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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当今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各种科学技术的应用越来

越广泛，更新也更加迅速。各个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形成

了一系列的边缘学科，它们使我们的社会文明进步，人类生

活更加丰富多彩。其中以气象科学为中心的各学科交叉研

究所取得的成就更是有目共睹，它们已经深入影响到了我

们人类的生活和各种活动当中。为了使广大青少年了解并

掌握这些科学知识，我们组织编辑人员编写了这套《学生气

象知识丛书》。

《学生气象知识丛书》共分为１５册，全套丛书运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当前气象科学的发展现状

与前景，内容涉及到气象科技的发展简史、人工影响天气以

及气象与自然环境、动植物生长、人类的健康活动等各个方

面的联系和影响。在本套书中，揭示了大量有关气象的科

学奥秘，详细阐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意义。我们

力图用一种平易近人的方式拉近气象科技与当前青少年的



距离，将之打造成具有良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青少年

科普读物。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和我们自身能力有限，书中难免存

在一些错误和纰漏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朋友给予指正。此

外，我们在部分书中引用借鉴了一些作者的研究成果与著

作，我们已经与之商讨了相关事宜。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

无法与部分作者取得联系，在这里深表歉意。希望本人及

知情读者及时告知我们，以便于我们寄发样书及稿酬。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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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与体育的关系

体育与气象关系研究的意义

人类活动于天地间，受大气状况和天气气候条件的影

响，体育活动当然也不例外。大雨天，田径赛难以进行；刮

风，风压造成的阻力或推力影响比赛成绩；射击、球类等等

无不受天气气候的影响，航空航模类运动所受的影响更为

显著……天气状况和气温、湿度、气压等气象要素还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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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理变化和情绪，从而对不同人的临场发挥产生影响。

就连观众的情绪和舒适度，甚至门票销售等也受天气和气

候要素的影响。

刮风下雨影响体育活动，似乎是常识。但气象与体育

的关系远不止此。

体育气象是气象科学和生命科学的边缘科学，是“应用

气象学”的分支科学。

体育活动是积极的典型的生命活动，是最大体能的表

现，具有一切生命过程的特点，服从于一切生命过程的机

理。以其自身的基本物质为基础与外界环境构成一个不可

分的系统，进行着基本的物理化学过程，从而实现生命过

程。也就是说气象环境、天气气候条件是包括体育在内的

生命活动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研究体育和气象的关系，据此对某一些地区的气候和

天气情况进行鉴定，可以评价地区的体育气象资源条件，可

为选择最佳比赛时期、地点、安排具体项目于最合适的时间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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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使运动员的体能得到最佳发挥提供科学依据，从而可

以出现准确的好成绩。

体育气象的再一个实际意义和任务是：研究各项体育

活动与天气气候条件的关系，提高适应不利气象因素的能

力，寻求适应和对付不利气象因素的办法和技术，藉以夺

冠。例如帆板比赛，可根据对赛场风浪的了解，风浪大，派

体重重的运动员；风浪小，派体重轻的运动员则可取胜。雨

中踢球多采用大脚过中场，在对方门前混战，有利入门。提

高运动员的适应能力（如对时差和节律的变化、气候变化、

气压的变化等的适应能力）也是取胜的重要因素。

体育气象的第三个实际意义和任务是研究体育活动与

气象要素、天气状况，并考虑生命活动的特点及其他有关因

素，在天气预报（长、中、短期）的基础上做出准确的预报和

更具针对性的服务。应当指明的是，尽管应用气象学中的

预报服务考虑了对象专业特点，体育气象预报服务考虑了

气候、天气对生物（人体）影响的滞后效应、生物（人体）的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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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性、可塑性而可能比单纯的通用天气预报要好些，但是由

于目前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程度和科学水平所限，凡基于

天气预报的各种预报服务，还都是“最大可能性预报”，尚未

达到“必然性预报”的科学水平。当然，调动预报服务人员

的主观能动性，做好长中短期配套服务和及时的警报服务，

还是可以尽可能搞好体育气象服务的。

第四就是体育气象的理论研究，应用气象科学、生命科

学、医学等学科的有关理论知识和方法，从物理、化学、数

学、生理、环境及生命和行为等多方面进行深入的综合研

究，使天气气候既作为环境又作为资源，既是生命过程的环

境又是生命过程的参与者，尽量搞清其作用机制。这是前

三方面的理论基础，也为制定各项比赛规定提供科学依据。

例如，短跑风速大于２米／秒算不算成绩；投掷、跳伞等是否

也应规定个风力影响指标……

从气象因素对体育赛事的影响，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限制性的，人们对这一类一般有所了解，比如狂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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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雨限制了各项室外赛事进行；３５℃以上高温酷暑会造

