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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气候是自然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人类的生活和生产

有着密切的关联。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墟甲骨文中，就已有

关于气候的记载，其中分别用夕(夜间)、明(日初出)、

大乘(日出后)、小乘(日将落)来记述启(晴)、闭(阴)、

风、雨等气象现象；在最早的古书《尚书》中，有“二分二

至”的记载；在《吕氏春秋》中，根据气候与生产的关系把

一年分为24个节气；而在《逸周》中，又进一步把一年分为

72候，我国气候两字的来源就是从一年中有24节气、72候而

来的。我国劳动人民不仅在根据观察气象现象与作物生长的

关系中划分了节气，还在生产实际中积累了大量感性经验编

成谚语流传下来，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是世界上记

录气候、研究物候关系最早的国家。这说明了我们祖先对气

候科学的研究和应用是有悠久的历史的。

二十世纪以来，世界上出现的各种灾害性气候严重地影

响了各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特另!】是国际上对粮食问题

和能源危机的提出，使气候科学得到了更大的重视和迅速发

展。1979年2月世界气象组织召开了世界气候大会，邀请120

名专家研究制定了世界气候计划(WCP)，这个世界气候

计划包括气候资料计划，气候知识的应用计划、气候影响的

研究计划以及气候变化和变迁的研究计划等方面。这些计划

的提出，赋予了气候科学工作者新的任务，即如何充分发捧



有计划的气候因素，利用气候资源来增产粮食，开发自然能

源，使气候科学为丰富人类物质生活造福。

吴臻胜同志在高淳气象站工作，他和气象站的同志一道

编写了这本《高淳县气候志》，尽管由于资料欠缺，内容还

不十分完善，但在这本气候志中，整理统计了高淳的气候资

料，总结分析了高淳的气候特征和规律，提供了高淳的气候

资源以及阐述了影响高淳的灾害性气候，丰富和充实了江苏

气候的研究，为高淳县的工农业生产、国民经济建设提供了

科学依据。

我们党在建国初期规定了“气象要为国防建设和国民经

济建设服务’’的方针。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对气象工作十

分重视和支持，他说： “气象是保护人民的，尤其是保护劳

动人民的打高淳县气象局的同志们在他们实际有限的条件

下，踏实和勤恳地贯彻气象工作服务予人民的方针，这是值

得提倡和赞扬的。我对《高淳县气候志》的出版表示祝贺。

陆渝蓉

1984年2月

2

(注j陆渝蓉向志是南京大学副教授，气象系主任。)



编 者 说 明

为便于掌握天气气候变化规律，充分合理利用温，光、

水气候资源，更好地为工农业生产和四化建设服务，并使后

八有所借鉴，特编写《蒿淳县气候志》。

本志共分五章二十八节。第一章介绍县气象局(站)沿

革、人员装备、站(哨)布局、业务工作等·第二章、第三

章和第四章、从影响本县气候的因素入手，分析了四季气

候、气候极值、近500年千湿期变化趋势和气温、降水的变

化特点、分布规律以及主要灾害天气的统计分析、发生规

律、灾害程度等；第五章农业气候，主要是对本县农作物(稻

麦棉油等)各生育期和病虫害发生期以及经济林木气候进

行了较为客观详细的分析，并列出了气候指标和综合表。

本志所载资料，气象数据统计自1959～1981年共23年，

其中蒸发和地温资料为11年和17年均有说明，年降水和暴雨

分布资料为1963--1982年共19年，站点(即本县蛇山、茅

东、龙墩水库、水碧桥、漕塘、杨家湾水文点，高淳气象站1

和邻县赭山头、新河庄、南姥嘴水文站、点)提供’气候极

值资料为便于全省比较，年代为1959一--1978年，历年灾害天

气记载，按有关资料汇集，均注明了出处。

本志从1983年5月完成底稿，到1984年2月定稿，前

后用了一年多时间。在编写过程中，县气象局朱宗祥、张建

平等同志帮助汇集资料、统计数据、绘制图表，应该说本志

的完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南京大学副教授、气象系主任陆

】



渝蓉先生为本志撰写序言，给予指导，高淳县志编纂委员会

的同志也经常帮助工作，费了不少心血；县挡案局、县水利

局、县农业局、县水文站、县病虫测报站、县蔬菜公司、安

徽省气象局和芜湖市气象局、水文分站等单位多方给吼协

助，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编写人员水平有限，本志难免有遗漏错误之

处，敬请批评指正，以便续修本志时纠谬补遗。

《高淳县气侯志》编写组

198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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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淳县概况

