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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的一些气象文物

星报讯（吴然王兵司红君 记者祝亮文/图） 3月23日

上午，2023年世界气象日安徽主场暨安徽气象博物馆开馆活

动在芜湖市气象局举行。今年3月23日是第63个世界气象

日，今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是“天气气候水代代向未来”。

安徽气象博物馆坐落于芜湖市气象局院内，建筑面积

2900平方米。该馆是安徽省唯一的气象行业博物馆，同

时也是全国首家以省命名且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气象博

物馆，全国首家馆藏经过国家文物主管部门鉴定、定级的

气象博物馆。安徽气象博物馆包括气象史料展示区、气象

科普室内互动区、气象科普室外展示区及珍贵气象档案保

管区四个部分。

安徽省气象博物馆馆藏文物中，最珍贵的当属一套一

级文物，共由9件藏品组成。核心藏品是铪合金制“民国

二十年洪水记录标识”，与之相配的还有：华东地区近五百

年气候历史资料、安徽省旱涝史料、民国二十年天津商报

画刊之水災義務戲特刊、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报告

书、扬子江淮河流域灾区及工振处振修工程图、上海和丰

银行向外交部汇款1800大洋汇款单、国民政府外交部正

收条、一千多年芜湖地区水灾情况各1件。

在安徽省气象博物馆实地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经考

证，安徽近代最早的器测气象观测站是芜湖海关气象观测

站，该站于1880年3月正式开展气象观测，观测站建在芜湖

救生局的旁边。观测项目有气压、干球温度、湿球温度、最

高温度、最低温度、降水量、降水时长、风向、风速和天气现

象。直到1937年11月，芜湖海关气象观测站被迫中止业务

观测。当时芜湖海关气象观测站记录长达半个世纪，其观

测时间之长久，保存资料之完整，在近代中国气象观测史

上实属罕见。

据安徽省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包正擎介绍，芜湖

是近代安徽气象工作的发祥地，芜湖国家基本气象观测站

先后入选“中国百年气象站”和“世界百年气象站”。作为安

徽省首个也是唯一通过世界气象组织认证的百年气象站，

芜湖气象观测站见证了安徽气象的发展历程。安徽气象博

物馆既展现气象科技从古到今的发展历程，又保护了芜湖

历史文化遗产，也为全面提升安徽气象影响力、芜湖城市文

化软实力提供了重要载体。安徽气象博物馆与芜湖市鸠江

区万春社区去年双双被中国气象局命名为全国气象科普教

育基地，芜湖实现了全国气象科普教育基地全类别命名。

去年累计增加人工降水约19.13亿吨

问题一：近年来在合理利用水资源上，气象部门发

挥了哪些作用？我省境内的淮河长江两大水系，气象部

门将如何开展相应工作？

省气象专家：我省降水时空分布不均，水资源结构

性、季节性紧缺。利用人工影响天气的方法，可以提高降

水效率，尤其是在降水量偏少的地区，开展常态化的人工

影响天气作业，可以让更多的空中云水变成地面降水。

目前我省已形成完整的省市县三级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体

系，基本实现了作业服务能力全省全覆盖。以2022年为

例，全省气象部门共开展飞机增雨作业64架次，航时205

小时15分钟，播撒焰条1218根、液氮128升；组织全省16

市的90县（区、市）实施地面人工增雨作业1699点次，发

射火箭弹2303枚，燃烧焰条1941根，发射燃气炮9986发，

作业量历史同期第一，全年累计增加降水约19.13亿吨。

对于降水资源的利用，一方面要加强对空中云水资

源的开发利用，另一方面也要让降下来的水留得住、用

得好。近年来省气象局实现了降水预报水平稳步提升，

晴雨预报准确率约90%，为水库水资源利用提供准确的

气象服务信息。

针对淮河长江两大水系，安徽省气象局开展了专业