成运动员中暑休克；严寒天气除冰雪运动外，使多项赛事难

于进行等等。

第二类是影响比赛成绩。运动员在同一赛场虽可决出

名次，但成绩并不准确（不甚可靠）。例如，２米／秒的逆风

也可使１００米短跑成绩降低０．１６秒左右；反之，顺风则使

成绩提高。这若作为有效成绩是值得研究的。

第三类是影响体能的发挥，使运动员发挥不出或者“超

水平”发挥其体能。这一类是人们知之不多和需花力量进

行研究的。运动员平时的成绩可以代表其本人的水平，但

比赛中决出的胜负往往是适应气象条件良好发挥后的

结果。

气象与体育赛事的具体关系，可按气象要素的影响进

行探索，也可按体育项目研究气象条件。

就气象要素来说，影响成绩的以风、能见度等较为多

见，影响体能发挥的有气温、湿度、气压、大气成分、其他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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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因素等。温度适宜则体能效率高，例如射箭、拳击、柔道、

羽毛球、体操比赛时都有一定的气温适宜度数。田赛运动

要求的温度高一些要２０℃左右，而径赛则低一些，要１７—

２０℃。这是肌肉能发挥的原因。另外温度过低可使血压上

升。能见度可以影响跳伞、射击成绩。湿度过大不仅影响

排汗，影响体热散发，还使运动员呼吸得氧量明显减少，从

而影响二氧化碳的代谢，影响体能发挥，对中长短这类需氧

量很大的运动影响更为明显。

不同的体育项目对气象条件的要求是不同的。例如：

跳伞要求水平风速小、晴朗、能见度好；滑翔则要掌握波状

气流，据地形（如山丘）和云（如积状云）判断波状气流，利用

波状气流升至相当高度再滑至另一波状气流处，则可以滑

翔得很远。气象与体育关系是一新的科学领域，体育也是

气象服务应当拓宽的领域之一。随着进一步研究和服务的

开展，体育气象科学可望有较大发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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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服务对体育运动的作用

气象条件制约和影响到各种体育运动包括大型国际体

育赛事和小规模运动会，日常运动训练也一样。越是大型

体育活动，越需要准确及时有效的气象预报服务保障和某

些特殊的专项服务。

首先良好的气象条件和较完善的气象服务，历来是大

型体育盛会开幕和闭幕式成功与否的关键性因素。遇有暴

雨、雷击、冰雹等恶劣天气，会给运动员与观众的安全带来

极大的危害，至少给赛事日程和文体活动效果带来不利

影响。

气象条件又是关系到能否创出优异成绩的敏感性因素

之一，尤其对田径、跳伞、航模、海模、网球、足球、赛车、帆

船、赛艇等运动的影响极大。例如，没有风时帆船帆板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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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动力，无法比赛；风太大时会有危险，也不能比赛。跳伞

运动中驾驶员要根据高空风向风速、能见度等条件计算和

修正飞机航向；运动员要视风的情况调整和控制好合适的

飘落速度，修定落点靶标的偏差等。可见使用好气象，抓住

有利天气时机，就能够取得较理想的成绩。

据体育科研人员分析：短跑、跨栏等田径项目中，顺风

和逆风的不同气象条件下，运动员的成绩差别是明显的。

通常顺风风速每秒２米时跑百米要比无风时快０．１５秒。

正因为如此，国际田联规定在二百米以下的径赛及跳远、三

级跳远等项目比赛中均测定风向风速。凡顺风时平均风速

超过每秒２米者，只计算成绩，所创纪录不予承认。遇有运

动员刷新全国或世界纪录时，申报所创纪录必须严格填写

场地、器材与风、温度、湿度等气象数据。在各类全国比赛

及世界大赛中，多次出现过因超过风速致使所创成绩不能

算作新纪录的遗憾。像马拉松比赛也因考虑到每次比赛的

气象条件及道路等情况不同，规定只记录获奖名次和最好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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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而不记录具体数据。

随着体育运动的发展，一门新的边缘学科———体育气

象学正在兴起，引起越来越多的体育界、气象界人员的关

注。实践证实：在日趋激烈的比赛中，气象服务大有作为。

应用好气象科学，更有助于赛出水平，取得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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