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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在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出建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报告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报告。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报告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地理的调查报告篇一

凉城县位于乌兰察布市西南部，地理坐标在北纬4016–4050、
东经11202----11302之间，东邻丰镇市、和林县、难连山西
省左云、右玉县，北倚卓资县，东西最宽82公里，南北最
长73公里，总面积3458平方公里。总里程1308.08公里，其中
省道2条，155078公里分别是呼阳线和凉左线，县道115.8公
里。辖1镇、19乡，总人口24万人，有蒙古、汉、满、回族等
民族。

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中间滩川，四面环山，环抱岱海。属
于中温带陆地性气候。

(一)凉城的地貌

凉城的主要地貌类型有山地丘等。还有少量的平地。主要山
峰有汉山，马头山、平顶山、脑包山等。蛮汉山最高，海拔
将近2304米凉城县地形以山司丘陵为主，中间滩川，四面环
山，怀抱岱海属于中温带陆地性气候。凉城县位于内蒙古高
原南部山林，长城北侧。地貌复杂多样，以山地丘陵为主，
四面环山，中间怀抱岱海，呈海棠叶状，境内的山脉均属阴
山山脉支脉，有蛮汉山和马头山两个山系。主要峰分布于县
境内北部和南部。蛮汉山的海拔是2305米。其山顶为县境内
最高点。而且山地丘陵的切割比较深。而且这里的土质是垂
直节理，所以山坡的坡度都比较大。这里的大规模的山是由
大规模燕山运动早成的，至于岱海，岱海以前是一片平面的



地面。从苜花河两岸的自然剖面层层分布，我们可以断定这
是海象沉积。从海象沉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以前是个大海。
从二十多米的剖面我们可以推断岱海是海象切割而成的。由
凉城县南面是马头山山系，北面是蛮汉山山系，中间是岱海
盆地和永兴盆地我们可以把凉城看作是个大的褶皱带，而岱
海处于褶皱的低部。正是处于这种凹状地带的低部给岱海的
形成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在第三纪以前这里是一个平面。第
三纪以后这里开始下沉，由于外在的压力超过了褶皱带的承
受力以至发生了断裂，南边马头山山系发生了两次断裂，北
面的蛮汉山发生了一次断裂，在加上三条河水的注入慢慢的
形成了今天的岱海。现在我们在蛮汉山的山顶可以经常的看
到第三纪的花岗片麻岩。

(二)水文情况以及水文规律

凉城县境内有三大水系。即永定河水系，面积围433平方米、
黄河水系，面积为1103平方米、岱海水系，面积为2232平方
米。全县淡水总面积为130万平方公里，年平均降水量
是420.2毫米。蒸发来年感是降水量的五倍。在这三大水系中
只有岱海是内流水域。它的水源是木花河等三大河流，它的
凉城县最大的水域。

岱海坐落于城关镇东南八公里，处在一个狭长陷落盆地之中。
难依马头山、北依蛮汉山，东西长度为20公里，南北长度
为10公里，平均水深度两米，最深可达18米湖岸线长度
为61.56公里，常用湖泊面积160万平方公里，这里曾经盛产
各种鱼类产品。如今这里的水有污染，以至有大量的鱼死亡。
而且供给水的木花河的水量已经非常稀少。在没有降水的情
况下岱海的水面在逐年下降。湖面也在逐年退缩。

凉城县境内还有有三个水库和一个永兴湖，不过面积没有岱
海大，不过水质比较好。由此可见凉城县境内的水大都分布
在岱海流域。因为它是凉城县海拔最底的地方。



(三)植被的情况

凉城县的植被类型主要有四种。即森林关丛草原植被、半干
旱草原植被、山地草甸草原植被、草甸和盐生植被等。这里
的植被覆盖率58.1%。山地植被草原植被主要分布于海拔20xx
以上山地，地势较平坦开阔，气候凉，温差大，土壤水分条
件的区域。主要植被类型是沙草类。如克氏针茅、马兰花、
胡枝子、甘草等。由于植被的土质的差异这里的植被的密度
也不同。缸房窑的土壤里含的沙质成分比较多，这里虽然地
处于阴破水分比较多但是植物的高度还不过十公分。如今是
多雨季节，但是在这里依然可以看好件裸陋的土壤。还有在
岱海的东北木花河旁边的土壤是沙质土壤。这里的植被比缸
房窑大呢感稀疏。常见的植物有沙蒿、克氏针茅、紫花苜蓿、
沙芥、狗尾草、还有小灌木沙棘等十几种植物。

