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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气象探测工作是气象业务的基础性工作。气象探测设备

所获取的气象探测资料用于分析和研究天气以及气候变化，

是预测、预报气象灾害的基础资料，是应对气候变化和科学

决策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依据。做好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是保

障气象探测资料具有代表性、准确性、比较性和连续性的唯

一措施，也是有效提升气象防灾减灾能力的关键所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气象探测环境

保护做出了明确规定。 

为了促进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与城市发展建设的全面协

调和可持续发展，特编制临清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

保护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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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临清市概况 

 

第一节 自然条件  

临清市位于山东省西北部，地处东经 115°27′至 116°

02′和北纬 36°39′至 36°55′之间。东邻高唐、茌平，南

接聊城、冠县，西隔卫运河与河北省临西县相望，北与夏津

毗连。全市总面积约 960 平方公里，境域南北直距 25.28 公

里，东西直距 46.73 公里，总人口约 80 万。辖唐园镇、烟店

镇、潘庄镇、八岔路镇、刘垓子镇、魏湾镇、康庄镇、老赵

庄镇、松林镇、尚店镇、戴湾镇、金郝庄镇 12 个镇和大辛庄

街道、新华路街道、青年路街道、先锋路街道 4 个街道。 

临清是京九铁路进入山东省的第一站，京九高铁将在临

清设站，2 条高速、7 条国省道穿境而过；开通了直达青岛港

的“临清号”集装箱班列；至新疆乌鲁木齐的快运货物班列

“鲁疆号”；至广东大朗的快运货物班列“复兴号”。 

一、地质地貌 

临清市境内为鲁西北平原，属黄河下游冲积平原。地势

平坦，起伏较少，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地面高 38.29 米（黄

海），沿黄河故道流向，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地面坡降为

1/7000 左右。海拔高程一般在 29～38 米之间。 

由于历史上黄河多次改道、淤积、决口泛滥，境内形成

了岗、坡、洼地相间的微地貌差异。地貌类型有河滩高地，

沙质河槽地，决口扇形地，缓平坡地，河间浅平洼地和背河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5%94%90/168774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C%8C%E5%B9%B3/187193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1%8A%E5%9F%8E/12758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B4%E8%A5%BF/47540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8F%E6%B4%A5/29922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8F%E6%B4%A5/299226?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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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状洼地。 

二、气候状况 

临清市境内地处欧亚大陆东南部的华北平原中部，位于

北半球中纬度地区，属较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气候温和，

降水适中，冬季干冷，春季干燥多风，回暖迅速，夏季湿热

多雨，秋季天高气爽。大陆高度 64.6%，年干燥度 1.9%。由

于大气环流的变化异常，也往往出现非定常性的气候变化，

使年内的定常性变化产生振动，造成年际间的差异。 

 

第二节 社会经济 

一、历史沿革 

临清之名始于后赵，取临近清河之意。 西汉初始建清渊

县，先隶巨鹿郡，后属魏郡，三国魏晋属冀州阳平郡。十六

国后赵建平元年（330），改清渊置临清县，属司州建兴郡。

后废。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析清渊县西部复置临清县，

属司州阳平郡。北齐废。隋开皇六年（586）复置临清县，属

清河郡。 唐大历七年（772）析临清另置永济县，先后属毛

州、瀛洲、贝州、清河郡统领。宋代先后属于大名府、兴唐

府、广晋府、大名府。 金属大名府路恩州。元属中书省濮州。 

明属山东省布政使司东昌府，弘治二年（1489）升为州，辖

馆陶、邱县，属东昌府。清顺治元年（1644）不领县。乾隆

四十一年（1776）升为直隶州，隶属山东省，辖武城、夏津、

邱县。自 1840 年鸦片战争至 1919 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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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域境建置无大变化。 

