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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地区气象志》付梓成书，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因为在铜

仁工作了多年，很高兴为该书的出版写几句话。

《铜仁地区气象志》客观翔实地记述了铜仁地区气象事业发展的

历史，系统地总结了气象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经验，初步揭

示了地方性天气气候特点及其变化规律。是研究铜仁地区气象科学
的宝贵资料，也是各级领导指导生产，科学决策的重要参考书。该
书的编成，是全区广大气象工作者和编纂人员劳动和智慧的结晶。

气象科学是人类活动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一门科学。人类的

生产和生活，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气象条件的影响和制约。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气象领域的

应用气象科学将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更加完备、更加有效的服

务和保障，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从铜仁地区设立气象部门开始，特别是建国以来，全区各级气

象部门运用气象科学，为经济、社会服务，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
是，由于现实的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我们还不能完全有效地抗御自

然灾害，特别是作为农业地区，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靠天

吃饭”的境况。这就要求我们更加自觉地依靠和运用气象科学指导生

产，更好地顺应自然规律，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去防灾抗
灾夺取丰收。而要更充分地发挥气象科学的作用，就需要我们各级
领导和社会各方面，更多地关心，更好地支持气象事业的发展。

《铜仁地区气象志》是对过去工作的总结，也是今后工作的新起

点。希望铜仁地区广大气象工作者继续发扬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
精神，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在建设具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以更加辉煌的业绩，去续写《铜仁地区
气象志》的新篇章。

1 袁荣贵
’

一九九四年三月‘
r

：

· (袁荣贵同志原铜仁地委书记、现贵州省委常委、副省长)



《铜仁地区志·气象志》是一部专业志书，专门记述本地区盼气
象工作沿革和各项气候要素变化的历史与现状。这类专业志的编

纂，是我国地方志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是我国科学技术进步与发
展的迫切要求。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科学技术发展非常迅速和正经

历着一场新的技术革命的伟大时代。这场革命，将会给社会生活带

来重大变化，推动着人类社会日新月异向前发展。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振兴经济首先要振兴科

技。只有坚定地推进科技进步，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主动权。一

这部《气象志》正是顺应形势编纂问世的，意义十分重大。

铜仁地处云贵高原的东北部，武陵山脉的西端，其主峰梵净山

雄峙于铜仁地区中部，将该地区分成东西两部分。由于武陵山脉分

割的影响，东西部之间的雨量、日照、积温、气温、农事季节都有

差异，同时因为高原山体的影响，高山与河谷低坝的气候，农事差

异很大，垂直气候明显。如何开展利用好气象资源，对于铜仁地区
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

《铜仁地区志·气象志》收集整理了数百年气象各要素在铜仁地

区的基本表现和特殊反映，如实记载了许多次灾害性天气发生、变

化的原因及其规律，也客寝的总结了一些违背气象科学规律指导农

业生产所造成严重危害的教训，是一部资料珍贵、详实的好志书。

在当今改革和四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认真吸取知识精华，洗涤尘

土，追求新的科学知识，并把这些知识转化为指导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的力量，凝结到领导行为中去乃是修志的一大愿望。

郑荣华

一九九四年四月一日

(郑荣华同志系铜仁地区行政公署专员)



序

《铜仁地区气象志》即将出版，捧读后，颇受益，谨赘数语为之

序。

气象与人类活动关系极为密切，各地生产部门与广大人民群众

均关心气象，需要气象，要求提供不同形式与内容的各类气象服

务。在编修社会主义新地方志中，编写气象专志，实属必要，因其
功用绝非其它志所能代替。

该书按详今略古，力求翔实，反映全貌的原则，通过大量文

献、资料的搜集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整理分析，费时经年。对

铜仁地区气象事业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地方性特点，基本上做到了

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实事求是加以记述，真可谓。千淘万漉虽辛

苦，吹尽狂沙始见金”。

该书对数十年来，本地区气象工作取得的经验，作了比较全面

系统的综合，全书共五篇计二十三章，包括了天气气候、灾害性天

气、气象业务、气象服务、气象机构及管理等各大系统，特别对当

地天气、气候的时空变化特点，并编有气象灾害历史年表和气象谚

语集锦，为生产部门提供参考之便，可谓考虑周到，别具匠心。

铜仁地区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为山地和丘陵，在全国农

业区划中，属于“川鄂湘黔边境山地林农区”。从社会经济建设看，

该区发展农林牧业及以农林牧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具有广阔前景，
潜力很大。鉴于此，该书在资料编纂全过程中，着力于农业气象问