森林灌木丛草原植被

森林灌木丛草原植被主要分布于蛮汉山海拔1800米以上山地
森林草原植被分布垂直分布明显，植被类型由于气温水分土
壤等的不同而交错分布。主要种群是天然次生阔叶林以山杨
树、白桦树为主常与灌丛伴生。还有人工林如油松、小叶杨
树。在蛮汉山山体阴面生长着白桦林和灌木丛。在灌木植物
的种类更多，在丛林里我们还可以看见各种的喜阴植物，还
有药材。如：黄芪、胡枝子、暴马丁香等。

草甸和盐生植被

草甸和盐生植被类型零星分布于山间谷地河流阶地及湖盆地
内的冲积平原水分比较好的地方。如木花河的河漫滩，河流
阶地属于这类植被类型。操典的植被类型比较单一，常见的
有苜蓿、而且草比较好。盐生植被的植物物种数更少。而且
覆盖度比草甸更少，容易受到河水的冲击。

半干旱草原植被和山地草甸草原植被分布于海拔1800米一下



的丘陵地区。

(四)凉城的土壤

凉城县地处于乌兰察布市西南部，全县从北向南主要的土壤
分布是棕钙土、栗钙土、栗褐土等三大土类。栗褐土土地面
积最大，包括淡栗褐土、潮栗褐土两个亚类。是乌兰察布市
南部栗钙土、灰褐土的过度的土壤类型。这里的土壤多为黄
土母质、侵烛较严重。腐殖质曾很薄、土壤肥力差、生产水
平差。

从这些表我们可以知道土壤分布具有垂直地带性和地域性。
还有在山体的阴破和阳破由于水分分布的不同。这种在小小
的范围内土壤变化印证了“一步三换土”这句话。

(五)总结

次次野外调查实习虽然范围不那么大，但是我们调查的地方
都是典型的地貌类型。对我学过的自然地理知识有了更实际
的认识。

漳平境内地层发育完整，侵入岩和火山岩较多，构造甚为复
杂。著名的政和——大埔大断裂经漳平东部和南部的溪
南——芦芝——永福穿过，其东以火山岩、花岗岩为主，其
西地层复杂，主要以上古生界沉积岩为主。由于地层完整，
侵入岩、火山岩发育构造复杂，因而外生、内生矿产都较丰
富。

境内地层发育、出露面积占全境80%左右。福建共有30几个地
层单位，漳平境内多有出露。尤以上古生界和中生界沉积岩
最为发育。下石炭统林地组，中三叠统安仁组，上三叠统大
坑组、文宾山组，中侏罗统漳平组5个地层单位创建于漳平境
内，作为全省的标准。除沉积岩外，上侏罗统火山岩也出露
较大面积，前泥盆系变质岩仅零星出露。



1.侵入岩

漳平境内侵入岩具有多期次侵入的特点，以燕山早期侵入岩
最为发育。岩性为酸、中酸性的花岗岩、花岗闪长岩，呈岩
基或岩株产出，分布于永福、官田、溪南、象湖、吾祠、双
洋、赤水等地，尤以永福分布最广。此外有少量基性和碱性
岩类，呈北东向岩瘤或岩墙产出。许多内生矿产如铁、钨、
锡、铅锌、多金属等无不与侵入岩有内在成因联系。

境内，燕山早期第三次侵入的含黑云母花岗岩出露面积最大，
超过其他各期侵入岩总和的数倍，而且和成矿关系极为密切。
尤其是吾祠的彭炉岩体、双洋的坑源岩体更为明显。内接触
带普遍云英岩化；外接触带多角岩化、矽卡岩化或大理岩化。
其中云英岩化常伴生有钨锡矿；矽卡岩化常伴生铁、铅锌、
多金属矿；大理岩则是优质建筑石材。永福岩体含稀土元素
较高，部分风化较强地段是离子吸附型稀土的良好成矿地段。
此外，芦芝的月山、涌漈一带喜马拉雅晚期的辉长——辉绿
岩储量大，可作为铸石原料，部分块度较大，色调深，结构
均匀，可加工成建筑板材。