建国后县市分治，属河北省邯郸专署。1952 年 11 月，

划归山东省德州专署，12 月改属聊城专署。1956 年清平县撤

销，将其二区（金郝庄）、三（王集）、四区（康盛庄）、

五区（戴湾）划归临清县管辖。1958 年县市合并，置临清市，

属聊城专署。1963 年撤市复县。1965 年 3 月将临清县卫运

河西的尖冢、童村、下堡寺、吕寨、老官寨五个区划归河北

省邢台专区，建临西县。同时将馆陶县的潘庄、八岔路两个

区划归临清县。1983 撤销临清县，设立临清市（国务院 1983

年 8 月 30 日批准）。 

二、行政区划与人口 

截至 2022 年 10 月，临清市辖 12 个镇、4 个街道：唐园

镇、烟店镇、潘庄镇、八岔路镇、刘垓子镇、魏湾镇、康庄

镇、老赵庄镇、松林镇、尚店镇、戴湾镇、金郝庄镇、大辛

庄街道、新华路街道、青年路街道、先锋路街道。总人口约

80 万。 

三、经济发展 

2021年，临清市生产总值为 269.27亿元，同比增长 8.3%。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34.51亿元，同比增长 7.5%；第二

产业增加值为 98.03 亿元，同比增长 10.0%；第三产业增加

值为 136.73 亿元，同比增长 7.3%。三产结构调整为

12.8:36.4:50.8。 

2021 年，临清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1.7%。其中：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4%90%E5%9B%AD%E9%95%8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4%90%E5%9B%AD%E9%95%8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3%9F%E5%BA%97%E9%95%87/859219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D%98%E5%BA%84%E9%95%87/387527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B%E5%B2%94%E8%B7%AF%E9%95%8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8%E5%9E%93%E5%AD%90%E9%95%8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D%8F%E6%B9%BE%E9%95%87/1628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A%B7%E5%BA%84%E9%95%87/792240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A%B7%E5%BA%84%E9%95%87/792240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0%81%E8%B5%B5%E5%BA%84%E9%95%8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BE%E6%9E%97%E9%95%87/853506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9A%E5%BA%97%E9%95%87/1685723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91%E9%83%9D%E5%BA%84%E9%95%8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8%BE%9B%E5%BA%84%E8%A1%97%E9%81%93/392966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8%BE%9B%E5%BA%84%E8%A1%97%E9%81%93/392966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2%E5%B9%B4%E8%B7%AF%E8%A1%97%E9%81%93/1301833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8%E9%94%8B%E8%B7%AF%E8%A1%97%E9%81%93/6006914?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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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到 64.6%，四新投资占比提高

9.6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到 5.2%；

制造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 53.7%。 

2021 年，临清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02592 万元，

占年度预算的 100.15%，同比增长 6.15%，增收 11746 万元。

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150389 万元，占年度预算的 103.25%，

同比增长 17.75%，增收 22665 万元；非税收入完成 52203 万

元，占年度预算的 92.16%，同比下降 17.30%，减收 10919 万

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22730 万元，占年度调整预算的

95.45%，同比增长 0.41%，增支 1723 万元。 

 

第三节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一、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形成“一带、二轴、四心、六

区”的城市空间布局结构。一带：济津河生态绿带；二轴：

永青路、温泉路两条城市发展轴；四心：商业中心、公共服

务中心、商务中心、物流中心；六区：古城区、旧城区、新

城区、 经济开发区、高铁新区、港产城融合起步区。 

二、提高居住空间品质。提升居住住房建设品质，优化

城中村和旧区的环境；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打造城市十

五分钟生活圈; 加强生活圈分级配套，提供高品质生活服务。 

三、打造特色城市风貌。打造“一带、二轴、四片、六

线、二十点”的城市特色风貌格局。一带：以运河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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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历史风貌景观带；二轴：永青路城市发展景观轴、温泉

路时代风貌景观轴；四片：历史城区、新城核心区、高铁站

周边片区、火车站周边片区；六线：先锋路、红星路、文化

路、新华路、三和路、兴临路六条城市道路景观线；二十点：

临清古十景、新十景（暂定）。 

四、挖潜城市更新存量。采用六大更新改造策略，优化

功能布局，增补服务设施。产业转型：规划因地制宜，搭建

产业空间；空间调整：优化功能布局，增补服务设施；环境

更新：提升生态标准，塑造活力空间；完善配套：同步公服

配套，保障更新品质；交通改善：整合交通体系，构建畅通

城区；文脉保护：彰显历史文脉，打造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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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指导思想和原则 

