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
郑政文 〔2018〕69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郑州国家基本气象站和高空气象观测站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的通知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现将 《郑州国家基本气象站和高空气象观测站气象探测环境

保护专项规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8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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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国家基本气象站和高空气象观测站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

(2017—2030年)

第一部分 规划文本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规划目的

为了切实加强对郑州国家基本气象站和高空气象观测站气象

探测环境的保护,保障气象探测设施稳定运行和气象预报服务工

作正常开展,充分发挥气象事业在郑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建

设、防灾减灾和为人民生产生活服务等领域的积极作用,依据有

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结合郑州市实际情况,编制 《郑州

国家基本气象站和高空气象观测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

(2017—2030年)》(以下简称本规划)。

第二条 指导思想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 “公共气象、安全气象、资源气

象”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为指导,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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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以 《气象法》为准绳,按照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技术要求,

加大执法力度,力保郑州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处

于优良状态,保证气象探测工作的顺利进行,确保获取的气象探

测信息具有代表性、准确性、比较性,提高天气、气候变化的监

测能力,提高气象预报准确率和气象服务水平,为国民经济和人

民生活提供可靠保障。

第三条 规划年限

本次规划年限为2017—2030年。

第四条 规划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年)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00年)

3. 《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办法》(中国气象局第7号令)

4. 《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国务院令623号)

5.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 地面气象观测站》(GB31221—

2014)

6.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 高空气象观测站》(GB31222—

2014)

7. 《对空情报雷达站电磁环境防护要求》 (GB13618—

1992)

8. 《关于加强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通知》 (气发﹝2004﹞

247号)

9.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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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河南省气象条例》(2001.1)

11. 《河南省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办法》(2012.3)

12. 《郑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条例》(2016.1)

13.国家、河南省、郑州市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标准。、

第五条 规划原则

1.观测站点须长期稳定。

2.气象站探测环境控制标准化、规范化、严格化。

3.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与控制范围界定清晰,实现线界落地。

4.在保护气象台站观测环境的同时,应满足城市经济、社

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和工作环境的需要,使保护和建设协调发

展。第六条 主要任务

1.根据郑州国家基本气象站和高空气象站观测站的等级、

性质和国家各项法律、条例等相关规定,确定保护范围、内容和

标准。

2.对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进行的各种建设活动和行

为进行科学、严格的控制和保护。

第七条 实施与管理

本规划是郑州国家基本气象站和高空气象观测站气象探测环

境和设施在规划、建设、改造、控制、保护与管理中的法定性文

件。经郑州市人民政府按法定程序批准后施行。自本规划批准施

行之日起,在保护范围内进行的规划、建设、改造、保护与管理

均应执行本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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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与保护标准

第八条 规划对象

本次规划对象为位于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大路西村的郑州国

家基本气象站和高空气象观测站。

第九条 保护范围

国家基本气象站:以观测场直线边缘上的点垂直向外延伸

1000米,顶点处90曘扇形延伸1000米,组合所形成的近似圆形

区域为观测场控制区范围,即保护范围。

高空气象观测站:以探测系统天线 (L波段雷达)的位置为

中心,半径1000米范围内为保护范围。

第十条 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标准

1.控制区内的障碍物任一点的高度距离比小于1/10。

2.控制区内的障碍物与观测场围栏最近距离不小于50米。

3.在日出方向 (61.1曘~118.9曘)和日落方向 (241.4曘~

298.9曘)内 (此范围不受控制区限制),障碍物遮挡仰角不大于

5曘;四周障碍物不得遮挡仪器感应面。

4.影响源与观测场围栏之间的最小距离应符合附表2的要

求;控制距离与各方向的控制高度应符合附表3的要求。

第十一条 高空气象观测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标准

1.在距放球点50米范围内,不应有影响气球施放的障碍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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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用建筑物、构筑物和铁路、道路与制氢室、储 (用)

氢室的防火间距应不小于25米,重要建筑物、构筑物和火源与

制氢室、储 (用)氢室的防火间距应不小于50米。

3.架空电力线与制氢室、储 (用)氢室的防火间距应不小

于1.5倍电杆高度。

4.采用定向天线探测系统 (雷达、无线电经纬仪)的高空

气象观测站高空盛行风下风方向暲60曘方位 (30曘~150曘)范围内

的障碍物对探测系统的天线形成的遮挡仰角应不大于2曘,四周

的障碍物对探测系统天线形成的遮挡仰角应不大于5曘。

5.控制距离与各方向的控制高度应符合附表4的要求。

第三章 气象探测设施和探测环境保护要求

第十二条 气象探测设施的保护要求

禁止实施下列危害气象设施的行为:

