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 州 市 洞 头 区 气 象 台 站 探 测 环 境 保 护 专 项 规 划  
WENZHOUSHIDONGTOUQUQIXIANGTAIZHANTANCEHUANJINGBAOHUZHUANXIANGGUIHUA 

【报批成果】 

 

 

 

 

 

 

 

 

 

温州市洞头区气象局 

申都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2021.01 



 

 

                                                                  

 

                                                                温州市洞头区气象台站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 

                                                                                   2021-01 

 

编制单位：申都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编制人员： 

审    核：   陆 岳      院长/一级注册建筑师  高级工程师 

部门负责:    何  力     城市规划师 

项目设计：   周苏文     城市规划师 

陈佳杨     城市规划师 

校    对：   肖  潇     注册规划师/城市规划师 

 

 

 

 

 

 



 

 

前 言 

根据浙江省气象局关于更新《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的通知，因各地发布的《专项规划》将到期，且《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高

空气象观测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天气雷达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大气本底站》等四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相继修订完善，为进一步加强大气环境保护和检测，及推进“省域空间治理数

字化平台”建设的技术标准和要求，在此次《专项规划》更新中，除国家地面站气象观测站、高空气象观测站、天气雷达站和大气本底站外，要将区域气象观测站以及其他需要保护的气象设施和气象

探测环境一并纳入《专项规划》内容，做到保护全覆盖。 

2012年 8月 22日国务院第 214次常务会议通过《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自 2012年 12月 1日起施行，洞头地面气象观测站由原国家气象观测站一级站改为国家基本气象站，同时

洞头区域气象观测站由原有 7个改为 8个，增加了大门站。到 2020年，洞头区域气象观测站增加至 28个，当前洞头区有 1个国家基本气象站，28个区域气象观测站（含 2个国家级区域气象观测站）。 

上轮规划实施与评价: 

2009 年《洞头县气象台站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已批复，并于 2013年实施。 

（1）规划目标实施良好 

上轮规划实施 8年以来保护了洞头站址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不含区域气象观测站），保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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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气候变化的

监测能力、气象预报准确率和气象服务水平，为洞头区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安康提供可靠保障。 

（2）为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提供了依据，引导了周边区域建设满足气象探测保护的要求。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划根据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保护的要求，明确了气象站环境保护的基本范围和保护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洞头区气象探测环境树立了一道法定保护屏障。也为洞头站址气

象探测站周边区域建设提供了满足气象探测保护要求的依据。 

（3）规划实施影响力逐步增强，强化了气象环境探测保护的意识。 

上轮规划的实施使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更加明确化，使行政对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更具操作化，全区依法、依规对气象探测环境进行保护的意识不断增强。 

根据浙江省气象局关于更新《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的通知，结合洞头区气象工作的实际情况，为了更好地保护气象探测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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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性和连续性，保障气象预报的准确率，提高气象服务水平，2020年 9月，本单位受温州市洞头区气象局委托，启动编制《温州市洞头区气象台站探测环境保护专项

规划》，于 2021年 1月 6日提交会议审议，经专家评审，并与温州市洞头区气象局及相关部门对接，进一步完善项目成果，形成本次报批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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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浙江省气象局关于更新《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的通知，为了保护

洞头区气象探测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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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性和连续性，保障气象预报的准确率，提高气象服务水平，特制定本规划。 

第二条  本规划适用于温州市洞头区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的各项工程建设影响评价，是影响范

围内地块开发高度的重要依据。本规划所规定的内容必须严格执行。 

第三条  规划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00.1）；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1）； 

三、《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2012.12）； 

四、《浙江省气象条例》（2008.1）； 

五、《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GB31221—2014）； 

六、观测司关于印发《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行政许可管理办法》和《气象

台站迁建行政许可管理办法》的服务指南和工作细则的通知(气测函〔2016〕132 号)； 

七、《关于认真做好“气象台站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浙气发【2008】89 号，

浙江省气象局和浙江省建设厅联合发文》； 

八、关于下发《浙江省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试行）》和《浙江省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监控处理

办法（试行）》的通知(浙气发〔2010〕127 号)； 

九、关于下发浙江省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试行）的通知(浙气发〔2011〕26 号)； 

十、浙江省发改委、国土资源厅、建设厅、气象局关于深入贯彻实施《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

护条例》的通知(浙气测函〔2013〕27 号)； 

十一、浙江省气象局关于贯彻落实四项强标做好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有关工作的通知（浙气函〔2015〕

50 号）； 

十二、浙江省气象局关于更新《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的通知（浙气函〔2020〕

100 号）； 

十三、《关于进一步加强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的通知》（温气发【2008】35 号，温州市气象局和

温州市规划局联合发文）； 

十四、《关于转发<关于认真做好“气象台站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的通知》（温

气发【2008】50 号，温州市气象局发文）； 

十五、《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办法》（中国气象局 7 号令 2004 年）； 

十六、《城市黄线管理办法》； 

十七、其他国家、省、市、区有关法律、法规、规范、规定、标准及相关规划； 

第四条 规划指导思想 

保护气象探测环境，保证气象探测资料具有代表性、准确性、比较性和连续性，保障地面气象

观测站周边城市建设的合理性，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气象防灾减灾提供准确可靠的依据，为国民经济

和人民生活提供可靠保障，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第五条 规划原则 

一、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原则。 

二、坚持城乡规划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相统一的原则。 

三、坚持严格执行各项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的原则。 

四、坚持科学规划、突出重点、分步改善的原则。 

五、坚持经济合理、效益优先、可操作性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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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规划目标 

本次规划指在更好的保护温州市洞头区气象探测环境，促进洞头区社会经济事业的发展。 

一、进一步建立健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规范和要求，保持地面气象观测站总量稳定，更好的

保护气象探测环境； 

二、以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为核心，统筹区域气象观测站，形成气象探测环境一张网布局； 

三、促进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与规划实施建设的紧密衔接，加强部门有效协作； 

第七条 规划范围 

本规划保护范围为洞头区行政区域范围，总面积为 2777.3 平方公里，涉及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

和区域观测站等两大地面气象观测站。 

重点保护范围为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核心保护区，按照《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

站》观测场周边控制区的划定规范，以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围栏为基准，半径为 1000 米的

环形区域。 

第八条 规划期限 

本规划期限为 2020-2035 年，2020 为基准年。 

第二章  总体布局及城市黄线控制 

第九条 等级划分 

洞头区地面气象观测站按承担的观测任务和作用分为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和区域气象观测站

两类。其中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属于国家级地面气象观测站，区域气象观测站经国家级的考核认定，

分为国家级区域气象站和一般区域气象站，各区域气象观测站为无人值守地面气象观测站。 

第十条 总体要求 

一、地面气象观测站布局的数量、密度以及空间分布，应与城镇的发展规模和总体布局相适应，

以保证气象探测资料的代表性，满足气象分析、预报等气象服务要求；并使站址保持长期稳定，避

免频繁迁移，保证探测资料的连续性、比较性。 

二、地面气象观测站的布局必须满足气象探测对气象站周围环境的要求，以确保获得真实、可

靠的气象情报，从而高质量、高水准地做好气象服务。 

三、地面气象观测站的布局应结合地形的特征性，充分考虑局部小气候的影响，确保布局的合

理性、前瞻性、整体性。 

第十一条 总体布局 

洞头区现有 1 个国家基本气象站、26 个区域气象观测站和 2 个国家级区域气象观测站。今后

根据省、市区域气象观测站布局及洞头区防灾减灾的实际需求，逐步建设区域气象观测站，完善气

象监测系统。 

一、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布局 

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位于洞头区东屏街道后坑村上后坑山顶，总用地为 2465.6 平方米，观测场

为 25 米×25 米的正南北方向的方形场地，详见附表 1。 

二、区域气象观测站布点规划 

洞头区现有区域气象观测站 28 个，其中鹿西、大瞿 2 套洞头区域气象观测站是参照国家一般

气象站标准设置，经国家级考核认定为国家级区域气象观测站。灵昆沙塘（K3441）、小霓屿岛（K3442）、

鹿西白龙屿养殖牧场（K3634）单个区域气象观测站为新增站点。霓屿备份站（K3998）为撤销站点。

规划区域气象观测站共 30个。详见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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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城市黄线控制 

由于重大基础设施纳入城市黄线控制线，因此本次规划将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实际用地边界作

为城市黄线控制范围，并在下一步各类国土空间规划中予以落实。其他区域气象观测站及设施不纳

入城市黄线控制范围，在城市黄线控制范围禁止进行下列活动：  

  一、违反城市规划要求，进行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的建设；  

  二、违反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进行建设；  

  三、未经批准，改装、迁移或拆毁原有城市基础设施；  

  四、其他损坏城市基础设施或影响城市基础设施安全和正常运转的行为。  

第三章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划 

第十三条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 

一、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保护范围 

按照《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观测场周边控制区的划定规范，以洞头国家基

本气象站观测场围栏为基准，半径 1.0 公里范围为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的重点保护范围。 

二、区域气象观测站保护范围 

各区域气象观测站观测场周边 10m范围内不宜有障碍物。 

第十四条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标准 

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和区域气象观测站严格按照国家、省、市、区有关法律、法规、规范、规

定、标准执行。各范围保护标准详见附表 3 和附表 4。 

第十五条 气象探测环境整改 

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及区域气象观测站的气象探测环境总体良好，气象观测场周边的障碍物和

干扰源目前没有对气象探测构成重大影响。 

为进一步改善气象探测环境，依据《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办法》，本次规划对现状气象站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的障碍物和干扰源采取整改和拆除两种方案。 

对影响探测环境的树木，因隶属于外单位，气象主管机构应和园林等相关部门协商，对树木实

行修剪，如修剪后还无法达到标准要求的，实行清除。 

对影响探测环境的建筑物实行改建，今后随着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标准的不断提高，确实对气象

探测构成重大影响的，应考虑予以拆除。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如有高压线铁塔和发射塔，应和所属部门共同采取措施，避免对气象

探测专用频率和频道形成干扰，今后确实构成重大影响的，应考虑予以迁移。 

第十六条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对策 

一、积极开展部门协作，完善备案机制，树立主动超前的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意识。 

二、加强宣传，逐步提高政府部门和公众对保护气象探测环境重大战略意义的认识。 

三、严格执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制度 

四、加强气象探测环境的监督检查。 

五、对气象探测环境范围内的障碍物进行及时适当的处理 

第四章  用地与设施保护规划 

第十七条 地面气象观测站用地保护规划 

一、洞头区气象主管机构应将本规划中划定的地面气象观测站和气象探测设施用地及探测环境

保护范围，向本区规划建设主管部门备案，并纳入各类国土空间规划，作为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依

据。 

二、洞头区规划建设部门应将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和设施用地纳入“城市黄线”管理范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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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已经编制的各类规划没有将地面气象观测站纳入规划的，规划部门应在下一层次的分区规划或控

