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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海而生，向海而兴，海洋是青岛最大的特
色和优势。青岛不仅是中国近代气象事业的发
祥地之一，也是中国海洋科学研究的发祥地。

早在 1898 年，气象天测所就与香港、上海

徐家汇等气象台建立了定期信息交流、互换制
度，同时通过电报定时为航行船舶提供气象
服务。

1928年，在蒋丙然的组织下，青岛观象台成
立海洋科，增加了对海洋物理、海洋生物、海底
地质、洋流与海产等方面的研究，观象台由此成
为中国早期的综合性海洋科研机构之一。青岛
人熟知的青岛水族馆及海产博物馆起初也由观
象台设计建造并进行管理。

海洋气象预报成为青岛气象发展的最大特
色。为发展国家海洋气象事业，1959年，中央气

象局决定建立青岛海洋水文气象台。“那时候
没有电脑、复印机，资料全部靠手抄笔记完
成。”如今年过九旬的市气象局退休人员王
福志说起过往依旧历历在目，他曾带领小
组成员搜集气象与海洋领域科学研究所
需的各种数据资料，经过4年多的艰苦创
业，气象资料搜集任务终于完成。到
1963 年年底，资料总计达 28600 余册，装
满了160个橱柜，初步建立起青岛海洋气
象资料库。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青岛海洋气象服
务机制不断完善，打造了独属青岛的“全闭

环”海洋气象服务模式。
“青岛‘山海城湾’地形复杂，一年平均97.2天

受大雾、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的影响。随着科
技的不断进步，我们构建了空天地一体化综合
气象观测系统，气象预报预警更加精准精细。”
市气象台副台长时晓曚介绍，近几年，气象部门
与科技公司、高校深入合作，研发新增高时空分

辨率的能见度网格预报、青岛近岸高分辨率大
风预报、小时级液化天然气作业窗口期、分钟级
风暴轨迹追踪等多项气象服务产品，积极融入
海洋城市各个发展领域。

海雾无声无息，常影响航线的正常运行及
航运安全。对此，市气象局研发长时效网格预
报算法，以海雾提取预报为着眼点，每天输出两
个起报时次产品，预报时效达 240小时，间隔最
短3小时，为有效利用低能见度天气影响的短暂
间歇，保障船舶的快速离港与靠岸作业提供支
持。近三年在台风影响期间，累计为青岛港口
增加通航 17.2 天，累计保障接卸进口液化天然
气超4100万吨。

每年4月到9月，是青岛的强对流天气多发
期。市气象局利用青岛双偏振天气雷达和风暴
追踪外推技术，开发强对流临近预报服务产品，
标识风暴位置并预测未来2小时移动路径，便于
相关部门提前了解影响海域、航道或港区的具
体范围和时间。

从技术到产品，一系列自主研发的气象科
技成果支撑预报水平提升，海上大雾、大风预警
提前量年度增长10%，真正做到了让新技术“研
有所用”。

从近海到远洋探索，青岛还在不断创新突
破。2022 年，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海洋气象
研究单位——海洋气象研究院落户青岛，致力
于打造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海洋气象科技研
发中心。

百年气象，蔚为大观。青岛将继续在中国
乃至世界气象史上创造属于自己的崭新坐标。

特色：海洋气象服务不断发展壮大

作为中国最早开展气象、天文、海洋、地震等多学科研究的城市之一，坚持百年连续气象观测，
积累了大量数据资料，发展出独属的海洋气象服务模式——

穿越百年，“青岛气象”风起云涌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吴 帅

1898 年，馆陶路 1号设
立“气象天测所”，收集青岛的

气温、风力、潮汐等气象资料

1924年10月10日，中国气象
学会在青岛成立，这是我国在自然

科学领域最早建立的学术团体之
一。次年，学会在青岛创立了国内第
一本气象学术期刊《中国气象学会会
刊》，后更名为《气象学报》

从1956年开始，青岛气象部门向
社会公开发布天气预报

20世纪60年代，青岛气象部门配备
了短波无线电收报设备，报务人员需要以
摩斯密码的形式接收气象数据资料，并据
此填写天气图

20世纪80年代，利用悬挂无线电发射
仪器的气球实施探空观测，是收集气象数据
的主要手段。通过一天放三次气球，监测不
同高度不同地点的温度、湿度、气压和风力等
数据回传地面，地面数据观测人员再把这些
数据填到一张天气图上，预报员根据这些数
据画出气象图

现如今，在青岛气象站里，卫星图像、气
象雷达、数值模拟等先进技术成为气象员的

“眼睛”和“耳朵”。依据精确的基础信息，青
岛市气象局研发了青岛地区高分辨率智能网
格预报产品，预报预警范围由5公里精细到
1公里，24小时内精细到0.1公里。暴雨、强
对流、大风等预警命中率达100%