1.侵占、损毁、擅自移动气象设施或者侵占气象设施用地。

2.在气象设施周边进行危及气象设施安全的爆破、钻探、

采石、挖砂、取土等活动。

3.挤占、干扰依法设立的气象无线电台 (站)、频率。

4.设置影响大型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功能的干扰源。

5.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规定的其他危害

气象设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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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要求

1.观测场四周应空旷平坦,保持气流通畅和自然光照。

2.观测场最多风向的上风向90曘范围内5000米、其他方向

2000米,在此范围内不宜规划工矿区,不宜建设易产生烟幕等

污染大气的设施。

3.在观测场1000米范围内不应实施爆破、钻探、采石、挖

砂、取土等危及地面气象观测场安全的活动。

4.禁止实施下列危害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的行为:

(1)在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周边1000米探测环境保护范

围内修建高度超过距观测场距离1/10的建筑物、构筑物。

(2)在观测场周边500米范围内设置垃圾场、排污口等干扰

源。

(3)在观测场周边200米范围内修建铁路。

(4)在观测场周边100米范围内挖筑水塘等。

(5)在观测场周边50米范围内修建公路、种植高度超过1

米的树木和作物等。

5.电磁干扰防护要求:根据 《对空情报雷达站电磁环境防

护要求》 (GB13618—1992),高空气象观测站雷达天线对各种

干扰源的防护间距应符合附表5的要求。现状以外的高压架空输

电线路等干扰源在建设实施时均应满足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有关

防护距离要求。

6.当地面气象观测与高空气象观测保护范围不一致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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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满足两者的保护要求。

第四章 规划保障措施

第十四条 部门职责

郑州市气象局在河南省气象局和郑州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工作。

发展改革、国土资源、城乡规划、无线电管理、环境保护等

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有关

工作。

第十五条 保护措施

1.本规划经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后依法纳入城乡规划。

城乡规划、建设、国土等有关部门,在审批可能影响已建气象台

站探测环境和设施的建设项目时,应当事先征得有审批权限的气

象主管机构的同意。未经气象主管机构同意,有关部门不得审

批。新建、改建和扩建气象台站和设施,应当符合气象探测环境

和设施的保护标准。

2.郑州国家基本气象站应在气象观测场四周1000米的路

边、田边等位置,在不同方位设立多个以上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界

桩,对风险较高的地段要加密布设。同时应在郑州国家基本气象

站外围显著位置 (如公路边、十字路口)设立多个气象探测环境

保护区公告牌,标出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区范围和公告事项。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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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桩、公告牌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损坏或移动。

3.未经依法批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迁移郑州国家基

本气象站和高空气象观测站。确因实施城市规划或者国家重点工

程建设,需要迁移该气象台站的,应当报经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

批准。拆迁和新建气象台站和设施的全部费用由同级政府或者建

设单位承担,并保证新建气象台站和设施的质量符合国家标准。

4.迁移气象台站的,应当按照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的规定,

在新址与旧址之间进行至少1年的对比观测。迁移的气象台站经

批准、决定迁移的气象主管机构验收合格,正式投入使用后,方

可改变旧址用途。

5.国家基本气象站站址应至少保持30年稳定不变。本规划

应随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做相应的修编,并纳入新的城市总体规

划。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规划自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实施。各条

款由郑州市气象局负责解释。

附表1.地面气象观测场四周障碍物控制区范围

2.影响源与地面气象观测场围栏之间的最小距离

3.郑州国家基本气象站控制距离与各方向的控制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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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空气象观测站控制距离与各方向的控制高度

5.高空气象观测站雷达天线对各种干扰源的防护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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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地面气象观测场四周障碍物控制区范围

                  单位:米

国家级地面气象观测站类别 观测场围栏以外四周向外延伸的距离

国家基准气象站 2000

国家基本气象站 1000

国家一般气象站 800

附表2

影响源与地面气象观测场围栏之间的最小距离

                 单位:米

影响源类别 国家基准气象站 国家基本气象站 国家一般气象站

铁路路基 >200 >200 >100

公路路基 >50 >50 >30

人工建造的水体 >100 >100 >50

垃圾 场、排 污 口 等 其
他影响源 >500 >5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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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5