制性详细规划中及时纳入。 

三、任何组织和个人未经依法批准不得迁移洞头区地面气象观测站或者其他气象设施。因重点

工程建设和实施城市规划，确需迁移地面气象观测站或者其他气象设施的，应当依法报经省级气象

主管机构批准，报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备案，并由建设单位承担全部迁建费用。 

    四、按照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规定必须进行新旧站址气象对比观测的，在规定的对比观测期内，

建设单位不得实施影响气象对比观测的工程建设活动。 

第十八条 气象探测设施保护规划 

气象探测设施包括气象观测场、场站内各种探测仪器、以及各区域气象观测站的探测仪器。 

一、洞头区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站应当加强气象设施的维护，确保气象设施的完好。 

二、气象设施因不可抗力遭受损坏时，当地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紧急措施，组织力量修复，确保

气象设施正常运行。 

三、禁止侵占、损毁气象设施、场地以及干扰气象专用频道、信道等行为；禁止擅自移动气象

设施。 

四、气象站应设有专人值守；其他无人值守的区域气象观测站，应当由该站的所有单位委托所

在地人民政府或者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负责保护，并与之签订《委托保管书》，明确各自

的权利和义务。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由规划文本、规划说明、规划图集组成，规划文本与图集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两者应同时使用，不可分割。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未涉及的内容应符合国家、浙江省、温州市及洞头区有关规定。 

第三十条  本规划自洞头区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生效。 

第三十一条  本规划由温州市洞头区气象局、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洞头分局共同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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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气象探测环境，是指为避开气象站观测场周围各种干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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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象探测设施，是指气象探测设施、气象信息专用传输设施和大型气象专用技术装备等。 

干扰源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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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象行政许可，是指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 

附表 

附表 1  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基本情况一览表 

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基本情况 

省份 浙江 台站名称 洞头 区 站 号 58760 

经度 121°09′0.693″ 纬 度 27°50′2.636″ 拔海高度(国家 85高程) 68.6米 

详细地址 洞头区东屏街道后坑村上后坑山顶（海岛） 台站类别 基本站 

地面观测场面积 25×25 地面观测场形状 正方形 

目前承担的观测任务 地面气象观测 

自动站单轨运行日期 2005年 1月 1日 台站所处气候区 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区 

地形特征 海岛 土壤性质 红壤 环境备案否 已备 

注:洞头区东屏街道后坑村上后坑山顶（洞头坐标为 X=3080117.078,Y=514715.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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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区域气象观测站一栏表 

序

号 
区站号 站名 乡镇/街道 站址 

经度(度

分秒) 

纬度

（度分

秒） 

测站海

拔高度

（m） 

气压传

感器海

拔高度

（m） 

自动站型号 
供电方

式 
安装时间 启用时间 

1 K3002 小门 大门镇 洞头区大门镇小门岛 1210416 280017 10.0  11.0  DZH1 太阳能 2005/01/01 2005/01/01 

2 K3003 灵昆 灵昆街道 洞头区灵昆街道海思水闸旁 1205344 275633 10.0  11.0  DZZ4 太阳能 2005/01/01 2005/01/01 

3 K3069 状元岙 元觉街道 洞头区元觉街道沙岗村状元岙码头 1210700 275300 76.0  77.0  DZH1 太阳能 2007/01/01 2007/01/01 

4 K3078 东屏南策 东屏街道 洞头区东屏街道南策村 1210800 274600 96.0    DZZ4 太阳能 2007/07/14 2007/07/01 

5 K3080 虎头屿 东屏街道 洞头区东屏街道虎头屿 1211500 275000 95.0  96.0  DZZ4 太阳能 2007/07/14 2007/07/02 

6 K3120 霓屿 霓屿街道 洞头区霓屿街道下社村 1210300 275300 74.0  75.0  DZZ4 太阳能 2009/06/20 2009/06/20 

7 K3205 大门 大门镇 洞头区大门镇潭头村 1210526 275644 85.0    DZZ4 太阳能 2005/01/01 2005/01/01 

8 K3298 望海楼 北岙街道 洞头区北岙街道东郊村 1210608 274929 127.0  128.0  DZZ4 太阳能 2014/12/30 2014/12/30 

9 K3300 鹿西岙外 鹿西乡 洞头区鹿西乡岙外村 1211031 275824 25.0  26.0  DZZ4 太阳能 2014/12/26 2014/12/26 

10 K3301 竹屿岛 东屏街道 洞头区东屏街道垄头村竹屿岛 1211215 274907 60.0  61.0  DZZ4 太阳能 2014/12/26 2014/12/26 

11 K3302 东屏南塘 东屏街道 洞头区东屏街道南塘工业园区 1210826 274915 7.0  8.0  DZZ4 太阳能 2014/12/27 2014/12/27 

12 K3303 东屏百浪鼓 东屏街道 洞头区东屏街道中心渔港 1210631 274848 3.0  4.0  DZZ4 太阳能 2014/12/29 2014/12/29 

13 K3304 半屏山 东屏街道 洞头区东屏街道半屏社区三村 1210851 274833 123.0  124.0  DZZ4 太阳能 2014/12/29 2014/12/29 

14 K3309 北岙东沙 北岙街道 洞头区北岙街道东沙村 1210941 275026 44.2  45.2  DZZ4 太阳能 2015/11/08 2015/11/08 

15 K3320 大门寨楼 大门镇 洞头区大门镇寨楼村 1210601 275846 73.8  74.8  DZZ4 太阳能 2017/09/22 2017/09/22 

16 K3347 元觉青山岛 元觉街道 洞头区元觉街道青山岛 1210617 275446 61.0  62.0  DZZ4 太阳能 2018/07/03 2018/07/03 

17 K3349 大门沙岙 大门镇 洞头区大门镇沙岙村 1210731 275826 90.0  91.0  DZZ4 太阳能 2018/10/27 2018/10/27 

18 K3350 大门观音礁 大门镇 洞头区大门镇观音礁村 1210809 275753 40.0  41.0  DZZ4 太阳能 2018/10/27 2018/10/27 

19 K3351 大门王宅 大门镇 洞头区大门镇小门岛王宅村 1210350 275840 100.0  101.0  DZZ4 太阳能 2018/10/28 2018/10/28 

20 K3352 鹿西大山岛 鹿西乡 洞头区鹿西乡大山岛 1211302 275602 10.0  11.0  DZZ4 太阳能 2018/10/29 2018/10/29 

21 K3353 元觉大笔架屿 元觉街道 洞头区元觉街道大笔架屿 1210958 275521 50.0  51.0  DZZ4 太阳能 2018/10/30 2018/10/30 

22 K3354 东屏香花屿 东屏街道 洞头区东屏街道香花屿 1211008 274456 30.0  31.0  DZZ4 太阳能 2018/10/31 2018/10/31 

23 K3355 东屏南炮台 东屏街道 洞头区东屏街道南炮台 1211027 274927 60.0  61.0  DZZ4 太阳能 2018/11/04 2018/11/04 

24 K3372 灵昆周宅 灵昆街道 洞头区灵昆街道周宅村 77省道旁 1205230 275827 10.0  11.0  DZZ4 太阳能 2019/8/14 2019/8/14 

25 K3373 灵昆雁升 灵昆街道 洞头区灵昆街道（灵霓大堤）雁升路灵昆水闸旁 1205629 275729 0.5  1.5  DZZ4 太阳能 2019/8/15 2019/8/15 

26 K3441 灵昆沙塘 灵昆街道 洞头区灵昆街道沙塘村 1215309 275739 15.0 16.2 DZZ4 太阳能 2020/11/22 2020/11/22 

27 K3442 小霓屿岛 霓屿街道 洞头区霓屿街道小霓屿岛 1210002 275021 30.0 31.2 DZZ4 太阳能 2020/11/21 2020/11/21 

28 K3634 鹿西白龙屿养殖牧场 鹿西乡 洞头区鹿西乡白龙屿大黄鱼养殖区内 1211335 275913 10.0 11.2 DZZ4 太阳能 2020/11/1 2020/11/1 

29 58761 鹿西 鹿西乡 洞头区鹿西乡东臼村（海岛） 1211400 280000 82 83 DZH1 太阳能 2007/1/1 2007/1/1 

30 58762 大瞿 东屏街道 洞头区东屏镇大瞿村（海岛） 1210500 274700 35 36 ZQZ-A 太阳能 2007/7/1 2007/7/1 

注：鹿西、大瞿 2 套洞头区域气象观测站是参照国家一般气象站标准设置，经国家级考核认定为国家级区域气象观测站。灵昆沙塘（K3441）、小霓屿岛（K3442）、鹿西白龙屿养殖牧场（K3634）

单个区域气象观测站为新增站点。霓屿备份站（K3998）为撤销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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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围栏与周围障碍物边缘和各种影响源体边缘之间保护距离标准一览表 

名  称 保护范围 保护标准 

观测场最多风向（NNE）的上风方

90° 

5000 米（337.5°-67.5°） 

不宜规划矿区、不宜建设易产生烟幕等污染大气的设施。 

2000 米（67.5°-337.5°） 

与建筑物、构筑物距离 

1000 米 

禁止在观测场四周（除日出日落方向）1000米探测

环境保护控制区内修建高度超过距观测场围栏距离

的 1/10。 

1、禁止在观测场 1000 米范围内进行危及气象设施

安全的爆破、钻探、采石、挖砂、取土等活动。2、

2、禁止侵占、损毁、擅自移动气象设施或者侵占气

象设施用地。 

3、禁止挤占、干扰依法设立的气象无线电台

（站）、频率。 

4、禁止设置影响大型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功能的

干扰源。 

5、禁止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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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米（日出方位 63.3°-116.7°；日落方位：

243.3°-296.7°。） 

禁止在观测场日出、日落方向修建遮挡仰角大于 5°

的建筑物、构筑物（此范围不受 1000 米控制区限

制）。 

与垃圾场、排污口等干扰源距离 5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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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铁路距离 200 米 禁止在观测场周边 200米范围内修建铁路路基。 

与水塘等距离 100 米 禁止在观测场周边 100米范围内挖筑水塘、人造水体等。 

与公路距离 50米 禁止在观测场周边 50米范围内修建公路。 

与作物、树木距离 50米 禁止在观测场周边 50米范围种植高于 1 米的作物和树木等。 

注：建筑物、构筑物控制高度指与气象观测站观测场的相对高度。 观测场到障碍物的距离指沿观测场围栏距离障碍物最近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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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洞头国家基本气象观测站四周建筑物、构筑物限高计算一栏表 

建筑物、构筑物距 

观测场距离范围（米） 
建筑物、构筑物所在方位 

建筑物、构筑物限高计算公式 

（海拔高度）（米） 

0—50 观测场四周 限高＝68.6 

大于 50—1000 

日出方向 63.3°～116.7° 

日落方向 243.3°～296.7° 
限高＝68.6＋水平直线距离×tan5° 

非日出、日落方向 限高＝68.6＋水平直线距离÷10 

大于 1000 

日出方向 63.3°～116.7° 

日落方向 243.3°～296.7° 
限高＝68.6＋水平直线距离×tan5° 

非日出、日落方向 不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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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规划图集 

