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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２０１３年阿勒泰地区气象探测环境调查评估资料，分析了阿勒泰地区８个国家级台

站的探测环境现状，阿克达拉站由于地处戈壁，远离城市，探测环境较好，其余各站探测环境

均有不同程度的破坏。地方经济发展、城市建设规模不断扩大是地面气象探测环境遭受破坏的

主要原因，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手段切实保障气象探测环境的安全性，确保气象观测资料的代表

性、准确性和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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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象观测是气象业务的基础工作。气象探测

环境是为避开各种干扰以保证气象探测设施能准

确获得气象探测信息所必需的最小距离构成的环

境空间［１２］，良好的气象探测环境是确保气象探

测设备正常运行，气象探测数据具有准确性、代

表性、可比性的前提。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城

市化进程的加快，气象探测环境受到严重影响。

据２０１３年中国气象局开展的全国气象探测环境

调查评估结果来看，全国被调查评估的２４１８个

国家级地面气象观测站中，有２５７个台站探测环

境评估为 “差”。占被调查总站数的１０．６％，失

去了气象观测要求的代表性。近年来，许多气象

工作者对探测环境保护方面做了研究，涂满

红［３］，莫荣耀［４］等分析了连南气象探测环境变化

对当地气象要素观测的影响，文献 ［５７］通过

对气象探测保护技术要求历史沿革的建立和研

究，科学客观地提出了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存在的

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建议和应对措

施。新疆气象工作者就探测环境破坏与保护方面

也做了许多工作，张国华［８］，姚作新［９］等分析了

新疆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现状，指出气象部门主动

搬迁更有利于气象探测环境的长期保护。刘志

红［１０］等指出影响乌鲁木齐气象卫星地面站探测

环境的主要原因是建筑物遮挡和电磁场干扰，并

就如何做好探测环境保护提出合理的建议。２０１３

年新疆开展了地面气象观测站探测环境评估工

作，阿勒泰地区对８个国家级台站作了调查

评估。

１　调查评估

评估工作严格按照 《国家级地面气象观测站

和高空气象观测站探测环境调查评估方法》规定

进行，对测站基本情况进行实地调查。绘制四周

障碍物遮蔽图；调查观测场周围２０ｋｍ范围内

土地使用情况；测定观测场四周可视范围内障碍

物仰角并绘制仰角图；测定观测场四周８００、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ｍ范围内障碍物仰角和斜距；登记

观测场四周５００ｍ 范围内铁路、公路、大型水

体及干扰源体，拍摄地面观测场全景照片，绘制

地面站址平面示意图和地面观测场四周情况平面

示意图等；最后依据定量指标综合评分，全面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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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和科学评估地面气象观测站气象探测环境的

