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宁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 

专项规划 

 

 

 

 

 

 

 

 

 

 

 

 

 

中城科泽工程设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 0 二三年十月 

 



  

 

项目编号：23GXB021-09 

项目名称：乡宁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 

委托单位：山西省乡宁县气象局 

编制单位：中城科泽工程设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      人：杭  娜  

行政负责人：张照丽  

总      工：杨竞锐 （注册城乡规划师） 

项目负责人：杨竞锐 （注册城乡规划师） 

项目编制人：李文盛 （注册城乡规划师） 

王廷杰 （工程师） 

刘耀锋 （工程师） 

赵世鹏 （工程师） 

            李坤英 （工程师） 

       

  

 

                     

（单位公章）                  （资质专用章）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 - 1 - 

第一条 规划目的 ...................................- 1 - 

第二条 指导思想 ...................................- 1 - 

第三条 规划依据 ...................................- 1 - 

第四条 规划编制原则 ...............................- 2 - 

第五条 规划年限、范围 .............................- 2 - 

第六条 主要任务 ...................................- 3 - 

第七条 法律效力 ...................................- 3 - 

第二章 规划对象与环境保护要求 ..................................................... - 4 - 

第八条 规划对象与目标 .............................- 4 - 

第九条 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的对象 ...............- 5 - 

第十条 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保护要求 ...............- 5 - 

第三章 控制界线的划定与保护标准 ................................................. - 7 - 

第十一条 控制保护范围 .............................- 7 - 

第十二条 核心保护区范围划定及保护标准 .............- 7 - 

地面气象观测场四周障碍物控制区范围 ................- 8 - 

第十三条 一般保护区范围划定及保护标准 ............- 10 - 

第四章 保护与管理 .......................................................................... - 12 - 

第十四条 部门职责 ................................- 12 - 

第十五条 保护与管理 ..............................- 12 - 

第十六条 禁止下列危害气象设施的行为 ..............- 13 - 



  

 

第十七条 禁止实施下列危害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的行为 - 

13 - 

第五章 规划实施保障....................................................................... - 14 - 

第十八条 近期建设 ................................- 14 - 

第十九条 加强各类规划协调统一 ....................- 14 - 

第二十条 落实相关推进的制度 ......................- 14 - 

第二十一条 加强行政执法力度 ......................- 14 - 

第二十二条 加强宣传 ..............................- 15 - 

第六章 附 则 .................................................................................... - 16 - 

术语和定义 .......................................- 17 - 

图纸目录 .........................................- 18 - 

 

 

 



  

 - 1 - 

乡宁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规划目的 

为了保护乡宁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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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性和比较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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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乡宁县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安康提供

可靠保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划。 

第二条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

新发展格局，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面向人民生产生活、面向世界科

技前沿，以提供高质量气象服务为导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为依据，以《气象设施和气

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为标准，实现城市建设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

协调发展，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同步规

划、同步实施。对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进行的各种建设活动和

行为进行强制性约束。 

第三条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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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16 年修正）； 

4.《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2016 修订）； 

5.《山西省气象条例》； 

6.《山西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7.《气象行政许可实施办法》(2017年)； 

8.《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为害气象探测环境行政许可管理

办法》（2020 年中国气象局令第 35 号）；  

9.《山西省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办法》（2018 年）；  

10.《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GB31221-2014）； 

11.《乡宁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送审稿）；  

12.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法定规划成果；  

第四条 规划编制原则 

依法规划的原则；国土空间规划与专项规划相统一的原则；气象

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的强制性原则；城市建设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协

调发展的原则；近期规划与远景规划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规划年限、范围 

专项规划年限：2023——2053 年；  

专项规划范围：乡宁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区域。  

本规划所界定的规划区范围，是根据《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

保护条例》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GB31221-

2014）确定的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界线和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所

确定的建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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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主要任务 

1.根据乡宁国家基本气象站的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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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清晰气象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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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条 法律效力 

本规划是乡宁国家基本气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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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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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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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对象与环境保护要求 

第八条 规划对象与目标 

1.根据《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的基本要求，结合

乡宁县实际情况，本规划主要针对乡宁国家基本气象站，具体位置详

见下表。 

规划对象情况一览表 

地面气象观测站基本情况 

台站名称 
乡宁国家基

本气象站 
区站号 53953 台站类别 基本站 

经度 111°51′ 纬度 35°57′ 海拔高度 1290.0 米 

详细地址 山西省乡宁县吉家原村（乡村） 观测场面积 25×25 米 

最多风向 WNW 次多风向 SE 
本站所处气

候区 

暖温带亚

湿润区 

2.根据乡宁国家基本气象站的性质、类别和业务布局等特点，因

地制宜地确定保护内容和重点。 

3.为保护乡宁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又要

满足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和工作环境的需要，使气象探

测环境保护和城市建设协调发展。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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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约束。 

