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有 101个气
象台站，尚构不成合格的全国气象监测
网。观测员们需要利用玻璃温度表、水
银气压计、雨量筒、风速计和目测等开
展人工观测，并通过编发报传输观测信
息。

这其中，人工观测涉及气温、气
压、湿度、风向、风速、降水、云、能
见度、天气现象等气象要素及其变化过
程，同时还需开展系统连续的观察测
定、数据收集及处理工作。这些不同类
别的气象观测信息都得准确记录在观测
记录簿上。

从1982年开始，地面观测业务采用
PC-1500 袖珍计算机，观测资料的计

算、统计、编报实现了自动化。
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我国地面

气象观测自动化开始发力，气温、湿
度、气压和雨量等气象要素逐步实现自
动观测。1999年至 2008年，中国气象
局分批次完成了自动气象站推广建设和
应用。2014年，中国气象局对全国地面
气象观测业务的调整，拉开了地面气象
观测自动化改革的大幕。

近年来，能见度仪、云高云量观测
仪、天气现象仪器、自动日照计、固态
降水观测仪等自动化观测设备陆续亮
相，逐步取代人工观测任务。涉及地面
观测等内涵的智慧气象概念从酝酿到提
出，逐渐丰富，已经转化为实际应用。

自动化观测取代人工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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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你发现没有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如今的天气预报越来越精准了如今的天气预报越来越精准了。。摸透老天爷的摸透老天爷的““暴暴
脾气脾气”，”，先得观察清楚老天爷的习性先得观察清楚老天爷的习性，，其中最基础的手段便是观测其中最基础的手段便是观测。。不久前不久前，，
我国地面气象观测实现自动化的消息被人们广泛关注我国地面气象观测实现自动化的消息被人们广泛关注。。

那么那么，，是什么催生了自动化气象观测是什么催生了自动化气象观测？？地面气象观测自动化是否会产生地面气象观测自动化是否会产生
更优的数据更优的数据？？又将给公众带来什么呢又将给公众带来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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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观测让天气预报更精准

九寨沟是享誉世界的自然旅游景
区。沟内遍布众多的岩溶湖泊，清澈的
湖水与湖底广泛分布的碳酸钙沉积物、
藻类等共同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卷（如
图）。九寨沟湖泊独特的蓝色究竟是
怎么形成的？近日，中国科学院成都
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孙庚团队的硕士生
李小辉等通过实验，首次揭示了九寨沟
举世闻名的蓝色喀斯特湖泊颜色形成机
制。

九寨沟位于川西北的高寒喀斯特地
区，沟内的湖泊大多属于岩溶湖泊。高
山融雪水与地表水顺着岩石裂缝渗入地
下，溶解了大量的钙离子、碳酸氢根离
子。当这些富含碳酸根的地下水出露地
表后，由于外界水温和压力的变化，水
体中的碳酸钙不断结晶析出，沉淀在九
寨沟，这就是九寨沟钙华的形成过程。

不同于一般的高原湖泊，九寨沟水
体中含有丰富的钙离子、碳酸氢根离
子。如此高浓度的钙离子、碳酸氢根离
子以及碱性的水体环境使得湖泊中有大
量的钙华 （碳酸钙） 颗粒物存在。这些
钙华颗粒由于瑞利散射和米氏散射，对

可见光中波长较短的蓝绿光具有强烈的
选择性反射和散射作用，且各个方向上
的散射强度不一样，这就使得从不同角
度观察湖面，湖泊会呈现出不同深度的
颜色。根据已测得的数据，九寨沟五花
海水体反射红、绿、蓝光比例大约为
9.2%、49.6%、41.2%，反射光的这种独
特组成使得人眼观察到的湖泊颜色为明
亮的蓝绿色。

除了钙华颗粒
对光线的选择性反
射、散射作用外，
深度、低浊度的水
体也是湖泊呈现蓝
绿色的重要原因。
九寨沟喀斯特湖泊
水体主要来自大气
降水和地下岩溶水
补给，本身就含沙
量少、洁净度高。
加上九寨沟风景区
湖岸植被丰富，地
表径流较少，水体
含沙量低，这使得

湖泊水体浊度较低而透明度极高。当湖
泊达到一定深度时，高洁净度的水体选
择性吸收了红光等长波长可见光，而主
要反射短波长的蓝绿光，此时湖泊越
深，人眼观察到的湖泊颜色就越蓝。喀
斯特湖泊由于岩溶作用，同一个区域内
有时湖泊深度差异较大。正是许多因素
的共同作用，才造就了九寨沟喀斯特湖
泊独特的蓝色。 据中新网

