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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气象与人类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和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各行各业对气象的需求愈加迫切，人民群众对气象服务更加关注，气象工

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

晋中市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气象纪录由来已久，从公元前 534 年

(周景王十一年)有文字记载开始，至今已历 2547 年 。 在跌看起伏的历史长河

中，元论沧桑变幻，晋中人民对天地气象的关注和研究从未间断，所积累的丰富

的经验，对我们今天的生产生活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清代道光十六年"三代

帝师"祁寓藻把寿阳自然地理、气候特征与农民种田经验相结合，撰著成《 马首

农言》一书，百余年来流传甚广，影响颇大 。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历届晋中市委(地委)、政府(行署)和

山西省气象局的正确领导下，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晋中市气象事业取得长

足发展，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预报预警能力明显增强，服务领域持续拓宽，防

灾减灾效益明显，在服务各级党委、政府决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福

祉安康、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突出贡献 。 尤其是随着

农业综合信息卫星传输工程投入使用，预报预警系统基本形成，气象服务在促

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应对自然灾害和服务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方面的作用更

加凸显 。 200 9 年 11 月晋中市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大暴雪，正是由于及时发布

预警信号，使大雪预警信息家喻户晓，为全市第一时间启动预案、有效落实防灾

减灾措施赢得了先机，最大限度地减轻了暴雪灾害造成的损失。寿阳县气象部

门建立的"寿阳农网"到 2010 年，促成了蔬菜购销合同 1 5 亿千克，粮食购销合

同 6 亿千克，在为农服务上独树一帜、成效明显，彰显了气象部门主动服务地方

经济发展的正能量 。

当前，晋中市正在紧紧抓住转型、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和太原一晋中同城

化两大机遇，坚持"开放引领、项目支撑、同城发展、综改推动"的转型跨越"四

化"(工业新型化、农业现代化、市域城镇化、城乡生态化)发展路径，加快建设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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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四化"率先发展区 。 在实现这一宏图 的进程中，气象工作不可或缺、大有可

为，要发挥更加主动、积极的服务保障作用 。 要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新要求，

牢牢把握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这一总方向，坚持"公共气象、安全气象、

资源气象"的发展理念，面向民生、面向生产、面向决策，加快建设适应需求、结

构完善、功能先进、保障有力的气象现代化体系，努力实现气象工作政府化、气

象业务现代化、气象服务社会化;要大力推进气象防灾减灾体系建设 ，加强气象

灾害风险管理和预测预警，强化应急演练和知识普及 ，提高气象灾害防御能力

和水平;要不断增强生态环境气象服务能力，在生态文明建设、应对气候变化和

气候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保障"美丽晋 中"建设 ; 要切实提高公共

气象服务质量和效益，持续提升气象现代化水平，努力为加快建设全省"四化"

率先发展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更好、更有力的气象保障和服务 。

晋中市气象局编篡的《晋中市气象志 》即将付梓，邀我作序 ，欣然为之，以表

两层意思:一是《晋中市气象志 》作为全省第一部市级气象专业志，它的问世是

晋中市气象事业发展历程中的一件大事、喜事 ，可喜可贺;二是希望以该志的出

版为契机，社会各界对气象工作更加了解、重视和支持，全体市民进一步增强气

象意识，在关心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关心关注气候问题和积极参与生态文明

建设，携手共创晋中更加美好和谐的明天 。

是为序 。

叫叫书记 飞

(张 1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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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 。 在晋中气象事业处于历史上发展最快和最好的时期，晋中市气

象局适时做出编篓《晋 中市气象志 》的决策，这在全省市级气象部门是首开先

河 。 这册专业志书，是晋中第一部大型气象专业资料总汇 ，它必将进一步促进

全市气象事业的更快发展 ;必将使社会各界对气象工作更加了解、重视和支持 ;

必将使气象工作在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 、经济 、生态可持续发展和防灾减

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也是传承历史 、惠及后人的一件大好事 ，实在可喜可

贺 。

《晋中市气象志 》遵循地方志修篡的基本规则，观点明确、体例严谨、内容全

面、特色鲜明 、记载准确、资料翔实 。 它凝集体之智慧 ， 聚编者之心血，成就了一

部有价值的志书 。

该志共分 1 0 章 。 它横分门类 ，内容包括气象工作的方方面面;纵向记述，

努力做到不断主线，全面客观地反映了晋中气象事业发展的历程 ; 反映了晋 中

的气候特点 、变化以及气候资源 ; 反映了晋中主要气象灾害分布、特点;记录 了

晋中历史重大气象灾情和重大事件;记述了市、县(区、市)气象工作业务、服务 、

管理、体制、机构、队伍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演变 ，给人以很强的整体感和脉络感 。

