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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回顾
庆祝中国气象局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成立30周年

徐国昌

(中国气象局兰州干早气象研究所，甘肃兰州 730020)

引 言

    中国气象局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以下简称干旱所)是由甘肃省计划委员会于1974年批准正式成立的。

其最初名称是甘肃省气象局科学研究所，后改名为甘肃省气象科学研究所。到今天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

程。干旱所最初是兰州区域气象台下属的研究组，成立于1954年。由此可以把干旱所成立前的20年(1954

-1973)视为干旱所成立的前期阶段，在庆祝干旱所成立30年之际，把包括前期阶段在内的50年气象研究

史，作一个总的回顾是合理的，也是有益的。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对一些重要历史事件作一个简要的纪实性

回顾，供年轻气象科技工作者参考，总结经验，继往开来。

1 前期阶段(1954一1973年)
    解放初期的兰州区域中心气象台是西北早区气象处的业务机构，业务是天气预报，主要为军事服务。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为了适应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需要，中央决定将气象部门由

军委建制改为政府建制，简称转建。当时气象台只作短期预报，面临着许多急需解决的天气分析预报问题，

1954年研究组应运而生，最初的研究组只有白肇烨和徐国昌同志，两年后加入陈乾同志。1954--1958年研

究组主要抓了高原分析、寒潮和暴雨预报。1955年研制了24小时变压图，在地面天气图上绘制24小时变

压，大大改善了冷锋分析，方便了对天气系统的追踪，很快在西北及附近地区气象台推广。在1958年兰州高

原分析和中长期预报会上受到与会代表和主持会议的中央气象局卢数副局长的高度评价。1959年中央气

象局决定高原台站天气电报中增发24小时变压变温，减轻了预报员劳动，推动了24小时变压图的应用。同

年中央气象局决定编写第一部中国短期预报指导手册，陶诗言先生任主编，东亚寒潮和高原分析等章节由

我们承担。因此这一时期的工作不仅初步解决了分析预报中的一些间题，而且在全国也产生了较大的影

响。

    此后中长期预报逐步开展起来，1960年初成立了科研所，与中心台一套人马两个牌子，围绕提高中长期

预报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加强，取得了一些国内有影响的成果。1962年关于西北自然季节的文章在学报发表

后，收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来信祝贺,1963年发表了预报指标显著性检验方法的论文，全国广为使用，推动了

统计方法在预报中的应用，被编入一些大专院校教科书。在中期天气过程研究方面，对副热带环流分型的

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66--1973年文革期间，在极左路线的冲击下，科研人员均被批斗，大部份骨干下放，科研工作完全停
顿。后期在引入卫星云图、雷达和计算机后虽然开展了一些工作，毕竟势单力薄，难挽颓势。

    前20年科研工作的两次大起大落，与全国政治经济形势有密切关系，然而在形势相对较好的时候，我们

还是做出了一些在当时国内有一定影响的工作，为干旱所的成立打下了技术基础，储备了科技骨干。

2 甘肃省气象科学研究所阶段(1974一1985年)
    1973年粉碎林彪反党集团，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科技工作受到重视，1974年甘肃省气象科学研究所

成立，从此有了正式的研究机构。研究力量显著加强，主要研究内容是人工防雹和人工增雨、高原气象、中

尺度云团、农业气象和大气环境评价等，第一任所长是张茂生。

    在省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永登防雹试验基地，该基地是国内建立最早，坚持时间最长，收集冰雹云雷达

和探空资料最多的防雹基地之一。防雹基地曾一度迁往氓县，最后再度迁回永登，一直坚持了下来。冰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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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甘肃省仅次于早灾的第二大自然灾害，科技人员长年在野外工作，取得了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在国内产

生了一定的影响。
    参加了第一次青藏高原科学试验，是负责单位之一，为整个科学试验作出了贡献，对青藏高原低涡和青

藏高压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国内有影响的成果。农业气象、人工增雨、大气环境评价从无到有建立起来，都

有一些可喜的成果。
    与中心台合作的(中国西北天气》一书，系统总结了中心台建台30年在天气气候、干旱、沙暴、暴雨、高原

分析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干旱气象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因此这本书是过去天气分析预报的总结，也是干

早所成立前有关的西北天气气候、干旱和沙暴的总结，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88年出版，1991年再版，被气

象出版社评为10本优秀书籍之一。
    甘肃省气象科学研究所的成立为以后干早所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储备了各种人才，并且取得了不

凡的成绩，但是当时专业所的方向尚未明确，没有自己的主攻方向，影响力不够大。

3 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阶段(1986一2000年)
    上世纪70年代全球气候灾害频繁发生，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1979年世界气

候大会召开，确定80年代为世界气候10年。中国是世界上主要的干旱国家之一，全国干旱半干旱气候区占

国土总面积的一半，旱灾是我国最主要的气象灾害。在这样的背景下，1984年在兰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干

旱气象会议。在张家诚、徐国昌等人的推动下，会议以书面形式正式向中国气象局建议，在兰州成立干旱气

象研究机构，建议受到叶笃正、陶诗言、高由禧等老一辈著名气象学家的大力支持。1986年中国气象局正式

批准成立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与甘肃省气象科学研究所一套人马两个牌子。特聘陶诗言、高由禧为顾问，

