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3日这一天，晴空万里，我们参加了在保山市举行的气象局参观活动。今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是：
太阳、地球、天气。

我们一行乘车到达气象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门大炮。我迫不及待地去询问老师，老师告诉我们：这是
防雹和降雨的装置，在干旱、大雹时为了应对各种特殊的情况。经介绍，我得知固定的炮射击距离达9公里，
可移动的大炮一般射击距离在3公里，如果天气好，射击距离可达4公里。但只能在空旷的地方发射。听完老
师的讲解，我们知道了在干旱和冰雹等自然灾害发生时，人们通过人工干预进行预防和改善。

接着，我们还参观了气象应急车，后又到达气象观测场。老师介绍：“气象局分为基本、基准、一般三类，四
周有大大小小、高高矮矮、方方圆圆的不同仪器。”我看到有一个像塔一样，用来测量风速和风向的仪器，塔顶
像勺子一样的是测量风速，板状的是测量风向的。我还看到了一个圆柱体状的仪器，便问：“老师，这是检测什
么的？”老师答道：“这是日照时数传感器，日照时数指的是一天内太阳直射光线照射地面的时间，以小时为单
位。仪器中间的水是用来测量每天每小时太阳直射光线照射时间，如果仪器中的水减少，通过仪器下方可以
读出测量结果。”在聆听老师解说时，我们都在认真地做好笔记。正当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时，老师突然说：今天
的活动结束了。

在我的身边，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仪器，但是没有时间了，我怀着有些遗憾的心情，回到返程的大巴车上，
返回驻地。

3月23日，大家知道是什么日子吗?我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小故事，再慢慢地告诉你们！
下午两点，我们春城晚报小记者聚集在隆阳区气象局，连腾冲、龙陵的小记者也来了，保山市实验小学的

小朋友也来了若干，共一百多人。
隆阳区气象局的气象站，她还有一个名字叫“国家基本气象站”。我们看到了不少气象器材，有气象应急

车、双管高炮、自动气象站、百叶箱、风向风速测定仪等，气象专家还给我们讲了太阳光的故事……
“气象”这个词对大家来说并不陌生，每天晚上新闻联播之后就是天气预报。其实，天气预报就是根据气

象站的测量数据和卫星观测数据，综合后进行的气象预报。你们可千万别小看“气象”这个词，从古至今，大小
的战争想要稳操胜券、运筹帷幄，就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如火烧赤壁、火烧藤甲兵、火烧连营等，而神机妙
算的诸葛亮就因火烧上方谷、人算不如天算含恨而终。就一般人而言，上山打猎、出海捕鱼、四季耕作、外出商
旅等，都要知晓二十四节气，会看云、看物识天气。下面，我来给大家讲一个最基本的气象知识——雨是怎么
形成的？

大家都知道，天上有云，地上才会下雨。雨呢，就是从江河、湖海、森林、草原、沙漠等地球表面的水蒸发成
水汽，当水汽上升到一定高度后，遇冷变成小水滴或小冰晶，它们不停地“组团”，形成集雨云，它们再凝结、相
互碰撞，体积不断增大，当大气托不住它们时，它们就从云中坠落，形成雨、雪、冰雹等。上面我们提到的双管
高炮，就是用来发射降雨弹的。

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些关于天气的谚语：星星眨眼睛，出门要带伞；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大雾不过三，
过三阴两天；久晴大雾阴，久雨大雾晴。我再告诉大家，其实蚂蚁、蚯蚓、蜻蜓、燕子等行为异常，都是有雨、无
雨的天气预报。

最后，我郑重地请大家记住，气象预报是预防和减小自然灾害、次生灾害的最重要手段。所以，请铭记，3
月23日，是“国际气象日”。

三月的一天，我通过参观隆阳区气象站，知道了人
工影响天气是为避免或者减轻气象灾害，合理利用气
候资源，在适当条件下通过科技手段对局部大气的物
理、化学过程进行人工影响，实现增雨、防雹、消雨、消
雾、防霜等目的的活动。

通俗地说，我们现阶段的人工影响天气就是以较
小的代价使自然天气向人们希望的方向发展，做到“四
两拨千斤”。“千斤”就是蕴含巨大能量的自然天气，而

“四两”就是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中使用的催化剂。
我知道了冰雹是一种极易造成灾害的天气现象。

冰雹是从积雨云中降落下来的小冰球或冰块，能够下
冰雹的积雨云叫冰雹云。在冰雹云里，起初和下雷雨
的积雨云一样，也是由水滴、雪花、冰晶混合组成，云中
的上升气流比较强，它把云底部不断增长的水滴送到
云的中上部成为过冷水滴，它们或者跟冰晶、雪花碰在
一起，或者自然冻结，形成冰雹胚胎，当遇到过冷水滴
时，胚胎表面会冻结一层不透明的冰。当上升气流减
小，冰雹胚胎降到零摄氏度以下时，它的表面一部分又
融化成水，同时也有一部分水滴粘上去，当它再次被增
强的上升气流带到零摄氏度以上时，胚胎表面的水又
冻结下来，形成一层比较透明的冰壳，由于积雨云中的
上升气流时强时弱，所以，冰雹胚胎就一次又一次地在
空中翻腾着，并不断地裹上一层层冰衣，直到上升气流
再也托不住它的时候，便会一落千丈下来，形成冰雹。

我知道了人工防雹就是采用人为的办法对一个地
区上空可能产生冰雹的云层施加影响，使云中的冰雹
胚胎不能发展成冰雹，或者使小冰粒在变成大冰雹之
前就降落到地面。

冰雹是我国主要的灾害性天气之一。通常情况
下，降雹的范围比较小，一般宽度为几米到几千米，长度
为20-30千米，所以民间有“雹打一条线”的说法。

【老师点评】“四两拨千斤”的引用，形象生动，通
俗易懂。小作者通过自己的讲述，科普了气象知
识，让我们清楚地了解了冰雹是怎么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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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是“世界气象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我
们春城晚报小记者到隆阳区气象局参观了保山国家基
本气象站。

首先，由在气象局工作的一位姐姐带我们参观了
气象站里一些特殊的仪器，比如测量地表温度、降水量
的仪器。我们还和老师一起探索了太阳的秘密，让我
知道太阳的直径大约是1392000平方千米，适当照射阳
光可以补钙、杀菌；人们还发明了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
电池板、太阳灶等。不过，太阳光也有坏处，比如：太阳
光会干扰卫星信号，如果太空中宇航员的信号被干扰
了，就会跟地球失去联系，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如果在阳
光下暴晒，阳光中的紫外线就会伤害到皮肤，使皮肤变
黑、变粗糙，甚至会引起皮肤癌。

接下来，这位姐姐又带我们去看了装有高射炮的
“战车”。其实装在炮弹里的可不全是火药，有一部分是
催化剂，这个东西是给长期干旱的地方用来人工降雨
的。人工降雨时还有几个要求：要在90千米开外的地
方才能发射，降水量超过60毫升的地方不再人工降
雨。老师还跟我们介绍：冰雹形成的时间很短，一般仅
有5-10分钟左右，其直径一般为5-10毫米，大的可达
30厘米以上，是一种严重的自然灾害……

这一趟，我收获满满的。

这一趟没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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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鸣涧
保山市永昌小学四（1）班

铭记国际气象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