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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震潮（１９２０—１９７６年），中国著名气象学家。他是我国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大气科学研究

的开路先锋，开辟了我国数值天气预报、云物理和人工影响天气、雷电物理等多个领域。他建立

和扩展了中国现代天气分析和业务，为我国现代天气预报业务系统的建立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他还曾在我刊前身———《天气月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气象科研和业务工作

者。２０２０年是顾震潮先生百年诞辰。本刊特邀请丁一汇院士、赵思雄先生撰写文章，缅怀他筚

路蓝缕为我国气象预报业务的开创和大气科学研究的开拓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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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震潮先生在中国天气学研究中的创新思想与对

建立中国现代天气预报业务的贡献

丁一汇
国家气候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提　要：２０２０年是顾震潮先生诞辰百年。顾震潮先生是现代中国天气学的主要奠基人和创建人之一，对中国天气学研究和

现代天气预报业务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有着深厚的天气学研究理论基础，善于从复杂的天气现象中抓住本质，并洞悉当时

气象科学的世界前沿与天气预报业务的发展方向，在洋为中用的同时立足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解决中国的天气学理论和实际

问题，提出了不少有创见的观点和事实。他还将科研成果进一步应用于业务预报实践，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天气预报业务的发

展和现代化进程。文章从七个方面回顾和梳理了顾震潮先生在中国天气学方面的卓著贡献，以此纪念和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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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顾震潮先生对于中国气象事业发展的贡献和建

树是多方面的，他对中国天气学、动力气象学、数值

天气预报、青藏高原气象学、云和降水物理学、人工

影响天气和大气物理学等学科领域发展都做出了重

大贡献（赵思雄和孙建华，２０２１），多项成果获得了国

家自然科学奖、全国科学大会奖、中国科学院重大科

研成果奖等中国科技界重大荣誉。

在天气学领域，他是现代中国天气学形成过程

中的主要奠基人和创建人之一，对中国天气学研究

和现代天气预报业务建立做出了杰出贡献，留下了

很多宝贵的天气学研究成果（中国气象百科全书总

编委会，２０１６）。从１９４９年发表“中国西南低气压形

成时期之分析举例”一文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将近

１５年时间中，他至少撰写了２６篇论文（顾震潮，

１９４９；１９５１ａ；１９５１ｂ；１９５１ｃ；１９５１ｄ；１９５２；１９５３ａ；

１９５３ｂ；１９５４ａ；１９５４ｂ；１９５５ａ；１９５５ｂ；１９５６；１９５７ａ；

１９５７ｂ；１９５８；１９５９ａ；１９５９ｂ；１９６１；１９６４；顾震潮等，

１９５８；顾震潮和叶笃正，１９５５；叶笃正和顾震潮，

１９５６；顾震潮和陈雄山，１９５７；顾震潮和范永祥，

１９５８；周晓平和顾震潮，１９５９）。与此同时，他与叶笃

正等先生合作，从动力和热力作用两个方面研究了

青藏高原对东亚大气环流和中国天气系统形成和发

展的影响，其成果先后获得了１９５６年首届国家自然

科学奖三等奖和１９７８年全国科学大会奖等奖项。

这些论文和专著，记载了他学术创新的主要研究成

果，也从不同侧面阐述了中国现代天气学早期发展

的主要成就。今天，我们纪念他，一方面在于他在天

气学研究方面闪耀着创新思想的光辉。顾震潮先生

在天气学研究中，从不盲从外国，而总是根据中国的

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解决中国的天气学理论和实际问

题，提出了不少有创见的观点和事实，并将科研成果

进一步应用于中国的业务预报实践中。另一方面，

还在于他在建立中国天气预报业务中的卓著贡献

（丁一汇，２００６）。１９５２—１９５５年，顾震潮先生和陶

诗言先生在分别担任军委气象局与中国科学院地球

物理研究所联合组建的“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

正、副主任期间，建立和扩展了中国近（现）代天气分

析和预报业务，指导全国天气预报工作，为成功防御

１９５４年长江流域的大洪水做出了重要贡献，培养了

新中国年轻一代天气预报员。他们在新中国的许多

气象台和预报部门发挥了重要的骨干作用，为中国

天气预报业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时值顾震潮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本文从锋面与