 

 

 

 

 

 

 

 

 



 

 

 

图集目录 

1、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建筑高度控制图  

2、禁止建设范围总图 

3、禁止建设垃圾场、排污口等干扰源范围图 

4、禁止建设铁路范围图 

5、禁止挖筑水塘（人工水体）范围图 

6、禁止建设公路范围图 

7、禁止种植高度超过 1 米的树木和作物范围图 

 

 

















 

 

 

 

 

 

 

 

 

 

 

 

第三部分  规划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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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城乡概况 

一、 地理位置 

洞头区是浙江省温州市的市辖区，是温州市四大主城区之一，古称中界，地处浙南沿海，瓯

江口外，是温州唯一的海岛区，拥有大小岛屿302个。 

地理坐标介于东经120°59′45″－121°15′58″，北纬27°41′19″－28°01′10″之间。东临东海，西靠

瓯江与龙湾区、乐清市隔海相望，南与瑞安市的北麂、北龙列岛一水相连，北与台州市玉环县隔

水相邻，中心城区北岙街道西距温州市区约53公里。全区域总面积2777.3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

积172.50平方公里，海域面积2652平方公里。截止2015年9月，洞头区辖5个街道、1个镇、1个

乡、 6个社区、4个居民区、93个行政村，户籍总人口为15.4万人，常驻人口12.91万人。 

 

 

 

 

 

 

 

 

 

 

 

 

 

 

 

 

二、 自然条件 

1、地质 

洞头列岛在大地构造上位于黄岩~象山断拗的东

南侧，与南侧的泰顺~温州断拗相邻。境内主要发育

北北东向、北东向、北西向断裂。境内主要出露地

层有上侏罗统磨石山群高坞组和西山头组；第四系

不发育，分布面积小。 

属海岛丘陵地形，最高点海拔391.80米，平均海

拔在100米以下，相对高度一般在50-100米之间，切

割不深，多圆浑平缓。山脉大体为东西走向，地势

一般西北高东南低，无河流发育，无典型的河谷地貌，淡水资源匮乏，岛岸多天然港湾和滩涂，

各岛之间有不少宜于通航的水道。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01），本区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值为0.35s，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05g。震级在4级以内，地震基本烈度为Ⅵ度，属区域地壳稳定区。 

2、水文 

洞头区多年平均径流总量，即地面水资源量为0.55亿立方米，每年可开采的浅层地下水资源为

0.15亿立方米。全区水资源总量为0.7亿立方米。 

3、土壤植被 

洞头区属东南海岛低丘区，海拔较低，无高中山、大河流

和水网平原地貌，地形地貌简单，土壤垂直地带性分布不明显，

分布规律主要受母质的制约。10米以下的海湾小平原（围垦地）

内侧谷口、山脚为洪积物发育的潮土和水稻土，外侧为浅海沉

积母质的盐土，以及由盐土脱盐脱钙而发育的灰潮土和水稻

土。低丘多为各种岩石风化物发育的红壤和粗骨土。各岛的潮

间带分布有大面积的潮滩盐土。 

洞头区区域位置图 

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82%E8%BE%96%E5%8C%BA/1018205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A9%E5%B7%9E%E5%B8%82/335732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7%95%8C/1201500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3%AF%E6%B1%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3%AF%E6%B1%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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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头区的植被共划分 10个一级分类单位，17 个二级分类单位和 40个三级分类单位，构成全区

植被类型和分布面积的主体，全区 100多个大小岛屿几乎均有分布，总面积达 4673.1ha。从分布面

积上看，针叶林是全区植被的主体，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海拔从低到高均有分布。其次是草丛，

再次为阔叶林，竹林和灌丛仅小面积块状分布，滨海盐生植被和沙生植被仅分布在滩涂、围涂的局

部地段，分布面积小，但反映海岛植被的特色，沼生和水生植被只在某些水域及潮间带出现，面积

十分有限。 

4、自然资源 

洞头渔业资源丰富。洞头渔场是浙江第二大渔场，渔场面积达 4800 多平方公里，常年洄游的

鱼、虾、蟹类达 300多种。洞头 10米深等深线以内浅海 26.6 万亩，潮间带滩涂 10.16万亩，其中

适宜围垦的有 5.3万亩。浅海滩涂养殖面积约 4万亩，是全国最大的羊栖菜养殖加工出口基地和浙

江省紫菜、深水网箱养殖基地，是“中国羊栖菜之乡”。 

 

 

 

 

 

洞头港口条件优越。洞头区有良好建港条件的岸线 30 多公里，其中可建万吨级以上泊位的深

水岸线 15 公里，可布置 1-20 万吨级泊位 90 多个。现在小门岛已建有 5 万吨级码头和亚洲最大的

液化石油气中转站，状元岙深水港区 2个 5万吨级泊位码头已初具规模。 

洞头区然风光优美。洞头具有“石奇、滩佳、礁美、洞幽”的特色，共有 7大景区 400多个景

点，与雁荡山、楠溪江相得益彰，构成了温州“山—江—海”旅游金三角。此外，洞头曾因电影《海

霞》和“先锋女子民兵连”扬名华夏，海霞军事主题公园是全国第一座海防军事主题公园。近年来，

洞头不断挖掘旅游资源，先后开发了中普陀寺、望海楼、渔家乐等一批新兴旅游项目。 

 

 

 

 

 

 

三、 气象 

洞头区属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日照充足。冬春受台湾暖流影响明显，

少严寒，夏秋因海洋性季风的影响无酷暑。历年平均气温在 17.4℃，多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81%，4-

8月份湿度较大，均在 80%以上，6月份相对湿度达 91%，全年无霜期大于 350天。年均降雨分布不

均匀，有两个多雨时段为 4-6 月和 8-10 月，年平均风速为 5.5 米／秒。夏季为台风季节，多东南

风和西南风，9月至次年 5月盛行东风和北风，年平均大风数为 45天，全年大风连续时数较长。台

风为主要灾害性天气，每年 4、5月多平流雾，月平均雾天为 8.4天和 7.8天。 

 1、四季特征 

以稳定通过 10℃和 22℃作为各季界限，四季起止日期为： 

洞头区四季起止日期表  

季节与温度 开始日期 终止日期 日期（天） 相当季节与月日 

春季 10℃—22℃ 3月 8日 6月 14日 98 春分—芒种（21／3—6／6） 

夏季≥２２℃ 6月 15日 10月 12日 120 芒种—秋分（6／6—23／9） 

秋季 22℃—10℃ 10月 13日 11月 30日 49 秋分—大雪（23／9—7／12） 

冬季＜１０℃ 11月 31日 3月 7日 98（闰 99） 大雪—春分（7／12—21／3） 

（1）春季 

春分前后进入春季。春季开始，大陆高压衰退，副热带高压北进，暖湿气流势力加强，气温逐

渐回升，由于锋面气旋活动频繁，雨水增多，称为春雨。 



3 

 

（2）夏季 

6 月 6 日至 7 月上旬称为初夏，极锋开始稳定，冷暖空气交绥，以至雨量充沛，雨日增多，属

于梅雨季节。因空气湿度高，衣物易霉，故又称“霉季”。此时大雨、暴雨较多。7 月中旬至 8 月份

为盛夏，处于副热带高压控制下，以晴热天气为主。 

（3）秋季 

秋季是夏季风向冬季风转变时期，秋分前后，北方冷空气势力开始加强，气温逐渐下降，雨水

减少，气温日较差大，出现秋高气爽天气。9 月份气温仍然较高，台风活动也较频繁。 

（4）冬季 

小雪前后，进入冬季，处于北方冷气团控制，盛行偏北风，气温明显下降，多晴冷天气。当冷

空气南下时形成寒潮，偶尔有下雪出现。年极端最低气温均出现在本季。 

2、气温 

历年平均气温 17.5℃。历年极端最高气温 35.7℃（1988 年8月）），历年极端最低气温-3.6℃

（1977 年 1 月）），最热月（八月）平均气温 27.4℃。最冷月（二月）平均气温 7.7℃。 

3、降水 

历年平均降水量为1319.7毫米，最多年降水量1584.3 毫米，年平均降水日（即≥0.1 毫米）日

数为154.5 天。 

4、雷暴 

年平均雷暴日数有 46.9 天，主要集中在 3－9 月，其中 7、8 月份为高峰期，占全年的 42%。 

5、风、湿度、蒸发量 

（1）风 

风的季节变化明显，冬季（12 月--翌年 2 月）盛行北到东北风；春季（3—5 月）以东北风为

主；夏季（6—8月）转为偏南风为主；秋季（7—9月）以北东北风为主。累年平均风速 5.0米/秒。

十分钟平均最大风速为 38.0米/秒（12级以上）。 

（2）湿度 

洞头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80%，极小值 12%，出现在 1980 年 12 月 24 日。 

（3）蒸发量 

年平均蒸发量 1515.2 毫米。月蒸发量 7 月和 8 月为大，平均分别在 183.4 毫米和 194.5 毫米；

2 月和 1 月份为小，平均分别在 69.3 毫米和 81.5 毫米。 

6、灾害性天气 

对洞头区影响较大的灾害性天气有台风、暴雨、干旱、大风、大雾等。 

（1）台风 

台风活动频繁，据统计 1971-

2006年 36年间对洞头有影响的台风

共有 101 个，平均每年 2.8个，其中

严重影响的有 43 个，平均每年 1.2

个，占总数的 43％；最早出现在 5月

15 日（2006 年），最迟出现在 11 月

1日（2000年）；最多年份 1990年，

共有 7 个台风影响洞头，其中严重影

响有 3 个，中等影响 3个，轻度影响

1 个；但自 1971 年以来没有严重影

响台风的年份也有 13 年。据统计，

对洞头区产生影响的台风（热带风

暴）主要集中在 7、8、9三个月，其

中 8月最多，占全年 38％，其次是 7

月和 9 月份分别占 25％和 20％。 

（2）暴雨 

24 小时雨量达 50 毫米或以上的

降水过程称为暴雨。全区平均每年有 4－6 次暴雨出现；暴雨出现的季节一般在梅雨期和台风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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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5－10 月，其中以 8－9 月为最多，5－6 月次之。强度为 100 毫米以上大暴雨大都出现在 7－10

月。 

（3）干旱 

干旱是本区海岛比较常见的一种气候灾害。对本区的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影响极大。干旱按季

