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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想当一回主持人，上一次电视。这个周六，梦想终于成
真了！春城晚报小记者团“我是气象小主播”活动的举行，让我有幸
到云南省气象局亲自体验当了一名气象播报员。

大清早，我兴高采烈地来到了云南省气象局集合。带队老师将
我们分了组，每组有6个人。我被分在了2组，还担任了组长呢！

随后，开始了气象奥秘的探秘之旅。我们先来到位于气象局大
楼3楼的省气象服务中心，听专家们为我们系统讲解气象知识。

首先，一位阿姨为我们介绍了云、雾、霜、露、雷暴、雨、雪、冰雹
等常见天气现象的形成原理和区别，展示了各种类型的气象图片，
帮助我们全面了解气象知识，发现气象的神奇之处。接下来，我们
认识了各类观测和利用气象的设备，有球形雷达观测站、观测板、移
动观测车、探空气球、雨量筒、太阳能板、风力发电机等。最后，这位
阿姨还介绍了天气预报是如何制作出来的，以及一些播音前的预备
知识，例如，如何通过颜色来区分危险等级。

来到21楼的云南气象影视中心，我们按顺序分批进入2个演播
厅体验播音。第一组进去了，我们在外面看着电视等候。这时，我
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穿绿衣服的人会在屏幕前“隐形”！因为和
地图大背景墙的颜色实在太接近了，哈哈！

终于轮到我体验播音了！站在绿色的大背景墙前，我依据显
示屏上呈现出来的云南省气象地图，准确找到各州市位置，结合
预报的图示，开始模拟播报天气：“昆明市今天的天气是多云间
晴，气温 14-21 摄氏度，早晚温差较大，请适当加减衣服……”播
音完了，我恋恋不舍地回到了大厅，意犹未尽……

今天真是开心！在回家的路上，我还在不断回想：假如我真成
为了一名播音员，就能提早知道天气情况，并及时地告知大家……
这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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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趣谈

你知道各种各样的天气是如何形成的吗？要是你以为“天上的
神仙心情好天气就好，神仙心情不好天气也就不好”的话，那你就错
了！今天，春城晚报小记者走进了云南省气象局，了解了很多有趣
的气象知识。下面我就给你们说说天气的形成。

先说说雷电吧。雷电是发生在大气层中大气或云块在气流作
用下产生异性电荷的积累使某处空气被击穿，电荷中和产生强烈的
声、光、电并发的一种物理现象，通常是指带电的云层对大地之间、
云层与云层之间、云层内部的放电现象。这个放电的过程会产生强
烈的闪电和巨大的声响，即人们常说的“电闪雷鸣”。

我们每天都经历着各种各样的天气，既有风和日丽，也有雨雾
阴霾，甚至有些天气还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比如说龙卷风，这是一种
相当猛烈的天气现象，由快速旋转并造成直立中空管状的气流形
成。龙卷风大小不一，但形状一般都呈上大下小的漏斗状，上接
积雨云，下部一般与地面接触并且常被尘土或碎片残骸等包围。
它的形成与低气压和旋转之风向有关。龙卷风常发生于夏季的
雷雨天气时，尤以下午至傍晚最为多见。风力特别大，在中心附
近的风速可达100-200米/秒。破坏力极强，龙卷风经过的地方，常
会发生拔起大树、掀翻车辆、摧毁建筑物等现象，有时把人吸走，危
害十分严重。

天气的形成真有趣啊！真希望以后还能有这样的机会，让我学
到有趣的知识。

刘镇源
棕树营小学三（1）班

探索气象奥秘

在世界气象日（3月23日）的前夕，春城晚报小记者们兴致勃勃地来到云南省气象
局，一起探索气象的奥秘，体验天气预报制作的全过程。

首先由云南省气象局服务首席——郭荣芬老师为我们讲解各种天气的形成及如
何做出天气预报，还有云南气候的特点。接着，大家来到气象演播厅，在高大帅气的李
翔老师和范众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排着队轮流走进演播厅，站在镜头前，跟着主播模拟
预报全省的天气。看着屏幕上穿梭于一朵朵白云间的自己，心里美滋滋的！

通过此次老师们的详细讲解，使我认识到各种天气现象的发生，总与特殊的天气
环流背景和天气系统相联系。随着科学观天测云经验的积累，天气预报正在由传统的
定性天气预报向定量与定时方向发展。此刻我想起语文书上学到的谚语：“朝霞不出
门，晚霞行千里”。这句话不是空穴来风，也是有科学性依据的。

