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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谢志娟 苏家英 金奉乾

绵亘蜿蜒的丝绸之路上有一条赫赫有名的通道——河西走廊；

悠长连绵的河西走廊上有一个赫赫有名的门户——乌鞘岭；

赫赫有名的乌鞘岭，是一处独特所在。

东西长约 17 公里、南北宽约 10 公里的这座岭，集多种分界线于一身：我国地势第一阶梯和

第二阶梯的交界地带、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界地带，我国温带季风区和非季风区的分界

线、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分水岭，它还是北部内流河和南部外流河的分水岭。

在这风云际会之所、云屯星聚之处，小小的乌鞘岭气象站矗立了 86个春秋。

86 年，漫长而又迅疾。一茬茬青春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一代代气象人在此写下

云卷云舒、风起风落的记录。

走进“一天有四季、一年无四季”的乌鞘岭，走近

“艰苦不怕吃苦，缺氧不缺精神”的乌

鞘岭气象人……

壮美乌鞘岭。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金奉乾

乌鞘岭气象站副高级工程师张弢（左）与同事一起检查雪深观测设备。

乌鞘岭气象站。

乌鞘岭气象站副站长王兵在气象观

测塔上测量风向、风速。

“ 看 山 不 是 山 ”，一 探
乌鞘岭特殊地位

从天祝县城出发，山路不断上升，

路 转 峰 回 、峰 回 路 转 ，终 于 抵 达 海 拔

3045 米处的乌鞘岭气象站。

气象站为什么建在了乌鞘岭？

一览墙上的两幅地图，便知乌鞘

岭“身居要位”。在地形上，乌鞘岭位

于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交

会处。在气候区划上，高原亚干旱区、

中温带亚干旱区、中温带干旱区三大

气候区在乌鞘岭一带相交。

“乌鞘岭的气象要素变化是下游

天气变化的关键征兆，所以，乌鞘岭气

象站成为中国气象的关键指标站。长

期以来，我们采集的地面气象观测数

据，不仅用于我国中东部地区的天气

预报和气象科研工作，还参与国际交

换。”乌鞘岭的气象价值，气象站站员

张弢深谙其意。

气象人在乌鞘岭能做些什么？

“有句古诗‘回首更疑天路近，恍

然身在白云中’，说的正是乌鞘岭。这

里海拔高，风大、云多，且暴雪、冰雹、

雷雨天气频频发生。在这里，好似能

听到大自然的心跳，触摸到天地的脉

搏。”张弢说。

乌鞘岭气象站原站长郭殿国对能

够从事这项工作充满自豪，“19 岁那

年 ，听 说 这 里 招 人 ，我 便 主 动 报 名 。

1972 年，20 岁的我从通渭县老家来到

乌鞘岭。”郭殿国回忆道，“当时想着，

我从雷电风雨中跑来的一个个气象数

据，会发送给国内 17 个机场，用于机场

预报飞机起降天气条件，还会用于天

气预报，让农民不只‘靠天吃饭’，而是

‘借天吃饭’，就心满意足了。”

如今，让老气象人“跑断腿”的难事

变成了“点鼠标”的易事。乌鞘岭上，年

轻的气象人有了其他更多事可做。来此

一年多时间的乌鞘岭气象站副站长王兵

已经“摸透了”站上的每套观测设备和传

输系统，“这些年，地面气象观测实现了

自动化，大部分观测云、能见度、天气现

象、气压、气温、湿度、降水、地温等气象

要素的任务交给了‘电子兵’，观测员的

双手得到了解放。我们的业务重心开始

向设备维护维修、数据处理分析、气象监

测预报预警服务等转移。”

新任务新挑战接二连三，王兵举

例说明，“比如，每年 3 至 10 月，正值高

原夏菜生长和上市期，干旱、寒潮、霜

冻、暴雨及局地强降水、冰雹、雷暴等

气象灾害的发生，会对高原夏菜的产

量和品质造成严重影响。因而，我们

配 合 制 作 发 布 蔬 菜 农 业 气 象 风 险 预

警，并提出防灾减灾措施，第一时间面

向种植户提供相应服务。”

气象工作关系生命安全、生产发

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乌鞘岭气象

人意识到，服务面越宽，肩头上的责任

就越大，“乌鞘岭是河西走廊的门户和

咽喉。它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注定不

能‘独善其身’，需要‘兼济天下’。”

面向农业、交通、能源、旅游等多

领域，推进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

会服务现代化……“看山不是山”，乌

鞘岭不只是乌鞘岭。

“ 日 新 而 月 异 ”，二 探
乌鞘岭建站历程

“95 后”王超是去年 9 月来到乌鞘

岭气象站工作的，之前他听过前辈们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心里很敬服，但

也会发愁，“吃水，吃不上；住房，住不

好；外出，路不畅。最主要是山大沟深，

难得回家一趟，孤独的滋味不好受。”

一年后，王超对这份工作有了更多

的体会。“站上有一面墙，挂满照片，一

幅幅工作生活的场景、一张张青春飞扬

的面孔，静静述说着乌鞘岭气象站不平

凡的历史。对比过去，再想想今时今日

新盖的楼房，配备齐整的观测设备和生

活设施，还能有啥不满意的？”