本书是集史料性、科普性、实用性、权威性于一体的一部工具书，有较高 的参考

价值和较好的"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 鉴于该志是全省市级气象部门第一

部气象志，同时感慨于编篡者的辛勤劳动和取得的丰硕成果 ，在此特表示深切

的敬意，衷心祝愿晋中市气象事业发展更快、更美好 。

时象中记局长 和叭队
(杜)1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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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篡 说明

一 、本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

则，力求全面、系统、客观、科学地反映晋中市气象事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

二 、本志编篡 ，记事时限上溯事物发端，下限止于公元 20 1 0 年 。 所涉气候

资料年代为台站建立到 20 1 0 年底 。

三 、晋中行政区名称与所辖县(区 、市)曾几经变更 ，本志取材以现行行政区

划为准，个别资料数据'因行政区划变更而与现行区划不符的则随文括注 。

四、本志遵循"以类系事 ，横排竖写"的原则，按气象专业分类，横排门类，纵

述史实 。 根据编志规定，本志共设 10 章 ， 章下设节、目及子目，体裁采用述、记、

图、表、照、录等，志前置照片、目 录 、概述，志末缀附录 。

五、本志纪年， 1949 年 1 0 月 1 日之前，使用历史纪年并括注公元纪年 。 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 1 949 年 1 0 月 1 日起采用公元纪年 。

六、本志计量单位，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

命令 》为准 。 耕地面积、气象灾害受灾面积等 ， 一般都记为公顷，为循习俗也有

记作亩的(首次出现时则加页下注) 。

七、本志数字书写，按 1 995 年 12 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 出版物上数字

用法的规定》执行 。

八、本志标点符号力求规范、统一 ， 文字力求准确、规范 。 历史地名使用原

名，括注今地名 。

九、本志资料来源 :史料录自各种版本的《 山西通志 》 、 《 山西志辑要 》 、 《 太原

府志 》 、 《 汾州府志 》 、 晋 中市 11 个县(区 、市 ) 的县志、区志、市志以及《 晋乘莞

略》、温克刚主编的《 中国气象史 》、张杰主编的《 山西自 然灾害史年表 》、耿怀英、

曹才瑞主编的《 自然灾害与防灾减灾 》等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 的 1 949-

2010 年，气象灾害录自各县(区、市)政府办公室、气象局、档案馆的有关案卷;

气象资料由各县(区、市)气象局提供 。 本志编写中所涉史料一般不注明 出处，

只有个别史料必须加注出处时才予括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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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十、本志编写，从 2009 年 5 月开始 ，到 2013 年 6 月完稿 。

十一 、本志编篡 ， 是在晋中市委 、市政府的关怀和山西省 、晋中市气象局及

晋中市史志研究院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 在编写的过程中 ，始终得到各级领导

的关怀和支持 o 晋中市委书记张瑛和山西省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杜顺义还为

本志写了序，晋中市市长吴清海给予了指导和支持;各县(区、市)气象局给予了

大力配合和协助 。 此外，在本志编写过程中，还得到了任进田、杨财源、赵翠二 、

韩爱梅、陆引先、史耀明等离退休老干部的大力帮助(提供了宝贵的回忆资料及

历史照片等) 。 在本志编篡完成之际，特向给予本志编写工作大力支持和帮助

的人们深表谢意 。

《晋中市气象志 》编篡委员会

20 1 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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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述

