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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气象志》是反映兰州市所辖三县五区的天气气候、气
象机构、主要业务和科研成果及大事活动等历史性专志。《气象志》
的编纂是在兰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的。从1 988年开

始，经过两年的努力，于一九九。年完成《初稿》，并呈报兰州市地
方志办公室审阅；一九九一年j＼L=J根据《市志办》审稿意见，按照
“述、记、志、附”的总要求，《气象志》由邓泳德同志进行了修改补
充，将《初稿》的八章二十四节调整为八章三十二节，并增加了概
述和附录。修改稿于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完成，十二月由正副主编复
核，一九九二年三月打印送审。

《兰州市气象志》主要内容包括：概述；大事记；第一章气候；
第二章气象灾害；第三章气象资源；第四章气候区划；第五章气象
观测；第六章预报服务；第七章气象工作的机构与管理；第八章兰
州气象学会与科研；附录(】、气候的四季、节气与物候；2、气候
变迁与气象之最；3、气象谚语；4、编志中主要参考文献)。另有编
后记和附图22幅，列表1 5张。全志约八万余字。

《兰州市气象志》主编姚心忠、副主编谢迪远，执笔邓泳德。参
加部分章节编写工作的有王文健、唐思明、刘彦忠、刘文安；缴军
(职工队伍)、蒲秀堂(雷达监测)提供了部份素材。《气象志》是集
体劳动的结晶，也是编写人员辛勤劳动的成果。修志中得到了市志

办大力的支持；同时还参考孓《甘肃省气象志》、《兰岿{市气候与农
业》、《兰州市农业气候区劐》等有关文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兰州市气象志》的编写，对我们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量大、
时间紧，加上水平所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兰州市气象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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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兰州市位于甘肃省中部干旱区。北靠武威，西接青海省，西南
是临夏回族自治州，东和东南部与定西地区毗邻，处在东经1 02。36’

～1 04。34t，北纬35。35'---．37。07'之间。总面积为l 3095平方公里，管

辖永登、皋兰、榆中三县和城关、七里河、安宁、西固、红古五个
区。

兰州市大部地区被黄土覆盖，是陇西黄土高原的西北部，黄土
梁、峁和沟谷等地形广泛分布。地势是西北和西南高，中间低。海
拔高度在1400～3670米之间，永登县西北部的标杆山(3631米)和
榆中县南部的马口卸山(3670米)为最高。全市山地占总面积的65％

左右，半山地占20％左右，河川(盆)地约占15％。

由于受地理地形影响，大陆性季风气候明显。在甘肃省气候区
划中，兰州市分为三大类：(1)榆中县的北半部、兰州城关区、七
里河区的北部、安宁区、西固区、红古区、永登县的中部和南部及

皋兰县的南半部属于中部干旱区中的半干燥区；(2)皋兰县的北半
部属于走廊东部干燥区；(3)榆中县的南半部属于渭北半湿润区。

兰州市总的气候特点是：(1)日照充足i光能富裕，全市除榆
中县的兴隆山林区及永登县西北部高寒山区外，大部分地方日照时
数在21 Oo～2700小时之间9太阳总辐射在4800～5500兆焦／平方
米。(2)气候差异明显：无霜期最长的达1 80天，最短的只有80天

左右。年平均气温太部地方在5～9℃之间，榆中县的南、北山，永
登县的西北部高寒山区只有2～5℃。气温日变化大，各地年平均气
温日较差为1 3～1 5‘C。一年最大值出现在6月，最小值出现在9月。
各地最大气温日较差达27．--．31℃。(3)降水量少，地域差异大，皋

兰县、永登县的东部及榆中县的北山地区年降水量在300毫米以下，
榆中县兴隆山区最多达600毫米，市内其余大部地区在300．----4 00毫
米之间。(4)灾害性天气多，干旱尤为严重。由于降水量少，‘年际
变化大，时段分布不均，干旱是我市主要农业气象灾害，几乎年年

