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次会商讨论
确定当天气温
气象观测站往往要远离闹市区

采到的数据只能参照并不直接下结论

在舜耕路南端路东，

一处陡峭的台阶隐蔽于民

居的围墙当中，沿着狭长

的山路拾级而上，一直走

到山顶，便到达龟山气象
观测站。

“隐居”的气象观测

站清幽宁静，气象测报员

乔云与其他5位同事轮流

在这里值班，每天与他们

相伴的是院子南侧三个百

叶箱和高高架在杆顶的两

台测风仪。

从事气象工作20余

年，乔云对每天的工作流

程再熟悉不过。

三个百叶箱里，一个

放着最高气温表、最低气

温表和湿度表；一个放着

温度自记仪和湿度自记

仪，随时记录空气的温度

和湿度；最后一个百叶箱
里的仪器是近几年才安装

的温度、湿度感应器，它

们与乔云办公室内的电脑

相连，电脑屏幕上时刻都

显示着温度、湿度的数值

变化，其中一台测风仪也

实现了这种电脑控制。

如果说电脑操控气象
测报仪器属于自动观测，

那乔云的工作便是人工观

测。

由于地面天气图每3

小时更新一次，乔云每隔
3小时就要打开前两个百

叶箱，记录下温度、湿

度、风向、风速的变化，

并将记录的数据上传到网

络系统当中，形成气象
图，气象预报员就可以根

据气象图预报天气，如果

天气情况复杂，乔云人工

观测的时间间隔就要随之

缩短。

在气象播报员高帆的

描述当中，每天当值气象
预报员组织的三次会商，

就像一些企业里的视频会

议，每天上午8时是全国

会商，由国家气象局组织，

各省(区域)气象局参加；

上午10时30分是市县会

商，济南市气象局组织，各

县气象局参加；下午2时
50分则是省市会商。

在济南市气象局组织

的会商过程中，高帆的图

像显示在电视屏幕的中

央，由他组织的下属五县
气象预报员分列左右。

“未来24小时天气以晴
为主，西南风3级……”高

帆从总体上分别报出未来
24小时、48小时、72小时

的气温情况，并要清楚地

说出得出这些结论的理

由。

其间，十几张线条密

布的气象图如X光片般，

通过电脑传输实现共享，

图上显示着各种各样的信
息，甚至是整个亚洲的天

气系统演变，高压、低压

在什么部位，风的变化过

程等。这些信息，来自一个

全球气象数据交换共享系
统。全球所有城市的天气

预报，都基于这一系统。

经过各地预报员们的反复

对比与讨论，各县气象台

根据自己地区的

天气实况及地理特点

加以订正，得出天气预

报的最终结果，会商一般

要持续20分钟，但天气

情况复杂时需要半个多小
时。

在天气预报员看来，

这种会商对于天气预报最

终结论的得出至关重要。

高帆说，夏季下属五县的

天气情况会与济南市区差

异较大，有时济南市气象

局预报有雨，平阴则认为

降雨系统偏北，不会影响
到当地，这就需要预报员

根据当地情况订正，得出

最终结论。

每隔3小时人工观测一次，遇复杂天气间隔更短

得出最终预报结果，一般会商20分钟

不少市民经常感到疑

惑不解，为啥天气预报的气

温与自己感受到的不一样，

夏季预报的气温有时会比

实际气温低不少。这种感觉

是对的，因为天气预报的气

温基于百叶箱——— 一个“隐

居”于深山，内部温度计避

免阳光曝晒，距离地面1 . 5

米的通风百叶箱。

“各城市测算当地的温

度，都以百叶箱内温度计显
示的结果为准。”乔云说，每个

行业都有自身统一的标准，

才能保证得出数据的准确

性、代表性和可比性。按照惯

例，百叶箱无论在国内哪座

城市，都设在离地面1.5米的

高度，并保证不被直晒、地

面为草坪地面、空旷、通风。

据有关气象专家介绍，

人所感知的温度被称为体

感温度，预报温度与体感温

度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概

念。体感温度由四方面因素

决定，简单地说，等于气温、

太阳辐射作用、湿度这三因

素之和再减去风速的修正
作用，与百叶箱里温度计的

环境相差甚远。

市民感受

确实与预报气温不一样

据龟山气象站气象测报员

乔云介绍，目前国际上气象站共

分三种，分别为气象基准站、气

象基本站和气象一般站，其中，

气象基准站的要求标准最高，气

象一般站则相对要求最低。

据了解，气象基准站要求气

象测报员每天24小时值班，每

个小时观测一次；基本站要求气

象测报员每天24小时值班，每

天在2时、5时、8时、11时、14时、

17时、20时和23时分8次观测，

即每3小时观测一次。气象一般

站则不值夜班，每天8时、14时、

20时分3次观测。

龟山观测站属于气象基本

站，章丘、商河、平阴、济阳和长

清五个县区市各设一处气象观

测站，属于一般站。乔云介绍，目

前，温度、湿度、风向、风速都有

自动观测仪器，可以实现自动观

测，但是雨、雪、冰雹等天气现象

以及天空云量、云高、云状、能见

度等仍需要人工观测。

龟山观测站1999年建成，是

济南市区内唯一一座数据公开

的气象观测站。在此之前，济南

的气象观测站位于无影山附近，

目前无影山气象观测站数据已

经不再传输到气象台，因此济南

市区的气温只参考龟山气象观

测站数据。

格链接

气象基准站要求最高

须每小时观测一次

“观测站应建在城市的

上风带。”乔云介绍，现在市

区内高楼林立，影响对风
向、风速的测量。而且，河流

越来越少，二氧化碳排量、

汽车尾气、空调等热气排量

越来越大，城区内开始变

热，与郊区的温差越发明

显。将百叶箱设置在市区
内，测量到的温度也将大不

相同。

“全球气象数据共享系
统，需要全球统一的信息采

集标准，将百叶箱设在市

区，得出的气温必将失实而

失去参考比较价值。”乔云

说，百叶箱里的温度计，只

能决定当地实际的气温，在

气温预报中，它只是预报员

们参照的数据之一，气象

预报员还要综合当地的地

理特点，参照自己的从业

经验、历史同期气象情
况、各种数据显示的天气

变化情况等，不然每天三次

的会商也就没有必要了。

另外，根据世界气象

组织规定的标准，百叶箱

所在的气象站的空旷度须
精确到其与障碍物的距

离，不得小于障碍物高度

的8至10倍。如果气象站周

围有栋5米高的楼房，那气

象站与它之间要留够40至

50米的间隔，这在市区内

各地段都寸土寸金的情况

下，无疑使观测站无处安

放。

回避林立高楼，

观测站不能设在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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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在百

姓 生 活 中 不 可 或

缺，几乎每个人都

要根据天气预报的

冷暖晴雨决定自己

的衣食住行。今天，

本报“解读城市密

码”系列报道带您走

进气象观测站，感

受繁华闹市背后的

“气象万千”。

预报中的数据

结论是怎样得出的？

近日，记者走访了济

南市气象台和龟山

气象观测站，原来百

叶箱里温度计显示

的数值只是为最终

结论提供依据，天气

预报员每天三次的

讨论会商在天气预

报结果中起到至关

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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