题上狠下工夫，既突出了以农业为重点的战略思想，又体现了科学

技术必须面向生产的指导方针。 ．

李良骐

一九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李良骐同志系贵州省气参局技术顾问、正研级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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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时、地利、人和”这是制约人类生存、社会发展的三大要

素。风云变幻，气象万千，古往今来，广大劳动人民为顺应自然，

改造自然，对“天时”的奥秘进行了艰苦卓绝地探索，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科学遗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铜仁地区从1937年起虽然建立了思南、铜仁、石阡等三县雨量

站，开始观测记载气象要素，但由于当时社会制度的制约，进展迟

缓。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加强国民经济建设，党中央、国务院十分

重视气象工作，周总理对气象工作做了重要指示，加上1953年对气

象体制进行了改革，大专院校相继开设气象专业，为气象事业培养

专门人才，为五十年代后期建立台、站网输送了新鲜血液。铜仁地

区从1958年起先后建立了铜仁地区气象局(台)和各县气象站，除

担负测报任务外，还开创对外发布天气预报，气象工作逐步走向正

规化、规范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总方
针指引下，铜仁地区气象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八十年代由于气象

雷达、气象卫星等先进的大气探测工具的配置和县气象站传真机的

应用及无线电通信设施的改进，微机预报重大天气专家系统的建

立，使铜仁地区气象科学迈进现代化的行列⋯⋯。

气象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为了提高气象服务的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铜仁地区广大气象工作者在以农业为服务重

点，当好各级领导指挥生产参谋的同时，还积极开拓服务领域，为

全区各行各业提供短、中、长期天气预报、情报、森林防火、科技
兴农、人工增雨防雹和航空飞行等一系列气象服务，均取得明显效

益，受到各方的好评。

盛世修志，承前启后，激励后人，奋发进取。在铜仁地委、行

署及省气象局的关怀支持下，在省志办、地志办的具体指导下，《铜

仁地区志·气象志》得以问世，全书5篇23章，共20余万字，详
细记载了从1937年至1990年铜仁地区气象事业发展的历史。这是

全区气象战线上广大职工辛勤劳动的成果，也是他们从事气象工作



数十年汗水的升华、智慧的结晶。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志书

主编刘泽宣同志，长年累月，一丝不苟地收集、记载、整理了大量

宝贵的气象资料，。并为书的成稿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真是有志者事

竞成，可钦可敬。．
‘

全区气象工作者应该再接再励，在已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基础
上，继续作出不懈努力，为气象科学创造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谱

‘写气象事业的新篇章。

储昭庆
一九九一年舂末

(储昭庆同志系铜仁地区气象局局长、高级工程师)



凡 例

一、本志是《铜仁地区志》的一个组成部分，定名为《铜仁地

区志·气象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辨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记述铜仁地区气象事业的过
去和现在。

二、本志的起止时限，上限一般从1937年起，下限至1990年

底止，共计五十四年，为彰明因果部分内容适当上溯或下延。结构

按篇、章、节、目层次编纂。

三、编纂原则：用新的观点、资料和方法进行编纂；详今略

古，详近略远；用事实反映气象事业的历史、经验和体现客观规

律，一般不加评论；坚持以事系人，不列人物传。
四、以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称。建国前’’，之后称

。建国后’’，建国前的年代沿用旧称。

五、采用国家规定的简化字，一般不用繁体字。标点符号、数
字用法均按国家有关规定使用。气象用语、计量、计数单位按国家

规定的标准记载，历史上的按现行规定记。’

六、少用引文，必须引文的，在页末加注。名称采用简称。如

中央气象局、国家气象局、贵州省气象局简称为“国家局’’、。省局”、

中共铜仁地委、铜仁专员公署或铜仁行政公署简称为。地委”、‘‘专

署一、“行署”，××县气象局(站)简称誓县局"或“县站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 述