都有不同程度的旱灾发生，有“十年九旱、三年两头旱”的规律。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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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如霜冻，低温冻害、冰雹、大风、大(暴)雨等气象灾害也时有
发生。(5)四季分明，春季(3～5月)多风，干旱少雨；夏季(6～
8月)无酷热，降水较多；秋季(9～1】月)凉爽，降温较快；冬季
(1 2～2月)寒冷，干燥少雪。

兰州市自1 932年就建立了气象观测机构，当时称为“甘肃省立
气象测候所”(即现在兰州观测站的前身)。设备陈旧落后，资料也
不全，没有预测天气的能力。解放后为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自
1 954年开始先后建成了白银、西固(1957年撤销)，安宁(1 961年

撤销)，永登、皋兰、红古(1981年撤销)等气象(候)站。为弥补
气象站少，在为当地政府的雨、墒、灾情服务的需要，从八十年代
初又先后建立了三十几个气象哨(点)。根据1990年底统计全市有
省级和市级气象台两个(即兰州中心气象台、兰州市气象台)；国家
基本站两个(兰州观测站，榆中县气象站)；国家一般站两个(永登
县气象站和皋兰县气象站)；气象雷达监测站一个(兰州皋兰山气象
雷达站)；高空探测站一个(兰州探测站)；专业站四个(安宁、西
固、河口、兴隆山)；气象哨测墒测雨点33个。另还有空军、民航
气象台站。组成了全市大中小配套的，比较完整的气象业务和服务
体系。

随着气象科学技术的进步，兰州市气象局的技术装备和技术方
法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1985年以来全市气象台站普遍使用了传真
机、计算机；建成了甚高频辅助通讯网。天气警报接收服务网，防
雹增雨短波通讯网。兰州市气象台还配备了专业现代化设备，每天
固定接收中央气象台的卫星云图和天气雷达等气象资料信息，昼夜
工作，每天向电台(甘肃台、兰州台)、电视台(中央台、甘肃台、
兰州台)气，甘肃日报、’兰州晚报等发布十次预报。气象站每天进行四
次以上气象定时观测和每小时自记观测，收集记载各种气象资料。’由
于气象科学的发展，探测手段的改善，促进了天气预报准确率的提
高。现代通讯网的建成促进了公益、专业、扶贫三大气象服务的开
展，在振兴兰州经济建设中，特别是为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方
面作出了贡献。

多年来，兰州市气象局、站通过多种形式，为党政领导部门，提

供了制定全市规划和指导生产建设所需要的气象科学依据；长期、中
期、短期天气预报；以春小麦为主的产量预报；防灾、抗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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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气象服务；专题专业服务；防雹增雨服务；以及为城市重大政
治社会活动提供的服务，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增加

了气象工作的知名度，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有关部门的好评。
在深化改革中，还进行了分县预报试验，调整了业务结构，加

强了业务基础建设，各项工作均纳入目标管理，建立健全了各类工
作岗位责任制和竞赛、奖罚办法等。、提高了办事效率和业务服务质
量，有效地推动了兰州市气象事业的发展，取得了自1 986年起连续

五年获兰州市政府目标管理一等奖；专业气象服务自1985年起连续
六年居全省第一名的好成绩。

，)

