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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理白族自治州地方志丛书：大理白族自治州气象志》主要记述本州气候特点、气候概况和气
候要素；记述本州气象部门的业务、服务，气象部门机构沿革、气象事业管理；记述本州气象科技人
才、科技论文和科技成果；记述本部门党、团、工、学会等群团组织；记述全州12个县（市）气象局
机构沿革和气象业务及服务情况。
与此同时，在附录中收录了大理州古代气象史料，使读者全面了解大理州气象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从而达到资政、教人和存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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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民国31年（1942年）　　1月1日，大理测候所隶属中央气象局建制。
　　民国32年（1943年）　　5—6月，洱源、凤仪夏大旱，禾苗枯槁。
　　7—8月，洱源、祥云、弥渡连月降雨，田野一片汪洋，庄稼受灾严重。
　　11月，鹤庆、巍山、宾川、大理、云龙、邓川等县降大冰雹，雹粒如豆、如卵、如拳，玉米、高
梁折倒，水稻如丝，烟叶破碎覆田土。
农家阶前积雹厚盈尺。
　　民国33年（1944年）　　8月，洱源降雨达月余，灾情前所未有，豁免永乐、永宁、城北、清源等
乡当年赋税。
弥渡洪水毁桥，受灾农田6700公顷。
数百人流离失所。
剑川山洪暴发，境内平地水深数尺，各村往来均以船渡。
　　民国33年（1944年）　　中央空军在云南驿机场设立气象台，属空军三十八航空站管辖。
气象台负责提供“飞虎队”和“驼峰航线”气象保障，每小时1次，从起飞前两小时到飞机到达目的
地停止工作。
服务内容有云状、云量、云高、能见度、天气现象、风向风速、温度、露点和高度表校正值等。
主要业务有航空报、天气图报和补助绘图报，并制作观测记录。
气象业务持续到1950年。
同年，为保障飞行安全，昆明航空站在云龙县石门镇杨姓私宅（今县人民检察院住宿区所在地）设立
导航台，负责向过境飞机传递气象电报，为飞行安全提供气象保障。
民国34年（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云龙导航台撤离。
　　民国34年（1945年）　　3—5月，宾川、巍山、弥渡、永平、邓川、洱源出现近20年未遇大旱。
　　6月，永平银江河、东山河、上村河洪水泛滥，毁田83公顷、农田因灾短期不能复垦达441.7公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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