山海澄澈，秋色斑斓。顺着僻静的
观象二路前行，便可登上观象山山顶。
在这里，矗立着一栋曾被誉为“远东三
大观象台”之一的百年德式建筑——青
岛观象台。

这座海拔仅有 70 多米的静谧小
山，不仅是我国天文、海洋、气象等事业
的重要发源地，还是我国最早的气象学
术团体——中国气象学会的诞生地。

100年前，高鲁、蒋丙然、竺可桢等
有识之士从“科学救国”的初衷出发，

“以谋气象学术之进步与测候事业之发
展”为宗旨，在青岛发起创建了中国气
象学会，开创了民族气象事业之先河。

百年风雷激荡、云奔雨骤。今年，
中国气象学会迎来百年华诞。11 月
22日至24日，纪念中国气象学会成立
100周年暨气象科技现代化研讨会在
青岛举行，国内外专家学者齐聚一堂，

重温百年前气象人豪壮的一幕，共谋世
界气象事业发展大计。

站在这个独特的历史节点，回望中
国气象事业的发展，青岛有着不可或缺
的重要地位。

早在1898年，青岛就建立了正式
的气象机构并开展气象观测与研究，成
为中国最早开展气象学科研究的城市
之一。历经百年风雨变迁与蓬勃发展，
青岛国家基本气象站先后被中国气象
局和世界气象组织（WMO）认定为“百年
气象站”，记录了一方水土的阴晴雨雪、
气候变迁，也见证了青岛乃至中国近现
代气象事业发展的不凡历程。

如今，作为山东省率先基本
实现气象现代化的试点城市，
青岛气象事业整体实力走
在了全国沿海城市的
前列。

“百年气象站”

走进伏龙山33号，绿树掩映下，一栋造型别
致的小楼矗立眼前，每天的气象预报都从这里
发出，它便是如今青岛气象台站所在地。与不
远处观象山上的观象台两两相望，让人的思绪
不免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转换。

当时间的坐标轴从 1898年延伸至 2024年，
从观象山到伏龙山，历经百年沧桑的青岛气象
站几经迁址，新中国成立后又多次改制，但这里
的气象观测工作从未间断。

“青岛气象站坚持上百年连续气象观测，积
累了大量气象数据资料，在中国近现代气象事
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青岛市气象学会
秘书长耿敏近期正在着手整理资料，续写《百年
青岛气象》，在查阅历史资料中，耿敏对百年青
岛气象站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尤其是中国气象
学会在青岛的诞生，揭开了中国气象事业发展
史上重要的一页，也给青岛留下了宝贵的气象
财富。”

百年青岛，气象万千。青岛的发展史与气
象有着深厚的渊源，1898年德国强占青岛后，打
着“为谋港务及航运之发展”的旗号，在馆陶路
1 号设立了“气象天测所”，收集青岛的气温、风
力、潮汐等气象资料，此为青岛气象事业之始。

1905年，气象天测所迁址“水道山”，也就是

如今的观象山，其后德国人在山顶上建造了一
座高达 21.6 米的古堡式建筑，全用裸状大型花
岗石块一砌到顶，后来被人们称作“石头楼”。
这座德式老楼矗立在山巅110多年，见证了青岛
城市发展的万千气象。

1911年 1月，气象天测所更名为“皇家青岛
观象台”，当时除了预报天气以外，这里还负责
天文观测、准点报时、地磁地震监测、水文测量、
地形绘测等多个项目。青岛成为中国最早开展
气象、天文、海洋、地震等多学科研究的城市之
一，青岛观象台也与香港气象台、上海徐家汇观
象台并称“远东三大观象台”。

“这座原本不起眼的山头，正因观象台的
建立，才有了观象山之名。”耿敏表示，谁也不
曾想到，因为众多科学家和有识之士的不懈努
力，这里成了日后青岛乃至近代中国的“科研
之山”。

1914年，日本取代德国统治胶澳，将皇家青
岛观象台改称“青岛测候所”。日本对这里的科
研价值十分看重，以至于 1922年中国收回青岛
主权时，仍以“中国没有气象专业人才”为由拒
绝交出观象台。“当时派来接收观象台的是北京
中央观象台气象科科长蒋丙然，还有气象学家
竺可桢、天文学家高平子等人，结果日方拒绝交

出，意图利用观象台继续获取中国的气候情
报。”耿敏介绍，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但我方据理
力争，终于1924年正式接管青岛测候所，蒋丙然
出任了青岛市观象台的台长。

1924 年 10 月 10 日，在中国气象发展史上，
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中国气象学会在青岛
成立，这是我国在自然科学领域最早建立的学
术团体之一。次年，学会在青岛创立了国内第
一本气象学术期刊《中国气象学会会刊》，后更
名为《气象学报》，还牵头提出成立全国气象行
政机构，促进了中央气象局的建立，中国气象事
业“始有专司”。