——O 一一



大 事 记

一九三二年
2月】5日，根据伪甘肃省政府命令成立“甘肃省立气象测候

所”。地址在当时的萃英门甘肃省农事试验场院内。于6月1开始每
天进行四次定时观测。

一九三五年
1月1日，测候所迁到东稍门会仙宫庙后院内(现在平凉路水利

勘测设计院的家属院内)。
1 0月20日下午，东关火药库爆炸，仪器和房屋被震坏，记录中

断，于1936年1月1日恢复观测工作。
一九四九年

9月1日，兰州解放后接管更名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农林厅气象
测候所”。

一九五。年
1 1月开始，测候所由西北军区接收管理。

一九五一年
8月1日，测候所更名为“西北军区司令部气象处测政科”。

一九五三年
8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的转建命令，更名为“西北气象处观测

科"。

，， 、、；， 一九五八年
甘肃省气象局局务会议决定，更名为“兰州观测站”至今。

一九七二年
5月29日，兰州市革委会常委会议根据甘肃省革委会、省军区

干字(1 972)49号文批复，决定成立“兰州市革委会气象组”。接管
兰州市辖区的榆中、皋兰、永登三县和白银区气象站。

1 2月25日，启用“兰州市革委会气象组”印章，气象组办公地
点设在兰州警备区。



一九七三年

5月2日，市革委会兰革发(1 973)49号文通知，成立“兰州

市革委会人工影响局部天气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
市气象组(兰州警备区)。其主要任务是：】．负责管理全市人工降
雨，防雹工作；2．负责管理和搜集全市雨情墒情工作。

6月1 5日，兰州市气象组召开“军事气候”编写业务会议，市
属气象站的有关同志参加。：-

1 O月下旬，领导部门决定，市气象组由原部队管理改为地方管
理，随之搬迁到市农林局办公。

一九七四年
1月1 6日～1 7日，兰州市气象组召开全市气象工作座谈会议，

市属气象站的负责同志参加。
5月^_6月，全市农作物遭受雹灾面积28万亩，成灾面积22万

亩，其中永登秦川、榆中龙泉受灾严重。
7月2日，兰州市成立“兰州市防雹办公室”，由市气象组、市

农牧局、市科技局、市水电局等单位组成，并选定在红古平安台进
行防雹试点。

1 0月2d日,---,27日，市气象组召开全市气象工作座谈会议，市
属气象站负责同志参加。

一九七五年
1月1日，新建立的“兰州市红古区气象站”正式工作。

1月28日～30日，市气象组召开关于修改《地面气象观测规

范》座谈会议。
汛期，全市有46个公社的33万亩夏秋农作物等遭受雹灾，成

灾面积22万亩。愉中尘虚<小康营公社在抗灾防雹中造成伤5人，
亡2人事故。

11月1日---3日，兰州市气象组在榆中召开全市农村气象哨座
谈会议。全市农村防雹人数达3千多人，有造药厂及高炮等设备。

1 2月25日～26日，市气象组召开全市气象局、站负责人座谈
会议。

一九七七年
1月上旬，市气象组负责人候纪春同志赴抗州参加全国气象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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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9日，市气象组召开全市气象站负责人座谈会议，主

要传达贯彻全国杭州气象会议精神。
7月中旬，兰州市各县区气象站，组织对全市业务工作巡回检

查。
1 0月1】日～1 3日，市气象组召开全市气象站管理工作座谈会

议。

+一九七八年
1月1 3日～1 7日，市气象组召开全市各县区气象站、组长会议。

2月20日，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在“兰州市革委会气象
组"的基础上成立“兰州市气象局"和“兰州市气象台”，局台合一，
两个牌子，一套班子，下设办公室，业务科、气象台，同时原“兰

州市革委会气象组”撤销。兰州市气象局负责全市气象工作，对各
县区气象站进行业务领导。气象局办公地点在农林局。

6月7日，市委常委会议决定，任命史炳南同志为市气象局局
长，党组书记。

8月6日凌晨，兰州市普降大雨，市区(城关区)出现特大暴雨，

总降雨量达96mm，造成房屋倒塌，人员伤亡事故，经济损失严重。
8月中旬，兰州市气象局由市农林局搬至大雁滩原干修所办公。
9月1 4日，1 5时20分至1 6时38分，永登县境内出现罕见的

龙卷风，路经缸子沟、金咀、通远、红城、树屏公社等地，灾情比
较严重。据调查，农作物受灾面积5065亩，产量预计63万斤；经
济作物228亩。房屋、电杆、电线、牲畜不同程度受损害。

