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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变幻，气象万千。异常的气候变化、重大的气象灾害都会影响到国计民

生之安定，甚至可能引发社会之动荡。因此自古以来我国就有观察、记载自然灾

害的传统，历代地方志都有大量的记载，但修纂东莞市气象专业志，尚属首次。

东莞市地处广东省中南部沿海地区，位于珠江口东畔，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优越的地理条件，使东莞市风光秀丽，物产丰富，经济发达，成为外商投资的热

土。但由于季风交替振荡的不稳定性，加之复杂的地形地貌的作用，使气候因子

年际变化大，热带气旋、洪涝干旱、低温霜冻等气象灾害频繁，常常造成经济损

失，这也是制约东莞市经济发展的一个自然环境因素。随着地球资源的开发，经

济建设的高速增长，人类活动对地球生态环境的影响日益加剧，全球气候持续变

暖，特大气象灾害频繁发生，土地沙漠化加速扩大，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环

境日趋恶化，因此人们在关心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十分关注气候问题和生态环境

的趋向，这也是我们修纂东莞市气象志的目的之一。

东莞市的气象事业在广东地区起步较迟。虽早在1911年就建立了测候站，

1920年石龙水文站设立雨量观测点，但由于时局动荡，一直处于时断时续、停滞

不前的状态。建国后，气象体制由军队转到地方，并紧紧地围绕着经济建设开展

服务，气象事业才得到了稳步的发展。1956年10月1日，广东省气象局与省林

业厅在东莞县樟木头林场设立气候站，记录了东莞市第一组气象数据，1958年

10月气候站搬迁到莞城镇新华陀的掘笃山，建立了东莞县气象站，1992年2月

成立了东莞市气象局和东莞市气象台，至2000年，东莞气候观察手段、资料处理

及气象预报等方面已经走入半自动化或自动化；专业技术人员不断增加，气象工

作者由建站开始的几个人到2000年发展到30余人。气象事业在市委、市政府

和上级业务部门的领导关怀下，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广大气象科技工作者依托现代科技，面向经济建设，服务社会，开创了气象事

业的新局面，实现了市级气象业务现代化，使东莞市的气象事业上了一个新

台阶。

气象史是一部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史。东莞市的气象事业从1957年至2000

年，已积累了44年完整、连续、准确的气象资料，气象事业已发展成为集大气探

测、气象预测、气象服务为一体的现代高科技事业，因此客观地记录东莞市44年

来气象事业发展的历程，反映其气候特色及变化，记叙重大气象灾情，这既是事

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嘉惠后人的大事。

《东莞市气象志》的编纂工作，在市志办和市气象局的领导和支持下，开始于



2 东莞市气象志

2003年12月，其问曾得到了市气象局各届领导和退休老同志的支持和指导，建

立了组织，落实了编纂人员，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上下齐心，终于完成了此项

工作。但由于我们受修志水平的限制，在体裁上、文字上可能还会有错误，恳望

大家提出宝贵意见。

《东莞市气象志》的编纂工作，有许多同志参与资料的收集和编纂工作，有关

兄弟单位和专家、学者亲莅指导、协助，在此特表示衷心的感谢。

《东莞市气象志》编纂委员会

2005年8月8 El



凡 例

凡例 1

一、本志是记述东莞市气象及气象事业历史和现状的专业志。它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本着贯通古今

的原则，上溯到古代有记录的天气，下延至2000年末，详今略远，详特略同，着重

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莞市的气象事业发展史，详细记述了1957年气候

站建立后至2000年共44年的气候规律和近1000年的气象灾害。

二、本志行文以《东莞市志(1979--2000年)行文规范(试行)》为准。采用语

体文、记叙体，述而不论。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和附录4个部分组成，专志为主

体部分，横排竖写，分篇、章、节、目的结构层次，以文为主，辅以图表。

三、本志所用科学术语、名词、名称，以有关方面审定的为准，未经审定和统

一的，从习惯。译名系用国内通用译法。

四、本志所述人名、地名、单位名称，均以当时的称谓为准。

五、计量单位均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考虑到农田面积用

“亩”为单位表示形成习惯，故在本志中仍然采用，但有部分使用“公顷、平方千

米”，它们之间换算是：1平方千米一100公顷一1500亩。

六、本志所写的“建国前、建国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简称，“中

共"是中国共产党的简称。

七、本志史料来自档案、报刊、志书和口碑，除有个别地方外，文中一般不注

明出处。



堡竺叁堡《

1 998年9月5日．时任中国气象局名誉局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原世界气象组织主席邹竞蒙I中

在东莞市农委主任郑焕深f左}和东莞市气象局局长翟惠森{右)陪同下到东莞市气象局视察。



i垒篁鱼垒堑竺竺墨垒

1964年，东荛县气象站气象观测场殛办公室

1985年．东莞市气象局气象观测场。 1987年．东莞中学结合教学工作自办气

象观测场。



垒丝鱼垒童竺竺丝丝《

1980—1 995年．位于莞域莞太大道23号的东莞市气象局办公室。

996年，建成的位于莞城莞太太道23号的东莞市气象局气象业务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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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事磐确簏羼

998年，建立的位于板崎绿色世界内的东莞市农业气象观测站。

位于板蛉绿色世界内的东羹市农业气象观测站地面观测场和业务楼。



鱼垒堡塑堡垒』

曛尝釜霎i蓦墨基喜萎越
ri支：耋壹{==蔫嚣至耄
．、’=。、、：专叠二j冀f三冬喜蚕
∑二=：二：∑主塞羔=兰I

1996年．东莞市气象局(台】的气象 架设在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内的自动

通讯设备天线． 气象站。



[1I鱼垒壁竺丝垒

天气预报值班室。

天气预报人员在认真分析天气变化。 气象服务人员正在天气预警系统上播发天

气预报。



篁垒壁垒丝叁《

东莞市防雷设施检目i所人员对在建建筑物防雷设施的施工质量进行检测

气象服务人员在若J

自动咨询平台上输入气象信息。



I鱼垒丝鱼竺丝

999年12月，东莞市气象学会在市农科所召开成立大会。

在2000年3月23目的

“世界气象日”．东莞市

气象台开展“社会开放日”

活动。



鱼垒窒窒《

979年4月19日．出现在厚街自蚝和虎门白沙大队的龙卷风．将3株百年古椿树欣翻连根拨起。

1979年4月19日．授龙卷风摧毁的

厚街白蚝大队民居。

壤i毒o-!妙。p
r是然篡袭
～ 白沙大队的龙卷风带来

1979年4月19日

被龙卷风吹翻的大榕

树压塌厚街白蚝大队

部及幼儿园的房屋．

1979年4月19日．被龙卷风摧毁

的厚街白蚝犬队民居。

菊～攀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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