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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江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

导、亲自指导，并对试点成果给予充分肯定的全国首个

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改革试点。新安江流域生态保

护补偿实践，撬动了新安江全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并在

全国13个流域、18个省份复制推广，“新安江模式”正在

走向全国，新安江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心安之江”。

5月16日一早，黄山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工作人员王

兴华和同事一起，从屯溪驱车来到位于皖浙交界处的黄

山市歙县街口镇新安江畔。在这里，他们等候来自杭州

的同行，一起对新安江水进行取样。

新安江街口断面取样工作始于2012年，那一年，皖

浙两省签署“对赌”协议，启动了长达10年的新安江流域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改革。这期间，相关参与方共投入

200多亿元用于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大大改善了千岛

湖等新安江下游水质，带动了黄山等地的旅游、生态农

业等产业的发展。

“早些年，淳安县相关部门与我们共同进行采水。

从长三角一体化上升国家战略以后，杭州市取代了淳安

县，与黄山市直接对接开展相关工作。我们和来自杭州

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同行每月中旬和下旬要在街口断

面共同开展采水作业，水样经混合、静置再分样，分别送

到杭州市和黄山市的实验室，获取最终检测结果。”王兴

华介绍。“新安江的水质，已经连续11年稳定达标。”

记者 黄洋洋 施亚磊

定位
我国最早的5个国家气候观象台之一

中国气象局自2006年开始建设国家气候

观象台，开展气候监测和评估工作，在不同气候

关键区，选择西北半干旱区（甘肃张掖）、北方

草原（内蒙古锡林浩特）、南方热带海洋（广东

电白）、西南云贵高原（云南大理）以及中东部

农田（安徽寿县）等5个气候代表性好、观测资

料历史序列完整、观测场地等基础条件较成熟

的台站作为国家气候观象台试点。

区位 地处淮河流域核心
淮河流域地理位置特殊，属暖温带半湿润

季风气候区，地处我国南北气候、高低纬度和海

陆相三种过渡带的重叠区域，是我国粮食主产

区之一。流域内河流纵横交错，土壤肥沃，光热

水资源丰富。然而，特殊的“漏斗形”地形和复

杂的天气气候特征，导致淮河流域也是我国旱

涝灾害频发的地区，直接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和粮食安全，显著制约着流域生态经济带

的建设进程。因此，在淮河流域核心地带设立

气候观象台，能够有效促进气象防灾减灾、应对

气候变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气象保障服务等工作

的顺利开展。

“寿县位于我国南北气候过渡带之中，属北

亚热带半湿润季风气候，为全球独具特色的东

亚季风典型区域，各类天气系统种类繁多。在

寿县，能‘感受’到影响我国的主要天气系统，

这为气候变化观测提供了优良的自然条件。”寿

县国家气候观象台台长卢燕宇介绍。

历史
观测资料历史序列完整

“从一个县气象站到国家气候观象台，还有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观测资料历史序列完整。”

安徽省气象局观测与网络处负责人汪腊宝说。

寿县气象站始建于1955年，1962年设立为

寿县国家基本站，1989年改为寿县国家基准气

候站。2006年寿县成为中国气象局的五个国

家气候观象台试点站之一，开展综合气象观测

系统的设计和示范建设。在2012年全国地面

观测业务调整中，寿县作为全国仅有的8个台

站之一，长期保留人工与器测观测任务，以保持

观测方法和观测手段的延续性。

寿县气候观象台积累了1960年以来的逐日

平均气温、日照时数和降水量资料。

装备
华东最高气象观测塔……

走入观象台，最标志性的设备就是两座32

米和100米通量观测铁塔。其中，100米观测铁

塔目前是华东地区最高的气象观测铁塔。这两

座铁塔布设梯度、涡度相关观测设备，配合土壤

剖面温湿度等观测设备，实现近地层温湿风压

等参数的梯度观测，获得陆气之间的能量平衡、

水分循环和碳收支状况。

此外，各种先进设备在观象台也是随处可

见……目前，寿县观象台建成地面基准气候、基

准辐射、地基遥感廓线、近地层通量、大气成

分、农田生态气象等观测系统，实现对地球系统

的大气圈、水圈、陆地圈、生物圈和人类圈等不

同圈层相互作用的综合观测，精确记录此间天

气演变和气候变化，为区域气象防灾减灾、农业

科学生产等方面提供精准的气象监测信息。

展望
成为有国际知名度的气候观象台

据介绍，寿县观象台当前正在全力推进第

二次淮河流域大气科学试验。按照第二次淮河

流域大气科学试验总体方案的部署，围绕试验

总体思路和建设目标，全力配合做好外场综合

观测试验，深入研究陆气相互作用、云降水物理

过程与水循环、能量与碳水循环对天气气候响

应与反馈等重大课题。

“未来，观象台将在实施开展观测-试验-

研究工作中，进一步聚焦新技术的应用转化，

紧跟气象科技前沿技术和大数据、人工智能、

量子科技等重大技术变革，提升科学视野和战

略眼光，提高气象科学基础研究、新技术应用

研究和成果转化水平，持续支撑气象核心业务

发展。大力提升气候系统多圈层观测业务能

力，充分发挥气象部门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

的基础性支撑作用以及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

防线的作用，努力使寿县观象台成为有国际知

名度和影响力的气候观象台。”安徽省气象局

局长胡雯表示。

工作人员将水样分瓶

第二次淮河流域大气科学试验在皖实施
记者实地探访寿县国家气候观象台

同护一江水
皖浙共保“心安之江”

2022年9月，中国气象局和安徽省政府联合启动了第二次淮河流域大气科学试

验，经过八个多月的准备工作，各项外场观测试验于2023年5月16日正式实施。

本次试验是以寿县国家气候观象台为核心，主要围绕淮河流域农田生态系统能量

与碳水循环，开展大型科学试验，主要目标任务是为数值预报模式优化改进提供科技

基础支撑。寿县国家气候观象台为何可以成为这次科学试验的核心？该观象台究竟

有何“过人”之处？近日，记者来到寿县，揭开其中的秘密…… 记者 祝亮 文/图

5月16日上午工作人员在新安江街口断面采水

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将送往实验室的水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