节分为春旱、伏旱、秋旱、伏秋连旱、冬旱、秋冬连旱等。本区春旱出现的次数不多，危害较轻，

以伏旱和伏秋连旱影响最严重，秋冬旱次之。 

（4）大风 

据统计，洞头区 1971-2000 年 30 年间平均每年大风日数 33 天，其中最多的是 1974 年，共出

现 76 个大风日，最少的是 1993 年，只出现 14 个大风日。洞头一年四季都有大风出现，其中夏秋

比冬春两季大风出现更为频繁。夏秋平均每月 3-5天，冬春平均每月 2-3天。大风的概率最大是 6-

7月份，约占 24.5%；4-5月份，约 12.1%。大风给海上养殖生产带来很大危害，特别是发生在春夏

之交，即 3-6月的气旋大风，这类大风生命史短、突发性强，往往使人猝不及防，易造成海损事故。 

（5）大雾 

当大气中因水汽凝结物使水平能见度小于 1.0千米时，就称这种天气现象为雾。洞头年平均雾

日有 36.9 天，历年变化在 26-52 天之间，最多年份出现在 1973、1993 年，多达 52 天，最少年份

只有 26天，出现在 1979、1986、1995年。 

一年中，雾日的季节变化十分明显。2-6月雾日比较集中，占全年的 80％，其中 4-5月份最多，

平均每月雾日有 8-9天，8-11月份雾日最少，平均每月都不足 1次，其中 8、9月份没有雾日出现。

雾也有日变化，以早晨出现最多，夜间次之，中午、下午最少。 

四、 社会发展情况 

洞头区现辖5个街道、1个镇、1个乡、 6个社区、4个居民区、93个行政村，户籍总人口为

15.4万人，常驻人口12.91万人。 

2019 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 107.84 亿元（不含灵昆街 道为 89.42 亿元，下同），比上年增长 

8.8%（9.0%）。分产业看，第 一产业增加值 5.86 亿元，下降 1.0%；第二产业增加值 44.55 亿元， 

增长 11.0%，其中工业增加值 26.02 亿元,增长 19.5%；第三产业增 加值 57.44 亿元,增长 8.4%。

按户籍人口计算，全区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 69655 元（67946 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 10097 美

元(9849 美元)],增长 8.6%(8.9%)。国民经济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 5.6:36.2:58.2 调整为 

5.4:41.3:53.3。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和 GDP 核算制 - 2 - 度规定，2018 年 GDP 修订

为 94.68 亿元，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修 订为 6.0:39.7:54.3。 

五、 城乡建设与规划 

洞头区城镇建设用地共 6.33 平方公里，其中洞头城区建设用地 5.38 平方公里，大门镇城市建

设用地面积 0.95 平方公里。全域村庄用地面积共 6.39 平方公里，其中洞头城区村庄用地 4.30 平方

公里，大门镇村庄用地 1.44 平方公里，鹿西乡村庄用地 0.65 平方公里。 

洞头区以建设温州大都市洞头主中心为目标，以城市转型提升和空间拓展为抓手，以交通网和

市政设施建设为支撑，加快洞头融入温州大都市步伐，主动参与温州城市功能分工，强化错位竞争、

差异化发展。紧扣海洋旅游休闲城市建设，突出建设环海西湖城市核心区，推进城市规划主题化、

城区人口集聚化、城市建设精致化、城市管理科学化，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能级和魅力，放大

中心城区的集聚和辐射能力，带动大门、鹿西城镇化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 

洞头区气象台自 1976 年 1 月建于东屏街道后坑村上后坑自然村后，洞头城乡建设主要在新城

区及旧城区开发。《洞头县旧村及拓展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09 年批复）己对气象观测站周边建筑

进行了控制，控规中“绿地系统规划图”已明确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周边 22、23、24 为坡地草坡

绿地，“地块编号图中”ba-10j 地块为社会停车场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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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及区域气象观测站现状与评价 

一、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概况 

1、沿革 

洞头气象局创立于 1970 年底，建制隶属洞头革命委员会人民武装部；1973 年 10 月起建制属

洞头革委会；1981 年 1 月起建制属浙江省气象局。 

2、名称 

1971 年 1 月起称洞头县气象站；1990 年 4 月起称洞头县气象局；2015 年行政区划调整起称洞

头区气象站。 

3、站址变迁 

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 1971年

建站地址在洞头北沙公社鸽尾礁

大队大山尖山顶，北纬 27°51′、

东经 121°11′，海拔高度 70.6

米，观测场为 25米×25 米。1975

年受 7504 号台风的严重影响，业

务用房遭受严重破坏，为此开始

筹备搬迁新址工作。1976年 1月

1 日迁到洞头公社后坑大队上后

坑山顶，北纬 27°50′、东经 121°09′，海拔高度 69.0 米，观测场为 16 米×20 米。1983 年 7

月 1 日将观测场向西北方位移约 32 米，改为 25 米×25 米，海拔高度 68.6 米。1994 年受 17 号台

风的严重影响，业务楼遭受破坏，同时根据上级要求撤消北几站，并入洞头建立国家基本站。 

 

 

 

 

 

 

 

 

 

 

 

 

 

 

 

 

 

 

 

4、机构 

洞头区气象局下设机构：办公室、气象台、观测站、区避雷检测中心等。 

二、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现状 

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位于洞头区东屏街道后坑村上后坑山顶，观测场拔海高度68.6米。观测

场大小为 25×25 平方米，场内环境优美、气流通透，设备标准、排列有序、安置准确，  布局美观整洁。

▲2014 年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 

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位置图 

▲2019 年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 

▲2018 年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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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外四周空旷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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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用地情况 

 

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四周土地使用情况一览表 

方位 0～0.5km 0.5～1km 1～3km 3～10km 10km～

20km 东（45°-

135°） 
居民区 居民区、小山 岛屿、海 岛屿、海 

大

海 

南（135°-

225°） 
居民区、小山 山 岛屿、海 岛屿、海 

大海 

西（225°-

315°） 
居民区 居民区、小山 岛屿、海 海 

大海 

北（315°-

45°） 
居民区、商业区 居民区 岛屿、海 岛屿、海 

岛屿、海 

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现址基本情况一览表 

省份 浙江 气象站名

称 
洞头 

区 站 号 
58760 

经度 
121 ° 09 ′

0.693″ 

纬 度 
27°50′2.636″ 

拔海高度(国家 85

高程) 
68.6米 

详细地

址 
洞头区东屏街道后坑村上后坑山顶（海岛） 

气象站类别 
基本站 

地面观测场面积 
25×25 

地面观测场形状 
正方形 

目前承担的观测任务 
地面气象观测 

自动站单轨运行日期 
2005年 1月 1日 

气象站所处气候区 
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区 

地形特

征 

海岛 土壤性质 
红壤 

环境备案否 
已备 

注:洞头区东屏街道后坑村上后坑山顶（洞头坐标为 X=3080117.078，Y=514715.543)。 

 
▲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址平面示意图 

 

25 米 

2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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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观测场四周障碍物仰角测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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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观测场四周障碍物遮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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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域气象观测站情况 

2009年《洞头县气象台站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批复，2012年8月22日国务院第214次常务

会议通过《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洞头区域气象观测站由原有7个改为8个，增加

了大门站。到2020年，洞头区域气象观测站增加至28个。 

洞头区内现有区域气象观测站分布一览表 

序

号 
区站号 站名 乡镇/街道 站址 

经度(度分

秒) 

纬度（度

分秒） 

1 K3002 小门 大门镇 洞头区大门镇小门岛 1210416 280017 

2 K3003 灵昆 灵昆街道 洞头区灵昆街道海思水闸旁 1205344 275633 

3 K3069 状元岙 元觉街道 
洞头区元觉街道沙岗村状元

岙码头 
1210700 275300 

4 K3078 东屏南策 东屏街道 洞头区东屏街道南策村 1210800 274600 

5 K3080 虎头屿 东屏街道 洞头区东屏街道虎头屿 1211500 275000 

6 K3120 霓屿 霓屿街道 洞头区霓屿街道下社村 1210300 275300 

7 K3205 大门 大门镇 洞头区大门镇潭头村 1210526 275644 

8 K3298 望海楼 北岙街道 洞头区北岙街道东郊村 1210608 274929 

9 K3300 鹿西岙外 鹿西乡 洞头区鹿西乡岙外村 1211031 275824 

10 K3301 竹屿岛 东屏街道 
洞头区东屏街道垄头村竹屿

岛 
1211215 274907 

11 K3302 东屏南塘 东屏街道 
洞头区东屏街道南塘工业园

区 
1210826 274915 

12 K3303 
东屏百浪

鼓 
东屏街道 洞头区东屏街道中心渔港 1210631 274848 

13 K3304 半屏山 东屏街道 
洞头区东屏街道半屏社区三

村 
1210851 274833 

14 K3309 北岙东沙 北岙街道 洞头区北岙街道东沙村 1210941 275026 

15 K3320 大门寨楼 大门镇 洞头区大门镇寨楼村 1210601 275846 

16 K3347 
元觉青山

岛 
元觉街道 洞头区元觉街道青山岛 1210617 275446 

17 K3349 大门沙岙 大门镇 洞头区大门镇沙岙村 1210731 275826 

18 K3350 
大门观音

礁 
大门镇 洞头区大门镇观音礁村 1210809 275753 

19 K3351 大门王宅 大门镇 洞头区大门镇小门岛王宅村 1210350 275840 

20 K3352 
鹿西大山

岛 
鹿西乡 洞头区鹿西乡大山岛 1211302 275602 

序

号 
区站号 站名 乡镇/街道 站址 

经度(度分

秒) 

纬度（度

分秒） 

21 K3353 
元觉大笔

架屿 
元觉街道 洞头区元觉街道大笔架屿 1210958 275521 

22 K3354 
东屏香花

屿 
东屏街道 洞头区东屏街道香花屿 1211008 274456 

23 K3355 
东屏南炮

台 
东屏街道 洞头区东屏街道南炮台 1211027 274927 

24 K3372 灵昆周宅 灵昆街道 
洞头区灵昆街道周宅村 77省

道旁 
1205230 275827 

25 K3373 灵昆雁升 灵昆街道 
洞头区灵昆街道（灵霓大

堤）雁升路灵昆水闸旁 
1205629 275729 

26 K3998 
霓屿备份

站 
霓屿街道 洞头区霓屿街道下社村 1210300 275000 

27 58761 鹿西 鹿西乡 
洞头区鹿西乡东臼村（海

岛） 
1211400 280000 

28 58762 大瞿 东屏街道 
洞头区东屏镇大瞿村（海

岛） 
1210500 27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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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气象探测环境评估 

1、地面探测环境 

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位于洞头区东

屏街道后坑村上后坑山顶，观测场拔海

高度 68.60米，观测场大小为 25×25 平

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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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气象探测环境

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的规定，观测

场西边局部建筑高度不符合标准要求。

根据规范，控制区内的障碍物任一点的高度距离比小于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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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①号位置不在日出日落方向，因此满足要求。②

K3002——小门岛 K3003——灵昆 

K3069——状元岙 

K3078——东屏南策 

K3080——虎头屿 K3120——霓屿 K3205——大门 

K3352——鹿西大山岛 58761—鹿西 K3350—大门观音礁 K3354—东屏香花屿 

K3372——灵昆周宅 

K3349——大门沙岙 

K3351——大门王宅 K3373——灵昆雁升 

58762——大瞿 K3320——大门寨楼 

 

K3302——东屏南塘 

①  ② 

仰角超出 5°的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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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位置位于日出日落方向，因此该位置建筑高度不满足法定要求。考虑到该区域建筑高度对气象探