境域

晋中市位于 山 西省中部东侧， 地理坐标为 36 0 40' ~380 06'N ， 111 025' ~ 

11 4 005' E ，东依太行山与河北省毗邻，西傍汾河水与吕梁市搭界;东北，西北分

别与阳泉市，太原市相连，东南，西南则与长治市、临汾市接壤。平面轮廓西南

狭长，东北见方 。 市境东西最宽处约 16 5 千米，南北最长处约 128 千米，北极点

在寿阳县解愁乡郝家庄村西北 2 . 2 千米处 ;南极点在灵石县南关镇南沟村东南

1. 8 千米处;西极点在灵石县梁家属乡宿家属村西 2 . 8 千米处;东极点在昔阳

县孔氏乡马槽村东 O. 8 千米处 。 市界总长度 986. 8 千米，总面积 1. 64 万平方

千米，占全省总面积的 10 . 5 % 。 全市辖 1 区 1 市 9 县，有榆次区、介休市、太

谷、祁县、平遥、灵石、寿阳、昔阳、和顺 、左权、榆社等县， 以及晋中经济技术开发

区和榆次工业园区。共设 118 个乡镇， 2750 个行政村， 17 个街道办事处， 134

个社区 。 2010 年全市总人口 3 1 3 . 91 万人 。

自然环境

晋中地处太行山脉中段与太原盆地之间 。 地形走势东高西低，依次可分成

东部山地、中部丘陵、西部盆地三部分 。 土石山区面积 10490 平方千米，黄土丘

陵面积 3356 平方千米，冲积盆地面积 2558 平方千米，分别占全市总面积的

64 % 、 21 % 、和 1 5 % ，各地高度相差较大，山地海拔在 1000 ~ 2500 米之间，最高

处位于灵石县境内的太岳山脉最高峰牛角鞍，海拔 2567 米，丘陵区海拔在

800~ 1200 米之间;盆地区海拔多在 800 米以下，灵石县石柜附近汾河出境处

河滩，海拔 57 4 米，是全市最低处 。 全市地形单元可分为四部分，即太行山脉中

段、沁j路高原北部、太岳山脉北段和太原盆地东南侧及韩侯岑台地 。 太行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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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段包括昔阳、和顺、左权东部;沁璐高原北部包括榆社全部、寿阳大部、昔阳、

和)1四、左权三县西部和l榆次、太谷、祁县、平遥等区县的东部 ; 太岳山脉北段包括

灵石、介休二县市东部 ;太原盆地东南侧包括榆次 、太谷、祁县 、平遥 四县区西部

及介休市北部为晋中的平原区;面积不大的韩候岭台地包括介休市义棠镇以

南、灵石县中东部地带 。

晋中境内河流分黄河流域和海河流域两大流域 。 黄河流域的各河都注人

汾河 ， 汾河自 北向南流经太原盆地中部 ， 在晋中市境 内主要支流有潇河 、象峪

河、乌马河、昌源河、惠济河、龙凤河、静升河、交口河、段纯河、仁义河等 。 海河

流域的各河分别注人南运河和子牙河 。 南运河水系在境内有清漳东源 、清漳西

源 、清漳河和浊漳河北源;子牙河水系有松溪河、太平河、泉寺河等 。

建置沿革

考古发现距今 1 00 万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晋中一带就出现了人类活动 。

商代，晋中境内散布着商朝属下的方国警方、宾、雀和燕京戎等部落 。 西周

初年 ，晋中为华夏族和游牧部落杂居之地;春秋时期，晋中大部分地区为晋国领

地;战国时期 ，晋中仍属晋地，赵、魏 、韩三家分晋后，晋中分别为三国所据有，其

中:祁邑(今祁县)、阳邑(今太谷) 、中都(今平遥) 、马首(今寿阳 ) ，瞟阳(今左权)

属赵国 ，榆次、邬(今介休境 内 ) 、 平周(今介休西部)属魏国，阙与(今和 )1阪)属韩

国 ，后大部分地区归于赵国;秦代，晋中绝大部分属于太原郡(治晋阳) ，阙与属

上党郡;西汉初年，晋中为韩王信领地，平帝时分属并州刺史部太原郡、上党郡;

王莽新朝和东汉初年各县隶属不变，至东汉末，全境分属于太原郡、上党郡、乐

平郡 ; 三 国 时，晋中归魏，由 并州 统辖，分属太原 、上党、西河、乐平四郡;西晋时

元大变化;十六国时期，晋中各县先后为前汉、后赵、前燕、前秦、西燕、后燕统

治 ，北魏统一北方后 ，晋中各县分属于并州太原郡 、乡郡(初治榆社社城，后迁武

乡故县) ;乐平郡、上党郡和汾州五城郡 ;北魏分裂成东，西魏后，晋中各县属东

魏控制;北齐、北周取代东、西魏后，晋中各县为北齐控制，分属于并州太原郡和

乐平郡;北周灭北齐，晋中归属北周; 隋开皇三年(公元 583 年)后，实行州县二

级制，全境分属于并、介、韩、辽、吕五州;隋大业三年 (607 年)废州设郡，实行郡

县二级制，全境分属太原、西河二郡;义宁元年 (6 17 年) ，于介休设介休郡，于霍

邑设霍山郡，全境分属于太原、介休、霍 山 三郡;唐武德元年 (618 年)全境分属

并、介、 吕、韩四州;武德三年 (620 年) ，于太谷置太州， 于乐平置辽州，于榆社置

榆州，全境分属于并、太、介 、辽、榆、吕、受七州;开元十一年 (723 年) ，改并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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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府，榆次、太谷 、祁县、寿 阳、灵石属府，其余建制依旧; 五代十 国 时 境 内建