流域气象服务工作，对防汛需求较重的河流、湖泊（水

库）细化单元，明确主体责任，强化基于精细化预报预警

和上下游联动的防御调度联动。发展基于无缝隙智能

网格预报业务流域面雨量精细化集成预报技术，形成实

况、临近、中短期等多种流域产品，为各级政府及水文

局、应急厅等相关防汛抗旱部门开展决策气象服务。

今年出现严重伏秋连旱可能性不大

问题二：2022 年，安徽省出现罕见高温和夏秋冬连

旱，二者有没有关联？以后会否经常发生？综合目前气

象资料来看，2023年的气候情况怎样？

省气象专家：造成2022年夏季高温和夏秋连旱的直

接原因是大气环流的持续异常，特别是全球副热带高压

持续偏强、面积偏大，夏季副热带高压与大陆高压打通

形成高压带，我省在强盛的高压控制下，长时间高温少

雨，造成严重干旱。除了大气环流异常这一直接原因以

外，从2020年下半年发展起来的拉尼娜事件在2022年夏

季再次加强，它通过加强沃克环流和哈德莱环流，使得东

亚夏季风和副热带高压增强，是大气环流出现异常的重

要因素。夏季，高温、干旱两种气象灾害往往同时发生，

这样的年份比较多，如1978年、1994年、2013年、2017年。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候变化

评估报告，未来随着全球变暖，洪涝、干旱和高温等极端

气候事件出现的频率增加，强度增大，这是气候长时间

的变化趋势，但并不意味着每一年都会出现高温、干旱，

还要根据每年海洋、大气环流等特征具体判断。今年的

情况和去年有所不同，根据目前资料分析，拉尼娜事件

将持续衰减，在春季减弱为正常状态，夏季不会导致副

热带高压异常增强并长期控制我省，因此出现2022年那

样严重的伏秋连旱的可能性不大。由于目前离夏季还

比较远，我们将根据最新资料滚动提供预测信息。

春季和夏季携手大幅提前

问题三：公众普遍感觉，安徽冬天过了就是夏天，春

天越来越短暂了，过去数十年里，安徽的气候有没有发

生一些变化？结合今年“代代向未来”的主题可以呼吁

大家做些什么呢？

省气象专家：根据国家标准，当连续5天的平均气温

大于10℃判定进入春季，大于22℃判定进入夏季。从气

候平均来看，我省春季和秋季较短，约2个月；夏季和冬

季较长，约4个月。在气候变化背景下，21世纪以来我

省入春日期明显提前，但由于入夏日期也明显提前，而

且入春、入夏提前天数相当，春季长度没有明显变化，因

此从长期看，我省春季没有明显缩短。

今年世界气象日主题是“天气气候水 代代向未

来”。呼吁社会大众关注气候变化、水资源保护，共同建

设更有力量、更加安全、更为美好的蓝色地球。

正在研发典型气象景观预报

问题四：气象预报越精准，可以助力百姓生活越有品

质，在安排出行、旅游时，比如观赏彩虹、日出、雾凇、云海，

也可以根据精准预报。请问现在已经实现了这样的功能

吗？哪些景区可以实现？

省气象专家：近年来我省气象预报精准化水平稳步

提升，临近预报时空分辨率精细到10分钟、1公里，24小

时预报时空分辨率达1小时、3公里，24小时晴雨预报准

确率约90%，温度预报准确率为85%左右。为满足公众

对优质气象旅游资源的需求，气象部门开展了花期、云

海、日出、雪景等典型气象景观预报技术研发。安徽省

气象局目前已助力歙县坡山村、黟县塔川、岳西彩虹瀑

布等3个景区入选全国首批“天气气候景观观赏地”。赏

花旅游成为最近公众出行的热点，我们适时推出系列花

期预报产品，还开发了黄山云海、日出日落概率预报、雾

凇和雪景预报。其他景区尚未开展气象景观预报。我

们正在进行基于图像智能识别的气象景观观测技术研

究，技术成熟后可对云海等景观实现连续自动观测和智

能识别，更好地为公众提供依据，助力百姓美好生活。

安徽今年严重伏秋连旱可能性不大

安徽气象博物馆正式开馆

今年3月23日是第63个世界气象日，主题为“天气气候水，代代向未来”。宣传这个主题，目的就是

让社会公众深刻认识天气、气候与水和我们的生产、生活、生态、生命息息相关，一方面让大家进一步提

高气象防灾减灾救灾的意识，另一方面是让我们提高如何有效地保护和利用好气候资源和水资源的意

识。当天，安徽省气象专家就近期公众关注的气象热点问题进行了回答。

吴然 王兵 记者 祝亮

游客在参观气象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