测环境影响较小，且为现状已建设民居，建议保持该建筑现状，远期城市更新建筑高度应根据规范

进行控制。 

 

 

 

 

 

 

 

 

 

 

 

 

 

 

 

 

2、净空探测环境 

随着电子信息事业的飞速发展，空间电磁环境资源越来越紧张，特别是近几年有些地区的气象

专用频率和频道被外部门所挤占的现象经常发生，导致无线电信号干扰严重。如果出现同频干扰现

象，就可能导致探空资料采集不完整。洞头区气象站虽然在这方面目前没有受到太大干扰，但是如

城市发展后建设的高压线铁塔、电视台铁塔以及联通发射塔、移动发射塔等，都可能对气象探测信

号构成干扰隐患。 

3、综合评价 

根据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的《气象台站观测环境综合调查评估报告书》，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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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结合本次实地测绘，洞

头国家基本气象站及区域气象观测站的探测环境目前基本符合标准，从日常运行情况看，气象探测

环境总体良好，气象观测场周边的障碍物和干扰源体目前没有对气象探测构成重大影响。 

第三章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划 

一、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00.1）；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1）； 

3、《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2012.12）； 

4、《浙江省气象条例》（2008.1）； 

5、《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GB31221—2014）； 

6、观测司关于印发《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行政许可管理办法》和《气象

台站迁建行政许可管理办法》的服务指南和工作细则的通知(气测函〔2016〕132 号)； 

7、《关于认真做好“气象台站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浙气发【2008】89 号，

浙江省气象局和浙江省建设厅联合发文》； 

8、关于下发《浙江省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试行）》和《浙江省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监控处理

办法（试行）》的通知(浙气发〔2010〕127 号)； 

9、关于下发浙江省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试行）的通知(浙气发〔2011〕26 号)； 

10、浙江省发改委、国土资源厅、建设厅、气象局关于深入贯彻实施《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

护条例》的通知(浙气测函〔2013〕27 号)； 

11、浙江省气象局关于贯彻落实四项强标做好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有关工作的通知（浙气函〔2015〕

50 号）； 

12、浙江省气象局关于更新《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的通知（浙气函〔2020〕100

号）； 

② 

①  

② 

①  

仰角超出 5°的现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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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关于进一步加强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的通知》（温气发【2008】35 号，温州市气象局和温

州市规划局联合发文）； 

14、《关于转发<关于认真做好“气象台站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的通知》（温气

发【2008】50 号，温州市气象局发文）； 

15、《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办法》（中国气象局 7 号令 2004 年）； 

16、《城市黄线管理办法》； 

17、其他国家、省、市、区有关法律、法规、规范、规定、标准及相关规划； 

二、规划指导思想 

保护气象探测环境，保证气象探测资料具有代表性、准确性、比较性和连续性，保障地面气象

观测站周边城市建设的合理性，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气象防灾减灾提供准确可靠的依据，为国民经济

和人民生活提供可靠保障，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三、规划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原则。 

2、坚持城乡规划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相统一的原则。 

3、坚持严格执行各项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的原则。 

4、坚持科学规划、突出重点、分步改善的原则。 

5、坚持经济合理、效益优先、可操作性的原则。 

四、规划目标 

本次规划指在更好的保护温州市洞头区气象探测环境，促进洞头区社会经济事业的发展。 

1、进一步建立健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规范和要求，保持地面气象观测站总量稳定，更好的

保护气象探测环境； 

2、以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为核心，统筹区域气象观测站，形成气象探测环境一张网布局； 

3、促进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与规划实施建设的紧密衔接，加强部门有效协作； 

五、规划范围 

本规划保护范围为洞头区行政区域范围，总面积为 2777.3 平方公里，涉及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

和区域观测站等两大地面气象观测站。 

重点保护范围为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核心保护区，按照《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

站》观测场周边控制区的划定规范，以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围栏为基准，半径为 1000 米的

环形区域。 

六、规划期限 

本规划期限为 2020-2035 年，2020 为基准年。 

七、等级划分 

洞头区地面气象观测站按承担的观测任务和作用分为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和区域气象观测站

两类。其中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属于国家级地面气象观测站，区域气象观测站经国家级的考核认定，

分为国家级区域气象站和一般区域气象站，各区域气象观测站为无人值守地面气象观测站。 

八、原规划评价 

原《洞头县气象台站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2009 年批复） 

（1）规划目标实施良好 

上轮规划实施 8 年以来保护了洞头站址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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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气候变化的监测能力、气象预

报准确率和气象服务水平，为洞头区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安康提供可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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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提供了依据，引导了周边区域建设满足气象探测保护的要求。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划根据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保护的要求，明确了气象站环境保护的基

本范围和保护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洞头区气象探测环境树立了一道法定保护屏障。也为洞头站址

气象探测站周边区域建设提供了满足气象探测保护要求的依据。 

（3）规划实施影响力逐步增强，强化了气象环境探测保护的意识。 

上轮规划的实施使气象探

测环境保护更加明确化，使行

政对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更具

操作化，全区依法、依规对气象

探测环境进行保护的意识不断

增强。 

原《洞头县气象台站探测环

境保护专项规划》（2009 年批

复）主要对洞头国家基本气象

站进行总体的规划布局，提出相关要求及措施，并未涉及区域气象观测站。本次根据浙江省气象局

关于更新《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的通知，结合洞头区气象工作的实际情况，为

了更好地保护气象探测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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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性和连续性，保障气象预报的准确率，提高气象服务水平，将区域气象观测站一并纳

入规划，进一步建立健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规范和要求，保持地面气象观测站总量稳定，更好的

保护气象探测环境；以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为核心，统筹区域气象观测站，形成气象探测环境一张

网布局；促进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与规划实施建设的紧密衔接，加强部门有效协作； 

 

九、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周边地块规划情况 

1、《洞头县城市总体规划》（2006 年批复） 

《洞头县城市总体规划》（2005 年—

2020 年）已经审批。在该规划中，洞头国

家基本气象站用地为居住用地，城市道路

经过气象站东侧区域，当前国土空间规划

尚在编制当中，应在国土空间规划中予以

进一步明确气象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用地

功能，周边用地的相关指标应与洞头国家

基本气象站进行充分衔接，建筑高度不得

超过《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

测站》的相关规定。 

2、《洞头县旧城及拓展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2009 年批复） 

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位于东屏街道行

政区域范围内，该观测站 1.0公里以内的气

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位于东屏街道与北岙

街道内，是洞头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

该规划中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用地功能为

教育科研用地。 

经衔接，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外

围 1.0 公里范围内用地涉及居住用地、办公

用地、商业用地、文化设施用地、医疗设施

用地、教育科研用地、文物古迹用地、广场

用地、公共绿地、基本农田等功能。 旧城控规用地局部 

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 1.0 公里控制范围 

总规用地局部 

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核心保护区建筑高度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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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规中“绿地系统规划图”已明确洞头

国家基本气象站周边 22、23、24 为坡地草

坡绿地，“地块编号图中”ba-10j 地块为社

会停车场用地。 

根据《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

象观测站》，该范围内的建筑海拔高度限制

为：非日出日落方向建筑海拔高度最高为

168.6米，日出日落方向建筑海拔高度最高

为 156.0米。该规划建筑限高在 12.0-65.0

米，因场地海拔的不同，项目的总海拔高度

不同，因此在该范围内的各类建设项目，应充

分与洞头区气象局进行对接，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外围 1.0 公里范围内的各类用地建筑高度

不得超过《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的相关规定。 

3、《温州洞头旧城及拓展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修编》（2017 年报批成果） 

2017 年，原《洞头县旧城及拓展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启动修编，形成报批成果。

修编后对总体的用地功能布局、道路交通

等均进行了调整。在该规划中洞头气象局

用地功能为村庄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修编后，该规划建筑限高主要为 24.0

米和 36.0 米。因场地海拔的不同，项目的

总海拔高度不同，因此在该范围内的各类

建设项目，应充分与洞头区气象局进行

对接，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外围

1.0 公里范围内的各类用地建筑高度不得超过《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的相关规

定。 

4、已批红线和已批的修建性详细规划 

在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 1.0公里以

内的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主要在东

屏街道与北岙街道内居住用地，其中

《洞头县旧城及拓展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2009 年批复）已批，本次规划对

这些地块的工程建设均提出了要求。在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区范围内目前已出

让的地块和已完成修建性详细规划审

批的地块经过距离和高度影响分析，大

部分未对气象探测环境造成不良影

响。 

5、《温州市洞头区东屏街道后坑村村庄规划（2017-2030）》 

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在该规划中

用地功能为行政办公用地，紧邻其周边

用地功能为居住用地和停车场用地。村

庄地势较高的区域主要为西南侧中普

陀区域，该区域 HK-05地块建筑高度对

气象探测环境影响较大，其他区域地势

相对较低。该规划中并未明确各地块建

筑高度控制。 

在该范围内的各类建设项目，应充

分与洞头区气象局进行对接，洞头国家

基本气象站观测场外围 1.0 公里范围内

的各类用地建筑高度不得超过《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的相关规定。 

6、小结 

本项目 1.0 公里范围内主要涉及旧城控规、南塘工业区控规、中普陀控规、新城控规及后坑村

村庄规划，洞头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项目审批应充分与洞头区气象局对接，该类控规的项目建设

旧城控规用地编号图局部 

（修编）旧城控规用地图局部 

各类控规拼合图 

村庄用地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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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的相关规定，避免对气象探测环境造成破坏和影

响。 

十、气象探测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1、城市建城区的逐步扩大，原先位于城市郊区的气象站逐渐被城市建成区包围，使得气象观

测环境的代表性降低。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用地不断向外扩张。而目前国家的国土资源也日益紧张，必

须控制城市土地的使用和开发强度，以便达到节约土地资源的目标。因此，在城市建设过程当中出

现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密集的城镇居民区，越来越集中的工业建设区。因此随着城镇的发

展，高密度、高强度的开发建设如果没有城市规划和气象环境保护规划共同管理和控制，将会对气

象站的气象探测环境造成较大的影响，也会导致气象预测的失真，使我们无法对自然灾害作出及时

的反应和处理，将会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的安全隐患。 

2、社会上对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要求及其保护缺乏足够的认识，依法保护气象探测环境和

设施的意识不够，导致破坏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等违法行为屡禁不止。 

十一、城市黄线控制 

由于重大基础设施纳入城市黄线控制线，因此本次规划将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实际用地边界作

为城市黄线控制范围，并在下一步各类国土空间规划中予以落实。其他区域气象观测站及设施不纳

入城市黄线控制范围，在城市黄线控制范围禁止进行下列活动：   

  1、违反城市规划要求，进行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的建设；  

  2、违反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进行建设；  

  3、未经批准，改装、迁移或拆毁原有城市基础设施；  

  4、其他损坏城市基础设施或影响城市基础设施安全和正常运转的行为。  

 

