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搿囊豢泫注懿霞、零k攥
≯廨

彩鲂



／

回川省
涩江地琵

阿il●．．．．．．．．．．．．．．．一

温江地区气象局编印

一九八三年四月

测牛J仅

七矽E_吖凡砸口．凡，、



为：该志详尽地记述了我区气象工作的历史和现状，突出了气象工作

的特点，基本上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有机结合，能够为

我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同意验收。

鉴于气象资料的特点，印刷出版后请注意发行范围，修志中收集

的资料，请按志书的篇目，分类整理立卷归档，交地区档案局保存。

一 此项工作完成后，修志任务便告结束。

温江地区史志领导小组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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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组j譬达员正舀：椿测云以变化和摄

取回波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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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短驯于贝报组网坝j睫贝，止住制“J日Em现

的重大灾害件天气进行讨论、会商。



通讯组报务员，细心调试收报机，收集

国内外气象情报。

资料组的资料员正在整理资料档案。



序 、言 ‘

温江地区气象局和各县气象站，既是行署和各县人民政府的职能

部门，又是省气象局的下属单位。是党委和政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

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参谋和助手9局站通过气象情报，气象予报、农业

气象、气候资料、人工催化降雨和防雹等途径，为航空安全和农业，

工业、国防、科研等，以及人民生活服务。 、

。气候不断变化。与万事万物息息相关。它给人类带来福，有时也

给人类造成灾，历来为人们所关注。然而在温江地区，作为-l'-]科学

欣欣向荣的发展，直接为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是在新中国成立

之后，从一九五四年建立灌县气象站起才新生的；继之，在社会主义高

潮中，各县都先后建起气象站后才初具规模}经过六十年代的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七十年代政治风浪的考验，进入新肘期以后的整

顿提高，才全面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甘多年来，保持了记录不中

断．服务不中断，仪器设备有发展，技术改革有进步，为开创新局面

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基础9现在，已初步摸清了本地的气候资源，初步

掌握了天气演变的规律和特点，能够运用多种方法为生产建设和人民

生活服务o

《温江地区气象志》的编写，是按照中共温江地委(1981)25号

文件的统一部署进行的。它既是全区地方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又

是我区气象事业第一个系统的专志。其目的，除为地区志提供可靠的

气象资料和更好地为四化服务外，还为了总结经验，零上启下，更好／

． Ⅲ易



业。在指导思想上，我们遵循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

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有机结合，力

罗列两种偏向，以秉笔直书其事为主，辅以必要的

。为力求写好，我^j：党组直接领导，建立修志编辑

，备部门群策群力，认典严肃地进行这项工作。通

研究；采集资料，互相配合，整理分析；进而编制

专人写出初稿后，又交各部门分头研究，修改补充；

成书，经技术委员会、气象学会、各部门的负责同

审定，报请地区验收。尽管如此，由于这是一件新

水：jF有限，失误和遗漏仍在所难免，尚需将来续志
‘

：t’ ．?j‘·
一

，
。。

正确领导下，随着祖国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

设和实现，气象事业必将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现在，省委已根据中央体制改革的精神决定，温

并，这部记述温江地区气象科学发展的专志，将作
1f

一

，
一

为事业发展的一个“脚印”而留下c
’’

’

一九八三年三月



i凡‘·，．}．例。|．I，

一、内容：本着“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回首过去，放眼未来’’的

原则，概述了气象气候，追述了历史发展，记述了建置沿革，详述了

业务服务，记述并分析了气候资源和各类灾害性天气，摘录了民问天

气谚语。

二、文体：采用语休文，记和叙相结合，文图表搭配。根据内容，

纵横交错．力求条理清楚。在结构上，因系地方志的组成部份，故除

序言、凡例外，以章节目分述。坚持追溯历史有据，记载现状属实，

依据资料说话，文字通俗易懂。 。

三，断限：因为我区气象事业史无前志，在历代地方志中，仅有

少量的灾害性天气记载，且无定量的实测数据，故“上限"就尽量上溯；

而“下限”，鉴于温江地区即将同成都市合并，就断至本志完成之时。

四，史料：来源于地、县档案馆，省有关部门，本局资料室和各

站、科、室、组，各县气象站的调查，老职工、老农民的口碑，《四

川省近五百年旱涝史料》等。各气象要素的平均值，一般按气候资料

整编的常规，用从建站到一九八零年的累年平均值；其它资料按“断

限’’处理。



编志人员名单

《温江地区气象志》由中共温江地区气象局党组直接领导，下设

修志编辑室，名单如下：

党组成员： ，

高华培(党组书记)

马志远(党组副书记)
： ’

罗树炳，(党组成员) ，

执笔主编：高华培(局长、助理工程师) 。

编辑室人员： ·．

高华培(兼编辑室主任) ·一2。

、

王贵祥(局办公室副主任)
‘“

雷朝立(局区划办副主任、助理工程师)’、

张大玉-(资料员、助理工程师)1；

校对：编僻室及资料室人员
”