铜仁地区位于贵州省东北部，在北纬27
o

07 7～29
o

05 7、东

经107
o

45 7～109
o

30 7之间，纬向和经向皆跨约两度，即东西宽

约150公里，南北长约210公里，全区总面积为18023平方公里。

梵净山将铜仁地区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有铜仁市、江口县、

松桃苗族自治县、玉屏侗族自治县、万山特区，处漭水、锦江、松

江三河的上流域；西部有思南县、石阡县、德江县、沿河土家族自

治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处于乌江中流域。全区地处贵州高

原自东向西的三级台阶的第一级阶梯上和贵州高原东北边缘向湘西

。．丘陵及四川盆地过渡的斜坡地带。地势一般由西北向东南降低，武

陵山脉纵贯本区，在贵州境主峰——梵净山位于江口、印江、松桃

三县之间，其中梵净山海拔2493米、凤凰山2572米、佛顶山1869

米、是黔东的几个最高山峰。梵净山是乌江与沅江两大水系的分水

岭，有8条溪流发源于此山，99条溪流呈放射状向四周分流，武陵

山脉以东为沅江水系，地貌为低山丘陵，河流切割较浅，平缓起伏

地面或剥夷面保存较广，风化壳厚度大，河流沿岸多河谷坝子，铜

仁市漾头的下施滩海拔高度仅为205米，是全区海拔的最低点。武

陵山脉以西为乌江水系，地貌为岩溶山原，河谷常以峡谷形式嵌入

山原，山高谷深，相对高度可达600"-"800米。但在远离河谷的山原

◆



面上岩溶丘陵洼地分布较广，地面起伏不大，一般相对高差为200～

300米。

铜仁地区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具有热量丰富，雨量充

沛，光照适宜，雨热同季等气候特点。由于受地理位置和地形影

响，冬半年常受偏北或东北方向入侵的冷空气影响，加上地形崎岖

阻滞，常出现静止锋天气，白天多阴晴，夜间则多阴雨；夏半年，

由于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初夏锋面活动频繁，雷雨较多，

大一暴雨天气常有发生。盛夏，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北跳西伸影

响，本区常出现夏旱天气。在季风气候的影响下，全区各种气象要

素都有明显的季节变化：冬季盛行偏北气流，气温偏低而雨量少；

夏季盛行偏南气流，气候炎热而多雨；春秋两季是冬夏两季的过渡

季节，往往冬季风与夏季风常在区内交锋，形成多阴雨、雷雨、冰

雹、大风等相继出现多种天气。气候主要特征为：季风气候明显，

立体气候典型，冬无严寒，夏有酷暑，春温不稳，秋温陡降，四季

分明，雨热同季。由于各年季风的强弱及进退早晚不尽一致，因

此，气象要素在年际间的变化较大，灾害性天气较多，主要有夏

旱、倒春寒?；‘暴雨o，洪涝、冰雹、秋风、秋绵雨、凝冻，霜冻等。

铜仁地区虽属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区，由于地处山区，地形地势

复杂，各地气候差异较大，在高原山地和在河谷平坝，气候差异非

常明显。同一山体，山上山下冷暖悬殊，故有“一山有四季，十里不

同天”之说。在同一天气系统，由于所处部位不同，其天气表现很不

一致，常常有“坝上晴、‘半山阴、爬上坡顶雨纷纷”的现象。按照

《中国气候区划》对热量带的划分标准，参考植被的垂直带谱，铜仁

地区可划分为四个热量层：

海拔300～500米以下为中亚热带热量层。土地面积为512万

亩，占总面积的1 8．9％，主要分布在梵净山以东和乌江中游沿江地

带；



海拔500～1000米为北亚热带热量层。土地面积为1719．9万

亩，占总面积的63．6％，主要分布在梵净山东西两侧的半山地区；

海拔1000～1500米为南温带热量层，土地面积为386．2万亩，

占总面积的14．3％，主要分布在梵净山、佛顶山区和沿河县的困龙

山、雪花界、铜仁市的六龙山、米公山一带；

海拔1500米以上的地区为中温带热量层，土地面积为33万

亩，占总面积的1；3％，。主要分布在梵净山主峰周围山地。

本区由于立体气候特点导致了农业的立体布局，境内海拔450

米以下河谷地区农作物可一年三熟，而海拔1500以上地区则只能一
～

年一熟。 。

自古以来，广大劳动人民就十分重视观察天气变化，在长期的

生产实践的抗御自然灾害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看天经验，反映气

候变化规律形成天气谚语，流传至今。铜仁地区气象事业始于1937

年，首先在思南、铜仁、石阡设立雨量站。1940年4月，民国政府

在思南塘头设立测候所，正式进行气象观测。1941年至1942年，又

在江口、沿河、玉屏、印江四县设立雨量站，1 944年1月在铜仁建

立测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y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与重视下妒-气

象专业迅速发展，实现了“地区有台，县县有站”的气象台站网布

局，．气象专业队伍，由解放初期的5人，到1985年已发展到197

人；，由简陋的气象观测工具到现代化的气象设备作业。由单一的天

气观测，到全方位多层次的气象观测、天气预报、气象服务，是一

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气象事业的发展为铜仁地区国民经济建设尤其

是农业生产提供了科学依据。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气

象事业必将进一步为振兴铜仁经济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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