2月2日，市直机关党委批复，成立“中共兰州市气象局支部委
员会”。

1 2丹2卜日；沛气象局召开建设规划座谈会议，邀请有关单位参
加，主要研究市办公地址，基础建设，开展业务等问题。

一九七九年
1月，根据甘革发(1978)76号文批示，市气象局及永登、榆

中、皋兰、红古、白银气象站实行双重领导，以省气象局管理为主
的体制。

4月1 8日，兰州市委组字(1 979)1 30号文通知，任命杨林同

志为市气象局副局长，局党组成员。
8月1 5日～19日，兰州市气象局召开全市气象局、站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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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落实国家气象局关于“调整三年任务”的指示精神。省局局长
姚知一、副局长李之华参加会议并讲话。

9月1日，启用“兰州市气象台”印章。
一九八()年

4月23日～28日，兰州市局召开全市气象局、站长会议，研究

人员调整，技术职称，业务管理等工作。
8月5日，兰州市局办公会议根据甘气发(1980)1 06号文通知，

决定成立兰州市气象局技术职称评委会。
‘

9月29日，经市局技术职称评委会评定，套改确认助理工程师

4人，技术员l 0人。

I 1月12日～l 4日，兰州市局召开全市气象局站长会议。
12月1 3日，经市局技术职称评委会评定，局务会讨论通过，晋

升确认助理工程师8人，技术员1 0人。

一九八一年
4月19日～23日，市局召开全市气象局、站长会议。

5月28日，原局长史炳南调离市局，省局任命张茂生同志为兰
州市气象局代理局长，

7月1日，根据甘气发(1981)86号文通知。撤销红古区气象
站并停止工作。

l 2月1日～4日，兰州市局召开全市气象系统政治思想工作座
谈会议。省局局长姚知一出席会议。

一九八二年

1月1日，永登县气象站从原址马家坪搬迁到新建站址城关镇

五里墩黄须沟口工作。
2月9日，省局任命百耀发同志为兰州市气象局局长。
7月3日，市委任命丁耀发同志为兰州市气象局党组书记。
7月26日，经省局审批通过，市局任命工程师2人，助理工程

师12人，技术员25人。
一九八三年

1月9日---,26日，市局按省气象局规定要求，第一次普查全市
气象局站地面气象测报工作。

3月25日～28日，市局召开全市气象局、站长会议。

3月，市局举办县区气象站预报员学习班，讲授B模式及传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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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

1】月29日～】2月1日，市局全市召开气象局、站长会议。

】2月】3日，按照国气人字(1 983)377号文批复和甘气发
(】983)204号文通知，各地州、市气象局改称“气象管理处”。

一九八四年
4月6日，省局任命姚心忠同志为兰州市气象局局长，习清同志

为副局长。

4月6日，省局党组研究决定，各地、州、市“气象管理处’’恢
复“气象局”机构名称。兰州市气象管理处仍称“兰州市气象局”。

6月7日，市委任命姚心忠为兰州市气象局党组书记、习清、候
纪春同志为党组成员。

6月12日～1 6日，市局召开全市气象局、站长会议，讨论研究
推进改革，．加强整党等工作。

7月1日，根据甘气发(1 984)73号文通知，兰州市局开始承

担兰州地区的长期天气预报服务。
7月24日，市局党组研究决定，对市局有关科室和各县、区气

象局、站的科级领导班子调整任命。
9月20日，省局党组(1984)l 4号文通知，市气象局下设办公

室，人事科、业务科、预报科。
1 1月7日，经省局同意，市局决定，成立“兰州市气象技术咨

询服务部”，为市局直属专业服务机构。
一九八五年

1月29日,---31日，市局召开全市气象局、站长会议。
5月21日，兰州气象学会成立。

7月，】3旧；、省j厅任命张林同志为市气象局‘副局长。免去习清同
志副局长职务并调离市局。

7月1 6日，1 3时30分至50分，永登河桥南关村受龙卷风袭击，
造成灾害。龙卷风影响宽度100米，长达7公里，触及8个社，破

坏民房7间，一人死亡。农作物受灾面积1 1 OO亩，粮食产量计35万

手。高压线路、线杆、树林等不同．程度受破坏。
7月下旬至8月中旬，市局按照省气象局统一规定和要求进行

第二次地面气象测报业务技术普查。
9月】6日，市局党组决定调整办公室、预报科、业务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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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科级领导班子。