气旋、寒潮和降水天气预报、相似理论在中小尺度系

统研究中的应用、东亚大气环流及与中国天气的关

系、青藏高原对东亚大气环流和中国天气的影响、卫

星云图在天气预报中的应用、中国天气预报业务等

七个方面进行回顾，以此纪念和缅怀他对天气学研

究和中国现代天气预报业务发展的卓越贡献。

１　露点锋的提出与气旋发展的高空启

动机制

　　根据经典的极锋理论，锋面可以看做物质面，即

锋面的上下界也应是两个等假相当位温（θｓｅ）面，空

气相对于锋面是沿着锋面移动的，没有穿越等θｓｅ面

的空气运动。顾震潮（１９５１ｃ；１９５７ａ）和顾震潮等

（１９５８）采用当时创新的θｓｅ图进行等熵分析发现，锋

面并不是等θｓｅ面，而且其上的θｓｅ最大值有很大的改

变。他认为这个事实不能用观测误差来解释，只有

在锋面不是物质面的时候才能解释。这个发现对于

锋面基本概念的进一步阐明有很大的意义。它说明

锋的本身是新陈代谢的，锋前暖空气中的质点不断

成为锋的暖界面（上边界）上的质点，原在锋的暖界

上的质点则退后锋区之中，而原在锋下界的质点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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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锋下的冷空气（夏平，１９５９）。从现代锋面的理

论看，顾震潮先生揭示的这种现象，反映了锋生锋消

对锋面结构影响的重要性。由于锋面前后都连续不

断地有锋生锋消作用，锋面不是一个简单地由固定

质点组成的物质面，因而对未来锋面的预报不能单

纯地用组成原来锋面的物质面的位移预报来解决

（即运动方法），而必须考虑锋生和天气发展的预报。

这也反映了东亚锋面预报的复杂性。

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处于副热带地区，

深受潮湿的季风气流的影响，因而冷锋到达这些地

区后，地面和低层锋变性很快，主要特征是温度差异

减少或消失，成为所谓“无脚锋”；但湿度十分明显。

关于锋面在副热带（华中、华南）的结构变化，在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曾有十分活跃的讨论，后来基本上达成