“在最初的 20多年，学会克服重重困难，积
极推动学科发展、学术交流、普及科学知识、创
办核心期刊、培养行业人才等，使现代气象学在
中华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极大地推进了中
华民族气象事业的发展。”耿敏说，回归后的青
岛观象台迅速发展，中国的科学家们在这里进
行了一系列天文、气象、海洋等方面的开创性
工作。

观象山上斗转星移，太平湾畔风起云涌。
镌刻着“中国气象学会诞生地”字样的纪念石，
静静地伫立在青岛观象台观测场的一角，穿越
百年风云，诉说着青岛气象的过往。

回望：百年台站见证中国气象发展

根据气象部门统计，今年以来青岛共经历
了 18 次暴雨过程，降水量比历年同期多 43%。
如何有力有效应对，服务保障群众安全？“向科
技创新要动力。”青岛气象部门以实际行动给出
了答案。

今年6月29日至7月8日，一场长达十天的
连续降水导致青岛部分路段出现积水，也给轨
道交通运行带来了严峻挑战。随着雨势发展，
市气象部门驻场预报员第一时间通报降水实
况、天气变化趋势、预计影响时间等信息，为地
铁调度指挥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强降水并未对
地铁运行造成明显影响。

快速响应的背后，是青岛气象服务平台插
件式应用的具体落地——青岛气象部门针对大
风、暴雨、雷电等关键性影响天气，建立了基于
地下、地上轨道、站点的综合风险等级阈值指
标，实现风险实时研判，并实时应用于地铁运行
调度中。

这仅仅是气象工作融入防灾减灾救灾全链
条的一个缩影。

在气象这项科技型事业中，科技创新是引
领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是监测精
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提高气象服务保障能
力的根本途径。

遥想百年前，蒋丙然于 1913 年出任北京中

央观象台气象科科长时，自行设计了量雨计和
英式百叶箱，又从国外购置了毛发湿度计、空盒
气压表和干湿球温度表，每天早中晚观测温度、
湿度和气压各三次，风雨无阻。通过蒋丙然的
努力，东亚16处重要地点的气象资料，以免费急
电的方式，每天两次拍发至中央观象台，在此基
础上开始制作天气预报。

新中国成立后，青岛的气象事业步入了新
的历史时期。从 1956年开始，青岛气象部门向
社会公开发布天气预报。20世纪60年代，青岛
气象部门配备了短波无线电收报设备，报务人
员需要以摩斯密码的形式，接收气象数据资料，
并据此填写天气图。直至 1974 年 4 月，随着电
信专用线路的开通，抄写电报码的历史也画上
句号。

“我刚工作那会儿观测仪器有限，也就是简
单测量温度、风力、气压等数据，可用的资料不
超过 10张纸，根据这些观测数据人工绘制气象
图。”已退休的首席预报员凌艺于1987年进入青
岛气象台工作，她回忆说，那时的探空观测就是
一天放三次气球，气球下面挂着无线电发射仪
器，监测不同高度不同地点的温度、湿度、气压
和风力等数据并回传地面。地面数据观测人员
再把这些数据填到一张天气图上，预报员根据
这些数据画出气象图。

从抄写电报码到使用滚筒式无线气象传真
机，再到用电子计算器处理气象观测记录，又到
使用计算机，青岛气象仪器设备历经数十年更
新换代，自动化水平不断提升。

如今，在青岛气象站里，探空观测手段早已
多元化，飞机、火箭、卫星上都可以进行气象观
测，卫星图像、气象雷达、数值模拟等先进技术
成为气象员的“眼睛”和“耳朵”，它们每天收集
大量数据，组成海量数据库，为精确的气象预报
提供了基础信息。

目前，全市各类地面自动气象站达 198个，
平均站间距 7.55 千米。在原有天气雷达、北斗
探空系统、风廓线雷达、极轨卫星接收站的基础
上，新建1个毫米波测云雷达和1个激光测风雷
达，完善高空探测系统的北斗升级改造，还建有
4 套 GNSS/MET 水汽探测系统和 3 个海洋气象
浮标站。

现代气象科技的发展使气象人员能够更加
精准地预测天气变化。青岛市气象局研发了青
岛地区高分辨率智能网格预报产品，预报预警
产品由 5 公里精细到 1 公里，24 小时内精细到
0.1公里，各类预警信号精细到乡镇。强对流天
气预警提前量达 53.7 分钟，暴雨预警提前量达
103.1分钟，暴雨、强对流、大风等预警命中率达
100%……

变迁：从抄写电报码到海量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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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30日，全国气象部门
第一个海洋气象浮标站在青岛建成。

■中国气象学会诞生地——青岛观象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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