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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气象科技

一 、 预报技术应用

制作天气预报资料填图。从 1953年巴塘气象站试作单站霜冻预报起，州内气象天气 

预报业务开始走向为社会服务。继后，理塘、康定、九龙、乾宁、丹巴、甘孜等气象 

(候）站利用本站观测的气象要素，先后幵展了单站预报业务。天气预报前期技术性工作， 

是制作天气预报资料的填图。气象资料填图是通过有线、无线通信收集的大量气象信息， 

按统一规定人工填制在一张、数张特制的平面图上，质量达到准确无误，杜绝错、漏站。 

甘孜州最早一张图，是 1959年 10月 6 日由州气象台范家惠填制的东亚国内地面天气形 

势图、温度对数压力图、西南区域图。之后，随着天气预报服务的需要，每天增填亚欧 

700hpa、500hpa、300hpa天气图、高空风垂直剖面图、东亚24小时变温变压要素图、甘 

孜州小天气图等6 种。填图作业70年代作了变动，到 1990年，还保持了每天填绘东亚 

天气图地面08及 14点、亚欧500hpa、850hpa高空图、地面24小时变温变压辅助图5 种， 

每日填绘500hpa月平均环流图、500hpa距平图。各气象站填图质量，经过练基本功，不 

断提高，曾多次获全省填图质量优质奖励。

州内气象通信工作于1959年 10月开始起步。州气象台安装了“莫尔斯”收信台，人 

工抄收成都、北京、武汉、兰州地区气象中心的莫尔斯无线电台广播的气象资料。1976 

年，配备了 “117”气象图文传真接收机，接收北京区域气象中心电传真预报内容，并选 

择接收合肥，长沙、日本传真广播。传真图的接收，是通信科技的发展。1981年 7 月，安 

装了 “123”型气象传真接收机，接收成都地区气象中心的传真广播，使州内各台、站都 

能直接使用长期天气预报图、表资料。1986年，州气象台安装高频电话，定时直接与成 

都中心气象台和有关地、市、州台快速通报天气实况，进行重要天气会商，重要天气预 

报，接受发布警、监视预报和卫星云图资料通报，及传递康定未来24小时城市气象预报 

等作为辅助通信网，为天气预报的开展，从技术、依据等方面奠定了基础。天气预报由 

单站单项预报，发展到由电传通讯和资料图的制作，以 “图、资、群、长、中、短”相 

结合的预报和降水、雨量、干旱，及春播、三秋农业等各专业预报。1985年，四川省气 

象局改革时空天气预报，减少基层台、站重复劳动，规定各地、市、州台预报业务重点 

放在中期、短期、短时天气预报；县站取消长、中期天气预报，重点放在短期、短时天 

气预报。到 1990年，全州还统一开展了长期、干旱、洪涝、连阴雨（雪）和雨季开始期 

等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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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气预报改革

甘孜州气象部门自60年代起，进行了多次预报改革，建立和改进许多预报方法、模 

式和指标，提高预报技术和提高天气预报准确率。1961年初，在参加省举办的预报改革 

培训后，首先在泸定试点，建立汛期（5〜9 月）降水综合预报方法。1963年，集中力量 

进行全州“大、中、小”（大是省以上气象台、中是专区气象台、小是县气象站）结合的 

预报改革会战，在统计整理资料、搜集群众预报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省、州、县结合 