状况。

此次地面探测环境的评估共有１３个定量评

估指标，每项指标对应相应的分值，总分１００

分。观测场是否建在屋顶，实行一票否决，阿勒

泰地区８个国家级台站观测场均未建于屋顶，所

以按１３个指标综合得分 （见表１）对探测环境

进行评估。

表１　２０１３年阿勒泰地区８个国家级台站地面观测环境综合评估表 ％

站名

上风

方

（６）

遮挡

面积

（４０）

遮挡

方位

（２０）

周边建

筑、植物

（４）

下垫

面

（４）

人工

护坡

（２）

垫高

测场

（６）

铁路

距离

（４）

公路

距离

（４）

水体

距离

（４）

干扰源

距离

（４）

日出

仰角

（１）

日没

仰角

（１）

综合

得分

阿勒泰 ６．０ ３７．８ １２．２ ４．０ ４．０ ２．０ ６．０ ４．０ ４．０ １．９ ０．７ ０．０ ０．０ ８２．６

青河 ４．０ ３６．７ ８．１ ４．０ ４．０ ２．０ ６．０ ４．０ ４．０ ４．０ ２．４ ０．０ ０．０ ７９．２

富蕴 ４．０ ３６．３ ８．６ ３．０ ４．０ ２．０ ６．０ ４．０ ４．０ ４．０ ４．０ ０．０ ０．０ ７９．９

福海 ２．０ ３８．１ １１．１ １．０ ４．０ ２．０ ６．０ ４．０ ４．０ ４．０ ４．０ ０．０ ０．０ ８０．２

哈巴河 ６．０ ３７．０ ６．０ ４．０ ４．０ ２．０ ６．０ ４．０ ４．０ ４．０ １．１ ０．０ ０．０ ７８．１

吉木乃 ６．０ ３６．２ ５．７ ２．０ ４．０ ２．０ ６．０ ４．０ ４．０ ４．０ ２．７ ０．０ ０．０ ７６．６

布尔津 ６．０ ３４．６ ４．８ ４．０ ４．０ ２．０ ６．０ ４．０ １．６ ４．０ ４．０ ０．０ ０．０ ７５．０

阿克达拉 ６．０ ４０．０ ２０．０ ４．０ ４．０ ２．０ ６．０ ４．０ ４．０ ４．０ ４．０ １．０ １．０ １００．０

　　注：括号中数字为该项所占分值，总分１００分

　　 （１）观测场四周不符合要求的障碍物遮挡

面积和遮挡方位

由表１可见，１３个指标中遮挡面积所占比

例最大，为４０％；其次是遮挡方位，占２０％。８

个观测站中遮挡面积综合评定分在３４．６％～

４０．０％之间，各站相差不大。阿克达拉站由于地

处戈壁，远离城市，测站周边无不符合条例的障

碍物，其遮挡面积和方位两项指标均得满分。其

余７站建在县城区内，测站四周均有不符合条例

规定的人为障碍物 （包括建 （构）筑物和植物）、

地形等。其中布尔津测站周边遮挡情况较为

严重。

（２）日出、日没方向障碍物最大仰角

按照条例规定，日出、日没方向内所有障碍

物仰角的最大值≤５°才符合要求。全地区仅阿克

达拉符合标准，其余７站均未达标。

（３）干扰源体距观测场围栏直线距离

根据 《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

规定，垃圾场、废气废水排污口、排放大量蒸汽

或废水的锅炉房、排放热量和粉尘的工厂烟囱、

热交换冷却塔等均视为干扰源体。“干扰源体距

观测场围栏直线距离”这项指标，阿勒泰基准

站、青河、吉木乃和哈巴河４站未达标，前三站

的主要干扰源体是观测场５００ｍ以内的锅炉房，

哈巴河站的干扰源为距测站１４０ｍ处的废品收

购站。这两种干扰源体，严重影响了观测站的探

测环境。

（４）工矿区或城镇位于最多风向的方位和

距离

全地区８个测站的上风向９０°范围内没有工

矿区或人口超过５０００人的城镇。但青河、富蕴

和福海测站周边近１０００ｍ范围内均建有工矿

区，严重危害了地面探测环境，使上述三站此项

得分较低。

（５）观测场四周规定范围内有无高度＞１ｍ

建 （构）筑物或植物

此项指标东、南、西、北４个方位各占１

分。吉木乃、富蕴、福海被扣分，其中福海在测

站四周５０ｍ范围内有３个方位上有顶端高于观

测场地面１ｍ以上的障碍物。

（６）铁路、公路路基和水体距观测场围栏直

线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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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阿勒泰地区铁路运输发展较慢，全地区