 

第一节 指导思想 

 

依法保护气象探测环境，确保气象探测资料具有代表性、

准确性、比较性和连续性，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气象防灾减灾

提供准确的气象依据，为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做好气象

服务保障，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二节 主要原则 

 

一、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相统一

的原则，实现城乡建设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二、 严格执行各项技术标准的原则； 

三、 立足现状，进一步协调优化周边用地及环境的原

则； 

四、 经济合理的原则。 

 

第三节 规划依据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16 年修订）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订） 

三、 《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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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修订） 

四、 《山东省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

(2014 年 11 月) 

五、 《山东省气象管理办法》（2004 年 3 月） 

六、 《山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2022 年 3 月） 

七、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 地面气象观测站》

（GB31221-2014） 

八、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 年 4 月） 

九、 在编的《临清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十、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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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划内容 

 

第一节 规划目标和主要任务 

 

一、规划年限 

本次规划年限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保持一致（2023～

2035 年），当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修编时，应充分考虑本规划

的保护范围和标准。 

二、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距临清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围栏 1000 米

范围内的核心规划保护区，核心规划保护区以外根据规定按

照遮挡仰角进行高度控制。 

三、规划目标 

该专项规划通过审批后，将作为临清市建设规划部门在

审批本规划约定范围内的新建、改建建筑物、构筑物和大型

工程等的详细性控制依据，确保临清国家基本气象站周边障

碍物满足气象探测要求。 

四、主要任务 

对临清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中面临的问题加

以分析，提出对策；确定对其探测环境保护的范围和标准。 

1.根据临清国家基本气象观测站的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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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2.界定清晰临清国家基本气象观测站探测环境保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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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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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和标准 
 

一、气象探测环境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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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探测环境的总体要求 

1.气象探测环境要求长期稳定，具有良好的区域代表性； 

2.禁止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设置超高障碍物和

种植生长高度不符合要求的作物、树木； 

3.禁止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设置影响气象探测

设施工作效能的高频电磁辐射装置和对观测资料准确性有

影响的各种源体； 

4.观测场四周不得有致使气象要素发生异常变化的干

扰源。 

三、临清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技术要求  

根据《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 地面气象观测站》（GB 

31221-2014）标准以及《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

临清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技术要求如下： 

（一）保护期限 

临清国家基本气象站站址应至少保持 30 年稳定不变。 

（二）周围环境 

1.观测场四周应空旷平坦，保持气流畅通和自然光照； 

2.观测场最多风向（S）的上方 90°范围内 5000m、其它

方向 2000m 范围内不宜规划工矿区，不宜建设易产生烟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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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大气的设施； 

3.在观测场 1000m 范围内不应实施爆破、钻探、采石、

挖沙、取土等危及观测场安全的活动。 

（三）对障碍物的限制 

在观测场四周划定障碍物控制区，距观测场围栏 1000m

范围内为障碍物控制区。 

1.控制区内的障碍物任一点（含建筑物上的造型、天线

等）上的高度（指障碍物相对观测场平面的高度，下同）距

离比小于 1/10; 

2.控制区内障碍物与观测场围栏最近距离不小于 50m； 

3.在日出方向（ 60.4°～ 119.6°）和日落方向

（240.4°～299.6°）范围内（此范围不受 1000 米控制区限

制），障碍物的遮挡仰角不大于 5°。 

（四）对影响源的限制 

1.垃圾场、排污口等其他影响源距观测场围栏的最小距

离应大于 500m。 

2.铁路路基距观测场围栏距离大于 200 m。 

3.人工建造的水体距观测场围栏距离大于 100 m。 

4.公路路基距观测场围栏距离大于 50 m。 

四、控制性详细规划 

在有关规划中，临清国家基本气象站位于临清市大辛庄

街道办事处高庄村北 380米，海拔高度为 34.0米，经度 115°

44′E，纬度 36°49′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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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临清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在距临清市国家基本