的天气预报方法和4〜6 月的中期降水模式，找到一些灾害性天气的中期预报指标。1965 

年，是大搞预报改革的一年。州气象台曾三次有组织地进行预报改革，研制出不少的预 

报方法、模式和指标。第一次是1 月 6 日至3 月 1 5日，在康定进行预报改革会战，参加 

的有州气象台预报员和全州22个 站 （组）预报员共29人，分成南、北、东三个组，各 

站 （组）分别进行本站（组）的工作。这次会战建立了春播期间灾害性天气预报指标152 

条；4〜6 月中期降水模式88个；4〜6 月中期降水强度指标（点聚图），每站平均8 张； 

4〜6 月中期影响指标193条。第二次是5〜6 月，采取分散、分片集中的方法进行预报改 

革。全州分三个片区，每个片区都有1 名州气象台的预报员参加。北路片区集中在甘孜， 

包括甘孜、德格、新龙、石渠、色达5个站；南路片区集中在巴塘，包括巴塘、理塘、稻 

城、雅江、义敦5个站；东路片区集中在康定，包括泸定、九龙、丹巴、新都桥农试组、 

州气象台观测组5 个 站 （组）。这次预报改革，主要建立7〜9 月的预报工具。三个片区 

做了许多工作。其中北路片区建立了中期降水预报模式13个，中期降水预报指标20条； 

中雨以上中期预报模式15个，中雨以上中期预报指标22条；灾害性和重要性天气中期 

预报模式7 个。南路片区建立了中期中雨预报模式17个，短期中雨预报模式3 个；9〜 

10月中期小雨以上预报模式6 个，连晴及霜冻等重要天气预报模式24个。东路片区建立 

了 7〜9 月暴雨、冰雹、夏旱、连晴，8〜10月连阴雨，三秋时期有利天气，9〜10月积 

雪等重要和灾害性天气预报模式17个，预报指标10条；7〜9 月中期降水预报模式30 

个，预惟指标8 条。第三次是1965年下半年，这次预报改革分别在各站（组）进行。对 

前两次预报改革建立的预报模式和指标的使用情况进行总结，本着充实提高的精神，不 

好用的模式、指标则改建，不能用的则重建，需要而没有的则补建，能通的则合并，然 

后新建了冬春大风、大雪模式。1966年，统一安排再度进行预报改革，开展雅砻江流域 

降水成因和雨季短中期预报方法试验研究。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这项研究未 

能进行下去。1972年，恢复预报改革，主要放在指标选模式上，并以寻找适合本地特点 

的预报指标为主，侧重研究用天韵律制作天气预报。解决长期预报中的天气过程、灾害 

性天气趋势、天 气 （气候）年景趋势等预报的技术难题。建立了冰雹、连晴干旱、连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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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大雪、初霜等灾害性天气和中、大雨过程、雨季开始期等一般天气的预报模式、指 

标 44个。1983年，再度组织南路一些县站对灾害性天气预报，从摸清、分析多种天气环 

流背景和影响系统入手，进行多种物理量的计算和分析，建立了有物理意义的预报方法 

或模式43个，填补了《重要天气技术档案》的残缺部分，完整绘制了各种重要天气形势 

图。州气象部门组织北路主要牧业县气象站的预报员在康定进行预报改革。根据大雪产 

生的特点，以天气学原理为指导，研究造成甘孜州大雪的环流背景、影响系统、物理条 

件及成因。找出长波脊发展在高形成的切变线，高原低涡、西风冷槽是造成甘孜州北路 

大雪的主要环流形势；地面冷空气的强度、路径和地形的锋生峰作用对降雪强度也有很 

大影响。在此基础上，参加预报改革的有关气象站结合本站资料，建立了较为适用的大 

雪预报方法。1986〜1990年，全州气象台站的预报人员为提高天气预报准确率，建立和 

改进了天气预报方法，如州气象局进行的暴雨、大雪、森林火险、中长期预报方法改革 

等。

三、人工影响局部天气

(一） 人工影响天气技术应用

在州内主要推广应用于人工降雨、人工消雹、人工防霜。部分气象站从I960年以来 

到 1990年，间断性地开展人工消雹作业。先后举办四次防雹、消雹培训班，其中前三次 

学习以土法消雹为主，第四次是“三七高炮消雹”培训。在冰雹危害的地区，如新都桥、 

九龙、乾宁等气象站，组织人员参加预报改革，建立充实了消雹模式。60年代，气象部 

门负责提供可能产生冰雹灾害的时段，通过短期重要天气预报向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汇 

