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高政办发〔圆园23〕6号

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高平国家气象观测站气象探测环境

保护专项规划（2021-2035）》的通知

开发区管委会，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市直及驻高各有

关单位，各相关企业：

《高平国家气象观测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2021-2035）》

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4月 27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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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国家气象观测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

专项规划（2021-2035）

第一章 总 则

为保护高平国家气象观测站新址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

保证气象探测工作顺利进行，确保天气气候预测预报、气候变化

分析以及气象服务的准确性和针对性，积极开展气象探测环境保

护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特编制《高平国家气象观测站气象

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2021-2035）》。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提供高质量气象服务为导向，以服务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为需求，对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各种建设活

动和行为进行强制性约束，保证气象探测工作顺利进行，确保获

取的气象探测资料具有代表性、准确性、连续性和可比较性，为气

象防灾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准确的科学依据，充分发挥气象

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全方位保障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

富裕、生态良好，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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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16年 11月 7日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 4月 23日修正）；

3.《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632号

发布，2016年 2月 6日修订）；

4.《山西省气象条例》（1998年 9月 29日发布）；

5.《山西省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办法》（2018年 6月

1日发布）；

6.《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GB 31221-

2014）；

7.中国气象局、建设部《关于加强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通知》

（气发〔2004〕247号）；

8.《高平市城乡总体规划（2017-2035）》；

9.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

1.城市规划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相协调；

2.可持续发展；

3.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4.严格执行各项技术指标标准。

本规划所界定的范围结合《气象设施和气象探

测环境保护条例》确定的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界线和城市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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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所确定的规划用地范围共同确定，具体以高平国家气象观测

站新址观测场（围栏边缘）为中心、周边 800米为半径划定为核心

保护区。

本次规划期限为 2021—2035年，规划基准年为

2020年，目标年为 2035年。

1.根据高平国家气象观测站的等级、性质和承担的综合气象

探测任务及布局特点，明确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标准和保护范围；

2.界定清晰高平国家气象观测站新址探测环境保护和控制的

范围，实现限建落地；对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的建设活动和

行为提出科学、严格的控制和保护要求；

3.提出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本规划是高平国家气象观测站新址气象探测环境和

设施在规划、建设、改造、控制、保护与管理中的法定性文件，是气

象台站周边建设和规划管理的依据，自规划批准公布之日起，在规

划范围内进行规划、建设、改造、保护与管理均须执行本规划。

第二章 与上位规划的相容性分析

高平市城市总体规划中心城区空间结构为“一轴、双

心、两核、三组团”。“一轴”是丹河城市综合发展主轴，“双心”分别

是城市主中心和牛山生态绿心，“两核”分别是古城文化休闲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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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和高铁片区旅游休闲度假中心，“三组团”分别是主城片区组

团、米山片区组团、高铁河西片区组团。另外，南陈铺物流工业园

区作为市域独立工业园区与中心城区密切联动。高平国家气象观

测站新址位于主城片区组团。

正在编制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空间结构为“一轴一带两心三

组团”。“一轴”是城市综合发展主轴，“一带”是丹河生态景观带，

“两心”是城市综合服务中心、高铁休闲特色中心，“三组团”是主

城片区组团、高铁片区组团、产业园片区组团。高平国家气象观测

站新址位于主城片区组团。

高平国家气象观测站新址（800 米范围）西侧为永久基本农

田，东侧基本为城镇开发边界，不会影响后期城镇建设。

第三章 高平国家气象观测站现状

高平国家气象观测站新址位于高平市铁西路西侧西山郊野

公园，属于丘陵型地貌，以山体林地为主，四周无污染源，视野开

阔，周边建筑物、山坡和农田的仰角均低于规划观测场高度，探测

环境良好，符合《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等相关技术

要求。

评估区地质灾害不发育，区域地质背景类型属“简单”，地形

地貌条件类型属“中等”，地层岩性和岩土工程地质性质类型属“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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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地质构造类型属“简单”，水文地质条件类型属“简单”，地质