制基本不变;北宋太平兴国四年 (979 年) ，北汉灭，晋中全境归属北宋，同年晋

阳城毁，设并川、| 于榆次，七年 (982 年)迁唐明镇(今太原城区) ; 金灭北宋，晋中

全境归金统治，天会六年(1 128 年)分河东路为南北两路，晋中分属于河东北路

太原府、平定州、汾州| 、晋州、愤州(位祁县北团城)和河东南路辽州、泉州;元代

实行省、路、府(州 )、县四级制， 山西直属中书省，晋中初属太原路和平阳路 ; 明

代实行省、府(州)、县三级制，晋中分属于太原府、汾州府、平阳府和直隶辽州;

清承明制，晋中各县分属太原、汾州二府及辽州、平定州、霍州三个直隶川、1; 中华

民国元年(1912 年 ) 5 月， 山西裁撤道及府、州 、厅建制，境内设榆次、太谷、祁县、

平遥 、介休、灵石 、寿 阳、乐平(今苦阳) 、和顺、辽县(今左权) 、榆社 11 县，隶属于

山西省军政府，次年复于省县之间设道，晋中各县分属中路道(驻阳曲县)和河

东道(驻安邑县运城) 。

1 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 ， 晋中分属阎锡 山领导下的山西省政府和挺进山

西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新行政区置下 。 省政府以下设行政区 ，先后设置行

政主任公署和专员公署 。 1937 年 10 月，全省划分 7 个行政区，晋中大部分县属

第三区(驻沁县 ) ;1 938 年 2 月，全省增设为 9 个区 ，榆次、太谷、祁县划人第八区

(驻古交 ) ;1 940 年 3 月 ， 全省划为十八个行政区，灵石划人第十二区， 介休、平

遥划人第十八区，其余各县隶属不变; 1947 年 1 月，改省辖 5 县，其余划 14 个行

政区，其中榆次为直辖，太、祁、平、介、灵属第一专员公署(驻介休 ) ，和、榆社、

昔 、寿 、辽(今左权 )5 县属第二专员公署(驻平遥) 。 革命根据地在山西的建制

分属晋绥边区、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三个边区的区划，基本上以正太、

同蒲铁路为界，正太路以北属晋察冀边区，同蒲路以西属晋绥边区，正太路以

南，同蒲路以东属晋冀鲁豫区，在该区内又以自晋铁路为界，分为太行、太岳两

区，东属太行区，西属太岳区 。 1948 年 5 月，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合并

为华北区，同年 8 月，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决定成立晋中区， 8 月 15 日正式成立

晋中行政公署(驻地先在榆次县尚村，后迁回村) ，下设三个专区，灵石仍属太行

区第一专区 。 1949 年 2 月，晋中行政公署与太原市政府合并，称太原市政府，

县归专区不变 。 8 月，原太行区左权专区与太原一 、三专区部分地区合并成立

榆次专区(驻太谷) 。

新中国成立后 ，晋中建制几度变更，境域最大时0958 年)曾辖榆社 、左权 、

和顺、苦阳、平定、孟县、寿阳、太谷、祁县、平遥、介休、灵石、清徐、交城、文水、汾

阳、孝义、临县、离山、中阳 20 县和榆次、阳泉两市 。 1983 年 7 月，晋中地区行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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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辖榆次市和太谷、祁县、平遥、介休、灵石、昔阳、寿阳、和 )1田、左权、榆社 10 县 。

至今除介休 1 992 年 5 月撤县设市和 2000 年晋中撤地设市及榆次撤市改区外，

其建制再未改变 。

气象事业发展简史

晋中所在的山西省中部，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远在仰韶文化时

期，这里已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进入"和耕栽培"阶段，气象科学在生产实践

中萌芽和发展 。 晋中有关气象方面的记载，最早见于丁卵周景王十一年(公元

前 534 年) : "春，石言于晋魏榆，晋蘑饥"(雍正《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六十二 ) 0 "太

