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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替

的小

多雨、少雨交替出现。80年代处于高温、多雨周期之内。

受季风气候影响，黑龙江省气候资源较丰富。光照时间长，年日照时数为

2 400—2 800d',时，光能主要集中在农作物生长期内，辐射能较充足，热量资

源集中，高温高湿多光照同时出现，称“水热同季”。夏季雨量集中，4—9月
·3·



黑龙江省志·气象志

农作物生长季降水量占全年总量的83—94％，对农业生产十分有利。风能资

源分布广泛，平原地区较为丰富，其中，松嫩平原西部年有效风速为4 700～

5 400／Jx时。大小兴安岭等占总面积50％的山区气候具有冬冷夏凉、无酷热、

雨水多、雨季长、水资源丰富、光能利用潜力大等特点。

黑龙江省主要气象灾害有低温冷害、霜冻、干旱、洪涝、冰雹等。气象灾

害是农业稳产高产的主要障碍，其中影响最严重的是低温冷害。据1909。1985

年气象资料记载，在此期问全省共出现24次夏季低温和低温冷害，平均2～3

年出现一次，有“群发性”特征。夏季低温造成的延迟型冷害面积较大，常使

农作物生长发育期推迟而大辐度减产。生育期发生的障碍型冷害对水稻危害最

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85年，黑龙江省共出现14次夏季低温年，其

中，严重低温年全省粮食减产达20—40％。其次是旱涝灾害，春旱普遍存在，

西部地区最为严重，素有“十年九春旱”之说。近百年来，松嫩平原西南部多

重春旱，三江平原及江河沿岸多重夏秋涝，中部山地多洪涝灾害。旱涝灾害直

接影响粮食产量，涝灾危害重于旱灾。如1956、1957、1960、1969和1981年，

黑龙江省出现大范围的水涝灾害，给人民生活和国家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此

外，霜冻、冰雹、大风等气象灾害时有发生，一般受灾面积较小，对全省农业

粮食总产造成一定影响。

从远古至16世纪，人们根据肉眼来观测天象、物象，以此判断未来天气

变化。渤海时期，黑龙江人开始掌握中原地区的先进历法，在渤海国通往日本

国的出国使者中设有“天文生”，负责“占天”、“占风”，为航海提供保障o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6月9日，沙俄中东铁道建设局为修筑中东铁

路，在哈尔滨开设了黑龙江地区第一个气象测候站，至1917年增为8个(哈

尔滨、昂昂溪、富拉尔基、牡丹江、太平岭、一面坡、安达、依兰气象测候

站)o 1910年1月，沙俄海关系统在瑷珲设立了一个测候站。1928年2月，日

本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在齐齐哈尔设立了观象所。1932年后，黑龙江地区气象

台站进入日本满铁、关东厅和伪满中央观象台混设阶段o 1937年12月起，．除

日本关东军气象部门控制的气象站点外，伪满中央气象台统一管理黑龙江地区

气象站。至1945年8月，由伪满中央观象台自建、接管、改建的气象台站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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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省、地区有气象台，县县有气象站的气象台站网。根据生产建设需要，又陆

续建立了一批专业气象台站。根据中央气象局的统一部署，1960年底全省气

象台站进行调整，撤消部分台站，并将为专业部门建立的42个气象台站陆续

移交给民航、农场、石油部门管理。至1965年，调整后全省气象部门建制的

气象台站为70个，其中，气象台5个，国家基本测报站25个，一般气象站43

个，其中有13个气象站同时承担农、林、牧气象观测试验任务。“文化大革

命”时期，全省气象台站仅维持基本气象业务运行。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黑龙江省气象事业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大发展时期。到1985年底，全

省国家气象部门建制的台站总数达到84个，其中气象台9个，国家基本测报

站32个，一般气象站41个，农业、林业气象试验站3个(其中有一个林业气

象试验站同时承担地面观测任务)。组成气候观测网点81个，地面天气观测网

点38个，高空气象观测网点6个，航空天气观测网点43个，农业气象观测网

点44个，太阳辐射观测站点3个，天气雷达站点3个，卫星云图接收站点2

个，形成了一个布局比较合理、业务比较全面、技术比较先进、设备比较精良

的黑龙江省气候立体监测网，并成为全国气象台站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黑龙江省还建有隶属民航、农场、石油等部门管理的气象台站9r7

个，水利部门建立的雨量站602个，担负着为部门服务的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气象台站网的建设和气象技术装备的改善，

黑龙江省气象部门各项业务工作迅速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黑龙江地区台站主要开展地面气象观测业务，

所用仪器设备基本从日本、苏联及东欧国家进口，直至60年代初全省气象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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