气象站观测场 1000 米范围内，南侧为二类居住用地、公园绿

地、商业用地、文化设施用地、商务用地；西侧为二类居住

用地、中小学用地、公园绿地、公用设施用地、行政办公用

地；北侧为二类居住用地、公园绿地、行政办公用地、商业

用地；东侧为二类居住用地。 

因此应控制好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区内新建建筑物高度

（见附表 1），严格限制超高建筑物，不得在规定范围内设

置影响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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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临清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的保护标准 

 

第一节  临清国家基本气象站概况 

 

临清国家基本气象站始建于 1964年 6月，区站号 54802，

原址位于杨桥，历经三次迁移，现址位于临清市大辛庄街道

办事处高庄村北 380 米，经度 115°44′E，纬度 36°49′

N，地平面海拔高度为 36.7 米。承担地面气象观测业务。现

有气压、气温、地温、湿度、风向、风速、降水、能见度、

日照、天气现象、云量、雪深、电线结冰等观测设备及配套

通信传输设施。 

 

第二节 临清国家基本气象站历史沿革 
 

一、站址变动情况 

1964 年 6 月成立临清县气候服务站，站址位于临清市

东郊，观测场位于东经 115°43′，北纬 36°51′，拔海

高度 36.7 米。 

2000 年 1 月 1 日迁址到城南郊三里堡村北面济津渠北

侧，观测场位于东经 115°42′，北纬 36°49′，拔海高

度 34.0 米。 

2010 年 1 月 1 日，站址迁至现址（临清市东南高庄村

北，观测场位于东经 115°44′，北纬 36°49′，拔海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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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 米）。 

二、站名变动情况 

自 1964 年建站以来，站名共有过 11 次变动，情况见下

表： 

 

 

  

站     名 时     间 

临清县气候站 1964 年 6 月—1965年 12 月 31日 

临清县气象服务站 1966 年 1 月 1日—1974 年 5 月 31日 

临清县革命委员会气象站 
1974 年 6 月 1 日—1976 年 10 月 31 日 

临清县革命委员会气象局 1976 年 11 月 1 日—1980 年 12 月 31日 

临清县气象局 1981 年 1 月 1日—1984 年 1 月 31日 

临清市气象局 1984 年 2 月 1日—1985年 2 月 28日 

临清市气象站 1985 年 3 月 1日—1989年 1 月 31日 

临清市气象局 1989 年 2 月 1日—2006年 12 月 31 日 

临清国家气象观测站二级站 2007年 1 月 1 日—2008 年 12 月 31日 

临清国家一般气象站 2009年 1 月 1 日—2018 年 12 月 31日 

临清国家气象观测站 2019年 1 月 1 日—2022 年 12 月 31日 

临清国家基本气象站 2023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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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临清国家基本气象站环境现状 

 

临清国家基本气象站所在地域以农用地、农村宅基地、

工业用地为主，周边地表物体现状情况见附表 2。 

一、气象站周边环境地表物体现状 

本次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核心区域是以临清国

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围栏边缘）为中心，周边 1000 米为半

径所覆盖的区域，在此区域内地表主要物体现状为树木、建

筑及农用地等。 

二、气象站周边环境现状分析与评价 

（一）代表性分析 

临清国家气象观测站的观测资料是分析临清天气、气候

的重要依据，也是临清市气象防灾减灾的重要依据，代表的

是临清市范围内的平均气象状况，是分析临清天气、气候以

及气候变化的重要依据，是天气预测预报的基础性气象资料。

因此，必须加强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确保获得的观测资料具

有代表性。 

临清国家基本气象站位于市区东南，京九铁路以西，大

辛庄办事处高庄村北。其东、南、西、北四面均为农田，其

东方 1300 米是京九铁路，南方 380 米是高庄村，西方 140 米

是宽 21 米的三干渠，北方 260 米处是小运河。观测场四周

气流畅通，无成排障碍物影响，符合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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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资料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二）准确性分析。目前，气象站观测场大小为 25（南