夏意最深时，在乌鞘岭气象站能看

到周围白云绕青山，三两游客结伴自新

建的步行栈道向山上走去。乌鞘岭好

似也有温柔的一面，而非始终以其高

寒、艰险的姿态横亘在人们印象当中。

可乌鞘岭到底是苦寒之地。乌鞘

岭 ，新 中 国 成 立 前 称 为“ 乌 沙 岭 ”，气

候条件非常恶劣。这里年平均 8 级以

上的大风就有 70 余天，年平均无霜期

仅 50 余天，暴雪、冰雹、雷雨天气频频

发生，加之交通不便、没有水源，方圆

数里少有人家。

《天祝文史》中记载，1937 年 7 月，

“乌沙岭测候所”建立。1949 年年底，

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空军司令

部气象处的“乌沙岭测候所”开始为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1953 年，“乌

沙岭测候所”改名为“甘肃省乌鞘岭气

象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乌鞘岭气

象站使用空炸炮等进行人工防雹，为

当地农牧业生产保驾护航……

过往旧事，82 岁的乌鞘岭气象站

原站长陈贵发不曾忘记，“我 1959 年

来到乌鞘岭气象站，从事气象观测工

作 21 年。那段与大家一起坚守奋斗的

岁月，终生难忘……”

“偌大的岭上，孤零零坐落着三排

土房子。”陈贵发回忆，20 世纪 50 年

代，乌鞘岭气象站条件非常艰苦，大家

挤在土坯房里工作、生活，外出只能步

行，吃水要靠人挑驴驮，还有成群的野

狼在附近徘徊……

“1963 年 11 月，我骑着毛驴从气

象站到 10 多里外的天祝火车站，接上

了未婚妻李玉枝。那天恰巧下了雪，

天 气 格 外 冷 ，可 玉 枝 的 热 情 没 有 冷

却。回去的路上瞧着四周

连绵的大山，新奇得很。直

到抵达目的地，玉枝看到两

三个人住一间的土坯房，和

水窖中溺毙的虫鼠，兴致淡

了 一 半 ，问 我 怎 么 这 样 艰

苦。”没过多久，陈贵发和李

玉枝要结婚了，同事们自发

重新调整宿舍，腾出一间土

坯房作为他们的新房，“结婚那天，鞭

炮声和欢笑声打破了山区寒冷沉寂的

氛围，我记忆至今。”

1994年至 2017年的 23年间，乌鞘

岭气象站原站员王旭红四上乌鞘岭，在

这里工作总时长有 9 年多。乌鞘岭气

象站近 20年的变化，她感受最深。

“我是辽宁人，从兰州气象学校毕

业后要去武威工作，家里人说啥也不

同意。可我主意大，最终还是与男朋

友何智永一道来了乌鞘岭。”放心不下

的父亲，千里迢迢来看望女儿。积雪

结冰的道路，烟熏火燎的煤炉，不容易

煮熟的面条……一点点看在眼里，父

亲忍不住红了眼眶。

“那时我们的工作环境、生活条件

确实不太好，更何况 1994 年之前的近

20 年，几乎没有女观测员上乌鞘岭，所

以父亲的担心我完全能理解。但相较

于陈贵发、郭殿国等老前辈过去驻守

的 乌 鞘 岭 气 象 站 ，条 件 已 经 改 善 许

多。”王旭红谈道。

1999 年再上乌鞘岭时，她发现翻

修后的房屋不再钻风，工作中已初步

使用计算机进行地面气象观测数据编

报；2004 年，三上乌鞘岭时，她看到有

了暖气，地面气象观测也基本实现从

人工到半自动化；2008 年全面开启综

合改造以后，乌鞘岭气象人住上了水

泥楼房、吃上了自来泉水，换上了更加

现代化的软硬件设备；几年前，温湿度

智能传感器、光电式数字日照计、降水

现象仪等上山“服役”，地面气象观测

实现了从半自动化到全面自动化，大

多数工作坐在办公室就能完成……

今年，乌鞘岭及周边的旅游基础

设施建设颇有成果，各地游客慕名而

来。这令乌鞘岭气象站多了一重游客

旅游“打卡点”的身份，增添了一项科

普气象知识的任务。

“ 坐 看 云 起 时 ”，三 探
乌鞘岭气象万千

乌鞘岭地处祁连山脉北支冷龙岭

的东段，东西长约 17 公里，南北宽约

10 公 里 ，主 峰 海 拔 3562 米 。 登 岭 远

望 ，只 见 乌 鞘 岭 像 一 条 巨 龙 ，头 西 尾

东、西高东低，披云裹雾、蜿蜒曲折。

“一年中，乌鞘岭最美的日子，是 6

月至 8 月。到了 9 月，雪花就会不期而

至。”王兵笑道，“最美的季节，我会和

同事们结伴前去毛毛山，一到山顶，大

团的云好像触手可及。”

