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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气候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天气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人们的

生产和生活。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就有阴晴和日出日落的记载；

“尚书”中有二分二至的记载；在《吕氏春秋》坤f根据气候与生产

的关系把一年划分为Z-十四节和七十二候，直至现在还在沿用。因

此我国是世界上记录气候、研究物象f暑国家之一。 ‘一

然而解放前由于官府的腐败，气象科学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气象工作，一九八五年在全县人民向

自然科学进军中，建立了锦县气象站，二十多年来在党和人民政府

的关怀下，监测天气能力有了很大发展，较为准确的向金县发帝天

气予报、情报和各种气象专题分析材料，成为我县各级领导和群众

的得力参谋。

我县位于辽宁西部，北依闾山和松岭山脉，南临渤海，地势由

北向南逐渐洼下，大小凌河由北向南纵贯全境，注入渤海。属于大

陆季风气候区，其主要气候特点是：雨热季风，日照充足、春干、

夏热、秋凉、冬寒十分分明，虽临渤海之滨，但乏调剂之功，故具

大陆特色。金县总面积四百五十万亩，其中耕地一百八十七万亩；

森林面积四十三万亩，复盖率为百分之十二左右，故有四山、二

水、四分田之说，是水稻、高梁、玉米、大豆、花生重点产区。随

着农村生产结构的调整，山区林、果、牧，沿海的养殖业有了很大



发展，苹果、对虾打入国际市场，享有一定威望，由于占天时，地

利，人和∥我县不仅是鱼米之乡，也是重点商品生产基地之一。

本志书是气象站全体同志，用半年多时间调查统计了二十五年

较系统的气候资井：{，绘制了有关图表，追朔到几百年前的天气灾

害，对天气予报，灾害性天气，人212控制局部天气，天气谚语，农

业气象观测，农业气象服务，农业气候资源与区划等，做了较详尽

的列述。从辩证唯物主义和求实的精神，揭示了我县天气气候的特

点和变化规律，具有较强的科学性、连续杜、地域性和实用性，是

一部略古详今、内容丰富，数值准确，语言通俗，文图并茂的气象

。-L心-书。它的问世具洧承前启后的作用，不仅总结了我县气候的历

史，而且对当前和长远的农业、工业、国防、科研、教育等建设均

有参考作用，尤其对了解掌握气候变化规律，趋利避害，充分合理

利用气候资源，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商品生产至关重要。因此我对

《锦县气象志》的出版表示诚挚的祝贺。

锦县副县长：王心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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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辽宁省气象学校毕业生吴继宝分配到本站工作。

1963年

1月，本站建制单位和业务领导改属辽宁省气象局。

7月2 0日，降暴雨、大、小凌河水位猛涨，小凌河最大流量

达到l 4，0 0 0立方／秒，故漫堤决口成灾，有26839垧地，27

632户遭灾，损坏房屋957 1间，死亡3人，大牲畜死亡2539头。

1964年 。 ，。

5月，建立台站历史沿草登记。

6月，建办公室l 5 0平方米。

l 9 6 5年

6月，我站四清运动开始。

7月l 7日，余积公社福利大队降雹，大如鸡蚤，一般如核

桃。，农作物和果树受灾。

8月，l_2日因大暴雨影响，锦县东北部九个公社受水灾，

三处防洪工程决口，大面积土地被淹，2 8户房屋倒塌。 冲走二

人，牛、猪4头，雷击死1人。

1966年

7月7日锦县中部地区遭受风、雹灾害。

l 2月，气象站职工参加了县农业局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组

织。

1967年

6月2 6日，降大暴雨，水库决口两座，干渠决口3处，倒塌

房屋553间，2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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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

7月，因降水少，全县出现严重的旱象。

1971#-

1月，气象站建制改属县人民武装部

7月，拆除旧房，在原址新建办公室和观测平台共l 6 0平方

米。

1972年

1月定时地面观测由4次改为8次，夜间守班。

1975年

2月4日海城7．3级地震，本站土地观测出现岁i一常，站长郭

玉祥提前1 2小时报给县地震办公室，由于报告及时，对予报该次

地震起到一定参考作用，受到表扬。

1 2月，中央气象局祖秉乾科长来站检查工作。

1976年

7月2 8日，唐山7．8级地震，本站土地电观测出现异·帝，对地

震予报提供了依据。

8月，成立农气组，并开展农业气象观测。3 1日石j羔幺I社出

现特大冰雹。

1 977年

7月2 4日和3 0日，因降暴雨，农作物受灾夕1五重，死亡7

人，牲畜死亡106头(其中大牲畜2 0头)，冲毁水利工程多处机、

电井1 8眼，变压器8台。

l 2月，予报员吴继宝参加锦州市科技大会，被评为市科技先

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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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锦州市气象局对全区气象工作年终检查评比中，我站获

