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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部地区(市)级气象志书，系统介绍了浙江省台州市气象事业发展历史和现状，内

容包括大事记、机构沿革、气候、气象要素和能源、灾害性天气、大气探测、气象服务、科技、管

理、历代灾异、丛录等。全书共分十章，史料翔实，取材丰富，体例恰当，从纵横两个方面客观展

示了该市气象事业全貌，具有较好的“资政、存史、教化”意义。

本书适合气象行政和业务管理干部、科研和服务工作者、史志研究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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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为指

导思想，以实事求是为准绳。记述台州气象事业发展历史与现状，为全市人民全面了解气象，增

强防灾患和环境意识提供历史借鉴。’

二、卷首置图照、序、凡例、概述、大事记，正文设机构沿革、气候、气象要素和能源、灾害性

天气、大气探测、气象服务、科技、管理、历代灾异、丛录，卷末置编后记。以志设章，支分节目，共

10章、37节、74目，各视需要冠无题小叙，亦附录适当资料。

三、文体采述、记、志、录、表等体。记述范围按现行政区，涉及境内而区域笼统的史料，保留

原文意。 ．

四、历史纪年沿旧称，以括号注明公元纪年；农历、千支纪日以括号注明公历月日。建国后，

使用公元纪年。行文中“建国前(后)”，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历史时期使用公元纪年

者，必要时括注历史纪年。

五、记事溯源，上限不一。下限一般止于1995年，部分章节延至1996年或成书前。

六、气象数据凡未说明站点或范围的，皆指洪家国家基准气候站资料；行文中“常年”、“历

年”、“平均”等，凡未说明年限的，指该站1951～1990年值。气象数据的收集，包括少量水文数

据。

七、海拔高程采用吴淞基准点，大陈岛为假设基准点。 ，

八、文字使用规范简化字。作为计数的数字(词)，一般用阿拉伯数字；用以构词或修辞的数

字(词)，一般用汉字。

九、地名、计量单位和货币沿历史旧称，个别以括号说明。

十、境内从创建气象机构至今，不满70年，其间一二需要追记的人物，编入“丛录”。按生不

立传原则，于“科技”之后附录当代旅外人士业绩可嘉者简介，以生年为序。

十一、入志资料均经考证，事有异说者择善而从，一般不注出处。“历代灾异”因旧志时有传

抄之误，清代以前皆简注出处，以存追本溯源之意。

十二、本例未予条举的编纂说明，散见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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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气象工作，可谓观风测雨，作用不可低估。建国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

视下，我市气象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为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台州气象战线的工作人员发扬了艰苦创业的精神，以较少的人力、财力和物力，

在较短的时间内率先出版浙江省气象系统的首都志书，我感到由衷地高兴。全志

博而有体，杂而有章，内容丰富翔实，系统叙述了台州近代气象事业的发展和现

状，客观评价了建国以来气象科技进步和防灾减灾的巨大成就，全面介绍了广大

气象工作者献身气象事业的业绩。该志的出版是台州气象事业的一件大事。资

治存史，对促进台州气象事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同时也是台州人民一笔宝贵的

财富。

台州依山濒海，是个多灾地区。回顾台州近150年间沿海一系列台风暴潮灾

害，触目惊心。咸丰四年(1854年)温岭、黄岩一带沿海地区被台风暴潮一次吞噬

4万多人；1915年温岭县遭受风暴潮侵袭，伤亡数万人；1920年台州沿海再次淹

毙人口0．3万余：1923年台州沿海又因此死亡近万人，潮退风息，金清港一路竞

积尸掩道。客观的自然和地理条件，决定了我们台州防台减灾，保护广大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任务十分艰巨。建国后，各级人民政府都十分重视防灾减灾系

统工程建设，注意完善气象技术设施，提高气象预报水平，努力将灾害降到最低

限度。1989年第23号强台风袭境，风暴潮席卷整个台州沿海，海门港潮位达到

有记录以来的极值，海堤崩溃，海水倒灌，但是，我们有效地避免了历史悲剧的重

演。这与气象科技的进步，与广大气象战线工作者的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

气象科技作为自然科学领域的前沿学科之一，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于

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建设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类社会即将跨入21世纪，