11月26日，市局首次召开专业有偿服务座谈会，有关单位的代
表70余人参加。市委副书记杨德儒出席会议并讲话。

12月3日，“甘南、临夏、兰州三州市气象协作区”首次座谈会
议在临夏州召开。兰州市局姚心忠局长参加会议。

一九八六年
1月6日'--'8 Et，市局召开全市气象局、站长会议。
5月8日～10日，市局召开全市气象哨管理、汛期服务座谈会

议。省局副局长胡继文出席会议并讲话。
5月1 5日下午，原国家气象局薛伟民局长，办公室副主任陈少

峰等一行六人在省局副局长李之华等人陪同下，到兰州市局视察工
作。

5月，全局职工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团结协作，成功
安装全省第一个天气警报台，6月1日正式投入使用。

6月1 O日，省局甘气发(1 986)64号文通知，白银区气象站更

名为“白银市气象站"，由白银市政府和兰州市气象局双重领导。
9月23日，市局党组研究决定，调整任命永登、榆中、皋兰气

象站科级领导班子。
1 O月4日～7日，“甘南、临夏、兰州三州市气象协作区”．经验

交流会议在甘南州召开，兰州市局姚心忠局长和全市气象站负责同
志共l 0人参加会议。 ‘．。

一九八七年
1月6日"---8日，市局召开全市气象局、站长会议。

3月18日，市局党组研究决定，调整任命办公室、业务科、人
事科、预报科气．服务部的科级领导班子和工程师，任期2年。

3月19日，市局党组成立纪检组。

3月19日，市局成立新技术开发小组。
3月21日，市气象局，兰州气象学会在兰州科学宫举行纪念

“世界气象日”活动，有600多人参加。
4月l 0日，市气象局，兰州气象学会，兰州市科协，市教育局，

《兰州科技报》，兰州青少年科普协会联合举办“兰州市中学生气象
知识竞赛’’。

5月l 3日，市局党组研究决定，成立“专业技术初级职称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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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职称改革领导小组”。

6月26日，市局召开气象专业有偿服务用户座谈会。邀请有关

厂矿，企业单位的代表参加。
7月1 d日，兰州市局和白银、榆中、皋兰、永登气象站的高频

电话安装试通，投入业务使用。
7月25日，国家气象局副局长章基嘉，办公室副主任陈少锋，中

国气象学会副秘书长彭光宜等领导由省气象局局长胡继文、副局长

李之华陪同，到市气象局视察工作。

7月下旬，全市气象测报人员参加全省业务统考，平均成绩84．9
分，为全省第一名。

10月1 0日兰州市气象局甚高频通信组网，通过专家验收，正式

投入使用。
1 0月1 4日～1 7日，“甘南、临夏、兰州三州市气象协作区"经

验交流会议在兰州召开。
1 0月27日,--,31日，市局组织全市气象局站举行“地面气象测

报第一次技术比赛”。
1 2月1 9日，市局任命第一批工程师14人，助理工程师28人，

技术员1 4人，任期3年。

一九八八年
1月20日---,23日，市局召开全市气象局、站长会议。
6月3日，市局任命工程师2人，助理工程师11人。
6月7日～11日，市局召开全市第二次气象局、站长会议。重

’点讨论全市气象部门深化改革。
6月27日，市局党组研究决定，聘任市局办公室主任，任期一

年。 ，．一t、；／’

8月5日～1 0日，省局副局长朱正义带领工作组一行四人到市

局检查指导工作，并考核了市局领导班子。
9月1日白银市气象站气象警报台正式向用户发布专业天气预

报。

9月26日～28日，“甘南、临夏、兰州三州市气象协作区”工

作交流会议在临夏州气象局召开。兰州市局局长姚心忠、副局长张

林及各站、各科室负责同志共1 2人参加会议。
】0月4日，市局党组决定，聘任办公室副主任，任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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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目～1 1日，市局召开第三次全市气象局、站长会议。