揭开九寨沟湖泊色彩之谜

这几天，在高温的考验下戴一天口
罩确实是种折磨。以前没觉得自己有口
臭的，突然发现戴上口罩有一股口臭味
儿。那么，口臭到底是怎么来的？到底
是戴上了口罩才产生了口臭，还是以前
就有口臭没发现呢？

戴口罩闻到的臭味可能有两个来
源。

一是来自口罩的异味，这与口罩最
外层的无纺布有关。虽然无纺布本身是
无臭无毒的，但若原材料、生产技术问
题或存放出现问题，都可引起异味。

口罩的异味分为两个部分：无纺布
产生的表层气体，通风即可去除；焊接
产生的气体，这些气体被焊接线包裹在
内层材料里，无法短时间扩散，人们佩
戴口罩时就能闻到。

正规厂家生产的口罩是安全的，这
些气体含量较少，不会伤害身体。

二是本身就有口臭，只是平时自己
闻习惯了，很难注意到。戴上口罩形成
了相对封闭的腔隙，口腔异味被放大
了，于是就发现了口臭。 晚综

为什么戴口罩
总能闻到一股臭味

相信每个人在第一次玩录音或者录
视频时乍听到自己的声音都很震惊，

“我的声音怎么会这样”？
回响在你脑中的声音是谎言。当你

张嘴发声时你听到的远比你周围的人听
到的醇和柔美。准确地说，这是你的头
骨在振动而已。

声音来自喉咙的下部，借助肺部排
出的空气通过声带，产生振动而发声。
这声音然后被喉头部分放大，再被嘴
唇舌头组织成文字，通过周围的环境
回响出去，进入听者的耳朵，刺激他们
的鼓膜及内耳结构，将模拟波形转变为
电信号，最终传递给大脑理解。

然而，内耳不仅仅获取外部来源的
声音。身体内部的振动也能够激发这些
听觉结构。当你说话时，声带的快速颤
动实际上带动你的颅腔振动。

但声音在骨头里传播可不像在空气
里传播一样容易。其中增加的阻力导致
声波频率下降，降低了听到的音调，从
而造成一种反馈现象，刺激鼓膜既接受
从空气中传来的声音，也接受颅骨振动
产生的刺激。这个效果导致你无法真正
听到你自己的声音。因为声音必须首先
击中某个物体才能反弹回耳朵里。你听
到的是扭曲的，略低的声音。这两种声
音（内部的和外部的）被大脑整合成一
种听觉信号，也就是“自己的声音”，
不过其实是带了重低音的。

据科普中国

为啥听自己的声音
会觉得很奇怪

在气象学上，云是悬浮在大气中的
大量小水滴或冰晶微粒组成的可见聚合
体。不同的云外形特征有所差异，较为
复杂。

多年来，为了更为精准地观测云，
气象观测员多在能看到全部天空及地平
线的开阔地点或平台观测云量、云高，
且需关注连续演变情况。若是阳光强
烈，观测员需戴黑色眼镜观测，以避免
太阳辐射产生视程障碍。目测云高，则
需要根据云块大小、亮度、颜色、移动速
度等情况，结合当地常见云高范围估
测。在这个过程中，云是变化的，高度或
增或减，人工观测云时易出现主观误
差。

而在经历一次次天气现象自动化观
测试验后，对于降水、地面凝结、雷电

等天气现象，借助高精度的摄像头等仪
器配备，可获取高清晰度的视频实景图
像，持续进行天气现象自动化观测。从
天气图像采集到处理，再到大数据、深
度学习、人工智能等更丰富的智能算法
的应用，天气现象资料将被更精密地观
测。

据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实时监控显
示，自动化气象观测频次较人工观测约
提高 4到 8倍，其中云观测站点数约提
高 3 倍，数据量较人工观测约增加 10
倍；观测数据传输用时由分钟级优化至
秒级，到报完整率达99%以上，传输频
次从 5分钟提升至 1分钟，数据传输频
次与效率大幅提高。地面气象观测频
次、传输效率和数据量方面的提升，增
强了我国气象观测“监测精密”能力。

自动化观测较人工观测更精密
如今的天气预报技术已由单一天气

图经验预报转变为以数值预报产品为基
础、多种观测资料综合应用的现代技
术。而数值天气预报是以气象观测资料
为初值条件，通过巨型计算机进行数值计
算，再用流体力学和热力学方程组进行求
解，进而预测未来的大气运动状态。

地面气象观测自动化还会为气象观
测研究型业务的发展赢得空间。如一些
地方推出智能气象观测手机软件、智能
气象台站系统建设，以及“天脸识别”
等新型探测技术装备，这也为推动观测
智能化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

据介绍，地面气象观测自动化还有
改进的空间，下一步或将朝着“云+端”
技术新模式方向探索。赋予自动化更多
智能思考和运算，同样也会降低数据差
错率。 据《北京日报》

自动化观测发展空间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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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测风仪自动测风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