5.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与控制范围界定清晰，实现线界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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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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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对位于乡宁国家基本气象站外 1000 米范围区域的气象探测环境

及所有气象设施进行保护。主要包括： 

1.国家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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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需要保护的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 

第十条 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保护要求 

1.周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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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 5000 m、其他方向

2000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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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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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对障碍物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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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宁国家基本气象站为观测场围栏以外四周向外延伸 1000

米。 

（2）国家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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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控制区内障碍物与观测场围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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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距离不小于 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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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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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控制界线的划定与保护标准 

第十一条 控制保护范围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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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GB 31221-

2014）的有关规定，结合乡宁县现状及乡宁国家基本气象站级别、业

务种类及其功能要求，确定控制保护范围。控制保护范围分为核心保

护区范围和一般保护区范围。 

第十二条 核心保护区范围划定及保护标准 

观测场外围 1000 米内为核心保护区范围，在核心保护区范围

内明确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本体界线、建设保护范围界线、建设控制

地带界线。 

1.本体范围划定及保护标准 

（1）界线划定 

乡宁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本体 25m×25m 范围。 

（2）本体范围内保护标准 

在对观测场本体进行现场实地勘察后，落在 1：1000 的规划图

上。观测场本体范围内不准建设任何与观测无关的建、构筑物以及

作物。 

2.建设保护范围划定及保护标准 

（1）界线划定 

乡宁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建筑保护范围为观测场本体界线外

移 50 米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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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保护范围内保护标准 

①不准有危害观测场本体安全的钻探、爆破以及堆放危险物品

等危害到观测场安全的活动。 

②不再修建与观测场无关的建筑物、构筑物及道路。 

③观测场围栏四周 50 米内不得种植高于 1 米的植物。 

3.建设控制地带划定及保护标准 

（1）界线划定 

乡宁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环境建设控制地带为观测场围栏外移 

50 米～1000 米空间范围内。 

（2）建设控制地带保护标准 

①与公路路基距离大于 50 米； 

②与大型水体距离大于 100 米； 

③与铁路路基距离大于 200 米； 

④与垃圾场、排污口等干扰源距离大于 500 米； 

⑤在观测场 10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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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在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周边 1000 米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

禁止修建高度超过距观测场距离 1/10 的建筑物、构筑物。 

建（构）筑等障碍物高度应满足附表中国家基本气象站的标

准。 

地面气象观测场四周障碍物控制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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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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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本气象站 1000 

控制区内障碍物任一点的高度距离比小于 1/10，控制区内障碍

物与观测场围栏最近距离不小于 50m。 

观测场围栏以外四周向外延伸 1000 米的距离划定保护区障碍物

任一点的高度距离比需小于 1/10，障碍物高度计算公式：H≤D/10

米（本高度值均为相对高度值，基准高度为观测场高度）；其中 H

代表该点的相对高度，D 代表障碍物高出观测场平面以上部分的高

度与该高点在观测场地平面的投影点至观测场围栏最近点之间的距

离。通过上式计算出 1000 米范围内障碍物最高点海拔高度控制要求

如下表： 

1000 米保护控制区内障碍物相对高度控制一览表 

障碍物高度点在观测场地平面的投影点至观测场围

栏最近点之间的距离（米） 
障碍物最高点相对高

度 H（米） 

100 ≤10.00 

200 ≤20.00 

300 ≤30.00 

400 ≤40.00 

500 ≤50.00 

600 ≤60.00 

700 ≤70.00 

800 ≤80.00 

900 ≤90.00 

1000 ≤100.00 

注：观测场与障碍物距离在两数之间时，按照比例求取相对高度数据。 

⑦国家基本气象站在日出方向和日落方向内（此范围不受控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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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障碍物遮挡仰角不大于 5°（日出日落方向障碍物高度计算：

H≤D×tan5°）。 

乡宁国家基本气象站在日出方向（60.6°—119.4°）和日落方

向（240.6°-299.4°）内（此方向内不受控制区限制），障碍物遮

挡仰角不大于 5 度，即障碍物最高点相对高度：H≤D*tan5°（本高

度值均为相对高度值，基准高度为观测场高度）。其中 H 代表日出

日落方向的相对高度，D 代表障碍物高出观测场平面以上部分的高

度与该高点在观测场地平面的投影点至观测场围栏最近点之间的距

离。 

1000 米控制区内日出和日落方向障碍物最高点相对高度控制一览表 

障碍物高度点在观测场地平面的投影点至观测场

围栏最近点之间的距离（米） 
障碍物最高点相对高度 H

（米） 

100 ≤8.74 

200 ≤17.49 

300 ≤26.24 

400 ≤34.99 

500 ≤43.74 

600 ≤52.49 

700 ≤61.24 

800 ≤69.99 

900 ≤78.73 

1000 ≤87.48 

注：观测场与障碍物距离在两数之间时，按照比例求取相对高度数据。 

 