高淳县地处江苏省的西南陲，东邻溧阳，北接溧水，西

与安徽省的当涂毗连，南和安徽省的宣城，郎溪相邻。全县

东西长约45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总面积为770．7平方公

里，全县耕地面积48万亩。全境东面和东南面地势较高，为

一片波状起伏的丘陵地域，地面高程在6—30米不等，占全

县土地面积的57％，西北、西部临湖地区，地势低平，为水

网圩区，地面高程为5．5,-,-7．5米，占总面积的43％，是全县

粮食、水产的主要产区，素称“鱼米之乡”。

本县山脉，自东北至西南，有属茅山余脉的荆山(海拔

110米)、大山(海拔112米)、游山(海拔187米)，有属

天目山余脉的花山(海拔139米)、九龙山(海拔204．9米)。

本县水面积也较大，石臼、固城、丹阳三湖位于县境中部和

西秘，。各溺厨衣太小河流襁通，，胥溪河横贯本县，以东顼为
界∥将全县河流分为两大水泵，东坝以西为水阳江、青戈江
水系，江流北上注入长江；东坝以东属太湖水系，江水向东

流入太湖。

高淳县建县于明孝宗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早在春

秋时期——周景王四年(公元前541年)，吴国已在本县的

固城置濑渚邑，后为楚所占领，改为平陵。相传伍员由楚

奔吴，昼行夜伏至于陵水(即今溧水)。周敬王四年(公

元前506年)伍员率吴军伐楚，开胥河运粮，·陷平陵，烧

固城宫殿，逾月烟火不灭，城遂废。在宋代，高淳为一古

镇。明代与溧水分治，钦定为高淳，设县治于淳溪镇，下辖



七乡，直至清代。民国十八年(1929年)始改乡设区，全县共

有七区。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留下了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的足迹，并先后建立了高淳县、溧高县抗El民主政

权，领导军民进行抗日。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县政府于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并区并乡，全县共有五区十九乡

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于1950年成立了七区六十三乡一

镇。1958年以后全县设置十九个人民公社。1983年政社分

设，现有十八个乡，一个县属镇，四个农林茶场。全县共有

人口39万余，其E11农业人口36．83万余，人均土地1．47亩。

本县位于北纬31。137---31。267，东经1180417---1190127，

处于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过渡区，日照较足，热量充裕，雨量

丰沛，无霜期长，四季分明，适宜水稻．三麦、油菜的种

植。但由于降雨量的变率大，易涝易旱，对农业生产不无影

Ⅱ向。建国三十五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大力兴修水利，加强

天气预报工作，提高了抗拒旱涝灾害的能力。1982年全县榱

食总产量达5．16亿斤，为1949年7592万斤的5．8倍。自党的

三中全会以来的四年中平均年递增率为3．4％。县社工业企

业也获得迅速发展，到1982年全县工矿企业有275个，职工总

数二万一千五百人。秀山的玉泉瓷和传统产品羽毛扇，畅销

国内外。1982年全县工业总产值1．2{L元，为1950年工业总

产值258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7．7倍，“自1978年

五年来，年递增为13．2％。其它林、副、渔、牧业以及文教、卫

生．科技事业都有较大的发展。目前全县人民正在党的十二

大精神指引下，从各方面进行改革，为争取在本世纪末经济

翻番，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备斗。
，

。． 198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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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7气象局(站)机构沿

革和工作简介

第一节 局(站)机构沿草

1931年7月，高淳县设四等测候所(县气象站前身)，

初属县建设局，8月后属建设事务所，1933年3月，改属县政

府技术员室；1934年3月，归属第⋯科，并于是年秋呈准省

测候所为三等测候所。

1949年5月至1958年9月，高淳县没有单独成立气象机
，

构。

1：si5警学lo月，高淳县．中心气象水文站成立，属县水利
房’。

1960年1只，成立高淳县气象科，直属县人民委员会，

1960年4月，更名“高淳县气象服务站”，属县农业局。

1967年，属县军事管制委员会生产指挥组。

1968年，属县革命委员会生产组。

1971年1月，更名“高淳县气象站”，属县人民武装部。

1973年，改属县农业局。

1981年4月，成立高淳县气象局。业务、人事、财务、器材

等由省气象局主管，党团行政活动由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

县气象局设测报股、预报股和农业气象股，分管地面气象观

1



测、天气预报和农业气象，气象哨等项业务工作。

第二节 局(站)领导人员更迭

高淳县气象局(站)因工作性质和历史条件的原因，领导

人员一直比较稳定，仅1962年一1973年人员变动较大，详见
表1和表2。

表1： 县气象局(站)领导人员更迭表

性
机构名称 姓名 别 出生时间 职务 任职时间

高淳县 陈铭发 男 1934年 站负责人
1958年9月

气象站 一1961正

高淳县 陈启炎 男 1933定 科长 1960年1月
气象科 一1 960年3月

高淳县服务 陈启炎 男 1933芷 站长
1960年4月一

气象站 1961年12月

高淳县 陈汉仁 男 1920年1 O月 站长 1974年至今
气象站

高淳县 王云亭 男 19 18年10月 站 1977年一
气象站

u‘●

负责人 ．1979年
● ‘，

1981年7月高淳县 夏友朴 。男 1941年8月 副局长
气象局 至今

高淳县 李箕根 男 1941年12月 副局长
1981年7月

气象局 至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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