了一致的看法。这也大大促进了中国梅雨锋的研究

深化。顾震潮（１９５３ｂ）对副热带锋面的性质及华

中、华南锋面的分析有过清晰而科学的阐述。他指

出“在副热带及至热带区域，一般说来，锋面上温度

差别一定不会太清楚，至少不如露点差别清楚。相

反的，水平切变都比较明显。因此，我们分析这些地

区的锋面时，应该要注意水平的风向切变，其次露点

（或者用虚温更好）的不连续，而不能依靠温度不连

续来定锋面。分析华中、华南锋面时，我们就要这种

做法，特别是在夏季”。他进一步指出，“西风带的分

析法在我国南部是不能原封搬用的。本来气象学是

富有地域性的科学，硬搬教条最容易出毛病。到现

在为止，气象学上许多技术及理论绝大部分都是西

风带的东西，而我国却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副热带里。

因此，这些东西对我国，特别是夏季，就常常会不合

用的，要解决我国自己的预报问题，我们必须弄清副

热带里的东西”。这些话今天读起来，仍是那么精

辟，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气旋或低气压也是影响中国的主要天气系统之

一，它们不少都起源于西南和西北地区。以前由于

资料的不足，很少能追踪到它们的源地，也很少能知

道它们的生成发展与高空西风带系统有什么关联。

抗战期间，华南增设了多处高空站，第一次提供了研

究西南低气压（实际上包括西南涡）及其与高空槽联

系的可能性。顾震潮（１９４９）详细地分析了１９４５年

３月９—１４日的一个个例。虽然仅仅是一个个例，

但他得到的结论是十分有启发性的，他发现中国西

南之长江气压波（即现在的长江气旋波）多产生于高

空低压槽经过之后，其生成多由于高空低槽引导所

致。这个结果与后人揭示的高空槽与地面低压垂直

耦合的观点同出一辙，即现代气旋理论中第二类气

旋发展的机理：高空槽前正涡度平流产生的辐散对

地面低压的动力强迫（辐合）作用。但顾先生的结果

要早２０～３０年。今天我们在考察西南涡是否移出

四川，并是否能发展成江淮气旋波时，也主要着眼于

是否有来自高原的高空槽的引导及槽前的正涡度平

流。

２　寒潮和降水天气预报中新理论和新

方法的应用

　　寒潮是一种大范围的灾害性天气，它引起的急

骤降温和大风常常给农业、渔业、交通等带来严重影

响。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寒潮是被作为一种危险天

气来预报的，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尤其是沿海渔民

在生产生活中更为关注寒潮降温与大风的预报。顾

震潮（１９５６）使用牟尔坦诺夫斯基帕加瓦中期周期

方法，将东亚秋冬季寒潮的高压路径分成了三类，即

超极地轴路径、极地轴路径和西方轴路径。他根据

趋势期平均图等资料来预报本周期的具体过程，特

别注意本周期的经向度是否加大、如何改变，以及下

周期经向度情况等，这指的是中亚、乌拉尔地区是否

有大的低槽存在，是否会移过来，是否有较小的低槽

经过这区域东来发展等。同时还要注意地面过程是

否会有冷高压出现，是否已有某种轴径冷高压出现

以及沿该轴径移动的冷高压厚度是否能达到

７００ｈＰａ以上（即在锋区以北）。他进一步指出，这

个条件与高空形势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冷高压的发展

是寒潮预报的必要条件，在此预报过程中，考虑韵律

也是有用的。

寒潮与大面积早霜和晚霜的出现密切有关。顾

震潮先生曾对中国大范围早霜和晚霜形成的条件作

过研究（顾震潮，１９５４ａ）。他指出，在我国，大范围的

初霜和晚霜常常是冷平流和辐射冷却双重作用的结

果，其中尤其以冷平流起主要作用。强烈的冷平流

都是在大寒潮的形势下出现的。因此，在做大范围

的霜冻预报时，一方面要判断寒潮的势力及其移动

情况，同时还得结合２４ｈ变温的大小和当时最低气

温的实际分布估计出未来最低气温。顾震潮先生根

据春季和冬季东亚寒潮的特点和霜区的分布，将我

国划成四个主要霜区，此外，各气象台根据这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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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结合当地的具体特点，做出了更细致的霜区划分。