徐国昌任干旱所第一任所长，直到1994年，是干旱所任职最长的所长。
    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在当时是6个区域气象中心专业所中唯一的一个气候所，鉴于过去气象科技骨干

主要是搞天气的现实，需要将搞天气的骨干力量逐步转移到干旱气象上来。事实上有的骨干通过搞长期预

报和天气气候，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转移，有的则是干旱所成立以后才逐步转移，中尺度云团研究

向卫星遥感监测干旱和冰雪转移，高原气象逐步向干旱气象转移。事实证明，转移是成功的。与此同时农

业气象和大气物理的人员，按新任务进行改组和调整研究方向，以适应千早研究的需要。省人民政府一贯

重视防雹工作，我们在加强干旱气象研究的同时，也一贯重视防雹试验和科研，保持队伍稳定和适度发展。

    新技术的引进至关重要。1988年中国气象局批准干旱所在半干旱地区定西建设干旱试验研究基地。

干旱所抽调和引进大气物理和农业气象中青年精兵强将组成科研班子，确定以水分平衡为中心的基础研究

和以干旱监测为主的应用研究方向。首先集中力量研制大型称重式蒸渗计，经过艰苦努力，取得成功，成为

部门首创，技术指标达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先进水平。该技术在中国气象局“八五”全国蒸散观测网的

建设中推广。干旱所成立之初就组建了卫星遥感室，以老带新组成了强有力的科研班子，主要研究干旱监

测和祁连山区积雪监测，不少工作在国内是开创性的，例如利用AVHRR结合地面观测资料，对雪深和雪量

进行估算，对祁连山冬春积雪的某些特点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在全国气候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宋健代表中央讲话，要求我国气象学者关注华北水资源紧缺和西北开

发的承载力问题。因此干旱所一成立，我们就密切关注西北大开发的气候间题。干旱所地处甘肃，我们一

贯坚持气象研究为振兴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方针，得到省科委的大力支持，“七五”和“八五”均得到

省上重大攻关项目和国家级地方重大项目，在干早气候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干旱减灾研究中取得一批有影

响的成果。干旱所在省政府授权下，负责组织多学科专家制定“八五”干旱减灾系统工程方案;协助省科委

草拟科技兴农规划;参与钱学森倡导的沙产业一阳光农业发展战略研究和争取中央支持在张掖建沙产业基

地工作;参加《气候》蓝皮书编写工作等。
    坚持开门办所的方针。与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气象科学研究院等建立广泛联系，联合

攻关，吸引气象部门力量，密切合作，拓宽了科研领域，扩充了科研力量。科研所成立后坚持两年召开一次

全国性的干早气象学术会议，扩大了影响。
    上世纪90年代初.在人员相对较少.经费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干旱所在科研成果和发表论文数量方面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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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省级气象研究所前列。与此同时，也培养了一批中青年科技骨干。1991年中国气象学会第23届理事会

决定成立干旱气象专业委员会，常设机构建在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是最后批准成立

的区域中心专业研究所之一，然而却是第一个批准成立相应专业学科委员会的。这是学术界对干旱所和干

旱气象学科发展的肯定和支持。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经费困难，老骨干退休，部分青年骨干外流等原因，干旱研究工作受到一定

程度的影响。

4 中国气象局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阶段《2001年至今)
    2000年科技部在实施社会公益类研究院所改革试点时，把干早所作为全国29个科技体制改革试点单

位之一，率先进行了科技体制改革。2001年科技部启动了社会公益类科研院所改革工作，干旱所作为中国

气象局所属“一院八所”之一，又实施了新一轮改革，并正式定名为“中国气象局兰州干早气象研究所”。根

据改革后的要求，经过公开竞争招聘到著名青年科技带头人张强研究员任所长。在他的带领下，全所职工

经过短短两年的努力，取得了重大进步，全所面貌焕然一新，使干早所步入了一个新阶段。

    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由中国气象局综合理事会和干旱气象分理事会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科研管理

方面形成了课题组长负责制，初步形成了“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动态科研管理体制，科研工作保持着强

劲的势头。

    2003年获各种奖19项，发表论文59篇，其中被SCI和SCIE收录5篇，一级核心刊物上13篇，核心刊

物上23篇。2003年组织了18场学术交流会，91人次参加了各种学术活动。申请科研项目92项，批准立项

19项，到账科研经费290万元，许多方面都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科研能力建设得到显著改善和充实。在定西干早气象和生态环境试验

基地配置了16 m 5层风温湿梯度观测塔及超声风速仪，太阳辐射仪，土壤湿度观测仪和作物生态观测仪等

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先进设备。年内还将在典型干早区一张掖，再建一个干早综合试验研究基地。还购置

了一套先进的与卫星遥感配套的地面观测仪器。目前干早所的科研设备已基本达到国内一流，许多设备甚

至达到国际水平，为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003年11月，又联合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寒区早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申请并成立了