2.火山岩

漳平境内最主要的火山岩是上侏罗统长林组和南园组的陆相
酸性火山岩，以中心式喷发的火山碎屑岩、火山熔岩为主，
大面积分布于境东南芦芝的梅水坑——桂林的山羊隔——永
福的清源一带；新桥的城口——双洋的大会亦有较大面积出
露。除上侏罗统火山岩外，前寒武系夹有变质凝灰岩，下三
叠统溪口组、中侏罗纪漳平组、上白垩统沙县组夹有少量凝
灰熔岩、凝灰质砂岩或火山碎屑物。

上侏罗统火山岩与铁、铅锌、铜、硫铁矿多金属、叶蜡石、
高岭土、萤石等矿产关系密切。尤其是境东南部南园组大面
积出露地区，一系列较完整的火山机体呈北东向排列，如水
尾尖、阔隔顶、大坑尖、龙山崎等火山机体，岩相发育较完



整，其周围环状和放射状断裂发育，为金属矿化提供良好条
件。常见的有黄铁矿化、铅锌矿化、萤石矿化和叶蜡石化，
局部地段还有黄金矿化。

元古代至早古生代，境内处于地槽发展阶段，沉积了巨厚的
浅海相砂页岩，早期偶有火山活动，夹少量火山碎屑岩和沉
凝灰岩，为一套复理石建造(前寒武系——奥陶系魏坊群)。
志留纪末，强烈的加里东运动使地槽回返、岩层强烈地褶皱
并普遍遭受变质，从而构成全境的褶皱基底。加里东运动使
地面全面隆起，较长时间遭受剥蚀，直到晚泥盆世才重新下
沉，接受沉积，使上泥盆统天瓦岽组不整合覆盖在前泥盆系
之上。

晚泥盆世至中三叠世，由地槽转为地台发展阶段。地壳运动
以频繁的区域性升降为主，淮南运动和东吴运动造成短暂的
沉积间断，使石炭系和二叠系内部造成黄龙组与林地组之间，
以及翠屏山组与童子岩组之间的假整合接触，沉积物比较单
一，为海相或海陆交互相的碎屑岩、碳酸盐及含煤建造(上泥
盆统天瓦岽组——中三叠统安仁组)。晚三叠世的印支运动又
使全境地面全面隆起，从而结束了海侵的历史，并使地层褶
皱、断裂，造成地堑、地垒组合。在地貌上形成一系列北东
向的山前或山间盆地，接受晚三叠世晚期沉积，使大坑组、
文宾山组与下伏地层形成区域性不整合接触。

晚三叠世至中侏罗世，在大坑、高明、溪南等山间盆地，沉
积了陆相含煤建造和湖泊相红色砂页岩建造(上三叠统大坑
组——中侏罗统漳平组)。晚侏罗世的燕山运动以间歇性多次
差异性升降为主，早期强烈的断裂活动促使大规模岩浆侵入
和火山喷发，形成大面积出露的永福岩体。在山羊隔一带，
强烈的酸性火山喷发，形成了巨厚的火山碎屑岩和火山熔
岩(长林组和南园组)，是境内最主要的内生金属矿和高岭土、
叶蜡石等非金属矿的成矿期。晚期以差异性抬升占主导地位，
形成小范围的断陷盆地，伴随有岩浆侵入活动。晚白垩世，
在南洋、基泰及下洋等断陷盆地，迅速堆积了具磨拉石特征



的陆相红色碎屑建造(沙县组和赤石群)。局部(如下洋)还有
微弱的火山喷发活动。

喜马拉雅运动使全境地壳抬升，仅河流沿岸和局部山间盆地
保留第四系堆积。由于抬升的不均一性，使一些早期断裂复
活，沿断裂有酸性或基性岩浆贯入(如月山)。喜马拉雅运动
后，基本奠定了现今地形、地貌格局。

