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
眉
广
告

1
3
9
3
0
7
5
8
4
9
6

祥和之家老年公寓
星级养老服务机构，环境优雅，护理专业，服务贴心，营养膳食，丰富
多彩的文娱生活，交通便利，是老人理想的选择。常年招收老人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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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河区小王庄镇
小圈村，藏着一片“江
湖”……请用手机扫描
二维码，观看相关视频。

在运河区小王庄镇小圈村，
有一个神秘的地方。各路沉默的

“高手”在这里聚集，都有着“通
天”的本领。

今天，记者就带领大家来到
这个神秘的地方，见识一下各位

“高手”的独特本领。

这个神秘的地方
对环境要求高

这个神秘的地方，就是我市
的国家基本气象站里的气象观
测场。在这块约 200平方米的场
地上，分布着探测天气的各种设
备。这就是记者所说的各路“高
手”。它们“手眼通天”，可探测气
温、降水、风力等气象要素，为气
象预报员进行气象预报提供依
据。

别看这个地方不大，但是对
环境要求极高。观测场地需要平
坦空旷，四周没有高大建筑物、树
木和水域。观测场地的边缘与四
周建筑物的距离，要达到建筑物
高度的10倍以上。场地四周50米
内不能种植高度超过1米的高秆
农作物，以保证空气的流通。也就
是说，这个地方地势平坦、宽敞豁
亮，而且通风透气，是各路“高手”
大显身手的好地方。

各位“高手”的站位大有讲
究。它们按照“身高”，由低到高、
从南向北依次排列。这样的站
位，是为了避免午后“高个子”设
备挡住阳光，影响“矮个子”设备
探测的准确度。

地温探测设备
可测地下3米深温度

沧州市气象站副站长牟凤
军是这片“江湖”的“大管家”。尽
管气象观测场的设备都实现了
自动化、智能化，但牟凤军和其
他工作人员仍经常来这里，对设
备进行检修和维护，确保它们保
持最佳的工作状态。

到了观测场，牟凤军先拿起
铁锹，来到一块长4米、宽2米的
土地上，铲掉刚冒尖的小草。牟
凤军告诉记者，这块场地叫做浅
层地温场，不能有杂草或者其他
障碍物。场地一旦长出杂草，要
及时铲除。

这块区域的地面上，伸出两
根银色的探头。据介绍，这是铂
电阻地温传感器。两根传感器的
间距也有讲究，要达到 40厘米。
在地下5厘米、10厘米、15厘米、
20 厘米的位置，分别设置了电
子温度计。这些都是用来探测浅
层地温的。

在浅层地温场旁边，8根深
层地温探测器分成两排。它们

“功力深厚”，最深可以探测地下
3.2米的温度。

无论浅层地温还是深层地
温，由探测器探测后，得到的数
据都会自动上传至内部系统，便

于后续分析使用。

光电式数字日照计
仰望光的方向

在 深 层 地 温 探 测 器 的 北
侧，是一位长相好似天文望远
镜的“高手”。它叫光电式数字
日照计，是用来记录日照时长
的。

它始终仰着头，望向天空。
这个姿势大有深意。

按照要求，光电式数字日照
计与地面的角度要与当地的纬
度一致。我市约为北纬 38度，所
以设备的仰角也是约 38度。光
电式数字日照计距离地面 1.5
米。它的台面上还设置了水平检
测器，确保仪器与地面始终保持
平行。

牟凤军还告诉记者，光电式
数字日照计所指的方向始终是
正北方。

这台设备上有 3个口，用来
接收太阳辐射，并据此计算市区

每天的日照时间。

3个雨量筒
测出雨量有多大

每次降雨后，气象部门都会
统计雨量。这些数值是怎么得来
的呢？

在气象观测场，有 3类设备
可以统计雨量。

最常用的设备是 3 个雨量
筒。筒高约70厘米，筒口直径20
厘米。筒口有一个网格，可过滤雨
水中的杂质。筒里面“大有千秋”，
装有翻斗式雨量传感器。

传感器首先通过漏斗将雨
水汇集起来，流到下面的计量翻
斗里。计量翻斗满后，雨水汇集
到计数翻斗里。计数翻斗每翻动
一次，雨量增加0.1毫米。如此往
复，计数会自动上传至相关系
统。根据统计数据，工作人员得
知当天下的是小雨、中雨、大雨
或者暴雨。

为了保证数据的连续性，气

象观测场里设置了 3个雨量筒，
它们各自工作。如有一个筒出现
故障，其他筒会自动“补位”，不
用担心数据缺失。

此外，场内检测雨量的还有
称重式降水量传感器和人工测
量设备，以备不时之需。

百叶箱里奥秘多
知冷知热 能断干湿

气象观测站里的百叶箱，里
面藏着两大“高手”，一个是温度
传感器，另一个是湿度传感器。
两位“高手”展示着“倒挂金钩”
的本领。它们探头朝下，垂直于
地面，距地面1.5米。

温度传感器和湿度传感器都
是电子设备，能自动回传实时数
据，为气象预报提供数据支撑。

传感器放置在百叶箱中，是为
了使其免受不良环境的影响，保证
监测数据的准确性。百叶箱内要保
持干燥卫生。牟凤军每次来这里，
都会仔细擦拭百叶箱内部。

直指云端的“高个子”
观测云卷云舒

最近沧州的天空很美，大片
大片的云朵在空中飘荡，好像一
朵朵棉花糖。在气象观测场里，
有一位“高个子”的“高手”直指
云端，观测着云卷云舒。这就是
天气现象视频智能观测仪。

这位“高手”身上有好几个
感应器，最高处的圆盘式感应器
指向高空，负责观测总云量和云
的形状。另外，还有两个感应器
对着地面，可以观测霜露、雨凇、
结冰、积雪等。

这台设备可以同时反馈当
天各时间段的地面实况和天空
实况。

降水现象仪
是雪是霰它说了算

在气象观测场的北部，有一
台设备长着奇怪的“对眼”。这就
是降水现象仪。

所谓“对眼”，指的是两个相
对的摄像头，中间大约有 20厘
米的距离。雨雪等物质在中间飘
落的时候，摄像头可以清晰地捕
捉到它们的身影。根据物体直
径、下落速度等，设备可以精确
判断其形态。所以，天上下的是
雨、是雪还是霰，都由它说了算。

风向传感器居高临下
观测风往哪儿吹

气象观测场里“个头儿”最
大的设备，就是风向、风速传感
器。它被设置在风塔上，距离地
面10米至12米。

风向传感器是一个带尾巴
的箭头。当风吹向它的尾巴时，
箭头会指向风吹来的方向。内部
的滑动变阻器会随着箭头的转
动，产生不同的电压。智能设备
会自动上传数据，以显示具体的
风向。

风速传感器的外部像是3个
小勺子。风吹过来会转动勺子，转
速与风速成正比。内部的电子设
备自动将监测的数据上传，形成
我们平时看到的风力数据。

气象观测场里还有很多“高
手”。它们各具本领，有的可以监
测能见度，有的可以监测气压，
还有的可以探测草温。

这些“高手”按照气象观测
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既有分
工，也有合作。它们共同守卫着
沧州市区的天空和大地，为气
象、农业部门做出决策提供有力
的依据。

这里有一群观云识雨的“高手”，探测“老天爷”的“心思”——

揭秘沧州气象观测场
本报记者 何晓玲 本报通讯员 许丽景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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