灾害及不良地质现象类型属“简单”，人类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类型属“简单”。

根据现状地形标高，合理利用地貌地形，确定观测场海拔高

度 940.5米，观测场主要承担着地面气象观测任务。

第四章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对象与保护要求

根据《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的基本要求，本规

划主要对位于高平国家气象观测站外 800米范围内的气象探测

环境及所有气象设施进行保护。主要包括：

1.国家气象观测站、自动气象站的探测环境和设施；

2.气象卫星地面接收站的探测环境和设施；

3.气象专用频道、频率、线路、网络及相应的设施；

4.其它需要保护的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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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90毅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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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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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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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障碍物控制区的划定

在地面气象观测场四周应划定障碍物控制区，控制区范围应

符合下表要求。

（2）国家一般气象站控制区内障碍物的限制要求

控制区内障碍物任一点的高度距离比小于 1/8。

3.自动气象站四周不得有致使气象要素发生异常变化的干

扰源。

4.气象无线电频率的保护，按照国家无线电管理法规执行。

第五章 控制界限的划定与保护标准

根据《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有关规定，保护范

围内应明确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本体界线和保护范围界线。

高平国家气象观测站观测场本体界线：气象观测场本体为25

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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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国家一般气象站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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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伊25米范围。

高平国家气象观测站的保护范围：以高平国家气象观测站新

址观测场（围栏边缘）为中心，周边 800米为半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

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高平国家气象观测站观测场围栏

与周围障碍物之间的距离标准为：

1.不得在观测场周边 800米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修建高度超

过距观测场距离 1/8的建筑物、构筑物；

2.不得在观测场周边 200米范围内设置垃圾场、排污口等干

扰源；

3.不得在观测场周边 100米范围内修建铁路；

4.不得在观测场周边 50米范围内挖筑水塘等；

5.不得在观测场周边 30米范围内修建公路、种植高度超过 1

米的树木和作物等。

站类或障碍物项目分类 国家一般气象站探测环境标准

与障碍物距离 跃障碍物高度的 8倍

与垃圾场、排污口等影响源 跃200米

与铁路路基距离 跃100米

与公路路基距离 跃30米

与人工建造水体距离 跃50米

与作物、树木距离 观测场周围 30米范围内不得种植高于 1米的作物、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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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职责与管理要求

自然资源、住建、行政审批等部门，在审批可能影响气象台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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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部门的同意，未经气象主管部门同意，有关部门不得审批。

1.本次规划确定的控制范围内用地在建设前必须将本次规划

提出的探测环境要求及高度控制作为项目设计的依据之一。

2.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应加以重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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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职能部门要加强合作和协调，

共同推进国家气象观测站探测环境保护的规范化建设。

4.未经依法批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迁移国家一般气象

站；确因实施城乡规划或者重点工程建设需要迁移的，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审批，并报送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备案，

且必须对新站站址进行选址可行性论证，并在新站站址开展与原

站站址同步对比气象观测满一年后，建设项目方可施工。气象台

站迁移、建设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5.未经气象主管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移动

高平国家气象观测站的探测场地、仪器、设施标志和气象通信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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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禁止损毁气象探测设施。

6.应当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的活动；确实无法避免的，应当

事先征得气象主管机构的同意，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后，方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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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象主管机构以及发改、自然资源、住建、行政审批、无线电

管理、生态环境等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

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1.擅自迁移气象台站的；

2.擅自批准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设置垃圾场、排污口、

无线电台（站）等干扰源以及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危害气象

探测环境的；

3.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不履行气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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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职责行为的。

第七章 附 则

本规划由文本及图件组成。规划文本和图件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本规划一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更改，确因需要对

本规划进行变更时，必须按规定程序报批。

本规划由高平市气象局负责编制，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本规

划由高平市气象局负责解释及实施。

气象探测环境，本规划中所称气象探测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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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区位分析图

2.现状卫星影像图

3.气象站周边现状用地图

4.新建气象站周边规划用地图

5.观测场四周干扰源控制图

6.观测场周边限制规划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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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保护区范围内障碍物高度控制图

8.日出日落方向障碍物高度控制图

9.核心保护区范围内规划图则

10.与三区三线关系图

11.竖向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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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区位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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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现状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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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气象站周边现状用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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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新建气象站周边规划用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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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观测场四周干扰源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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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观测场周边限制规划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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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保护区范围内障碍物高度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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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日出日落方向障碍物高度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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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核心保护区范围内规划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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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与三区三线关系图

要 22 要



附件 11

竖向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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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

市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圆园23年 4月 2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