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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周 聪

气象变化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该《志》立足于气象专

业、继承我国地方志的优良传统，运用大量的气象历史资料，

遵循求实存真的原则，总结了本县区域内气候资源的时空分

布、特点及建国40年来我县气象事业发展的基本情况。记载

富于地方性、广泛性、资料性、科学性、内容翔实可信，具有

时代特点，较系统地揭示了我县气候变化规律，可供资治、存

史、教化、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古人畜：“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晋宁县

《气象志》坚持详今略古，全面地记述了本县从西汉以来二千

多年间的气象灾害，重点记述了本县的农业气候资源，并对

光、热、水资源进行了综合评价，指出了我县农业气候资源丰

富多样以及主要农作物与气象条件的关系，对于了解县情，据

以因地制宜地制定我县社会及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农业内部结

构，合理开发利用气候资源，引进和推广优良品种，促进农业

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可靠的气象科学依据。

我县地理环境复杂，气候类型多样，气候资源丰富，有明

显的“立体气候”特征，但同时也造成各类气象灾害频繁，给农

业生产带来很大威胁，特别是由于森林植被破坏严重，在气候

资源的利用上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不但造成经济损失，而且破

坏了资源，增加了灾害频率和严重程度。气象工作在为国民经

济建设服务中，在为大农业的环境保护中，在因地制宜适时种

植，防止和减轻干旱、洪涝、低温冷害以及森林防火，植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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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等方面，应该发挥自身的特长。 ·

晋宁县《气象志》，是一部完整记述我县农业地理环境和

气象条件的资料性著述，除热烈祝贺它的编印发行外，并向从

事农村工作的同志推荐这部志书，相信它对促进我县农业和国

民经济的发展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

一九八九年九月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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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章荣田

’

晋宁县出版晋宁县《气象志》，编委委托我写篇序文。对

晋宁县《气象志》未能多读细看，只能就本志的特点和作用说

几句话。

本志的最大特点是翔实。它收集了晋宁县二千多年气象灾

害和近几十年的气候资料，得来的数据和实例不少于数万个。

这些数据是真实可信的。

本志内容有实用价值。如应用气候、气象要素等章节。对

指导晋宁县的农业生产，乃至晋宁县的经济发展，都有参考价

值。

晋宁县《气象志》的出版，充分体现了晋宁县政府对气象

工作的重视和关心，也是对我市气象工作的有力支持，期望各

气象站的同行们努力做好为经济建设，特别是为农业的气象服

务工作。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Et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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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按“详今

略古、求实存真”的修志原则如实地记载晋宁县的气候特点及

其各种气象要素租自然灾害，反映本县气象事业的发展情况，

提供和保存本县主要气象资料，为开发利用本地的气候资源提

供资料和决策依据，以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编纂、力求思

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的气象专业志。

二、本志采用横排门类，纵述事实的结构形式。篇目结构

为章、节体，按性质归类编排，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举其大

端，择其要事，以类叙事，显其特点，揭示规律。图表采用集

中与分散相结合编排，图片集中于正文之前，其它图表随文置

人。为研究利用本县气候和防御各种气象灾害提供依据，大事

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编排。

三、本志上限为西汉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的旱灾记

载，下限一般止于1988年，特殊情况适当延长。

四、志书中科技名词、术语、符号用法按现行国家专业科

学标准规定使用。所用数字，除习惯用汉字表述外，一律用阿

拉伯数字。

五、使用的气象数据，按气象业务规定，采用四舍五人

法，取小数后一位。气象站海拔高度为实测，其它各地从二万

五千分之一的地图查得。

六、志书中韵历史地名不再夹注，汉字一律使用1956年

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的汉字简化字。

七、民国及以前的资料和灾害记实，为忠实原文，照实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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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必要处作注译。

八、本志对历史上的朝代年号一律沿用习惯称呼并在括号

内注明公元年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书公元年份。年

代、夏历年、月、Et均采用汉字表示，公历年、月、Et均用阿

拉伯数字书写。

九、本志资料来源：晋宁县气象站实测气候资料和文书档

案，晋宁县档案馆史料、省档案馆史料，水利部门在本县水文

观测资料，县图书馆、省图书馆的旧志书。《云南天气灾害史

料》、《云南省农业气候资料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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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晋宁县是滇中较早开发的地区之一。楚顷襄王元年(公元

前298年)，楚将庄趼人滇，即在此建都。汉元封二年(公元

前109年)，在今晋城设滇池县，为益州郡治所。当时中原地

区较为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在这里首先得到传播。晋宁先民

在利用本地气候发展生产，与各种自然灾害长期的斗争过程

．中，产生了滇中早期的气象灾害记载：“西汉始元六年(公元前

81年)益州大旱”。自此开始，有关气象祥异和灾害的记实，

历代都有。清朝、民国以来尤为详尽。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十一月，省建设厅在晋城(原晋宁)进行简单的地面气象

观测，为本县地面气象观测的端倪，不久相继停顿。正式设立

气象机构，进行连续气象观测，研究本地气候资源，并把气象

工作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是从1956年5月晋宁县气象站建

立，乃是晋宁县气象事业的开端。 ·

晋宁县位于云南中部，属低纬、高原、季风气候区。。据

1957年至1988年的实测气候资料，多年平均气温为14．8℃，

最冷月(1月)的平均气温为7．9℃，极端最低气温为-6．2。C

(1982年12月27日)；最热月(7月)的平均气温19．6℃，极

端最高气温31．4℃(1958年6月1日和1963年5月31日)，

无霜期239天。

多年平均降水量为891．8毫米。降雨量年际间变化大，，最

多年为1172．1毫米(1970年)，最少年为544．8毫米(1988

年)，雨量高峰月一般在8月，多年平均为199．2毫米。干季

(11一翌年4月)的多年平均降水量为122．2毫米，占全年总



降水量的11．7％；雨季(5一10月)的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769．6毫米，占全年总降水量的86．3％。

多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315．0小时，占全年可照时数的

52．2％。全年的太阳总辐射量为125．5千卡／平方厘米。3至5

月是日照时数最多，太阳辐射量最大时期，6至10月云量较

多，日照时数减少，’太阳辐射量相应减少。
． 干、湿季分明，四季不分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是本县

气候的基本特征。明朝诗人杨慎的“滇海曲”一诗中载：“天气常

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境内地形对气候的影响突出，

由于地形状况的差异，海拔高度的不同，导致了气温分布的地

域性，降水多寡及日照时数和自然灾害的多少也不同，具有明

显的山地气候特点。民谚：“隔岭不同天”反映了本县气候的具

体情况。

境内主要气象灾害有：干旱、低温、霜冻、洪涝、冰雹、

大风、雷击、大雪等，以干旱、低温、霜冻、洪涝、冰雹灾害

出现的频数最多，危害较大。
‘

1956年5月，晋宁县气象站建立以来，一直把气象服务

当成气象工作的根本目的和宗旨。全体气象工作者，艰苦奋

斗，为发展晋宁县的气象事业发挥了聪明才智，使气象工作为

我县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58年，气象工作开始“以农业服务为重点”。为了发展

晋宁的农业生产，先后在晋城、上蒜、宝峰、昆阳、二街建起

了五个气象哨，全县组织了108个看天小组，在为农业服务中

起了一定的作用。

1960年8月，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撤销了气象哨(组)，气象哨(组)人员全部回到农业生产第

一线。

1965年开始，气象站的技术人员对本地气候变化规律进／

乞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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