耶克尼斯为首的挪威学派）。

３．２　积累了大量基于观测事实的天气预报个例

艾伯克龙比能够利用天气图分析进行预报，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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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得益于对大量观测事实的积累。他从小对天气现

象就非常感兴趣，年轻时代就被奇妙的天气现象所

吸引，１８６７年１月１日起正式开始记录天气观测日

志，随着对天气现象的越发熟悉，１８６９年开始，艾伯

克龙比日记中对于天气现象的描述更加全面和深

刻。该天气观测日记一直持续到１８８４年（Ｗｏｏｄ，

２００１）。大量观测事实的积累为艾伯克龙比进行天

气预报个例分析提供了基础，《用天气图制作预报的

原理》一书中给出的等压线形势图、天气类型图等绝

大多数都是来自于艾伯克龙比所积累的天气观测日

志中。不难想象，没有大量观测数据和事实，艾伯克

龙比很难从中得到等压线形势的不同类型、天气的

不同类型，更谈不上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报了。难能

可贵的是，艾伯克龙比非常尊重客观事实，在书中，

他不仅仅列举了成功的预报个例，也给出了不少失

败的预报案例，并对失败的案例进行剖析和反思，将

天气预报的经验和教训都呈现给读者，这种尊重事

实承认失败的品质对当今气象工作者们仍旧有借鉴

意义。

３．３　为天气学从经验走向理论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在１９世纪中期，天气预报业务诞生，自世界各

个国家着手绘制天气图以来，不同地区的天气和相

互联系已经开始被人们认识。尽管１９世纪的气象

学已经有所进展，但这些研究尚处于各种成熟学科

的混杂阶段。当时，人们对天气预报的认识还停留

在依靠经验、利用气压升高降低来判断未来天气的

阶段中，也正是如此，英国在１８６１年起发布的每日

天气预报业务随着其第一任局长菲茨罗伊的自杀而

终止，并一蹶不振了１０年之久。天气预报未能得到

重视的很大原因是人们尚未找到科学有效的方法预

报未来天气。１８８５年，艾伯克龙比《用天气图制作

预报的原理》的出版标志了英国的天气预报迈入了

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复杂的天气情况和天气图结构

进行归类分析，根据每种类型的共性建立天气预报

遵循的各项基本原则，以此指导气象部门进行天气

预报，并初步建立了天气预报业务的规范流程。从

英国气象局１８８２年前３个月的天气预报结果为例

（表１），英国全区天气预报平均准确率超过了７５％，

且不同区域的预报准确率变化微小，预报整体水平

趋于稳定。这些工作让２０世纪初天气预报成为现

代社会不可缺失的部分，使天气学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

表１　１８８２年１月１日至３月３１日天气预报预报准确率的结果（犃犫犲狉犮狉狅犿犫狔，１８８５）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狌犿犿犪狉狔狅犳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狑犲犪狋犺犲狉犳狅狉犲犮犪狊狋狊犳狉狅犿犑犪狀狌犪狉狔狋狅犕犪狉犮犺１８８２（犃犫犲狉犮狉狅犿犫狔，１８８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Ｓｕｃｃｅｓｓ ＰａｒｔｉａｌＳｕｃｃｅｓｓ ＰａｒｔｉａｌＦａｉｌｕｒｅ ＴｏｔａｌＦａｉｌｕｒｅ
Ｔｏｔａｌ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Ｓｕｃｃｅｓｓ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Ｎ． ３９ ４２ １４ ５ ８１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Ｅ． ３５ ４３ １５ ７ ７８

Ｅｎｇｌａｎｄ，Ｎ．Ｅ． ３２ ４６ １７ ５ ７８

Ｅｎｇｌａｎｄ，Ｅ． ３３ ４４ １７ ６ ７７

Ｍｉｄｌ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３１ ４６ １８ ５ ７７

Ｅｎｇｌａｎｄ，Ｓ． ３５ ４６ １４ ５ ８１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Ｗ． ３０ ４４ １９ ７ ７４

Ｅｎｇｌａｎｄ，Ｎ．Ｗ． ３２ ４４ １７ ７ ７６

Ｅｎｇｌａｎｄ，Ｓ．Ｗ． ３４ ４２ １８ ６ ７６

Ｉｒｅｌａｎｄ，Ｎ． ３６ ４４ １４ ６ ８０

Ｉｒｅｌａｎｄ，Ｓ． ３５ ４１ １６ ８ ７６

Ｓｕｍｍａｒｙ ３４ ４４ １６ ６ ７８

４　结　论

陶祖钰等（２０１４）在研究天气学的发展概要时，

介绍了Ｓｈａｐｉｒｏ等（１９９９）提出的物理概念模型，认

为观测事实要通过理论来认识本质，理论必须有观

测事实作为依据，诊断是将观测事实和理论联系起

来的桥梁。在当今计算机和数值化的高新技术时

代，三者仍旧是缺一不可。

回顾艾伯克龙比气象学的研究过程和贡献，不

难发现，观测事实、理论、诊断这几个关键词贯穿始

终，尽管当时归纳出来的理论还有经验和推断的成

分，尚不能到达挪威学派的高度，但是，科学的思维

方式却是渗透在了这位科学家研究气象学的方方面

面。正是因为艾伯克龙比积累了长达几十年的气象

观测事实，才有可能通过现象来认识本质，从复杂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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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等压线形势和天气现象中找出共性，归纳出几

种典型的类型；在理论形成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不同

要素之间的关系，诊断和分析等压线形势和未来天

气之间的可能联系，才让天气图预报未来天气成为

现实和可能，大大推动了英国天气预报业务的发展，

给停滞了１０多年的英国气象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并

推动１９世纪的气象学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也

有后人提出，艾伯克龙比让英国的气象学发展停滞

了４０年（Ｗｏｏｄ，２００１）。正是因为艾伯克龙比的气

象学思想在其所处的时代影响力过大，客观上反而

妨碍了后人的发展创新，对后人超越其思想产生了

一定的阻碍作用，但是，这并不能否认艾伯克龙比是

一位伟大的气象学家。科学的发展并非只是一个一

个历史成果的继承，而是继承前人成果的合理内核，

批判前人成果的局限性而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的。挖

掘和分享气象科学史上留下痕迹的科学家及其思

想，有助于启示和激励当代气象工作者做出开创性

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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