这种工作对于区域性的霜冻预报是有参考意义的

（陶诗言，１９５９）。

由于当时防汛工作的需要，顾震潮（１９５５ａ）根据

中期周期预报法也进行了中国东部夏季降水的预报

试验。他重点研究了降水与周期趋势５００ｈＰａ绝对

高度场等之间的关系，指出本周期中最大降水区域

多集中在周期趋势期的热带高压气流、西风带气流

辐合区和同期趋势期低槽的前方。如果低槽发展，

两区还可出现在西太平洋高压脊北部边缘偏南的一

些地方。另外在副热带高压南部的偏东气流中，往

往有暴雨中心。由上文可以看到，当时联合分析预

报中心在预报中国主要天气的过程中，主要是引进

与试验苏联的自然天气周期与自然天气区域的理论

和方法。顾震潮（１９５５ｂ）对这种方法曾有过深入的

研究。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一方面积极地研究和应

用这种方法，但又不是完全盲目机械的照搬，他曾深

入地分析了这种周期法在东亚地区应用的可能性和

局限性问题。顾震潮先生早年接受的专业教育是西

方类型的，因而即使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一片向苏联

学习的浪潮中，他也没有忘记同时介绍和应用先进

的西方天气预报理论。例如他利用等熵分析求解等

熵函数（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流函数），以此了解空气的三

维流动情况（顾震潮，１９５１ｃ），这对夏季降水预报十

分有用。他还用更简单的物理推演方法导出了

Ｒｏｓｓｂｙ波的波动公式，用物理导引法讨论了行星波

的移动和预报（顾震潮，１９５１ｂ；１９５１ｄ；周晓平和顾

震潮，１９５９）。这说明他在科学上，思维和观念是十

分清醒和明晰的，作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他善于根

据自己独立的判断来科学地选择对中国天气预报最

有用的理论与方法。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倡导的精

神。

在天气预报领域中，顾震潮（１９６１）涉及的问题

是很广泛的。例如他还研究了反常天气出现的频率

问题，论证了对于局部地区部分时间的反常是常见

的，每年总有一些地区一些月份的天气出现反常，不

能完全风调雨顺。这个观念与目前所谓的极端天气

与气候事件的发生问题是一致的。当时这个问题已

受到顾震潮（１９５７ｂ）的重视，并从概率论的角度论

证了反常天气出现的必然性。他还利用信息论中的

概念和方法评估了当时使用的天气预报评分法的缺

点和改进方法，认为信息量或信息指标可以作为评

分的一种指标。它可以告诉我们天气预报有多大的

“情报价值”，尤其是危险天气的预报是否正确一定

会在信息获得量中得到更大的反映。这个观念对当

时天气预报的评分是一个新概念，已非常接近目前

应用的天气预报的风险评估方法和气象服务的效益

评估的思想。他在当时就已指出“严格地说，一个预

报的发布必须考虑到使用的情况。明显不过的例子

是：如果晴雨的可能几乎相同，可是报晴所引起的后

果可能更坏（例如防汛时会因此麻痹），那么就得报

雨”。

３　相似理论在中小尺度系统研究中的

应用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中小尺度天气分析开始受

到了中国气象界和天气预报部门的重视。国外，尤

其是美国，在４０年代后期和５０年代已进行了雷暴

计划并开展了中尺度研究（如藤田的雷暴与飑线模

型），获得许多新的结果和中小尺度天气系统模型，

这大大改变了过去以大尺度天气为主要对象的局

面。苏联学者在中小尺度理论方面也做了许多有价

值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也积极地开展动力

学和中小尺度天气的理论和观测研究。顾震潮

（１９６４）当时也十分重视这个领域的新进展。他从相

似理论研究了许多与中小尺度相关的问题，如自由

对流问题，与飑线有关的“气压跳跃”问题等。相似

理论在中小尺度运动中的应用，虽然有一定局限性

（尺度小、发展激烈、特征量不同等），有不少问题是

它不能解决的，但通过顾震潮先生与其他一些国内

学者的工作，还是获得了一些有用的结果。后来不

久Ｃｈａｒｎｅｙ把相似理论推广用于热带动力学的研

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建立了热带动力学的基础。

这说明，当时顾震潮先生把相似理论应用于中小尺

度天气系统的理论探索是很有意义的，具有相当的

前瞻性。早年顾震潮先生对小尺度和湍流理论就表

现出相当的兴趣。他研究过平板间的激流（湍流）运

动；他还研究过大气中垂直运动的计算方法（顾震

潮，１９５４ｂ），这包括热力学方法、运动学方法、涡度

法和平流动力理论方法等。这些方法的提出或介绍

对于计算天气现象发展中极其重要的垂直运动有重

６７７　　　　　　　　　　　　　　　　　　　 　气　　象　　　　　　　　　　　　　　　 　　 　　　第４７卷　



要的实用价值。他对不同尺度天气系统中垂直运动