十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 

1、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保护范围 

按照《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

站》观测场周边控制区的划定规范，以洞头国家

基本气象站观测场围栏为基准，半径 1.0 公里范

围为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的重点保护范围。 

2、区域气象观测站 

各区域气象观测站观测场周边 10m范围内不

宜有障碍物。 

十三、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标准及建议 

1、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围栏与周围

障碍物边缘和各种影响源体边缘之间距离的保护标准。 

气象站观测场围栏与周围障碍物边缘和各种影响源体边缘之间保护距离标准一览表 

名  称 保护范围 保护标准 

观测场最多风

向（NNE）的上

风方 90° 

5000 米

（337.5°-

67.5°） 
不宜规划矿区、不宜建设易产生烟幕等污染大气的设施。 2000 米

（67.5°-

337.5°） 

与建筑物、构

筑物距离 
1000 米 

禁止在观测场四周（除日出日落

方向）1000 米探测环境保护控

制区内修建高度超过距观测场围

栏距离的 1/10。 

1、禁止在观测场 1000 米范

围内进行危及气象设施安全

的爆破、钻探、采石、挖

砂、取土等活动。2、禁止侵

观测场保护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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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米（日出方

位 63.3°-

116.7°；日落

方位：243.3°-

296.7°。） 

禁止在观测场日出、日落方向修

建遮挡仰角大于 5°的建筑物、

构筑物（此范围不受 1000 米控

制区限制）。 

占、损毁、擅自移动气象设

施或者侵占气象设施用地。 

3、禁止挤占、干扰依法设立

的气象无线电台（站）、频

率。 

4、禁止设置影响大型气象专

用技术装备使用功能的干扰

源。 

5、禁止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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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垃圾场、排

污口等干扰源

距离 

5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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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铁路距离 200 米 禁止在观测场周边 200 米范围内修建铁路路基。 

与水塘等距离 100 米 禁止在观测场周边 100 米范围内挖筑水塘、人造水体等。 

与公路距离 50米 禁止在观测场周边 50 米范围内修建公路。 

与作物、树木

距离 
50米 

禁止在观测场周边 50 米范围种植高于 1 米的作物和树木

等。 

注：建筑物、构筑物控制高度指与气象观测站观测场的相对高度。  

 

洞头国家基本气象观测站四周建筑物、构筑物限高计算表 

建筑物、构筑物距 

观测场距离范围

（米） 

建筑物、构筑物所在方位 
建筑物、构筑物限高计算公式 

（海拔高度）（米） 

0—50 观测场四周 限高＝68.6 

大于 50—1000 

日出方向 63.3°～116.7° 

日落方向 243.3°～296.7° 
限高＝68.6＋水平直线距离×tan5° 

非日出、日落方向 限高＝68.6＋水平直线距离÷10 

大于 1000 

日出方向 63.3°～116.7° 

日落方向 243.3°～296.7° 
限高＝68.6＋水平直线距离×tan5° 

非日出、日落方向 不限高 

2、与建筑物、构筑物距离 

日出方位：63.3°-116.7° 

日落方位：243.3°-296.7° 

 

（1）位置：洞头区东屏街道后坑村上后坑山顶，即北纬 27°50′33″，东经 121°09′33″，海

拔高度 68.6 米； 

（2）中“距离”为障碍物到观测场边缘的最小距离，“限高”为限制障碍物的最高点海拔高度； 

（3）筑物、构筑物所在方向：以洞头国家气象观测站观测场 

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建筑高度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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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原点，正北为 0°方向，顺时针，正东为 90°的坐标中，建筑物、构筑物所在位置的方位。 

（4）禁止侵占、损毁、擅自移动气象设施或者侵占气象设施用地； 

（5）禁止在观测场 1000 米范围内进行危及气象设施安全的爆破、钻探、采石、挖砂、取土等活动； 

（6）禁止挤占、干扰依法设立的气象无线电台（站）、频率； 

（7）禁止设置影响大型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功能的干扰源； 

（8）禁止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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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禁止在观测场四周（除日出、日落方向）1000 米探测环境保护控制区内修建高度超过距观测

场距离 1/10 的建筑物、构筑物； 

 （10）禁止在观测场日出、日落方向修建遮挡仰角大于 5°的建筑物、构筑物（此范围不受 1000

米控制区限制）； 

（11）所属区域气象观测站和单独设立的气象探测设施探测环境的保护，应当严格执行《气象探测

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 

（GB31221-2014）的保护要求； 

（12）其他相关保护规定，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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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S属性列表 

 

GIS 坐标系统 

 

GIS空间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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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禁止建设范围 

禁止建设范围一览表 

保护范围（m） 保护要求 

5000 
观测站最多风向（NNE）的上风方 90°（337.5°-67.5°）范围内 5000米不

宜规划工矿区、不宜建设易产生烟幕等污染大气的设施； 

2000 
观测场（67.5°-337.5°）方位范围 2000 米不宜规划工矿区、不宜建设易产

生烟幕等污染大气的设施； 

1000 
禁止在观测场 1000米范围内进行危及气象设施安全的爆破、钻探、采石、挖

砂、取土等活动；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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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禁止在观测场周边 200米范围内修建铁路路基； 

100 禁止在观测场周边 100米范围内挖筑水塘、人造水体等；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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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禁止建设垃圾场、排污口等干扰源范围图（控制距离 500 米） 

 

 

 

 

 

 

 

 

 

 

 

 

 

 

 

 

 

 

 

 

（2）禁止建设铁路范围图（控制距离 200 米） 

 

 

 

 

 

 

 

 

 

 

 

 

 

 

 

 

 

 

 

 

GIS空间图像 

 

GIS属性列表 

 

 

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禁止建设范围总图 

 

GIS空间图像 

GIS属性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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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禁止挖筑水塘（人工水体）范围图（控制距离 100 米） 

 

 

 

 

 

 

 

 

 

 

 

 

 

 

 

 

 

 

 

（4）禁止建设公路范围图（控制距离 50 米） 

 

 

 

 

 

 

 

 

 

 

 

 

 

 

 

 

 

 

 

 

 

（5）禁止种植高度超过 1 米的树木和作物范围图（控制距离 50 米） 

 

 

 

 

 

 

 

 

 

 

 

 

 

 

 

 

 

 

4、规划建议 

（1）与建筑物、构筑物距离（控制距离 1000 米）的建议 

根据标准，禁止在观测场四周（除日出日落方向）1000 米探测环境保护控制区内修建高度超过

距观测场围栏距离的 1/10。禁止在观测场日出、日落方向修建遮挡仰角大于 5°的建筑物、构筑物

（此范围不受 1000 米控制区限制）。 

经观察，经观测，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外围 1.0 公里范围内，与建筑物、构筑物的高度

距离比基本符合要求，对探测环境基本无影响。 

当前日出日落方位存在一处仰角大于 5°的建筑，不符合规范要求。规划建议拆除紧邻观测场西

侧的影响探测环境的半层建筑物。同时，加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气象局的紧密协作，今后的项目

建设遵循《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的相关规定。 

（2）禁止建设垃圾场、排污口等干扰源范围图（控制距离 500 米）的建议 

根据标准，影响源为对气象要素代表性或气象仪器测量性能有影响的各类源体。经观察，500

米控制范围内以居住、商业功能为主，另外包括学校、办公、寺庙等。主要的垃圾为生活垃圾，设

GIS空间图像 

 

GIS属性列表 

 

 

GIS空间图像 

 

GIS属性列表 

 

 

GIS空间图像 

 

GIS属性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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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垃圾场点为小型垃圾收集点；排污口主要为居民生活的必要排污口，商业需要的排污口，垃圾

场点和排污口具有非代表性，且对气象仪器测量性能基本无影响，对探测环境基本无影响。 

由于 500 米控制范围内具有较大的生活功能和商业活动，虽然该类活动产生的污染对气象探测

环境影响较小，但仍需加以管理。建议重点对商业街、大型购物场所等区域加强垃圾的及时转运，

对排污口进行定期检查，并组织人员进行监督。 

（3）禁止种植高度超过 1 米的树木和作物范围图（控制距离 50 米）的建议 

根据规范，观测场以外高于观测场地平面 1 米以上的树木和作物。经观测，洞头国家基本气象

站观测场外围 50 米范围内，局部海拔与观测场相近的区域种植有高度超过 1 米的树木和作物，数

量较少，总体对气象探测环境影响较小。 

建议按照《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的规定，移除 50 米控制范围内，地面海

拔与观测场一致或高于观测场地平面的区域内的树木和作物。今后的城市整体环境改造提升，应避

免在该控制范围内种植超过 1 米的树木和作物。 

（4）其他符合规范要求的控制范围建议 

虽然其他空间范围基本符合规范要求，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仍需加强对该类范围的管控，

以符合《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的规定，保障洞头气象探测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十四、区域气象观测站总体及要素保护要求 

1、总体要求 

观测场周边环境保持开阔，保证仪器的感应面通风和不受遮阴。 

观测场周边 10 米范围内不宜有障碍物。 

2、观测要素要求 

气温：影响源与温度传感器的水平距离宜大于 10 m(交通气象观测站不受此限制）。 

人工建造水体与温度传感器的水平距离宜大于 10 m。 

当太阳高度角大于 20°时，周围障碍物不宜对温度传感器产生阴影。 

降水：障碍物与传感器的水平距离宜大于障碍物与传感器的高度差。 

风：障碍物与风杆的水平距离宜大于障碍物（从高出风杆安装基础平面以上起算的）自身高度

的 3 倍。 

规划洞头区区域气象观测站一览表 

序

号 

区

站

号 

站名 

乡

镇/

街

道 

站址 

经

度

(度

分

秒) 

纬

度

（

度

分

秒

） 

测

站

海

拔

高

度

（

m

） 

气

压

传

感

器

海

拔

高

度

（

m

） 

自

动

站

型

号 

供

电

方

式 

安装

时间 

启用

时间 

1 

K3

00

2 

小门 

大

门

镇 

洞头区大门镇小门岛 

121

041

6 

28

00

17 

10

.0  

11

.0  

DZ

H1 

太

阳

能 

2005

/01/

01 

2005

/01/

01 

2 

K3

00

3 

灵昆 

灵

昆

街

道 

洞头区灵昆街道海思水

闸旁 

120

534

4 

27

56

33 

10

.0  

11

.0  

DZ

Z4 

太

阳

能 

2005

/01/

01 

2005

/01/

01 

3 

K3

06

9 

状元岙 

元

觉

街

道 

洞头区元觉街道沙岗村

状元岙码头 

121

070

0 

27

53

00 

76

.0  

77

.0  

DZ

H1 

太

阳

能 

2007

/01/

01 

2007

/01/

01 

4 

K3

07

8 

东屏南策 

东

屏

街

道 

洞头区东屏街道南策村 

121

080

0 

27

46

00 

96

.0  
  

DZ

Z4 

太

阳

能 

2007

/07/

14 

2007

/07/

01 

5 

K3

08

0 

虎头屿 

东

屏

街

道 

洞头区东屏街道虎头屿 

121

150

0 

27

50

00 

95

.0  

96

.0  

DZ

Z4 

太

阳

能 

2007

/07/

14 

2007

/07/

02 

6 

K3

12

0 

霓屿 

霓

屿

街

道 

洞头区霓屿街道下社村 

121

030

0 

27

53

00 

74

.0  

75

.0  

DZ

Z4 

太

阳

能 

2009

/06/

20 

2009

/0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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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区

站

号 

站名 

乡

镇/

街

道 

站址 

经

度

(度

分

秒) 

纬

度

（

度

分

秒

） 

测

站

海

拔

高

度

（

m

） 

气

压

传

感

器

海

拔

高

度

（

m

） 

自

动

站

型

号 

供

电

方

式 

安装

时间 

启用

时间 

7 

K3

20

5 

大门 

大

门

镇 

洞头区大门镇潭头村 

121

052

6 

27

56

44 

85

.0  
  

DZ

Z4 

太

阳

能 

2005

/01/

01 

2005

/01/

01 

8 

K3

29

8 

望海楼 

北

岙

街

道 

洞头区北岙街道东郊村 

121

060

8 

27

49

29 

12

7.