仅有一条铁路经过福海，且距离观测站较远，故

铁路距离达标率为１００％。公路路基距观测场围

栏直线距离一项，８站中仅布尔津周边有一条公

路且距离观测场围栏不足５００ｍ，得分较低。水

体距离距观测场一项，阿勒泰基准站由于观测场

距阿苇滩镇防渗渠最近直线距离仅为５０ｍ，得

分较低。

（７）观测场四周２ｍ内有无人为破坏下垫

面、护坡、垫高观测场情况

观测场四周２ｍ内下垫面、人工护坡、垫

高测场这三个因子，人为可控，故全地区８个测

站均得满分。

综合来看，１３个地面探测环境评估定量指

标中，遮挡面积和遮挡方位以及日出、日没仰角

四项指标失分较为严重，说明障碍物是影响气象

探测环境的主要因素。从全地区来看，位于中部

的福海、阿克达拉、阿勒泰基准站三站地面探测

环境较好，综合评分为８０．２％～１００％；其次是

东部青河、富蕴二站探测环境综合评分为

７９．２％～８０％；西三县布尔津、吉木乃、哈巴河

的地面气象探测环境较差，综合评分为７５％～

７８．１％。影响探测环境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建筑面

积猛增和城市建设用地增加，阿克达拉站由于地

处戈壁，远离城市，气象探测环境最好。

２　阿勒泰地区探测环境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

（１）尽管气象部门在探测环境保护方面做出

很多努力，也制止了许多影响气象探测环境的建

设项目，但是，随着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快速推

进，地面气象探测环境遭破坏程度呈逐年加剧趋

势。位于阿勒泰地区南部的福海县是新疆主要的

畜牧业基地和重要的渔业基地之一，旅游资源和

矿产资源丰富，近年来该县西城区、老城区、工

业园区和火车站相继开始规划建设，县城范围急

剧扩大，使原本处在县城边缘的福海国家基本气

象站逐渐成为县城中心区域，对探测环境造成很

大威胁。

（２）地方政府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不

健全，缺乏地方城建规划、国土资源、气象部门

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和联动审批机制，存在着建设

项目违规审批现象，而且部门之间沟通不畅，成

为气象观测站遭受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吉木

乃国家基本气象站启用初期周边空旷平坦，气象

探测环境良好，近年来随着吉木乃县社会经济和

城镇化建设的迅速发展，城区面积不断扩大，测

站所处区域已逐渐发展成为县城中心，四周建筑

群高度不断攀升。从吉木乃县城 总 体 规 划

（２０１０—２０３０年）来看，测站所在区域规划为住

宅区，周边还将继续建设多栋住宅楼，一旦建成

势必对吉木乃国家基本气象站的探测环境造成更

大的破坏。

（３）气象部门对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宣传

力度不大，使得社会公众对气象行政执法不理

解，自觉保护气象探测环境的意识淡薄，社会公

众对气象行政执法不配合现象较为普遍，甚至出

现抗拒气象行政执法现象，可见气象探测环境保

护知识的普及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还要加强

气象行政执法力度和执法能力。

３　保护气象探测环境的措施

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工作，应采取预防为

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妥善处理城市化发展与气

象设施和探测环境保护的关系，是促进气象事业

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要。

（１）加强部门联动协作，制定和完善气象台

站建设与发展规划

由于影响阿勒泰地区气象探测环境的主要因

素是城市建筑面积猛增和城市建设用地增加，针

对这种情况，气象局 （站）必须积极争取当地政

府支持，积极参与城市规划建设，从规划审批源

头把好关，在城市规划特别是台站周边规划中掌

握主动权。同时要加强与地方城建、规划、国土

等相关部门的协商和配合，定期或不定期的与城

乡建设部门联络，对于可能出现的破坏探测环境

的事件、责任人要及时沟通，协调处理；对于影

响探测环境的已建超标建筑物或在建工程可联合

城管、城建部门予以拆除；对于无法制止解决的

问题应及时上报政府部门，联合上级部门进行依

法处理。

（２）加强对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重要性、

紧迫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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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气象设施周边人

口密度增大，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违法修

建建筑物、构筑物，设置排污口、垃圾场等干扰

源的问题日益严重，损毁气象设施、侵占气象设

施用地等行为也不断发生，钻探、取土等危害气

象设施安全的问题也日益突出。针对这类问题，

气象部门要根据 《气象法》相关规定，必须及时

采取有效措施，依法保护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

境。对于气象部门内部建设项目破坏气象探测环

境的，必须坚决制止和拆除，并按照有关规定追

究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责任。

（３）做好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的编制

与实施工作

气象探测环境是整个气象工作的前提和基

础，较好稳定的探测环境是分析气候变化趋势和

做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重要依据。因此各气象

局 （站）要高度重视气象探测环境长期保护工

作，按照 《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

有关规定抓紧组织编制本辖区内国家级气象台站

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并纳入当地城市 （镇）控

制性详细规划。

（４）加大宣传，增强社会公众气象探测环境

保护意识

各气象局 （站）要将探测环境保护的法律、

法规以及观测站周边环境的相关要求向当地人

大、政府、规划局、土地局等相关单位备案，提

高政府决策部门的保护意识；在观测站周边张贴

探测环境保护公告，让周边的群众了解和熟知如

何保护探测环境；充分利用报纸、网站等各种媒

体，不断加大地面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宣传力度，

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与配合、支持和

参与。

４　结语

此次探测环境调查与评估工作，全面查清阿

勒泰地区各气象局 （站）探测环境现状，分析了

气象探测环境受破坏程度及其原因，对探测环境

进行客观、定量评价，科学评估了气象探测数据

质量，为全面掌握和科学评估气象探测环境奠定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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