报，由当地政府组织力量以土火箭防雹消雹。以新都桥为例，1965年在农业生产关键时 

期的7 月，分别进行了三次土火箭防雹作业后，消雹区内大部分地区免受冰雹危害。新 

都桥金桥队1964年因雹灾为害总产量仅为6 万多公斤；1965年幵展人工消雹防雹，全队 

总产量提高到9. 5 万多公斤。以后冰雹多发地区，采用、推 广 “三七高炮消雹”，收到较 

好效果。

(二 ）  人 工 降 雨

1965年，州内春旱明显，不少县气象站主动开展高山爆炸土法人工降雨试验。仅4〜 

6 月，就有10个 站 （组）先后进行了共23次人工降雨试验并获得成功。总结出带共性的 

高山爆炸经验：首先要抓住有利降水的天气过程；选择在山高、谷深，离山顶约200米 

的地方，作为爆炸地点；用药量要合适，每次用黄色炸药一般以15公斤为宜，分为3〜 

5 炮，每炮隔两三米埋入土内33厘米。这些经验，曾在全省气象工作会议上交流，并在 

全州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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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 工 防 霜

早在 50年代，大部分县是在1958〜1959年 ，一般在8 月份，组织群众熏烟防霜。九 

龙县气象站于1965年 ，针对城关乡地势较高的一个生产队，每年种植玉米200余亩，种 

早了遭晚霜冻，种晚了又受早霜冻的情况，提出了防霜办法，发动群众积防霜树枝5691. 5 

公斤，在凌晨4 时地面温度表出现冻结现象时，组织熏烟，直至早上8 点半熏完，结果 

使这个队大片玉米地由霜变露，达到了趋利避害效果。巴塘气象站在分析造成霜冻危害 

原因的基础上，采取霜前松土灌水的办法，提高土壤体温能力。还总结出三条防霜经验： 

统一信号和行动；防止明火燃烧，增加空气浓度，达到保温目的；烟堆位置安放合理。这 

一熏烟防霜措施，一直坚持到8〇年代。

(四） 民间气象谚语应用

州、县气象站从1958年开始，注意收集许多广大农牧民群众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 

中总结出的气象谚语。（1 ) 短期天气谚语。“早烧不到中，晚烧一场空”、“早烧有雨，晚 

烧晴”、“天上有风像羽毛，地上风狂暴雨”、“雷公先唱歌，有雨也不多”、“有雨天边亮， 

无雨顶上光”、“乌云遮东，没雨有风”、“东明西暗，等不到吃饭”、“天上瓦块云，今天 

晒死人”、“老鹰低飞雨，高飞晴”等 2 0多条短期天气谚语。（2 ) 中期天气谚语。“久晴 

要下雪蛋子”、“雨打二十三，下月不得干”、“雨打二十五，下月无干土”，“早霞不出门， 

晚霜行千里”、“蜘蛛吊水，3 至 5 天内有雨”、“久晴突然云起北，不久要下雨”等 10条 

中期天气谚语。（3 ) 长期天气谚语。“春节下雪，冬天雪多，第二年是风调雨顺好年成”、 

“清明要晴，谷雨要淋”、“冬天冷得多，第二年雨水多”、“冬天雪多，夏天雨多”、“立春 

有雨夏不干”、“正月多北风，当年初霜早”等 1 0多条长期天气谚语。这些天气谚语现在 

还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着人们从事农牧业生产。

第五节医药卫生科技

一 、 诊断医疗技术

州人民医院内科、外科、五官科、妇产科、小儿科、口腔科、传染科、检验科的诊 

断医疗技术，逐步提高和改进。（1 ) 内科。5 0年代 ， 一 般采用简单内科诊断手段，之后， 

推广使用“组织封闭”、“脊髓按摩”及破伤风用“肾封闭”、风湿性关节炎用“关节封 

闭”。60年代以来，先后采用心电图、电动心电图、免疫化学、血气分析等一些现代临床 

诊断手段，提高了诊断技术，及时抢救呼吸道和心血管系统疾病，成功率达9 0 % 以上。在 

心血循环、呼吸、消化、神经、精神等方面都有新技术推广。（2 ) 外科。在泌尿、脑、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