计算精度的分析是很全面的，正确的。

４　从动力和热力共同作用研究东亚大

气环流的形成与季节突变

　　顾震潮先生对东亚大气环流与中国天气关系的

研究十分重视。顾震潮（１９５９ｂ）曾精辟地指出：我

们之所以要研究东亚大气环流，是因为要弄清楚作

为天气过程活动的背景———东亚大气环流的基本的

平均（正常）情况是怎样的，它又是怎样形成的，并且

要弄清楚像寒潮等重要大型天气过程和大型天气系

统的发展与大气环流变化的联系，提出作为预报标

志的关键性变化。也就是说，最后的着眼点是解决

中国的天气预报问题。他很早就注意到阿留申低压

的变化对中国天气的影响。他比较全面地研究了大

气环流的年变化，从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环流的逐月变

化出发，论证了大范围环流演变的特点（叶笃正和谢

光道，１９５９），并从动力和热力原因的结合来探讨环

流的形成原因。他指出单单强调其一方面的任何理

论必然不能很好地解释实际观测到的客观事实。但

两者的作用又有地域性差别，热力作用和动力作用

对东亚低槽的影响都比它们对北美低槽的影响大。

中国的气象学者对东亚过渡季节的来临和特点

做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指出了６月和１０月季节突变

的观点（叶笃正和谢光道，１９５９）。也就是说，东亚春

秋两季的来临是很急促的。当春季和秋季来临时，

亚洲气压的降低及增加数量比北半球任何地方都

大。春季开始以后，东亚移动性槽脊突然增多，这个

现象是我国春季环流的一大特点。春季气压变率较

其他各季都大，这是与世界其他各地不同的。这是

中国春季环流很独特的一个特点，也是季节突变的

一个重要特点。顾震潮先生在这方面的工作实际上

是从地面气压变率的角度论证了东亚季节突变的特

征，它与由高空资料和降水揭示的季节突变互为补

充，并且是完全一致的。

顾震潮先生还研究了高空大尺度涡度湍流输送

的性质，指出了涡度项与平流项之间并没有如线性

关系等简单的关系，因此不一定可以略去。并且，他

根据实际个例计算，研究了大尺度湍流输送项对高

度倾向的影响，得到这一项的作用与平均项大小量

值相同，但这两项所造成的高度倾向分布却颇不相

同。这个工作对于大气环流性质的了解有重要意义

（顾震潮和范永祥，１９５８）。后来的一系列工作都证

明了大尺度湍流输送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中高纬度，

其作用的表征主要是用参数化方法解决的。

５　青藏高原对东亚大气环流和中国天

气的四种动力作用与热源强迫的开

创性研究

　　高原对东亚大气环流和中国天气的影响研究是

顾震潮先生对我国气象学研究的重要贡献之一（顾

震潮，１９５１ａ；１９５１ｂ；叶笃正和顾震潮，１９５６；叶笃正

和谢光道，１９５９）。早在１９５１年，他就在《西藏高原

对东亚环流的动力影响和它的重要性》一文明确地

指出：由于西藏高原的特殊地形作用，可以产生四种

动力作用：（１）屏障作用；（２）波动抑制作用；（３）急流

分支作用；（４）会合作用。并进一步指出，热力影响

是有的，并且到处存在的，而动力影响对东亚环流有

着本质上的重要性（顾震潮，１９５１ａ）。这四种作用对

于中国的天气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对于屏障作用，

不论冬季或夏季，沿坡度上升的分速一般是很小的，

只有几厘米每秒。高原高度以下的气流基本上总是

绕过的。不论是绕过和爬过高原，气流都要因此受

到扰动，形成波动，这样就形成了东亚沿岸的高空大

槽。在气流绕过高原的同时，气流在迎风面就要分

裂，在背风面就要重新会合，而在两支气流之间上下

游各形成一个死水区域。在死水区，风力微弱，风向

不定，并有逆温层存在，也常形成东西向切变线，在

四川附近形成西南涡旋。高原以南南支槽的气流更

强，并且一直延伸到我国东部。他的研究还表明，西

藏高原对高空大槽的阻挡作用表现为上游传来的低

槽常常分裂为二，北部减弱继续东去，南部常常停留

在中亚消亡，少数可以由印度东传。相反，高压脊到

高原往往可以加强。对于高原的热力性质，顾震潮

先生根据当时的间接推算指出夏天高原地面是一个

热源，高原上空形成一个“暖”高压，这个“暖”高压里

有上升运动存在。因此它不是一个“动力”高压，而

是一个暖空气团上升的“热力”高压。而冬季，热平

衡计算表明，以大高原的中部（即黑河）为中心，比较

偏西的地区是一个冷源。高原东南部可能是一个热

源，这些结果与后来１９７９年青藏高原第一次试验得

到的结果已基本接近。顾震潮认为高原的存在对季

风有重要影响，它通过其动力作用扩大了冬、夏季在

我国影响的纬度范围（高由禧和徐淑英，１９５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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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对高原大地形影响下气流的辐散辐合量进行了详