高空气象观测站雷达天线对各种

干扰源的防护间距

干扰源
防护间距 (km)

80~300MHz 300~3000MHz
备注

高压架空输电线路

500KV 1.6 1.0

220~330KV 1.2 0.8

110KV 1.0 0.7

高压变电站

500KV 3.0 1.2

220~330KV 1.6 0.8

110KV 1.4 0.7

电气化铁路 国产机车 0.8 0.7

非电气化铁路 0.6 0.5

汽车公路

高速、一级 1.0 0.7

二级 0.8 0.7

高频热合机 1.2 1.2 从厂房算起

高频炉 P曑100KW 0.5 0.5
有屏 蔽 的 厂 房,从 厂
房算起

工业电焊 P曑10KW 0.5 0.5

超高频理疗机 P曑1KW 1.0 1.0 从工作间算起

农用电力设备 P曑1KW 0.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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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规划说明

一、规划背景及编制过程

随着郑州市经济的快速发展,郑州市城市建设规模不断扩

大,在2010年8月经国务院批复的 《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0—2020年)》中,原位于郑州市连云路68号院的国家基本

气象站和高空气象观测站周边5平方千米范围内已规划为居住区

和商业区,且规划的郑航北路从气象站院内穿过,道路实施时需

拆除气象站的业务办公楼及2栋住宅楼。目前,气象站周边已相

继建成多个高层住宅小区,规划的郑航北路也计划于近期实施。

为了解决日益突出的城市规划建设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之间

的矛盾,2010年5月,《郑州市人民政府控制性详规联审联批会

议纪要》(〔2010〕007号)提出迁移气象站意见。2013年,郑州

市气象局将拟迁新址位置确定在郑州市中心城区西南部二七区侯

寨乡大路西村。2015年,郑州市城乡规划局组织编制了二七区

侯寨乡大路西村气象站用地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即 《郑州市第

33—001—K02街坊控制性详细规划》,并于2016年8月获得郑

州市人民政府批复。2017年1月13日,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

致函河南省气象局,申请迁移郑州国家基本气象站。2017年6

月16日,二七区人民政府委托郑州市气象局向河南省气象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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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了迁建郑州国家基本气象站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河南省气象局

依法受理并将申请材料上报到中国气象局。2017年12月8日,

中国气象局批准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提出的郑州国家基本气象

站迁建行政许可申请,同意郑州国家基本气象站由现址 (区站号

57083,经度:113曘39曚E,纬度:34曘43曚N,观测场海拔110.4

米)迁建至距离现址10.33千米西南方向的新址 (经度:113曘

36曚E,纬度:34曘38曚N,海拔248.3米),郑州高空气象观测站同

址迁移。

为了切实加强对拟迁于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大路西村的郑州

国家基本气象站和高空气象观测站探测环境的保护,保障气象探

测设施稳定运行和气象预报服务工作正常开展,充分发挥气象事

业在郑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建设、防灾减灾和为人民生产生

活服务等领域的积极作用,2017年12月,郑州市气象局委托我

院开始编制 《郑州国家基本气象站和高空气象观测站气象探测环

境保护专项规划 (2017—2030年)》。

2017年12月14日,本规划通过了专家评审会,并提出了4

条修改完善意见。

2017年12月底,我院按相关评审意见修改完善后,形成本

次规划成果。

二、气象站现状分析与评价

(一)郑州国家基本气象站基本情况

郑州国家基本气象站成立于1954年,于1955年1月1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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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启 用,是 河 南 省 最 早 建 立 的 气 象 观 测 站 之 一,区 站 号 为