甘肃省重点开放实验室“甘肃省干早气候变化与减灾重点实验室”，使产学研有机结合，这一重大举措必将

有力地推动干早气象事业的发展。

    在重点抓科研项目和能力建设的同时，也注意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利用卫星遥感监测沙尘暴、祁连

山积雪和森林火灾等服务受到政府表扬和嘉奖。2003年开展的短期气候预测结果正确，防雹科学实验坚持

野外观测和防雹服务。

    综上所述，这几年的科研体制改革和努力工作，中国气象局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最主要的变化是把科研搞活了，人心齐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与有关部门的合作更加紧密，在

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2003年7月中国气象局科技发展司组织国家级气象科学院所评估专家组对

干旱所科技体制改革进行了实地考察和验收评估，认为基本上达到了科技部对公益类研究院所科技体制改

革的要求，有良好的发展势头。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完全有可能建设成为一流的有特色有影响的研

究所。

    然而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历史的原因，研究所的科研骨干流失严重，学科带头人严重缺乏，在今

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科研骨干缺乏的间题都将是困扰我们的主要问题。当今社会的竞争，说到底是人

才的竞争，必须下大力气培养科研人才，特别是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现在一个送出去，请进来，大力培养人

才的综合措施正在顺利进行，我们对干旱所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5 历史的启示
    回顾中国气象局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建所30年的历史，令人感慨万分。古人云，温故而知新，回顾过去

是为了继往开来。我们可以从坎坷而不平凡的发展历史中得到某些启示。

(1) 干旱是西北气候的基本特征，干旱灾害是西北最主要的自然灾害，应该牢牢抓住干旱气象这个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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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这在今天看来似乎很简单的问题，人们是经过了相当长的时期才逐步认识的。研究机构以研究组、省

气科所、干旱气象所最后到中国气象局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的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这个问题的

认识和重视程度的变化。过去50年的主要成就，除20世纪50年代的最初阶段是天气以外，大多数与干旱

气候有关，这不仅是因为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干早气象的重要性，从而投身其中;而且也是因为在西北搞干

旱气象，比较容易取得具有特色的成果。当然，我们强调干早气象主攻方向，不是其他方面完全不搞，更不

是什么项目的名称都冠以干旱的帽子。干早气象是一个很广泛的领域，与干旱气象相关联的问题很广，我

们应该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2) 干旱所的定位是应用基础研究，这是由研究所的性质决定的，不论是面向社会的研究，还是面向业务

的研究都要坚持以应用基础为主的原则。总结我们的经验，在过去50年面向业务的研究中，我们基本上做

到了既不与大的科研院校在基础性研究方面盲目攀比，求大求细，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条件;也不过分陷入业

务技术的具体问题，因为这些间题预报员自己做更好。面对地区性的业务问题，注意引进新技术，新理论，

总结实践经验，上升到规律性的认识，这样的成果，比较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面向社会的研究也是这样。

植根于地区特点的应用基础研究，即是我们这种专业所的性质决定的，也是我们的比较优势之所在。

(3)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干早所地处西北，物质生活条件比较差，但是科研水平并不

差，不少工作都曾位居全国前列，保持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是重要原因。许多老科技骨干青年时

代就从南方来到甘肃，热爱气象，艰苦奋斗，钻研技术，不断创新，不论工作环境和政治环境好与不好，都始

终如一，数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西北气象事业。一代又一代的科技人员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

出了许多可圈可点的成果，向全国输送了许多人才。

    实事求是是党的一贯教导，科研工作更应实事求是。认真学习唯物辩证法，用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研究

方法指导科研，作风踏实，思路开阔，是优秀科研人员的一项基本功。把艰苦奋斗的吃苦精神与实事求是的

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就会无往而不胜。

(4) 兰州区域气象中心50年坎坷的科研历史与全国形势的变化有密切关系。在国家发展比较健康，对科

研比较重视的时期，气象科研发展也快;反之，就发展不快，甚至受到冲击。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

事件不可能再出现了，今后国家总的发展形势会愈来愈好，这一点我们深信不疑，但是出现某种程度的波

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更何况影响一个单位和个人的环境因素更多，因此科研所和每一个科研人员，有一

个如何正确面对有利和不利环境的问题。环境有利的时候力争加快发展多出成果，环境不利的时候力争把

不利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对于科研人员，在环境有利的时候要防止浮躁和急功近利;在环境不利的时

候要防止悲观和虚度年华。其实有利和不利也是相对的，做这方面的事不利，可能做另一方面的事反而有

利，如此等等，事在人为，正确面对。其实，波折对人也是一种磨练，一些老科技骨干，长盛不衰，就是在长期

大起大落的环境中磨练出来的。

    目前是我国发展最好的时期，国家对科技的投入是有史以来最多的，西部大开发，国家对西部基础性和

公益性科技投入更是大幅度增加，干旱所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老一辈科技人员梦寐以求的时

期到来了。我们感到无比欢欣鼓舞。衷心希望中青年科技人员，抓住有利时机，发扬优良传统，大千快千，

戒骄戒躁，作出不愧于时代的光辉业绩。

    注:本文作者曾任原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第一任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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