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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手忙脚乱跟不上 二十分钟像打仗

当了回不称职的气象测报员
本报见习记者 陈新

十几种仪器弄晕记者

上午 9点，记者来到位
于泰安市宁家结庄的气象
局农业气象试验站时，第
一轮观测已经过去了。测
报员王太生给记者看了观
测记录，上面密密麻麻的
有 40多个项目。王太生说，
这上面除了冻土、雪深、电
线积冰等冬天的项目以外，
其他大部分的项目都需要
记录。

记者跟随王老师进了
观测场，整个观测场占地大
约 1亩。一部分种植了农作
物、花卉等，用来进行农业
气象和农作物生长状况监
测，还有一个小园子专门
用来监测地表气象，上面
整整齐齐安了十几种气象
仪器。“做气象测报是个技
术活，你首先得弄懂这些
气象仪器怎么用。”王老师
逐个向记者介绍，“这是百
叶箱，这是自动站雨量计，

那是能见度仪……”记者
打开一个大百叶箱，里面
有 4 个温度计。王老师介
绍，这里面有一个干球温
度计，一个湿球温度计，可
以记录气温和湿度。另外
两个温度计，一个只升不
降，可以记录最高温，一个
只降不升，记录最低温。记
者看到，光是地温监测就
有十几个温度计，有地表
温度计，有曲度温度计，从
地下5厘米到地下3 . 2米都
有不同的测温计。王老师
说，每次观测，这些数据都
得记录一遍。记者把地下
3 . 2米的测温计拔出来，因
为温度计上面是铁的，记者
几乎举不动。

听王老师介绍时记者
还兴致勃勃的，一会儿就被
这些专业术语搞晕了，有记
不清的地方只好请他重复
一遍。

手忙脚乱跟不上速度

农试站每天要进行4次
观测，分别是8点、14点、20点
和凌晨2点。

14点的观测开始了，13
点40分，记者跟随王太生进
观测场，先观测大型蒸发器；
13点45分，检查日照计、紫外
线仪；13点47分，监测地温，
观察云状、天气情况及能见
度；13点50分，观察干湿球温
度计；13点51分检查降水仪；
13点53分跑回办公室录入数
据；14点整数据录入完毕。整
个观测过程就像打仗，记者
根本跟不上。先是观测大型
蒸发器，记者按王老师教的
方法尝试观测，一个池状仪
器中装了一些水，必须蹲下
观测，记者蹲下看了一会儿
没弄清数据是什么意思，王
老师已经把数据记录完了。
为不耽误时间，接着进行下
一项，王老师打开百叶箱观
察干湿球温度计，观察了几
秒钟马上记录下数据。记者
跟在后面上去观察，看了5分
钟才看清楚温度计的刻度
线。在监测地温时，要逐个把
埋在地上的气温计拔出来观
察，由于地表温度和地下差
距很大，所以必须拔出来马
上观测，记者看了一下地下
3 . 2米的气温是17摄氏度。还
有观测云状、天气情况、能见
度，这个全凭肉眼和经验，记
者就更不会了，还没反应过

来，王老师已经把各项数据
记录完了。

14点左右是太阳最晒的
时候，记者手忙脚乱跟了一
通，观测完已是满头大汗了。
王老师笑着说：“怎么样？看
起来很简单的活儿不经过长
期实践还是不行的，就算是
气象学毕业的大学生，不经
过长时间实习也做不来。”王
老师介绍，他们每天都要重
复4次这种打仗似的过程，为
了数据的准确性，监测时间
20分钟必须分秒不差，多一
点少一点都不行，无论早晚，
这种快速观测是通过很多年
锻炼总结出来的。“遇上极端
天气，别人往家跑我们往外
跑。下雨时我们要监测降雨
量，刮风时要监测风级和风
速，打雷时要监测雷电的方
向和强度。”王老师说，“最痛
苦的是遇上下冰雹，我们得
顶着冰雹跑到草丛里捡冰
雹，一般的还不行，要捡最大
的，回来测半径。”

水汽压27 . 4、相对湿度
8 2 、天 气 现 象 有 轻 雾 和
露……王太生又将数据检查
了一遍。“我们各个站上把数
据传到泰安市气象局，气象
局工作人员通过分析汇总，
加上参考卫星云图和省气象
局的一些信息，今天的气象
预报才能做出来。”王老师
说。

陈新在观察百叶箱内的温度计并做气象记录。
王太生 摄

体验对象：气象测报员

体验时间：7月14日9点—15点

体验地点：泰安市农业气象试验站

电视上一次天气预报的过程只有几

分钟，报纸上登一次天气预报只有几十

个字，可是为了这几分钟和几十个字，基

层气象站工作人员要 24小时不间断值

班，每天 4次观测都像打仗一样。7月 14

日，记者来到泰安市农业气象试验站，体

验了一回气象测报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