漳平在漫长的地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加里东至喜马拉
雅多次构造运动。根据地层接触关系、沉积建造、岩浆活动
和变质作用，其地质构造运动及发展过程可分为5个阶段，
即5个构造层——加里东构造层，印支构造层，燕山构造层，
喜马拉雅构造层和最新构造层。各构造层之间均有区域性构
造不整合相隔。根据沉积间断或超覆形成的假整合或不整合，
印支构造层和燕山构造层可进一步划分两个构造亚层。

地理的调查报告篇二

广州市地处中国大陆南方，广东省的中南部，珠江三角洲的
北缘，接近珠江流域下游入海口。其范围是东经112度57分
至114度3分，北纬22度26分至23度56分。而在这特别的地理
位置上，有其优势和劣势。为了了解广州地理所带来的各方
面效益，分五方面进行调查：

由于水热同期，极利于作物的生长，但自然灾害也比较频繁，
台风、暴雨、寒潮、雷电、雾霾等灾害性天气，常常给广州
的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市民生活带来不利的影响。

由于受各种自然因素的互相作用，形成多样的土地类型。根
据土地垂直地带可划分为以下几种：

（1）中低山地。是重要的水源涵养林基地，宜发展生态林和
水电。



（2）丘陵地。可作为用材林和经济林生长基地。

（3）岗台地。可开发利用为农用地。

（4）冲积平原。是广州市粮食、甘蔗、蔬菜的主要生产基地。

（5）滩涂。

集雨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22条，老八区主要河涌
有231条，总长约913公里，不仅构成独特的岭南水乡文化特
色，也对改善城市景观、维持城市生态环境的稳定起到突出
的作用。

广州市水资源的主要特点是本地水资源较少，过境水资源相
对丰富。

生物种类繁多，生长快速。地带性植被为南亚热带季风常绿
阔叶林，但天然林已极少，山地丘陵的森林都是次生林和人
工林。

栽培作物具有热带向亚热带过渡的鲜明特征，是全国果树资
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包括热带、亚热带和温带品种。蔬菜
向以优质、多品种著称，花卉包括鲜切花、盆栽植物、绿化
苗木、工业原料用花、草坪、种苗等6大类。粮食、经济作物、
畜禽、水产和野生动物种类也很多，且不乏名优特品种，其
中，增城丝苗米是广州市第一个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的品种。

已发现矿产47种、矿产地820处，其中大、中型矿床18处。主
要矿产有建筑用花岗岩、水泥用灰岩、陶瓷土、钾、钠长石、
盐矿、芒硝、霞石正长岩、萤石、大理石、矿泉水和热矿水
等。区内能源矿产和有色金属矿产十分短缺，呈零星分布，
规模较小，品位不稳定。



通过调查，让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到广州的地理文化，也更
加珍惜和爱护广州的资源。

地理的调查报告篇三

绪论：自然地理实习是自然地理教学中十分重要的教学环节，
是使学生在课程理论学习基础上，通过对基本自然地理(地质、
地貌、土壤、植物、水文等)现象的野外实地考察和现场实践
获得感性知识，并巩固和加深对所学理论理解，获得理论与
实际相结合能力的必要手段。搞好实习工作对于提高学生理
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提高自然地理课程的教学水平具有重要
意义。

地貌学

考察地点：新铺地质公园 花江大峡谷 北盘江大桥 龙宫 格
凸河

考察时间：xx年10月28日——31日

考察目的和要求

1，通过实习，使学生初步了解安顺主要地貌类型，基本特征
及其分布规律，并分析其成因。了解地质、水文、气候、土
壤与植被对地貌发育，地貌灾害与防治的影响。

3，通过实习，使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实
践能力。了解掌握有关一起和工具的使用原理和方法。