细的计算（顾震潮和叶笃正，１９５５），提出西北低槽的

形成和传播过程与高原对西风气流的扰动状况有

关。他的这些成果大都被总结在后来出版的《西藏

高原气象学》（杨鉴初等，１９６０）一书中。

６　积极推动卫星云图在天气预报中的

应用

　　顾震潮先生对气象科学的新发展和新应用十分

关注，也十分敏感。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最早发射

了泰罗斯（ＴＩＲＯＳ）试验性气象卫星，可以实时地从

卫星上拍摄近乎全球的云场变化。这对天气分析与

预报十分有帮助。后来气象卫星进入从空间对地球

的业务化时代。第一代业务化的气象卫星（美国的

ＥＳＳＡ序列）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开始为全球云

系的实时演变提供业务观测和应用。中国科学院大

气物理研究所应国家需求在１９６９年成功研制了中

国第一套卫星云图接收设备。并应中央气象局要

求，在当时的中央气象台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大气物

理研究所、中央气象台和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联合

卫星云图分析和应用组，进行卫星云图接收和应用

的合作研究。同时，还在中央气象台建立了第一套

由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自主研制的卫星接收

站，每天可为中央气象台提供实时的卫星云图资料

和分析结果。陶诗言先生是这个组的科学指导。他

把上述情况告诉了顾震潮先生，顾先生听后十分高

兴，并希望这个组每天也给他一份当日的云图资料。

陶先生就安排我每天下午从中央气象台带一份云图

资料给顾先生。当时顾先生已经染病在家休息。每

天傍晚去送云图时，他都早已搬一个板凳坐在楼前

等我。每每拿到云图，顾先生都看得十分认真，并不

时点头。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云图呈现的天气现象

与他事前对天气的经验推断是相符的。后来，陶先

生告诉我，顾先生希望预报员能把这份新资料用好、

理解好，真正发挥它的作用。为此陶诗言先生组织

我们把几年的研究和实践结果进行了总结，并编写

出版了《卫星云图使用手册》（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

研究所等，１９７４）。这本书对我国卫星云图的分析和

应用，起到了引导性作用。这也是顾震潮先生作为

前辈，一名老预报员以敏锐的眼光对新技术和新科

学成果的应用做出重要推动和指导作用的结果。

７　建立中国现代天气分析和业务，为

中国天气预报业务的发展奠定基础

　　在中国科学院与军委气象局合作成立的联合天

气分析预报中心（以下简称“联心”）工作期间，顾震

潮先生与陶诗言先生一起一方面学习和引用当时国

外的先进理论和方法（如长波理论、大气环流理论、

锋面分析方法、平流动力理论等），另一方面苦心钻

研，不受国外天气学理论的束缚，和预报员一起总结

研究出合乎中国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的一些天气系

统。例如“穿心”冷锋、西北小槽、印缅槽、西南低涡、

江淮切变线、南岭准静止锋等。这不仅使我国的天

气分析与预报技术富有中国特色，而且也丰富了中

国的天气学理论。他们获得的这些成果和观点，即

使在今天数值天气预报的时代，对于预报员形成预

报思路仍起着重要作用，也是今天天气学教科书中

的主要内容之一。

当时，“联心”不仅制作全国大范围的天气预报，

而且还制作北京地区的具体天气预报。后来，随着

国民经济需求的增长，短期天气预报时效逐步延长，

开展了中、长期天气预报试验，并建立了服务于水

利、农业等部门的中、长期预报业务。这可以说是我

国短期气候预测业务的雏形。当时不但引进并广泛

研究了苏联牟尔坦诺夫斯基帕加瓦的自然周期法

和大型环流法，以及美国的纳麦尔斯学派、德国的保

尔学派等基本观点和预报方法，还根据东亚大气环

流的特征以及历史资料的分析提出了新的方法。这

些方法长期以来形成了我国各级气象台站制作中长

期预报的基本依据和工具，对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创建起中国天气预报业务起到了

重要的支撑性和基础性作用。据此，不但满足了国

家经济和国防建设对天气预报的需要，尤其是农业

的需求，而且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防灾减灾中

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１９５４年汛期长江流域

出现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整个“联心”，从主任到见

习预报员，个个都严密监视暴雨活动，及时做出准确

预报，避免了洪水灾害造成的重大损失，因为正确的

长江武汉地区的百年暴雨洪水预报，还受到了政府

的褒奖（章淹，２００６）。

顾震潮先生领导和主持“联心”的工作，虽然只

有４年的时间，但它大大扩充了分析、预报业务，明

显提高了天气预报水平。正如涂长望局长在当时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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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评价“联心”：“每天所绘出来的图，在种类和数

量上，都可与任何国家的中央预报机构相比”（温克

刚，２００４）。“联心”做出的成果是奠基性的，在中国

气象事业发展的历史上其作用是重大的。今天，中

国的气象事业不断发展壮大，但由顾震潮先生和陶

诗言先生领导的“联心”所作出的贡献永远都是不可

磨灭的，值得永载史册。

８　结　论

在探索、形成符合中国天气变化规律的天气学

理论过程中，顾震潮先生不愧是主要的奠基人和创

建人之一。他在锋面与气旋、寒潮和降水天气预报、

中小尺度系统、东亚大气环流及其与中国天气关系、

青藏高原对东亚大气环流和中国天气影响、卫星云

图在天气预报中的应用等诸多方面开展了开创性、

前瞻性的工作，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天气学研究成果。

他在领导和主持“联心”工作期间，建立和扩展了中

国现代天气分析工作和业务，为中国天气预报业务

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顾先生离开我们４５年了，

但他的贡献值得彪炳千秋。我们今天纪念他，就是

要缅怀他的杰出成就和业绩，历史会永远铭记他的

贡献。

致谢：感谢王遵娅和宋亚芳在文章撰写中给予的众多帮助。

文中引证了不少顾震潮先生合作者的成果，恕不一一列出，

在此深表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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