57083,现址位于郑州市连云路68号院,拟迁新址位于郑州市二

七区侯寨乡大路西村。气象站新址距市区边缘直线距离约8.2千

米,距现址10.33千米。气象站观测场海拔高度248.3米,比现

址高137.9米。

(二)代表性分析

气象站新址位于小丘陵地带,土壤为壤土地,与现址均处于

暖温带季风气候区,能较好地反映本地较大范围内的天气气候特

点。

(三)准确性分析

气象站新址的观测场大小为35暳35平方米,场内应满足环

境优美、气流通透、设备标准、排列有序、安置准确、布局美观

整洁等要求。观测场周围没有对气象探测资料准确性有影响的大

型锅炉、废水、废气、垃圾场等干扰源或者其他源体。高空气象

观测站L波段雷达位于观测场中心向正西150米位置。

(四)连续性分析

站址迁移会造成观测资料缺乏连续性,对气象探测资料的质

量带来了影响。因此,在后期的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应加强气

象站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工作。

(五)气象探测环境分析

气象站新址周边为林地,四周空旷,无障碍物,500米内无

污染源和干扰源,观测场四周保护范围内无明显遮蔽物,没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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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资料准确性有影响的大型锅炉、废水、废气、垃圾场等干扰

源或其他源体。气象站新址的北侧约2000米处有1处现状的生

活垃圾填埋场,东北侧约4000米处有1处现状的热源厂,对气

象探测环境没有影响。2016年7月气象探测环境现状评分为

98.0分,符合 《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国务院令

623号)、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 (GB

31221—2014)对国家基本气象站的要求。

气象站新址的南侧约500米处有1条现状的500千伏架空电

力高压线,未来改迁时应满足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有关防护距离

要求。

气象站新址基本情况见表1。

观测场四周可视范围障碍物仰角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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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上位及相关规划分析

(一)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0—2020年)

该规划于2010年8月获国务院批复。

在该规划中,气象站新址位于中心城区西南部,城市建设用

地范围以外,距观测场西侧313米和北侧847米处各规划一条架

空高压线。

规划的高压线在建设实施时,应按照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有

关防护距离要求调整位置。

(二)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总体规划 (2011—2030年)

该规划于2012年12月获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复。

在该规划中,气象站新址位于侯寨乡域南部,镇区范围以

外,周边属于都市农业用地。距观测场西侧408米处规划一条道

路,距观测场北侧约500米处规划有铁路编组站。

(三)郑州都市区总体规划 (2012—2030年)

该规划于2013年9月获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复。

在该规划中,气象站新址位于主城区西南部,城市建设用地

范围以外。规划的G310国道从气象站用地范围内东西向穿过,

距观测场北侧约250米处规划有铁路编组站。

规划的G310国道在建设实施时已向南侧调整,距气象站新

址约3000米。

(四)郑州市中心城区南北片区六线规划

该规划于2013年6月获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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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规划中,气象站新址西侧规划有西气东输燃气管道和一

条电力高压线,距观测场距离分别为278米和324米。

规划的高压线在建设实施时,应按照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有

关防护距离要求调整位置。

(五)郑州市第33—001—K02街坊控制性详细规划

该规划于2016年8月获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复。

该规划为气象站新址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气象站部分用地位

于铁路货运环线控制线以内。在规划编制过程中,郑州市气象局

与铁路南编组站设计单位沟通核实后,确定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

场距铁路超过200米,符合相关气象法规的规定,且该铁路南编

组站内没有高大建筑物,对郑州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没有影

响。

根据观测场的位置,该规划中位于气象站西侧的西气东输燃

气管道距观测场278米,位于南侧的龙祥路和西侧的樱桃路距观

测场分别为109米和408米,符合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相关要

求。

四、规划总论

(一)指导思想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 “公共气象、安全气象、资源气

象”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为指导,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需

求,以 《气象法》为准绳,按照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技术要求,

加大执法力度,力保郑州市国家气象观测站和高空气象观测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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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探测环境和设施处于优良状态,保证气象探测工作的顺利进

行,确保获取的气象探测信息具有代表性、准确性、比较性,提

高天气、气候变化的监测能力、气象预报准确率和气象服务水

平,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提供可靠保障。

(1)气象观测站场环境保护规划的编制应充分体现气象事业

服务社会的基本功能。城乡规划为气象观测站场环境提供必要的

空间通道条件,协调城市功能规划布局的相互关系。也就是,气

象观测站场环境保护规划的编制要与城市发展相互协调。

(2)遵循以人为本,坚持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相统一。

(二)规划原则

(1)观测站点须长期稳定。

(2)气象站探测环境控制标准化、规范化、严格化。

(3)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与控制范围界定清晰,实现线界落

地。

(4)在保护气象台站观测环境的同时,应满足城市经济、社

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和工作环境的需要,使保护和建设协调发

展。

(三)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年)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00年)

(3) 《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办法》 (中国气象局第7号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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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 (国务院令623

号)