台州气象事业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由于生产领域不断扩大和生活

质量日趋提高，人们对气象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沿海城市化程

度以及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气象部门承担社会防灾减灾的责任显得越来越

重大。希望广大气象工作者一如既往，继续弘扬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进一步解

放思想，拓宽服务领域、提高服务水平、积极推进气象事业现代化进程，努力为各

行各业做好气象服务，为建设新台州作出更大贡献。

梁 毅

1998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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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80年代以来，我国各地组织编写地方气象志。这是气象工作的一项重要基

本建设工作，也标志着我国气象工作已经成长，有必要将创业与发展过程中的重

要人和事，按历史脉络，形成一部反映气象工作全貌及来龙去脉的工具书。气象

志不但使气象人员了解自己的事业，用前人的事绩加深对这一事业的理解，提高

自己的思想境界与发展敬业精神，并继续这一事业和开拓前进；而且它也是气象

工作与兄弟部门与社会公众互相沟通的渠道。

台州市虽建市不久，但气象志的出版却很早，质量也很高，足见台州市气象

部门领导的重视和编写者全力投入与精益求精的精神。

台州市东临东海，海域面积达7343平方公里，中西部与北部山脉绵延起伏，

主峰高达1383米，山地面积4824平方公里，平原面积2752平方公里，是一个山

区、海洋、平原兼有的地区。气候资源优越，但又多气象灾害。台州市的复杂气候

条件，也正是其气象工作涉及面广，得以较好发展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台州市的

天气气候问题在我国东南沿海颇富代表性；台州气象工作甚至可看作是东南沿

海气象工作的缩影；台州市气象志不仅是本地区气象工作的忠实史录，而且也是

了解我国气象工作的一个很有价值的侧面。

台州市气象志是一本优秀的志书，也在于其结构合理，简繁得宜，疏而不漏，

多而不乱，论事不繁琐，反映作者爱乡敬业之情；资料较准确，可供读者研究引证

之用。作为一个读者，我认为这本书是值得推荐的。我也希望各地都出版自己有

水平的气象志，让气象志成为我国气象事业的鲜花，开遍全国，永不凋谢。

张家诚

1998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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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l伟 ①1997年11月中国

——L 气象局副局长马鹤年

——}一 (右2】台州市市长朱
⑤l④ 福初(右4)．副书记

政协主席李成昌f右1)市委常委

副市长粱毅(右3)等视察台州市气

象局。@台州市气象部门在各级政

府积极投，^下气象现代化建设初

具规模。图为台州市气象局新建之

部分机房。⑦1 998年台州市委书记

黄兴国f右3)副市长粱毅(右4}

视察气象台 听取市气象局局长陈

昆云【右1)副局长张陆f右2}有

关汛期天气预报．④中国气象局副

局长里_鹤年f右3) 省气象局局长

潘云仙C右2 J视察洪家国家基准气

候站。⑤天台县气象局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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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①

②
①洪家国家基

准气候站。@

1 998年台州市

政府召开全市

气象工作会议．市委常委

副市长梁毅f前排右2j作

工作报告．省气象局副局

长朱菁(前排右3)到会讲

话。②海门气象站f1 956

年I。@太陈气象站．@大

陈岛风力发电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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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1 996年9月11日。浙江

省政府组织’陈垒水先

进事迹报告团 在椒江

举行报告会。图为报告

团成员与台州市气象职

工代表z合影前2排右

起第9为陈金水同志。

中三门县气象局观测场外

下1997年第”号台风在温

岭市石塘镇登陆沼海出

现犍太风暴灞灾。圈为椒

江区外沙海塘全毁晴形。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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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卫
⑦

了陌

。椒江区气象局业务办

公楼．1 982年建。②黄

岩区气象局所处之。灵

遵大厦。设6楼办公

1996年征人．②仙居县

气象局d、景。④温岭市

气象局业务办公楼

1992年建．⑤拆建前之

温岭气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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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秉寅括苍

山气象站站长

1 962年园公殉

职。

②徐杰1 955年一江山岛

登陆战中任解放军前线

指挥部气象参谋。

@括苍山气象站海拔
1 383米1 955年建。

@临海市气象局观测场外

景，

@玉环县气象局观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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