0  

12

8.

0  

DZ

Z4 

太

阳

能 

2014

/12/

30 

2014

/12/

30 

9 

K3

30

0 

鹿西岙外 

鹿

西

乡 

洞头区鹿西乡岙外村 

121

103

1 

27

58

24 

25

.0  

26

.0  

DZ

Z4 

太

阳

能 

2014

/12/

26 

2014

/12/

26 

1

0 

K3

30

1 

竹屿岛 

东

屏

街

道 

洞头区东屏街道垄头村

竹屿岛 

121

121

5 

27

49

07 

60

.0  

61

.0  

DZ

Z4 

太

阳

能 

2014

/12/

26 

2014

/12/

26 

1

1 

K3

30

2 

东屏南塘 

东

屏

街

道 

洞头区东屏街道南塘工

业园区 

121

082

6 

27

49

15 

7.

0  

8.

0  

DZ

Z4 

太

阳

能 

2014

/12/

27 

2014

/12/

27 

1

2 

K3

30

3 

东屏百浪

鼓 

东

屏

街

道 

洞头区东屏街道中心渔

港 

121

063

1 

27

48

48 

3.

0  

4.

0  

DZ

Z4 

太

阳

能 

2014

/12/

29 

2014

/12/

29 

1

3 

K3

30

4 

半屏山 

东

屏

街

道 

洞头区东屏街道半屏社

区三村 

121

085

1 

27

48

33 

12

3.

0  

12

4.

0  

DZ

Z4 

太

阳

能 

2014

/12/

29 

2014

/12/

29 

1

4 

K3

30

9 

北岙东沙 

北

岙

街

道 

洞头区北岙街道东沙村 

121

094

1 

27

50

26 

44

.2  

45

.2  

DZ

Z4 

太

阳

能 

2015

/11/

08 

2015

/11/

08 

序

号 

区

站

号 

站名 

乡

镇/

街

道 

站址 

经

度

(度

分

秒) 

纬

度

（

度

分

秒

） 

测

站

海

拔

高

度

（

m

） 

气

压

传

感

器

海

拔

高

度

（

m

） 

自

动

站

型

号 

供

电

方

式 

安装

时间 

启用

时间 

1

5 

K3

32

0 

大门寨楼 

大

门

镇 

洞头区大门镇寨楼村 

121

060

1 

27

58

46 

73

.8  
74

.8  

DZ

Z4 

太

阳

能 

2017

/09/

22 

2017

/09/

22 

1

6 

K3

34

7 

元觉青山

岛 

元

觉

街

道 

洞头区元觉街道青山岛 

121

061

7 

27

54

46 

61

.0  

62

.0  

DZ

Z4 

太

阳

能 

2018

/07/

03 

2018

/07/

03 

1

7 

K3

34

9 

大门沙岙 

大

门

镇 

洞头区大门镇沙岙村 

121

073

1 

27

58

26 

90

.0  

91

.0  

DZ

Z4 

太

阳

能 

2018

/10/

27 

2018

/10/

27 

1

8 

K3

35

0 

大门观音

礁 

大

门

镇 

洞头区大门镇观音礁村 

121

080

9 

27

57

53 

40

.0  

41

.0  

DZ

Z4 

太

阳

能 

2018

/10/

27 

2018

/10/

27 

1

9 

K3

35

1 

大门王宅 

大

门

镇 

洞头区大门镇小门岛王

宅村 

121

035

0 

27

58

40 

10

0.

0  

10

1.

0  

DZ

Z4 

太

阳

能 

2018

/10/

28 

2018

/10/

28 

2

0 

K3

35

2 

鹿西大山

岛 

鹿

西

乡 

洞头区鹿西乡大山岛 

121

130

2 

27

56

02 

10

.0  

11

.0  

DZ

Z4 

太

阳

能 

2018

/10/

29 

2018

/10/

29 

2

1 

K3

35

3 

元觉大笔

架屿 

元

觉

街

道 

洞头区元觉街道大笔架

屿 

121

095

8 

27

55

21 

50

.0  

51

.0  

DZ

Z4 

太

阳

能 

2018

/10/

30 

2018

/10/

30 

2

2 

K3

35

4 

东屏香花

屿 

东

屏

街

道 

洞头区东屏街道香花屿 

121

100

8 

27

44

56 

30

.0  

31

.0  

DZ

Z4 

太

阳

能 

2018

/10/

31 

2018

/10/

31 

2

3 

K3

35

5 

东屏南炮

台 

东

屏
洞头区东屏街道南炮台 

121

102

7 

27

49

27 

60

.0  

61

.0  

DZ

Z4 

太

阳

能 

2018

/11/

04 

2018

/11/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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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区

站

号 

站名 

乡

镇/

街

道 

站址 

经

度

(度

分

秒) 

纬

度

（

度

分

秒

） 

测

站

海

拔

高

度

（

m

） 

气

压

传

感

器

海

拔

高

度

（

m

） 

自

动

站

型

号 

供

电

方

式 

安装

时间 

启用

时间 

街

道 

2

4 

K3

37

2 

灵昆周宅 

灵

昆

街

道 

洞头区灵昆街道周宅村

77省道旁 

120

523

0 

27

58

27 

10

.0  

11

.0  

DZ

Z4 

太

阳

能 

2019

/8/1

4 

2019

/8/1

4 

2

5 

K3

37

3 

灵昆雁升 

灵

昆

街

道 

洞头区灵昆街道（灵霓

大堤）雁升路灵昆水闸

旁 

120

562

9 

27

57

29 

0.

5  

1.

5  

DZ

Z4 

太

阳

能 

2019

/8/1

5 

2019

/8/1

5 

2

6 

K3

44

1 

灵昆沙塘 

灵

昆

街

道 

洞头区灵昆街道沙塘村 

121

530

9 

27

57

39 

15

.0 

16

.2 

DZ

Z4 

太

阳

能 

2020

/11/

22 

2020

/11/

22 

2

7 

K3

44

2 

小霓屿岛 

霓

屿

街

道 

洞头区霓屿街道小霓屿

岛 

121

000

2 

27

50

21 

30

.0 

31

.2 

DZ

Z4 

太

阳

能 

2020

/11/

21 

2020

/11/

21 

2

8 

K3

63

4 

鹿西白龙

屿养殖牧

场 

鹿

西

乡 

洞头区鹿西乡白龙屿大

黄鱼养殖区内 

121

133

5 

27

59

13 

10

.0 

11

.2 

DZ

Z4 

太

阳

能 

2020

/11/

1 

2020

/11/

1 

2

9 

58

76

1 

鹿西 

鹿

西

乡 

洞头区鹿西乡东臼村

（海岛） 

121

140

0 

28

00

00 

82 83 
DZ

H1 

太

阳

能 

2007

/1/1 

2007

/1/1 

3

0 

58

76

2 

大瞿 

东

屏

街

道 

洞头区东屏镇大瞿村

（海岛） 

121

050

0 

27

47

00 

35 36 

ZQ

Z-

A 

太

阳

能 

2007

/7/1 

2007

/7/1 

注：鹿西、大瞿 2 套洞头区域气象观测站是参照国家一般气象站标准设置，经国家级考核认定

为国家级区域气象观测站。灵昆沙塘（K3441）、小霓屿岛（K3442）、鹿西白龙屿养殖牧场（K3634）

单个区域气象观测站为新增站点。霓屿备份站（K3998）为撤销站点。规划布局区域气象观测站共

30个。 

 

 

 

 

 

 

 

 

 

 

 

 

 

十五、气象探测环境整改 

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及区域气象观测站的气象探测环境总体良好，气象观测场周边的障碍物和

干扰源目前没有对气象探测构成重大影响。 

为进一步改善气象探测环境，依据《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办法》，本次规划对现状气象站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的障碍物和干扰源采取整改和拆除两种方案。 

对影响探测环境的树木，因隶属于外单位，气象主管机构应和园林等相关部门协商，对树木实

行修剪，如修剪后还无法达到标准要求的，实行清除。 

区域气象观测站分布

图 

国家级区域气象观测站 

国家级区域气象观测站 

撤销气象观测站 

新增气象观测站 

 

新增气象观测站 

 
新增气象观测站 

 

K3120 现状区域气象观测站（含国

国家级区域气象观测站 

撤销区域气象观测站 

图例 

新智区域气象观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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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影响探测环境的建筑物实行改建，今后随着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标准的不断提高，确实对气象

探测构成重大影响的，应考虑予以拆除。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如有高压线铁塔和发射塔，应和所属部门共同采取措施，避免对气象

探测专用频率和频道形成干扰，今后确实构成重大影响的，应考虑予以迁移。 

十六、气象观测站用地保护规划 

1、洞头区气象主管机构应将本规划中划定的地面气象观测站和气象探测设施用地及探测环境

保护范围，向本区规划建设主管部门备案，并纳入各类国土空间规划，作为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依

据。 

2、洞头区规划建设部门应将地面气象观测站和设施用地纳入“城市黄线”管理范围。对于已

经编制的各类规划没有将地面气象观测站纳入规划的，规划部门应在下一层次的分区规划或控制性

详细规划中及时纳入。 

3、任何组织和个人未经依法批准不得迁移洞头区地面气象观测站或者其他气象设施。因重点

工程建设和实施城市规划，确需迁移地面气象观测站或者其他气象设施的，应当依法报经省级气象

主管机构批准，报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备案，并由建设单位承担全部迁建费用。 

    4、按照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规定必须进行新旧站址气象对比观测的，在规定的对比观测期内，

建设单位不得实施影响气象对比观测的工程建设活动。 

十七、气象探测设施保护规划 

气象探测设施包括气象观测场、场站内各种探测仪器、以及各区域气象观测站的探测仪器。 

1、洞头区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站应当加强气象设施的维护，确保气象设施的完好。 

2、气象设施因不可抗力遭受损坏时，当地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紧急措施，组织力量修复，确保