气象万千，始终牵动乌鞘岭气象

人的心。

“无论四季和阴晴，只要刮风，乌

鞘岭的寒意就刺进人的骨头缝。”陈贵

发记得 1967 年冬日里“冷透了”的一

天，“风雪漫天，我们的各项人工观测

工作还在正常开展。当天，来自广东

的一位同事在读取日照观测数据时，

关闭百叶箱门失手，让夹在胳肢窝的

日照纸掉落在地，结果大风一吹，这张

纸就不见了。”

“丢不得啊！上面记录了一整天

的气象数据，还未整理传送出去。”陈

贵发解释，人工时代，越是遇上刮风下

雨、高温和严寒等恶劣天气，观测员越

要拿起纸笔往外“冲”，否则，就不能及

时地把第一手资料传给预报员，错过

作出预报的最佳时间，“每一项观测、

每一个数据都必须准确、及时。”

“我们全站 20 多个人一起出动，

沿 着 毛 毛 山 四 处 寻 找 。 跑 遍 了 整 座

山 ，最 后 在 山 脚 下 的 石 头 缝 里 ，找 到

了这张小小的日照纸。”陈贵发说，那

些 年 ，被 大 自 然“ 刁 难 ”，是 乌 鞘 岭 气

象人绕不开的坎儿。正是如此，磨砺

出 乌 鞘 岭 气 象 人“ 艰 苦 不 怕 吃 苦 ，缺

氧不缺精神”的精神。

与王旭红同时到达乌鞘岭气象站

工作的何智永清楚记得，当年，“作为

一名观测员，我和同事轮换上早班、白

班、夜班、大夜班。值班期间，每小时

向甘肃省气象局传回航空报，每 3 个小

时传回天气报。”凌晨 1 点到清晨 6 点

的大夜班，最难熬。值班工作一般只

安排 1 个人完成。上大夜班时，值班人

员需要定时去室外观测场观测，当时

唯一的女同志、刚 20 岁出头的王旭红

也不例外。“后来我才知道，旭红怕黑，

可她忍着不吱声，很好地完成了每次

的值班任务。气象数据记录本上，她

写的部分最齐整、最漂亮。”何智永心

疼王旭红，更是佩服她。

“有一次，我们半夜外出读取地温

表 ，发 现 地 温 表 被 深 埋 在 雪 层 中 ，旭

红 撸 起 袖 子 ，和 我 一 起 扎 进 茫 茫 雪

地，直到双手、双脚的指头冻僵，终于

找 到 。 还 有 一 次 ，旭 红 顶 着 大 雨 ，提

着雨量筒匆匆返回值班室，一着急重

重摔了一跤，她手中的记录本飞到一

米开外，但她居然用一只手稳住了雨

量筒……”何智永回想。

这样苦过、累过，何智永和王旭红

还是一次次回到乌鞘岭气象站工作。

他们之后，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前赴后

继扎进乌鞘岭，接续努力。

21世纪以来，乌鞘岭气象站人员实

行轮换制，由武威市气象局统一调配。

“ 我 要 去 乌 鞘 岭 气 象 站 锻 炼 ！”

2017 年 ，在 民 勤 县 气 象 局 工 作 的 杨

文 清 主 动 向 武 威 市 气 象 局 提 出 申

请 。 2018 年 ，杨 文 清 任 乌 鞘 岭 气 象

站（乌 鞘 岭 国 家 基 准 气 候 站）站 长 ，

2023 年任职期满。

“过去五年间，乌鞘岭气象站人员

由 5 人减至 3 人。并非我们的工作内

容有所缩减，而是 2020 年起，甘肃地

面气象观测实现全面自动化，取消了

人工定时观测和日常守班，保留人工

应急观测能力。”杨文清说，在此背景

下 ，武 威 陆 续 完 善 、建 成 国 家 级 自 动

气象站 16 个、无人值守站 11 个、区域

自动气象站 71 个等，还有 X 波段全相

参 多 普 勒 天 气 雷 达 以 及 卫 星 遥 感 接

收处理系统等。

“其中，天祝就有 23 个区域自动

气象站，实现每 10×10 公里网格全覆

盖 ，自 动 收 集 和 传 递 气 象 信 息 ，无 需

人 工 干 预 。”杨 文 清 现 任 天 祝 县 气 象

局 负 责 人 ，他 深 知 ，技 术 发 展 给 基 层

气象台站的观测工作带来哪些改变，

“ 近 两 年 ，乌 鞘 岭 气 象 站 自 动 化 气 象

观测能力显著增强，自动化观测频次

也明显提高，数据传输频次也从原来

的 5 分钟提高到 1 分钟。我们期待更

智能化观测的未来。”

“2020 年 春 节 ，我 一 个 人 留 在 乌

鞘岭气象站。工作内容不算多，每天

巡视观测场，检查观测仪器是否有异

常，确认观测数据是否及时上传。工

作逐项完成后，我要么坐在窗边，要么

往远处走一走，看邻近乡镇上空绽开

的烟花，看附近山头飘过的云朵，想想

几十年间这里的人和事，想想几十年

间社会的发展变化。”杨文清说，乌鞘

岭值得，气象工作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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