(5)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 地面气象观测站》 (GB

31221—2014)

(6)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 高空气象观测站》 (GB

31222—2014)

(7) 《对空情报雷达站电磁环境防护要求》 (GB13618—

1992)

(8) 《关于加强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通知》 (气发 〔2004〕

247号)

(9)《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指南》

(10)《河南省气象条例》(2001.1)

(11)《河南省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办法》(2012.3)

(12)《郑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条例》(2016.1)

(13)《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0—2020年)》

(14)《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总体规划 (2011—2030年)》

(15)《郑州都市区总体规划 (2012—2030年)》

(16)《郑州市中心城区南北片区六线规划》

(17)《郑州市第33—001—K02街坊控制性详细规划》

(18) 《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总体规划 (2011—2030年)》

(2017年修订方案)

(19)国家、河南省、郑州市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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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划年限

本次规划年限为2017—2030年,与 《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

总体规划 (2011—2030年)》和 《郑州都市区总体规划 (2012—

2030年)》保持一致。

(五)规划目标

规划编制审批完成以后,以本规划为依据,使规划范围内具

有良好的气象探测环境,保证气象探测工作的顺利进行,确保获

取的气象探测信息具有代表性、准确性、连续性、比较性,提高

气候变化的监测能力、气象预报准确率和气象服务水平,为国民

经济和人民生活提供可靠保障。

(六)主要任务

(1)根据郑州国家基本气象站和高空气象观测站的等级、性

质和布局等特点,确定保护范围、内容和重点;

(2)对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进行的各种建设活动和行

为进行科学、严格的控制和保护。

五、保护规划控制内容

(一)气象探测环境定义

根据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 地面气象观测站》 (GB

31221—2014),气象探测环境是指为避开各种干扰保证气象探测

设施准确获得气象探测信息所必需的最小距离构成的环境空间。

(二)保护范围的划定

根据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 地面气象观测站》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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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1—2014),郑州国家基本气象站的保护范围确定为:以观测

场直线边缘上的点垂直向外延伸1000米,顶点处90曘扇形延伸

1000米,组合所形成的近似圆形区域。

根据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 高空气象观测站》 (GB

31222—2014),并结合郑州高空气象观测站属于定向天线探测系

统的特点,其保护范围确定为:以L波段雷达位置为中心,半

径1000米范围内。

(三)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标准和要求

1.国家基本气象站保护标准和要求

根据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 地面气象观测站》 (GB

31221—2014)和 《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国务院

令623号),郑州国家基本气象站的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标准和保

护要求如下:

(1)观测场四周应空旷平坦,保持气流通畅和自然光照。

(2)观测场最多风向的上风向90曘范围内5000米、其他方向

2000米,在此范围内不宜规划工矿区,不宜建设易产生烟幕等

污染大气的设施。(根据郑州市气象局提供资料,郑州市的最多

风向为东北风)

(3)在观测场1000米范围内不应实施爆破、钻探、采石、

挖砂、取土等危及地面气象观测场安全的活动。

(4)控制区内的障碍物任一点的高度距离比小于1/10。

(5)控制区内的障碍物与观测场围栏最近距离不小于5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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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日出方向和日落方向内 (此范围不受控制区限制),

障碍物遮挡仰角不大于5曘;四周障碍物不得遮挡仪器感应面。

(根据郑州市气象局提供资 料,郑 州 市 日 出 方 位 为61.1曘~

118.9曘,日落方向为241.4曘~298.9曘)

(7)禁止在观测场周边500米范围内设置垃圾场、排污口等

干扰源。

(8)禁止在观测场周边200米范围内修建铁路。

(9)禁止在观测场周边100米范围内挖筑水塘等。

(10)禁止在观测场周边50米范围内修建公路、种植高度超

过1米的树木和作物等。

2.高空气象观测站保护标准和要求

根据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 高空气象观测站》 (GB

31222—2014),高空气象观测站的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标准和保护

要求如下:

(1)在距放球点50米范围内,不应有影响气球施放的障碍

物。

(2)民用建筑物、构筑物和铁路、道路与制氢室、储 (用)

氢室的防火间距应不小于25米,重要建筑物、构筑物和火源与

制氢室、储 (用)氢室的防火间距应不小于50米。

(3)架空电力线与制氢室、储 (用)氢室的防火间距应不小

于1.5倍电杆高度。

(4)采用定向天线探测系统 (雷达、无线电经纬仪)的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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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观测站高空盛行风下风方向暲60曘方位范围内的障碍物对探