1】月】7日，兰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范云龙到市局检查工作。
1 1月29日j市局姚心忠局长等一行三人赴海口市参加“南北经

济技术信息交流会议”。
1 2月29日，省局考察再次任命姚心忠同志为市气象局局长，张

林同志为副局长。

一九八九年

1月28日"--30日，市局召开1 989年全市第一次气象局、站长
会议。提出进一步搞好深化改革，加强目标管理，拓宽服务领域，争
取全市工作再上新台阶。

2月2日，省局李之华副局长到市局检查工作。10日，市政府

范云龙副市长到市局检查工作。

3月，市局对各单位的科级班子进行考评，作了充实调整。
3月1日～l 6日，市局组织力量为榆中、皋兰、永登三县站安

装天气警报系统。3月20日投入使用，实现了全市气象台站专业服
务天气警报系统组网。

3月22日，市局和兰州气象学会邀请省市领导和学校代表600

余人在兰州科学宫隆重举行世界气象日纪念活动。
4月1 8日～22日，市局召开测报工作分析会和气象报表会审

会。

5月27日"--29日，兰州气象学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暨第三次
年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理事会。

6月2日，国家气象局副局长章基嘉等一行三人到榆中气象站
视察工作。

7月25日～27爵，、市局召开全市气象局、站长，支部书记会议，
研究讨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l0月24日～27日，兰州市第三次气象局、站长会议在白银市
召开。研究加强专业服务，加强基础业务建设，加强管理等工作。

一九九。年
1月11日～1 2日，兰州市气象局C站)长会议在兰州召开。
1月中旬，市局被市政府评为1989年目标管理先进单位。兰州

市气象工作正式列入市政府目标管理系列。
3月1 8日，省市气象学会、气象局、兰州水文站等九个单位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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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举办大型图片展览，进行气象咨询活动，纪念“3．23”世界气象
日。副省长张学忠，副市长范云龙等领导到现场指导。

／1月1日，兰州避雷装置检测所正式成立，并开展工作。
d月1 2日，兰州市区出现低温冻害天气(地面最低一5。C～一

6℃)，蔬菜大部分受冻害。1 8日，市区出现8～9级大风天气，吹毁

部分塑料大棚，蕃茄、瓜果等作物受害严重。
市局党员重新登记工作于4月1 6日基本结束，22名党员全部

重新登记。

4月26日，在市政府系统政务信息工作会议上，市局被评为

】989年度政务信息工作先进单位。
5月21日，兰州气象学会召开建会五周年座谈会。
6月1 6 El，国家气象局温克刚副局长，在省局胡继文局长陪同

下到市局视察工作。
7月4日～6日，市局对永登气象局承包试点两年期满进行考

核，调整和加强了该局领导班子，并决定此后不再在我市气象局站
搞承包。

7月中旬至8月底，市局组织对所属永登、皋兰、榆中三县气象
局和白银市气象站的测报工作按省局统一规定进行第三次普查。

8月4日，市局工会选举产生第三届工会委员会。
8月1 1日凌晨，兰州市区普降暴雨，降水量达56．8毫米，造成

灾害。

8月20日，市局召开第二次气象局(站)长会议。
8月31日，市局组织全市各局站举办迎亚运、迎国庆时事政治

知识竞赛。
1 0月．22t日、，’；省局“甘气局人发(1 990)31号”文件通知，任

命林才章为市气象局副局长。
1 1月7日，市局搬迁至东岗飞机场建设小区新址正式办公，开

展业务和服务工作。
】2月1 5日，中共兰州市委“市委农任字(1 990)10号”文件

批复，免去候纪春同志市局党组成员，增补林才章同志为市局党组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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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气 候

第一节 气温

一、气温的分布

1．年平均气温的分布

兰州市地形复杂，气温分布差异大。年平均气温大部地区在6—
9"C之间，榆中县的南山、北山及永登县的北部高寒山区只有2～
5"C。其分布特点是：黄河谷地最高，黄河南北是随着海拔高度的增
高而递减。(见图1)

2．四季气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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