考察内容

(一)，区域地貌观测实习

1，认识安顺主要的地貌类型及其特征。



2，通过对地形图地貌的判读，观察安顺地貌的分布规律。

3，认识地貌灾害(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滑坡等)及防治。

4，初步分析地貌对农业产业布局的影响。

(二)，北盘江河流地貌观测实习

1，观测河流侵蚀地貌特征。

2，观测河流阶地地貌特征。

3，观测河流凹凸岸的流水作用特征。

4，观测河流干流交汇处的地貌特征。

(三)，喀斯特地貌观测实习

1，观测地表喀斯特地貌特征和分布规律。

2，观测地下喀斯特地貌特征和分布规律。

3，观测喀斯特地貌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实习心得：通过者一次的野外考察，同学们不仅讷讷挂钩亲
自动手来操作实验，而且还置身于不同的地质，地貌类型之
中使我们的理论知识与实际得到了联接，补充了我们平时在
学校学习生活中的空缺。其次，通过这样的考察，提升了同
学们的学习热情，不管杂实习前和考察后，我们的同学都认
真的投入到准备资料和收集数据成果的过程中，学习气氛更
加浓厚。第三，在考察过程中，同学们不仅能够互相帮助，
而且还能在考察，实验中互相协作，这使得同学们之间的感
情得到了增强，集体感更加强烈，对我们以后的学习和生活
都是很好的帮助。



水文学

沿贯城河考察

地点 ： 玉碗村 污水处理厂 宁谷

水温： 15.05度 15.73度 15.64度

ph值： 8 8 8

透明度： 22.2厘米 28厘米 26厘米

经过分析此水为劣五类水，造成贯城河污染的原因有

(1)大气降水

(2)农田排水

(3)城市生活污水

(4)工业废水

(5)工业废渣和城市垃圾淋溶水

龙宫风景区

测水深：用一根绳子吊一个大石头沉入水流底部，然后读取
数据

测透明度：先套上盘子再吊上石头沉入水中直到看不到盘子
为止

第7小组测量结果：水深2米，透明度1.17米

地质学



实习地点：关岭国家地质公园，花江大峡谷

试验方法：罗盘的使用方法

罗盘的使用主要是中央的磁针，天池外的内盘是钢制的，天
池底色一般是白色

的，底部划有一红色直线，有一端是有两个红点在红线的左
右，红线是以南北定位

一、实习概述 转眼间暑假就要结束了，在整个暑假实习过程
中，我学到了很多平时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对以后的人
生路程有了更明确的认识，我知道以后个人的发展必须要注
重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通过在给水排水专业三年的学习，我已经对给水工程、排水
工程、水工程施工、水泵与水泵站、建筑给水排水工程等方
面的知识有了较系统全面深入的把握，在此基础上学院安排
我们在暑假7月10号至8月6号之间在一下三个地方实习 ：厦
门校区建设工...

“做什么事情都要有条理，”这是我刚进办公室时一位领导
教给我的，我意识到我的肩上开始扛着责任，凡事得谨慎小
心，否则对不起关心自己的人们。

一、实践目的社会实践是学校根据专业教学的要求，对学生
已学部分理论知识进行综合运用的培训，其目的在于让学生
接触社会，加强学生对社会的了解，培养和训练学生认识、
观察社会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
使之很快的融...

实训地点：蓝天学院八一起义纪念馆滕王阁实训时间：xx年4
月24日——xx年5月8日实训目的：一、将书本上的理论知识
运用到实际中去，更好的发现自己的不足。



这次能有机会去绿扬工厂实习，我感到非常荣幸，虽然只有3
天的时间，但是在这段时间里，对于一些平常理论的东西，
有了感性的认识，感觉到受益匪浅。在校内的工厂参观也对
我以后的工作有很大的积极影响。

xx年顶岗的实习报告2.117.13是我实习生活的起始点，在这5
个月的实习生活中，我付出了许多，也收获了许多。这段经
历也即将成为我生命中弥足珍贵的财富。

在班主任实习工作中，我组织开展了“我做文明小公民”主
题班会。起初，我遇到了许多困难：比如学生的不配合就常
常令我痛心疾首。当时，有人建议我使用强制方法。比如说
罚站、罚蹲等。诚然，这种方法可以勉强维持班级秩序。

地理的调查报告篇四

在教学和考试制度改革的今天，地理在初中学生的.心目中还
和往日一样吗？我们为此进行了调查，想通过调查了解学生
对地理课、地理教材、地理作业和考试、地理知识的应用等
方面的情况，以便为全面提高地理教育教学质量提供些参考
资料，初中学生心目中的地理。

