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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行业标准汇编2007》

前言

气象事业是科技型、基础性社会公益事业，对国家安全、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对经济发
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作用，对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前瞻性作用。气象标准化工作是气象事业发展的
基础性工作，涉及到气象事业发展的各个方面，渗透于公共气象、安全气象、资源气象的各个领域。
《国务院关于加快气象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要求：“建立健全以综合探测、气象仪器设备和气象
服务技术为重点的气象标准体系，加强气象业务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因此，加强气象标准
化建设，对于强化气象工作的社会管理、统一气象工作的技术和规范、加强气象信息的共享与合作，
促进气象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更好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优质的气象服务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为
了进一步加大对气象标准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力度，使各级政府、广大社会公众和气象行业
的广大气象工作者做到了解标准、熟悉标准、掌握标准、正确运用标准，充分发挥气象标准在现代气
象业务体系建设、气象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中的技术支撑和保障作用，中国气象局政策法
规司对已颁布实施的气象国家标准和气象行业标准和气象地方标准按年度进行已编辑出版了3册。本
册是第4册，汇编了2007年颁布实施的气象行业标准共44项。另外，2006年颁布实施的4项气象行业标
准，当时未汇入《气象标准汇编2005-2006》，现一并汇人本册，供学习贯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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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行业标准汇编2007》

内容概要

《气象行业标准汇编2007》内容简介：气象事业是科技型、基础性社会公益事业，对国家安全、社会
进步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对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作用，对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前瞻性作
用。气象标准化工作是气象事业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涉及到气象事业发展的各个方面，渗透于公共气
象、安全气象、资源气象的各个领域。《国务院关于加快气象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要求：“建立
健全以综合探测、气象仪器设备和气象服务技术为重点的气象标准体系，加强气象业务工作的标准化
、规范化管理。”因此，加强气象标准化建设，对于强化气象工作的社会管理、统一气象工作的技术
和规范、加强气象信息的共享与合作，促进气象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更好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
优质的气象服务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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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5 白天气象能见度的人工观测5.1 目标物的选择应在气象观测站四周不同方向、不同距离上选择
若干固定目标物，其要求如下：a）颜色应当越深越好，而且亮度要一年四季不变或少变的；浅色、
反光强的物体不适宜选为目标物；b）应尽可能以天空为背景，若以其他物体（如山、森林等）为背
景时，则要求目标物在背景的衬托下，轮廓清晰，且与背景的距离尽可能远一些；c）大小要适度。
近的目标物可以小一些，远的目标物则应适当大一些；目标物的视角以0.5。～5.0。之间为宜；d）仰
角不宜超过6。。在沙漠、草原或其他地物稀少的地区，可采用人工设置目标物，并视其清晰程度来
判定能见度。人工设置的目标物，一般多用来估计1km以内的能见度，物体大小要适度，材料因地制
宜（木板、土墙、水泥预制件等），向着观测点的一面应涂成黑色。5.2 观测a）观测气象能见度应选
择在视野开阔，能看到所有目标物的固定地点。b）观测四周事先测定的各目标物，根据“能见”的
最远目标物和“不能见”的最近目标物，判定当时的能见距离；如某一目标物轮廓清晰，但没有更远
的或看不到更远的目标物时，可参考下述几点酌情判定：1）目标物的颜色、细微部分（如村庄的单
个树木、远处房屋的门窗等）清晰可辨时，能见度通常可定为该目标物距离的5倍以上；2）目标物的
颜色、细微部分隐约可辨时，能见度可定为该目标物距离的2.5倍～5倍；3）目标物的颜色、细微部分
很难分辨时，能见度可定为大于该目标物的距离，但不应超过2.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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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气象行业标准汇编2007》是由气象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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