这次活动为我们打开了探索天气奥秘的大门，埋下了探索科学的种子。

我的气象朋友

3月9日，在“3·23世界气象日”来临前夕，春城晚报小记者踏着春天的脚步，
走进了云南省气象局，与气象交朋友，一同探索气象的奥秘，体验天气预报制作播
出的全过程。知名气象主持人向我们介绍了天气预报节目的制作方式，小记者们
对节目制作充满了兴趣，大家踊跃尝试播报天气预报，过足了“气象小主播”的瘾。

通过参观，我明白了大自然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是生命的摇篮，只有看懂天
气的表情、号准天气的脉搏，才能听懂大自然的语言、成为大自然的朋友。我们的
生活与天气息息相关，做什么事情都离不开天气，只有弄清天气的脾气，才能趋利
避害，更好地享受优质的生活。

虽然云南的天气因地方的不同而变化，但春城昆明却因她美丽的天气而出
名。想要与天气做永远的朋友，让我们的昆明永远保持四季如春的天气，我们就
应该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爱护环境、节约水电、低碳生活，不要惹调皮的天气生
气。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与天气牵手，让美丽云南山更青、水更绿、天更蓝！

一次难忘的气象之旅

妈妈告诉我，春城晚报近期要组织小记者们去参观省气象局，我迫不及待地
报了名，准备跟小伙伴一起去探索天气的奥秘。终于到了期待已久的周六，爸爸
妈妈一早把我送到集合地点。大家陆陆续续都到齐了，穿着小记者的专用马甲，
带上了采访本和记者证，整齐地排队集合，等待老师的分组安排。

老师把我们分成7组，按照不同的顺序开始了参观活动。我们先到了6楼气
象服务中心，听气象专家为我们解释天气现象的形成。我认真地听着，图文并茂
地记着笔记，一点也不敢含糊，生怕漏掉了什么。通过讲解，我知道了打雷时不要
站在树下停留；闪电虽然很美，却跟毒蘑菇一样，越美的东西越危险……接着，我
们又到了21楼气象影视中心，一位专业的气象主播叔叔给我们演示了如何进行天
气预报，并给每个人一次站在镜头前模拟预报天气的机会。我心里有些紧张，悄
悄地给自己鼓了鼓劲，成功地完成了播报任务。

这真是一次难忘的小记者之行啊，我不仅收获了很多气象知识，还勇敢地体
验了一次“气象小主播”！

我有一个梦想

3月9日上午，春城晚报小记者走进云南省气象局，一起探索天气的奥秘。
来到气象中心，红艳艳的杜鹃花映入眼帘，高高的大楼耸立在我们眼前。省

气象局首席专家郭荣芬阿姨向我们阐述了什么是气象、天气、气候，各种天气如何
形成，气象观测系统、如何做出天气预报、云南气候特点、云南气象灾害特征等。
通过郭阿姨的讲解，我知道现在气象预报系统已经十分先进了，天上有气象卫星
和高空探测气球，地上有各种探测雷达，还有超级计算机的演算等手段，使天气预
报相当准确。

郭阿姨还告诉我们：云南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省份，尤其是地震。回到家
后，我和爸爸一起查询了许多资料，得知云南有七大地震带，历史上的嵩明大地
震、通海大地震，近些年的姚安地震、鲁甸地震、墨江地震等，危害特别大！爸爸告
诉我，对于地震，目前极少能提前预报，也不能很好的预警，只能做到检测。听到
爸爸的讲述，我陷入了沉思！

今天的活动，让我心中有了一个梦想：我一定更加努力学习，长大后让地震预
报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简单、准确，使人们再也不用受地震灾害的威胁！

《春》 / 纳世翔
云师大附小文林校区五（6）班

《气象小天地》 / 吴昊媛
中华小学滇池星城校区三（2）班

3月9日，春城晚报组织“小记者
团”到云南省气象局进行参观体
验活动。省气象局的叔叔、阿姨
们为小朋友进行了气象知识科
普、各类气象观测设备展示，同时
小朋友们也切身地体验了一把
“气象小主播”。通过这样一场别
具一格的体验活动，寓教于乐，小
朋友们不仅学习到很多气象知
识，也掌握了一些气象灾害的认
识及应对方法。更重要的是，小
朋友们通过这次体验，极大增加
了对大自然、对科学的探索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