金区第一名，探予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红旗。并将奖金300元。

1984年

3月，本站领导人变更，郭玉祥任站长，吴宪国任副站长，谈

刚毅调黑山县气象站任站长。

4月，郭玉祥被县委组织部任命为气象站党支部书记。

1 4日，三台子遭受跳线危害。

1 6日，新庄子乡降冰雹并伴有大风，刮断电线杆1 8根，农

作物遭受一定危害。

1 7日，县农学会整顿了组织，我站郭玉祥选为副理事长，吴

继宝、吴宪国为理事，吴继宝兼气象学组组长。

8月10日，我县普降大暴雨，过程雨量为140毫米，伴有8—9

级大风。锦县境内大，小凌河水位上涨，大凌河决口，沿海出现几十

年罕见的特大海潮。1 1日凌晨5时许大凌河出现洪峰，最大流量

为7500立方米／秒。这场洪水给我县带来严重损失。全县有153000

亩土地内涝成灾，其中绝收7500亩，损失粮食12000万斤。县城铁

路北有l 3家企业被淹。县化肥厂、水泥厂、生产资料公司、农药

库受灾严重。海潮袭击?孛毁盐场、虾池，共损失9123万元。

18日，辽宁省气象学校毕业生胡永军分配到我站工作。

8月，省气象局张裕道副局长等一行四人来站了解锦县受灾情

况，并对金站职工表示慰问。

9月，安装高频电话并试用。

l 0月，我站购进P C一1 500计算机一台。

l 1月，《锦县农业气候资源与农业气候区划铅印30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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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2月，市气象局对全区气象部门年终检查评比中，我站获全

区各业务组和总分的第一名，受到奖励。

1985年

3月，安装使用A P P L E一Ⅱ型电子计算机。

4月，由省气象局拨款5万元，我站建办公楼一幢，面积为

332．17平方米，施工单位为锦县第二工程队。

2 3日，我站常永文被市气象局任命为义县气象站副站长，于

25日离站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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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

6月i0日，降冰雹，余积等9个公社受灾，最大冰雹直径为35

毫米，持续10分钟。

7月因对冰雹预报成绩显，气象站集体和吴继宝个人均受辽宁

省气象局奖励。

1979年

9月，建仓库105平方米。

12月，吴宪国、张艳飞获辽宁省气象局测报连续100班无错情

奖励。

1980年

2月、颜庆海在锦县气候区划工作中成绩显著评为先进个人。

7月9日15*--1 7时，锦县东北部四个公社受雹线影响，降冰雹

大如鸡蛋，一般如卫生球大小。农作物遭受不同程度灾害。

12}1，全区气象部门年终检查评比中，我站测报、预√?、农气

工作在金区都名列第一名，被锦州市气象局授予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流动红旗。

198 1年

1月，郭玉祥被辽宁省气象局批准为气象工程师。

2月，由郭玉祥主持棉花低温冷害及其防御措施的试验研究，

被锦州市人民政府授予科研成果三等奖，县政府授予科研成果一等

奖。

3月，在气象业务四个基本建设方面，市气象局在我县召开现

场会。

4月，气象传真机(Z S Q—l A型)在我站开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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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月，谈刚毅被辽宁省气象局批准为气象工程师。

1 2月，吴宪国获辽宁省气象局测报连续一百班无错情奖励。

l，982年

5月，由郑少华主持，郭玉祥、张旭东、颜庆海和建业公社刘

风琴参加，共同研制的水稻低温冷害及其防御试验研究成果，被锦

州市授予科研成果三等奖。

6月，郭玉祥被批准为中国科协自然科学专门学会会员。

由辽宁省气象局拨款建家属住宅300平方米。

7月、郭玉祥被锦州市政府授予劳动模范。

该月蜀降水少、旱象严重，造成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致使当

年减产。

10月均日河北省芦龙县发生5．3级地震，我站土地电观测提

前出现异常，并通知县地震办公室。受到锦州市地震台通报表扬

(简报)。

1 2月，《锦县农业气候资源与农业气凌区划》被省内外专家评

为国内水平。

1983年

1月，地面观测由四次定时改为三囊定时，取消0 2点观测。

3月，我站在“农业气候资源与农业气候区划”中试锦州市政

府评为先进单位，颜庆海工作突出，出席了省区划会议并受奖。

我站农业气象服务工作突出，受辽宁省气象局奖励， ．

4月19日由市气象局业务科唐代武主持用激光测距仪，对我站

能见度目标物重新测定。

7月，观测场安装了照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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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锦县自然地理概概

锦县地处“辽西走廊”是锦州市区外围。中心位置在北纬4 l

度l 4分～4 2度4 0分，东经1 20度4 1分一l 21度4 9分之间，

西面与锦西、朝阳相邻，北靠义县，东部与北镇、盘山相接，南临

渤海。

地形：金县境内西北部是松岭山余脉的丘陵地区，地势较高，

最高海拨高度为497．5米。北部是医巫闾山余脉。东南部为大凌河

下梢，入海处是沼泽苇塘盐碱退海地带。地势由西北向东南逐渐洼

下；中部及南部大都是平原，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是锦州地区主

要粮食基地之一。

水域：锦县处于大小凌河下梢，境内水域面积宽广。较大河流

有大凌河、小凌河、女儿河、百股河。距本站东部约1500米处为大

凌河床宽1200，纵贯金县中部，夏季盛水期最大流量为一万多立方

米／秒，流经八个乡。小凌河河床宽i000米。由亍1970年至1 983年

暴雨较少，多为桔水期。两河流下梢水域宽广，可灌溉大莨i积农

田，西北山区位于小凌河上游流域，地势较高，历年春季多干旱。全

县有小型水库5座，座落在两河的上游，分别分布在温滴楼，五家

楼、黄家、丁家房。因需水量少，只能解决部分灌溉用水。

森林植被：金县森林面积4 3万亩，复盖率l 2％，主要分部

在大小凌河两岸和部分山丘地区。建国以来人民政府为根治大，小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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