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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天气会怎么样呢？每天起

床，许多人就想知道天气如何，打开

天气预报看一看。9 日，永报小记者

走进市气象局，探寻一下气象知识有

多神奇。

活动一开始，小记者们就来到了

气象站，向工作人员了解天气观测仪

器的运作原理，以及人工是如何影响

天气的。原来，当降雨量偏少造成干

旱现象时，市气象局的工作人员就会

进行人工增雨作业，在适当的地点、

时间将“火箭炮”打上天空，让雨水多

一些降落到地面来，缓解生产生活用

水困难的现象，可以让干旱的土地经

过雨水洗礼后充满生机。

在当天活动中，小记者们还了解

了一些气象灾害，了解不同气象灾害

带来的影响。原来，台风、暴雨、雷暴、

冰雹、高温、低温、连阴雨、霜冻、干旱、

洪涝等都是气象灾害。一旦发生，就

可能会对当天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造成威胁。因此，预防天气灾害也是

非常重要的，气象局工作人员也需要

根据工作职责尽可能地掌握天气现

象，及时作出天气预报。比如台风来

临时，就要发出天气预报，通知大家台

风的风力、路径以及如何做好防范。

本报小记者 池源

天气现象真的变幻莫测吗

永报小记者当起气象观测员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天气现象总是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在诗词歌赋等各类文艺作品中，更

是可见许多文人墨客喜欢以天气变化来表达抒发内心情感。
尤其是在夏季，突如其来的雷电骤雨，常常会让人措手不及，这其中是否有奥秘可寻？9日，部分永报小记者走进市

气象局，探寻气象奥秘，学习气象知识，看一看，天气现象是否真的变幻莫测？还是变幻可测？又是如何变幻的？
走进市气象局气象站，各类气象设施出现眼前，小记者们一下子就来了兴致，顾不上太阳的炙烤，跟随工作人员的脚

步，通过气象设施了解气象知识，同时他们也很尽责，仔细听讲，认真笔记。在采访环节，小记者们更是带着思考、带着问
题，结合日常所见所闻进行采访。“为什么要给台风起名字？”“台风是怎么起名字的？”甚至还有“为什么大家都说天气预
报不准呢”等问题，将心中对气象的迷惑一一解开。

9 日，部分永报小记者来到了市

气象局，学习了解各类天气的形成原

理、气象灾害及其预防知识，当一名

小小气象观测员。

走进市气象局气象站，在多种

气象观测仪器中，雨量器是我最感

兴趣的仪器之一。雨量器是用来收

集降水的专用器具，并通过与之配

套的雨量量筒，用来测定 24 小时以

毫米为单位的降水量。当天活动结

束后， 我特意用瓶子做了个雨量

器，还对这个“DIY”雨量器效果如

何进行测试。当然，我还喜欢百叶

箱，那是用来放置测定空气温度和

湿度仪器的白色木箱，白色外形，非

常醒目。

看完仪器后，永报小记者们还

了解了常见气象灾害及其预防知

识。比如，眼下的高温酷暑，连续的

高温会引起人们生理、心理上的一些

不适应症状，甚至会引发疾病或死

亡。所以，市民就要注意防范：白天

尽量避免或减少户外活动，室外劳动

时应戴上帽子，穿上浅色衣服。通过

当天活动学习参观，我了解了一些气

象知识，也知道了懂得防范气象灾害

的重要性。

本报小记者 郭金金

气象变化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

息相关，可是大家知道天气预报是如

何形成的吗？9 日上午，永报小记者

来到市气象局，学习气象知识，近距离

感受气象科学技术的乐趣和魅力。

在气象站，气象局工作人员带领

着我们参观了解各类仪器，并以此为

契机分门别类地介绍各类天气现象，

让小记者既能了解各类仪器的原理，

也能加深对气象知识的认知。

在工作人员的讲解中，我了解

到，雷电是自然界最为壮观的大气

现象之一。其强大的电流，炙热的

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

磁辐射等物理效应能在瞬间产生巨

大的破坏作用，常常导致人员伤亡，

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

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

森林火灾，导致仓库、炼油厂、油田

等燃烧甚至爆炸，威胁人们的生命

和财产安全。

这样说来，雷电实在有些让人

后怕。不过，雷电虽然无情，我们却

也防之有术。自从 18 世纪中叶，富

兰克林通过实验建立了雷电学并发

明了避雷针以来，人类一直在探索

着雷电的奥秘和防雷避险的方法，

目前，已经形成了综合防雷技术和

解决方案。在日常生活中，一旦打

雷，我们在室内要关好门窗，离开进

户的金属水管和与屋顶相连的下水

管等；在户外，我们不能站在大树

下，不能用手摸扶大树，也不要在水

边和洼地停留，切勿站在楼顶、山

顶、或接近其他易导电的物体，应迅

速到干燥的室内避雨。

本报小记者 应慧

9 日，永报小记者走进市气象

局。当天，骄阳似火，太阳火辣辣地

炙烤着大地，但这并没有阻挡小记者

探寻气象奥秘的脚步。

在气象站，测量降水量的雨量

器、测风向的风向标、测温湿度的百

叶箱等各类仪器一应俱全，能够有效

观测各种天气现象。“你们知道‘火箭

炮’吗？没错，它就是专门用来人工

增雨作业的。”听完工作人员的初步

介绍，小记者们还以为随意将炮弹打

上天空，就能让雨水“哗啦啦”地降下

来。原来，这并不准确。实际上，人

工增雨还要具备多种前提条件才能

完成。

“为什么有时候能看到红月亮？

为什么要给各个台风起名字？”在随

后的气象知识课堂上，讲课老师用天

气引发出许多话题，非常有趣生动，

小记者们听得认真、学得起劲。据了

解，台风的命名方法是事先制定的一

个命名表，然后按顺序年复一年地循

环重复使用。

我们还了解到，如果遇到特殊情

况，命名表也会不按既定的名称做一

些调整。如当某个台风造成了特别

重大的灾害或人员伤亡时，成为公众

知名的台风后，台风委员会成员就可

将其使用的名称从命名表中删去，防

止它与其他的台风同名。

本报小记者 朱安琪

来当小小气象观测员

气象知识有趣生动

探秘气象科学

神奇的气象知识

气象知识
我知道

□记者 王伟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