气象设施正常运行。 

3、禁止侵占、损毁气象设施、场地以及干扰气象专用频道、信道等行为；禁止擅自移动气象设

施。 

4、气象站应设有专人值守；其他无人值守的区域气象观测站，应当由该站的所有单位委托所

在地人民政府或者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负责保护，并与之签订《委托保管书》，明确各自

的权利和义务。 

十八、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对策 

1、积极开展部门协作，完善备案机制，树立主动超前的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意识 

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需要气象主管机构与建设规划、土管、环境保护等部门建立有效长期的合

作机制，建立完善的协作、沟通以及气象台站资料备案机制和相应的工作程序。在新建、改建和扩

建气象测站和设施时，建设规划部门和气象主管机构要共同负责，保证新建、扩建、改建的气象观

测站和设施既符合当地的城乡规划，又能保证探测环境符合标准，在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基础上，

保持长期稳定，实现城市建设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在气象主管机构与规划部门的协作方面，应明确双方的职责： 

（1）洞头区气象局：是温州市气象局的下级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气象工作，

依法保护气象设施和探测环境；为气象灾害防御、农业综合开发、资源气候开发、生态环境保护、

重点工程建设等提供气象服务；开发和推广气象灾害防御技术、气象实用技术等科研成果；开展气

象科技合作交流、发展气象科技信息产业；组织对重大灾害性天气的联合监测、预报工作，及时提

出气象灾害防御措施，并依照标准确认气象灾害类型；负责对雷电灾害防御工作和施放气球(低空

飘浮物)活动的组织管理。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是温州市洞头区气象局的职能部门，其任务主要是

进行气象观测、整理、积累各种气象资料；保护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为国家

基本气象站，实行 24 小时值班，轮班休息制。 

（2）洞头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时，要严格依据有关气象法律法规要

求，将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纳入温州市国土空间规划，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切实保护气象探测

环境和设施，避免因城市、乡镇规划建设项目导致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受到影响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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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宣传，逐步提高政府部门和公众对保护气象探测环境重大战略意义的认识 

气象主管机构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采取多种形式，向全社会广泛宣传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法

律法规，广泛宣传破坏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危害性，使广大群众和从事城市建设活动的单位和个

人充分认识到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的重要性、紧迫性，切实做到知法、懂法、守法，共同参与

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保护工作。 

3、严格执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制度 

气象主管机构和建设规划部门要严格审批程序，依法执行各项规定，切实保护气象探测环境和

设施免遭破坏。未经依法批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迁移气象台站。确因实施城市规划或重点工

程建设避不开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区，需要迁移气象台站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报经国务院或省气象

主管机构批准，同时考虑气象台站的迁建新旧场址对比观测的时间。 

4、加强气象探测环境的监督检查 

气象主管机构要加强对所属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的监督检查，应将气象探测环境的监测工作作

为日常业务工作的重要内容，坚持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理，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气象探测环境

影响因素。建立探测环境变化情况日记录、月报告制度。 

5、对气象探测环境范围内的障碍物进行及时适当的处理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应当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确实无法避免的，属于洞头区气象

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的，应当事先征得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的同意，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后方可建设。 

6、要有预见性的对气象站的迁址、选址进行规划 

在气象站迁址选址过程中要对城镇化趋势做详细的分析和预测，避免短期内受到城市建设的影

响，也可避免由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需要而影响周边城镇化建设的进程。 

 

 

 

 

 

第四章  规划实施措施 

一、政策保障 

1、各级气象主管机构要进一步提高对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切实负起责任，

加强组织领导，采取有力措施，依法保护气象探测环境，严格按照《气象法》的有关规定，履行行

政许可职责。 

2、加强与建设规划部门以及其他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协作，着力做好气象探测环境在各级建

设、规划部门的备案工作。 

3、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浙江省气象条例》、《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

境保护条例》、浙江省《关于加强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的通知》、浙江省气象局关于更新《气象

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的通知、《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气象

探测环境保护规范—高空气象观测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天气雷达站》、《气象探测环境保

护规范—大气本底站》等四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加强对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加大执法力度，严肃

查处影响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违法案件。 

二、用地保障 

建设规划部门应将本次规划中确定的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及区域气象观测站用地以及气象探

测环境保护范围，一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作为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重要依据；对气象探测环境保

护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实行气象行政许可制，切实保证气象站用地及探测环境不受侵占、破坏。 

三、资金保障 

我国气象行业实行由政府统一管理的基础性社会公益事业，气象台站探测环境和设施的保护资

金来源目前应以国家和地方政府财政投入为主、自筹资金等多种渠道为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和《浙江省气象条例》的规定，气象事业所需的基本支出以及

设施建设、运行等专项经费，除中央财政拨付等以外的部分，列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本级财政预算。

同时规定，气象台站在确保公益性气象无偿服务的前提下，可以依法开展气象有偿服务。在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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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气象主管机构应大力发展气象商业化服务，拓宽自筹资金的来源渠道。

 四、程序保障

 

气象主管机构及时将本次规划批准后的定稿，抄送当地政府、建设、规划、国土等相关部门备

案，建立长期有效的沟通、协作机制和相应的工作程序。各部门相互配合，共同认真执行本规划确

定的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强制性条款，保证气象探测工作的顺利进行。

 

气象主管机构对所属的气象台站实行年检制。要求气象站站点观测人员在值班日记中记录探测

环境的变化情况，并每月上报；每年组织一次对各个气象台站（包区域气象观测站）探测环境和设

施的全面检查。

 1、气象站迁建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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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未经依法批准，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迁移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和区域气象观测站；确需迁移的或增加布点的，应

办理相关批准文件。。

 

洞头气象站为国家基本气象站，确需迁移必须报经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批准，办理程序如下：

申请迁移大气本底站、国家基准气候站、国家基本气象站的，由受理申请的省、自治区、直辖

市气象主管机构签署意见并报送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审批；申请迁移其他气象台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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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台站迁移、建设费用由建设

单位承担。

 

 

洞头区目前有 28 个区域气象观测站，今后根据省、市区域气象观测台站布局及本区防灾减灾

的实际需求，逐步建设区域气象观测站，完善气象监测系统。

 

 

所有台站的建设项目需由浙江省气象局审批报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审核备案。

确需迁移区域气象观测站或者增加区域气象观测站的，必须报经上级气象主管机构批准，办理

程序参照国家一般气象站。

 

2、气象站周边项目建设

本节所称建设项目，是指气象台站观测场地及其四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可能影响该

类气象台站观测环境的建设项目，包括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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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头区气象探测环境

保护范围内可能影响该气象台站观测环境的建设项目必须报经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批准，办理程序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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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应当向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报告并

提出相应的补救措施，经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书面同意。未

征得气象主管机构书面同意或者未落实补救措施的，有关部门不得批准其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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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气象观测站观测场周边可能影响该气象站观测环境的建设项目必须报经上级气象主管机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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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办理程序参照国家一般气象站。 

洞头区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由温州市洞头区气象局和洞头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共同实施管理。   

五、管理体制创新 

1、严格实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责任制。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合理分工，权责明确，各司其职。

安排专人负责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工作。 

2、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台站工作生活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台站职工的工作生活环境，以提高

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3、加强用地保障，建设规划部门应将本次规划中确定的气象台站用地以及气象探测环境保护

范围，一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作为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重要依据；对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的

建设项目实行气象行政许可制，切实保证气象台站用地及探测环境不受侵占、破坏。 

4、区域气象观测站探测环境和设施的保护方面，建议气象主管机构与各乡镇人民政府签订《委

托保管书》，使其高度重视本区域气象观测站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工作，将此项工作列入政府职责范

围。 

 

六、法律责任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 

（1）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侵占、损毁或者未经批准擅自移动气象设施的； 

2）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从事危害气象探测环境活动的。 

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违法批准占用土地的，或者非法占用土地新建建筑物或者其他设

施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处罚。 

（2）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 

1）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 

2）广播、电视、报纸、电信等媒体向社会传播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不使用气象机

构所属的气象台站提供的适时气象信息； 

3）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的单位进行工程建设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时，使用的气象资料不是气

象主管机构提供或者审查的。 

（3）不具备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规定的资格条件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或

者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使用不符合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要求的技术标准的作业设备的，由有关气

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根据《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 

（1）各级气象主管机构以及发展改革、国土资源、城乡规划、无线电管理、环境保护等有关

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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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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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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职责行为的。 

（2）危害气象设施的，由气象主管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逾期拒不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由气象主管机构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并对违

法单位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对违法个人处 1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害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挤占、干扰依法设立的气象无线电台（站）、频率的，依照无线电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

罚。 

（3）危害气象探测环境的，由气象主管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除或者恢复原状，情

节严重的，对违法单位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对违法个人处 2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逾期拒不拆除或者恢复原状的，由气象主管机构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造成损害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违法批准占用土地的，或者非法占用土地新建建筑物或者其他设

施的，依照城乡规划、土地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3、根据《浙江省气象保护条例》 

（1）未将雷电灾害防护装置设计审核、竣工验收和检测档案纳入建设档案的，由县级以上气

象主管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2）建设单位在规定的对比观测期内从事影响气象对比观测的工程建设活动的，由县级以上

气象主管机构责令其停止施工，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 

（3）气候可行性论证、大气环境影响评价使用的气象资料不是气象主管机构提供或者经其审

查的气象资料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4）气象主管机构以及有关行政机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权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对负有直

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未依法提供气象服务，造成严重后果的； 

2）未按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3）违反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4）非技术原因造成重大漏报、错报公众气象预报或者灾害性天气警报的； 

5）丢失或者毁坏原始气象探测资料的； 

6）伪造气象资料的； 

7）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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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审意见修改说明 

一、会审意见：复核文本说明相关内容，精简规划文本。 

    修改说明：已根据《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调整文本及说明书中关于气象台站、自动站等的表述，明确温州市洞头区气象台站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中地面气象观测站的

等级，明确分为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和区域气象站，其中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属于国家级地面气象观测站，区域气象观测站经国家级的考核认定，分为国家级区域气象站和一般区域气象站，各区域气

象观测站为无人值守地面气象观测站。 

 

二、会审意见：进一步界定保护范围的相关说明。 

修改说明：已在文本及说明保护范围中进一步明确本项目的保护范围界定，明确为本规划保护范围为洞头区行政区域范围，总面积为 2777.3 平方公里，涉及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和区域观测站

等两大主要的地面气象观测站。 

重点保护范围为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核心保护区，按照《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观测场周边控制区的划定规范，以洞头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围栏为基准，半径为 1000 米的环形

区域。 

 

三、会审意见：进一步与相关规划进行衔接，落实保护要求。 

修改说明：已在规划衔接中补充村庄规划等相关规划，并明确洞头区气象主管机构应将本规划中划定的地面气象观测站和气象探测设施用地及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向本区规划建设主管部门备

案，并纳入各类国土空间规划，作为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依据。 

 

四、会审意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修改说明：已在规划实施措施章节进一步补充完善政策保障、用地保障、程序保障、资金保障、管理体制创新、法律保障等内容。并明确进一步加强各部门的有效协作，避免对洞头区气象探

测环境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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