第十三条 一般保护区范围划定及保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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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界线划定 

观测场外围最多风向的上风方 90°1000-5000 米地区和观测场

外围其他方向 1000-2000 米内为一般保护区。 

2.一般保护区范围保护标准 

一般保护区范围内按照《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

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GB31221-2014）加

以控制。  

（1）远离大功率的无线电发射台和高压输电线。  

（2）观测场最多风向的上风方 90°范围内 5000m、其他方向 

2000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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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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保护与管理 

第十四条 部门职责 

乡宁县自然资源局、乡宁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在

审批可能影响已建气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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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同意。未经气象主管部门同意，有关部门不

得审批。 

第十五条 保护与管理 

1.气象台站站址应当保持长期稳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

迁移气象台站。因国家重点工程建设或者城市（镇）总体规划变化，

确需迁移气象台站的，建设单位或者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向省气象主管

机构提出申请，由省气象主管机构组织专家对拟迁新址的科学性、合

理性进行评估，符合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要求的，在纳入城

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后，按照先建站后迁移的原则进行迁移。 

申请迁移国家基本气象站的，由省气象主管机构签署意见并报送

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审批。气象台站迁移、建设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2.山西省乡宁县气象局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在气象设施附近设立

显著保护标志，标明保护范围和保护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

或者擅自移动保护标志。 

3.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加强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的日常巡查

和监督检查，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应进行查处或者及时通

报有关部门进行查处；有关部门未及时查处的，气象主管机构可以报

告当地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进行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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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禁止下列危害气象设施的行为 

1.侵占、损毁和擅自移动气象台站建筑、设备和传输设施； 

2.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设置障碍物；  

3.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进行爆破、采砂（石）、取土、焚

烧、放牧等行为；  

4.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种植影响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

作物、树木；  

5.设置影响气象探测设施工作效能的高频电磁辐射装置； 

6.进入气象台站实施影响气象探测工作的活动； 

7.其他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行为。 

第十七条 禁止实施下列危害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的行为 

1.在国家基准气候站观测场周边 2000 米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或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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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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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规划实施保障 

第十八条 近期建设 

本规划的规划年限：2023——2053 年。 

近期，乡宁国家基本气象站应按相关规范完善场地、气象观测设

施建设，采取工程性保护措施保障场地安全，对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

围内周边障碍物进行筛查、核实、拆除及管控。在气象台站探测环境

保护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应当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 

第十九条 加强各类规划协调统一 

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报乡宁县人民政府批准

后，依法将有关内容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乡宁县气象局应当将乡宁县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保护标准和具体要求等报告乡宁县人民政府，

并抄送县自然资源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县发展和改革局、

临汾市生态环境局乡宁分局等部门。 

第二十条 落实相关推进的制度  

乡宁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

的组织领导，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解决气象设施和气象探

测环境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应当将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

工作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二十一条 加强行政执法力度 

乡宁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批准实施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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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向社会公布，并报送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备案。有关部门应

当按照本规划划定的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审批建设项目和建设用

地；在审批可能影响已建气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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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未经气象主管机构同意，

有关部门不得审批。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的项目立项、规划许可、

环境影响评价等，应当将项目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气象探测环境

保护要求纳入审查内容。 

在气象台站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

应当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确实无法避免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当

地气象主管机构报告，并提出相应的补救措施，由当地气象主管机

构审查后上报省气象主管机构，经省气象主管机构书面同意。 

在单独设立的气象探测设施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新建、改建、扩

建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告当地气象主管机构，并按照要

求采取必要的工程、技术措施。 

第二十二条 加强宣传 

乡宁县人民政府及气象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

保护的宣传教育，树立全民保护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意识。对在保

护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工作中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乡

宁县气象局应当建立举报制度，公开举报电话、通信地址或者电子邮

箱、微信、微博等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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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规划由山西省乡宁县气象局组织编制，并报山西省乡

宁县自然资源局备案。 

第二十四条 本规划自山西省乡宁县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生效，由乡

宁县气象局、乡宁县自然资源局共同负责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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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和定义 

本规划所称气象探测环境，是指为避开各种干扰，保证气象设

施和气象探测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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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规划所称气象探测设施，是指用于各类气象探测的场地、仪

器、设备及其附属设施。    

本规划所称源体，是指省级气象主管机构确定的对气象探测资

料的代表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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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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