测系统的天线形成的遮挡仰角应不大于2曘,四周的障碍物对探

测系统天线形成的遮挡仰角应不大于5曘。(根据郑州市气象局提

供资料,郑州市高空盛行风下风方向暲60曘方位范围为30曘~

150曘)

(5)电磁干扰防护要求:高空气象观测站雷达天线对各种干

扰源的防护间距应符合 《对空情报雷达站电磁环境防护要求》

(GB13618—1992)的相关要求。现状以外的高压架空输电线路

等干扰源在建设实施时均应满足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有关防护距

离要求。

(6)当地面气象观测与高空气象观测保护范围不一致时,应

同时满足两者的保护要求。

(四)气象设施保护要求

根据 《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 (国务院令623

号),在郑州国家基本气象站和高空气象观测站周边禁止实施下

列危害气象设施的行为:

(1)侵占、损毁、擅自移动气象设施或者侵占气象设施用

地。

(2)在气象设施周边进行危及气象设施安全的爆破、钻探、

采石、挖砂、取土等活动。

(3)挤占、干扰依法设立的气象无线电台 (站)、频率。

(4)设置影响大型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功能的干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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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规定的其他危害

气象设施的行为。

六、规划实施

(一)部门职责

郑州市气象局在上级气象主管机构和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保护工作。发

展改革、国土资源、城乡规划、无线电管理、环境保护等有关部

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有关工作。

待本规划批准后,由郑州市人民政府发文实施规划,郑州市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审批规划建设项目时应严格执行本规划。

(二)规划实施的建议和措施

(1)本规划确定的保护范围内的用地在建设前必须将本规划

提出的探测环境保护要求作为项目设计的依据之一。

(2)气象观测站探测环境的保护应加以重视和政策扶持,将

探测环境的保护予以量化,落到实处。

(3)为使本规划能顺利实施,郑州市各职能部门要加强合作

和协调,共同推进郑州国家基本气象站和高空气象观测站探测环

境的规范化建设。

(4)本规划由郑州市气象局组织编制,报郑州市人民政府批

准后组织实施,并纳入城乡规划。经批准的 《郑州国家基本气象

站和高空气象观测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 (2017—2030

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经法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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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后,报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准。

(5)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国家基本气象站站址应至少保持

30年稳定不变。本规划期限与城市总体规划保持一致,后期应

随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做相应的修编,并纳入新的城市总体规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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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市气象局 督办:市政府办公厅三处

 抄送:市委各部门,郑州警备区。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3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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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郑州国家基本气象站控制距离与
各方向的控制高度

单位：米

日出和日落方向 其他方向

100 257.1 258.3

200 265.8 268.3

300 274.6 278.3

400 283.3 288.3

500 292.1 298.3

600 300.8 308.3

700 309.6 318.3

800 318.3 328.3

900 327.1 338.3

1000 335.8 348.3

注：观测场海拔高度为 248.3 米，上表所示高度均为海拔高度。

日出和日落方向

其他方向

方

向

控

制

高

度控 制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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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高空气象观测站控制距离与各方向的控制高度

单位：米

高空盛行风下风方向

±60°方位范围
其他方向

100 251.8 257.1

200 255.3 265.8

300 258.8 274.6

400 262.3 283.3

500 265.8 292.1

600 269.3 300.8

700 272.7 309.6

800 276.2 318.3

900 279.7 327.1

1000 283.2 335.8

注：L波段雷达海拔高度为 248.3 米，上表所示高度均为海拔高度。

高空盛行风下风方向±60°方位范围

其他方向

方

向

控

制

高

度控 制 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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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规划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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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气象站新址基本情况

经 度 113°35′39″E 纬 度 34°37′58″N 观测场海拔高度 248.3 米

日出方位 61.1°～118.9° 日落方位 241.4°～298.9°

观测场规格 35 米×35 米 占地面积 100 亩 探测环境评分 98 分

在城镇何方 西南方
当地最多

风向
NE 与现址高差 137.9 米

在现址何方 西南方 与现址直线距离 10.33 千米

净空条件（高空、雷达）

是否满足
是 否□

电磁环境（高空、雷达）

是否满足
是 否□

图 1 观测场四周 0-360 度障碍物仰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