．．

照相：陈太安
一

验收稿打印；任小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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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江地区气象局示意图》说明

1．配电房,80m2：(建筑面积，下同)。

2．传达室25m2。

3．：平房8间．，共125m2。

4．平房7间，共143m2。

5．平房7间，共159m2。

6．厕所41m2。

．7，厨房、：浴室、厕所，共200m2。

8．平房4间，共65m2。

9．平痨11间，共206m2。

10．一楼一底楼房共14间，478m2。

11．油机房2lm2 o

12．厕所S4．m2。 ．

13．平房5问，共t33m2。

14．两楼一底业务楼共33间1156m2。

15．三楼一底宿舍楼32套，共1750m2。

16．一楼一底车房，楼上八问住人，200m2；楼下四个汽车房、两间

办公用房共82m2。

星7．汽油库50m2。

18．地面气象观测场，面积为25×25=625m2。
一

19，观测值班室、气压室共16 19m2 9距测场同栏最近距离为51．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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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1981年执行的浙《规范劳要求。

Ⅲ墙988．5米，睫内Ⅲ{j【111401n2。

<地两气像理测场发等布置示意罔≯说明

“示意图”为现行《规范》要求，结合伞Ⅸ台站实际情况说明如下：

一、测场而积为25×25=625米2。圈栏匹j周留有2．o米的保护区。

围栏离1．2米，织成网形或做成栏杆均可(我f五的测场围栏两种都有。

能保持气流畅通，都符合《规范>)要求)。场内浅草平铺(草高20厘米

以下)。场内小路宽0．3～o．5米，吖：熊Ⅲ沥青和水泥铺面，可打三合士

或用其它吸、放幅射热景不剧烈的材料铺设。

二、场内仪器布置的原则是：瓦不影响，似!丁操作。具体要求足：

北高南低，东西成行；南北间距不小于3．o米，东西问距不小于4．o米，

距围栏不少于3．0米；测场小门开在北而，观测人员从北面接近仪器。

我区备站测场仪器均按此原则布局：

三、场内仪器由北向南、从东到西安排没置为：

第一排：风扦上装电接讽仪，1．备盼；2．现用。

第二排：1．备份大百叶箱；2。千湿球小百叶箱；3．温湿度计大百

叶箱。

第三排：1．虹吸雨量计；2。m毽器；3校刊。蒸发用雨量器。
·R’



～
第心排：1．遥测雨魁计(试刚)；2．小型蒸发器；3：火型蒸发船

(E～60 1型蒸发器，我区各站目前未装备旋用)。一
’_j 、：

。第五排：日照计。‘ 、7’ ·
。’。

’一 一

第六排：1。直管地温轰(40、80、160、320厘爿：：各．一支，口ijf_『仅

灌县站有，但已停止观测)；2．地温场(2×4=8米?)。。名踞地面三支温

度表(Oom ph最高最低各一支)，四支曲篱地温表(5。]0、15、20砸米符

一支)。 ．

在十年动乱中，由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咐j，维护不好，如确‘的

风样不够垂直，有的仪器安装偏高或偏低，：fi的测场杂’jTiIi丛生，商度

超过20厘米的好几倍，等等。近几年来，特别是一九)k-’年夏季进行

全区测报大普查后，积极采取措施纠正，已经恢复正。．；占。

四、测场小路通向值班室。小路宽1．o米左右，水；!『己路面。值班家

一般10．o米2大小。内置电接风仪j=斤示器的口动记录逊份、各种分厂『j

小表、计时钟表等。温江还有二赶凤警报嚣(只作参考，不作正式记录)

和遥测雨量计(试用)的记录、记数部份。

五、各站的气压室与值班室紧密相连，面积约为7．o米2左右，内

设动槽式水银气压表现用及备用各一支，气压计一台。

六、测场环境条件的要求，主要是能较』f，地反映本地较大范围气

象要素特点的地方，四周膨空旷平坦，测场边缘与刖周孤立障碍物的

距离，至少应是该障碍物高度的三倍以上；成排的障碍物。至少』、涉是

该障碍物高度的十倍以上；距离较大水体的最高水化线。水平距离至少

在100米以上；测场叫周10米内彳：能种植高杆作物。只有这样，才能保

证测得代表性好的气象资料。七十年代以来，有些县站的测场，由于

四周单位建筑的房屋、仓库等影响，目Ij|：『已有灌县、彭县、新都、郫
· 7r ；

q



县，大邑等五个站的测场不太符合上述要求。特别是灌县，作为参加

国际广播的国家基本站，同时又是为机场服务的航报站，气象报告每

小时一次，而测场长期不符合《规范》要求，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口．



四川省温江地区地方志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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