谷:大旱" ( (( 山西自 然灾害史年表 )) ) 。 据统计，各种书志记载，公元前 534 年一

公元 2010 年的 2544 年中，晋中有纪年、地点可查的气象灾害为主的自然灾害

记载年数就有 999 年 。晋中最早的气象机构建于民国九年(1920 年) ，据《 山西

通志 · 气象志》载 :民国九年(1 920 年) ，直隶水利委员会"在山西境内的部分县

市设立雨量站黄河水域有太原、平遥、寿阳、平定， ……此类雨量站人员

较稳定，仪器配备有保证，雨量记录比较连续，直到日 军人侵华北，才被迫停止

工作" 。

新中国成立后，晋中的气象事业才真正建立发展 。 校时间顺序大致可分为

四个时期 。

一是初创时期 。 1953 年 7 月之前气象工作属于军队建制 。 1953 年 8 月 1

日，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联合发布命令，决定气象部门从军队建制转为政

府建制，这以后，晋中气象事业有了初步发展 。 19 53 年 ，介休气象站(国家基本

站)建成， 1954 年 1 月 1 日正式开始工作，标志着晋中现代气象事业的正式起

步 ;1955 年，省局接管农业部门已有的和顺、榆次气象站 ;1957 年，榆社、祁县二

站 1 月 1 日正式工作，年内又建成昔阳气象站，撤销了榆次气象站 。 到 1 957 年

底，气象事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基本气象站网的建设方面，晋中有了 6 个气象

(候)站，力所能及地开展地面观测、天气预报、农业气象、气候资料等业务服务

工作。 此期间，尚无地区一级的气象管理机构，业务工作由省局直接管理 。

二是大力建设与调整巩固时期 。 19 58 年 7 月，桂林全国气象会议提出"依

靠全党全民办气象 ，提高服务的质量，以农业服务为重点，组成全国气象服务

网"的方针，各地区掀起"气象化"的热潮，按照"专专有台、县县有站、社社有哨、

队队有组"的要求，气象站、哨、组建设大大加快 。 19 58 年新建晋中气象台 以及

榆次、平遥、左权气候站，次年 1 月 1 日正式工作;成立晋中专区中心气象站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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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管理职能，与气象台合署办公 。 新建太谷气候站和晋中农业气象试验站，全

区实现了县县有站 。 "大跃进"时期，全区共建气象哨 119 个，气象组 1394 个。

业务工作方面，县站普遍开展了补充天气预报，加强了农业气象服务的针对性，

进行了土炮人工增雨、防雹和熏烟防霜等人工影响天气试验 。 "大跃进"的不切

实际的发展速度，同时造成了对事业发展的负面影响，诸如比例失调、摊子过

大、顾此失彼 、财力不足，片面强调以土为主，阻碍了天气预报技术发展，业务质

量下降等 。 1 96 1-1 963 年，贯彻 中共 中央"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

对部分台站的气象业务进行了调整 。 1 962 年 5 月 ，撤销了晋中专区气象台 、晋

中农业气象实验站、太谷、平遥气候站 ， 全区精简人员占总人数的 41 % ;取消 了

部分拍发补充绘图报等业务 。 1 963 年 四月，各级气象台站收归山西省气象局

建制，实行以条条为主的双重领导体制 。 1 964 年 ，各地市成立气象管理局 ， 气

象管理工作得以加强 。 到"文化大革命"之前， 气象工作有了较好的恢复与

发展 。

三是"文化大革命"时期 。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晋中地区气象

事业受到严重挫折 。 期间，领导干部受到冲击，管理职能大大削弱，许多业务规

章制度不能执行，不少业务技术人员下放插队，失去了正常工作秩序，致使仪器

失修 ，报表积压，业务质量下降 。 但绝大多数气象工作者仍然怀着强烈的事业

心和责任感，克服重重困难 ，坚守工作岗位，全区气象台站均未出现观测资料中

断，天气预报照常发布，气象服务也在进行 。 197 0 年 7 月，省革命委员会下放

我省气象台站归同级革命委员会领导 。 同年 1 0 月，全省气象部门实行军事部

门与地方革命委员会双重领导， 以军事部门领导为主的体制，晋中地区气象部

门归晋中军分区主管领导 。 1 973 年 7 月，又改变管理体制，实行地、县(市)气

象部门归地、县(市)革命委员会和省气象局双重领导，同时恢复晋中地区气象

管理局 。

四是改革开放时期 。 "文化大革命"结束和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

以后，晋中地区气象事业迎来了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 。 这个时期可分为两个

发展阶段，即改革开放初期阶段和快速发展阶段 。 初期阶段大体至 19 95 年 ，是

气象现代化建设起步阶段，在拨乱反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形势下，晋中气

象部门切实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气象现代化建设上来，转移到提高业务服务质量

上来 。 此期间，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恢复了高、中、初级技术职称

的评定;许多专业技术人员在"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

准要求下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 。 在《全国气象现代化建设发展纲要 》指导下，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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