我们调查的学校是北京市朝阳区的一所区级重点中学——北
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这所学校从1991年起试用义务教育教
材。我们调查的对象是刚好学完世界地理的初一年级学生和
刚学完中国地理的初二年级学生：初一年级252名，男生103
名，女生149名；初二年级271名，男生111名，女生160名。
我们调查的方法是问卷法，问卷共30道题，每题设3个或3个
以上答案供选择。调查过程中，我们又和部分学生就某些问
题进行了座谈。

（一）地理课没有成为中学生的负担

在被调查的523名学生中，有469名认为开设地理课很必要，



占90％，只有31名学生认为地理课是负担，地理论文《初中
学生心目中的地理》。

相关问题的调查结果也说明，中学生没有把地理视为负
担。53％的学生觉得地理知识好理解，45％的学生觉得难度
一般，仅有2％的学生觉得不好理解；78％的学生自己能读懂
课本，还有20％的学生至少能读懂一半；48％的学生觉得地
理内容易记忆，还有41％的学生觉得地理内容的记忆难度一
般；有58％的学生觉得地理填图作业的难度一般，而40％的
学生则认为很容易，学生们认为填图作业中的空格为填图作
业的完成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这些调查结果充分说明，在平时的教学、作业过程中，地理
教材难度小，作业较容易，没有给学生构成负担。那么学生
又是怎样看待地理考试的呢？40％的学生觉得考试前在课堂
上复习就足够了，20％的学生则用不着多复习，可见每学期
一次的地理考试也没有给学生构成负担。

（二）地理教材有待改进

地理课虽不是中学生的负担，却也不是大多数学生最喜欢的
科目。调查表明，只有22％的学生觉得地理是他们最喜欢的
科目，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初一比初二多7个百分点。显然，
这和现行教材安排有关，即初一开设世界地理，内容新颖丰
富，初二开设中国地理，内容简单且与小学所学的内容重复。

新教材格式变化较大。44％的学生觉得教材格式好，51％的
学生觉得教材格式一般，看来教材格式还不能令人特别满意。
教材中增加了彩图和“想一想”、“读一读”、“做一做”
等栏目，使课本显得丰富多彩。

就教材中的图片和文字而言，73％的学生更喜欢图片。把那
些栏目放在一起比较，80％的学生最喜欢其中的“读一读”。
由此可见，把地理知识以丰富多彩的图片和生动有趣的“读



一读”表现出来，更符合初中学生的心理特点，更易于他们
接受，这一点，在今后的教材修改中应进一步加强。学生不
大喜欢“想一想”和“做一做”，这便要求我们在设置上要
注意加强其趣味性，提高其质量，让学生愿意去想、去做。

（三）地理课堂教学尚需改进

长期以来，不少教师在教学中都遵循着地理八股式的固定模
式进行授课，这种方式因新教材的使用更失去了它往日的光
彩，然而上地理课该注意些什么呢？调查表明，45％的学生
认为地理知识主要来自电视和课外书刊，55％的学生觉得地
理知识主要来自课堂，可见课堂虽非学生获得地理知识的唯
一渠道，但仍是主渠道，我们首先要充分利用好这一主渠道，
切实注意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68％的学生喜欢在地理课上看幻灯或录像，显然多数学生喜
欢上电教课，这就需要我们注意加速教学手段的改进，尽快
把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应用于教学过程中去。

地理的调查报告篇五

对于地理这门学科，我们不仅要从书本上学习基础的理论知
识，更要将理论知识与现实生活相结合，能够解释并了解生
活中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地理知识和现象，天气预报是与我们
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信息，而它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带着这
些问题，我们来到了张掖市气象局，参观并了解了有关天气
预报的制作流程，并做了调查报告。

气象局作为一个预报天气情况，监测天气状况的机构，其区
位条件的选择是有一定要求的，首先我们注意到气象局是坐
落于城郊的，据了解，气象局正在往更远的乡下搬迁，此举
首先避开了“城市热岛效应”对温度测量的影响，其次也避
开了城市中高楼大厦对风速的影响，利用所学知识分析到了
这些之后，我们开始听工作人员给我们讲解监测天气的各种



仪器。

我们的参观主要分两部分，一是在气象局院内，了解各种测
量天气的工具。二是在检测室内，了解天气预报的制作流程。
首先我们参观的是院内。

进入院内，首先，工作人员从地下拔出了一个很长的杆子，
大家的好奇的围上前去，细看原来是一个温度计，但这个温
度计是很特殊的，长是它的一个特点，有0.8m，1.6m，3.2m
等，更特殊的是它的另一端是与监测室内的电脑终端相连接，
相当于一个电子温度计，可以实时将温度传送给电脑中分析，
测出地下的温度。

它的外形看起来像一口大锅一样，不过它的作用可不是淘米
洗菜的，而是在夏季用于测量蒸发量的，工作人员在夏季会
每天早晚记录。分析当年的温度变化。

一个高七、八米只有我们扬起头来才能看到头的大铁柱上插
着风速器和风向标，这么高的设备工作人员爬到顶端记录当
然很危险，它也是和电脑终端相连接的，它能够十分精确的
测出风速和风向，有趣的是，我们常说喝西北风，方向感盲
目的我们一般辨认不清风的来向，今天站在风速器下，不偏
不倚，刚好指着西北方向。这么高大的东西，稳定性好吗？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别小看了它，它最少可以抗十级的大风。
平时测量数据都很精确。

听了一番讲解之后，我们也有了一些问题，这些数据似乎与
我们平日中天气预报中所看到的内容不一样啊，天气预报中
可没有地温，风速这些内容。工作人员解开了我们的疑问，
这些都只是影响天气预报的因素，需要将这些因素汇总并进
行数据分析，才能产生最终的天气预报。当然还有最重要的
一项——温度。于是工作人员为我们打开了百叶窗，平日的
气温便是从这里面的温度计测量的，但我们发现，除了温度
计以外，还有一根貌似温度计的的东西，它又是什么？原来



它就是测空气湿度的，天气预报中的人体感觉就是以此数据
为判断依据的。

我们同时还提出了一个疑问，每当有大雾或者沙尘天气的时
候，天气预报中会出现能见度的大小的数据，可是能见度大
小是如何测量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们
在50m,100m,200m等地的地方都做有标记或者将某一建筑物
做为标记，当有此类天气的时候观察所标记的物体，然后根
据所看到的清晰程度就可以做出能见度大小的数据了。

以上的露天工具都是为天气预报数据做一个各方面综合分析
而做的，天气预报到底是怎样经过分析汇总后而生成的，奥
秘其实是在监测室内。走进检测室，靠墙四周都摆放着电脑
还有两台雷达监视器，显示着不同的地图。雷达监视器上有
许多我们看不懂的监测数据，但我们还是找到了风速，风向
等我们可以看懂的内容。雷达所监测的数据在天气预报的分
析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参数。电脑上显示的数据引起了我们的
兴趣，等压线，等温线，还有各种天气符号布满了地图，在
院里看到的众多测量工具就是连接在这些电脑终端上，经过
数据分析后可以出现在天气预报的内容中，我们领略到了天
气预报中的高科技应用，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各种影响天气因
素的数据传入电脑后，需要进行人工和电脑的共同分析，从
而做出一个相对准确的判断。工作人员还为我们打开了甘肃
省的即时天气情况，显示酒泉正在下小雪，预计两个小时后
张掖也会降雪，望着窗外阴沉的天气，这预报应该没错，但
我们又有了新的疑问，为什么有时候天气预报与实际天气情
况大相径庭，原因是什么？工作人员解释说：“这其实就是
天气预报中预报的含义了，由于影响天气的因素很多，天气
情况具有不确定性和多变性，天气预报的作用就是尽最大可
能的将结果预测准确，方便人们的生活。而且每当有大的气
象灾害发生时，工作人员会二十四小时不停的监测，进行数
据分析，尽可能的精确预报天气的变化，减少财产的损失和
人员的伤亡。”气象局的天气监测系统也是全国联网的，全
国各个气象站能够随时传递信息沟通并了解，做到天气预报



的准确与及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