北）×25（东西）平方米，在距观测场围栏 1000 米范围内除

部分树木外，其他障碍物相对高度距离比均小于 1/10，在距

观测场围栏 50 米范围内的地表以上物体高于观测场地平面

高度均小于 1米。按照国家气象站的探测环境保护技术要求，

观测场四周距围栏 1000 米范围内现有地表物体分布状况、

距离、高度等基本符合《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 地面气象观

测站》（GB 31221-2014）标准要求(临清国家基本气象站控

制区内障碍物、影响源的限制要求见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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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连续性分析。临清国家基本气象站自 1964 年启

用至今，迁站 2 次。1964 年 6 月建站于杨桥；2000 年 1 月

1 日，站址迁至城南郊三里堡村北面济津渠北侧；2010 年 1

月 1 日，站址迁至城东南高庄村北，根据迁站要求，迁站

期间进行了 3 个月的对比观测，根据对比观测资料分析，

未对气象观测资料的质量带来影响。截止目前，气象观测

工作从未中断，建档气象资料保存完整，连续性资料超过

50 年，积累了非常宝贵的气象资料，为临清国民经济建设

发展、气候变化和气候研究等提供了重要依据。 
 

第四节  临清国家基本气象站周边用地规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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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清国家基本气象站位于临清市城区东南方向，大辛街

道办事处高庄村北侧，三干渠以东、运河路以西、文化路以

南、清渊街以北。为保证气象探测资料的准确性和代表性，

其周边障碍物必须符合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标准。 

 按照临清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在距临清市国家基本

气象站观测场 1000 米范围内，南侧为二类居住用地、公园绿

地、商业用地、文化设施用地、商务用地；西侧为二类居住

用地、中小学用地、公园绿地、公用设施用地、行政办公用

地；北侧为二类居住用地、公园绿地、行政办公用地、商业

用地；东侧为二类居住用地。（见附表 4）。 

 

第五节  临清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保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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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

条例》、《山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等法律、法规，临清

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保护要求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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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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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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禁止实施下列危害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的行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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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清国家基本气象站距观测场围栏不同距离障碍物控制

高度、日出及日落方向区域内不同距离障碍物控制高度见附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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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规划实施 

 

第一节 气象部门和有关部门职责 
 

临清市气象局在聊城市气象局和临清市人民政府领导

下，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和监督管理工

作。 

市发展和改革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聊城市生

态环境局临清市分局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气象设

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有关工作。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利用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的调整涉及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

划的应当征求气象主管机构的意见。 

市发展和改革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聊城市生

态环境局临清市分局等部门,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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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对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的建设

项目实施设计方案联合审查时,应当书面征求同级气象主管

机构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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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规划实施的建议和措施 
 

一、本次规划确定的范围内，在用地建设前必须将本次

规划提出的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要求作为项目设计的依据之

一。 

二、对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应加以重视和政策扶持，将

探测环境保护工作予以量化，落到实处。 

三、为使本规划能顺利实施，市级各职能部门要加强合

作和协调，共同推进临清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

的规范化建设。 

四、本规划由临清市气象局会同山东新达工程设计有限

公司编制，报临清市人民政府批准并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经批准的临清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

划，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调

整涉及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确需变更的，

应当征求临清市气象局意见，报临清市人民政府批准。 

 

附件 1：相关术语解释 

附件 2：表集 

附件 3：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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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相关术语解释 

国家基本气象站（简称基本站）：是根据全国气候分析

和天气预报的需要所设置的地面气象观测站，大多担负区域

或国家气象信息交换任务，是国家天气气候站网中的主体。 

地面气象观测场（简称观测场）：用于安置地面气象观

测仪器和设施进行气象观测的专用场地。 

障碍物：观测场以外高于观测场地平面 1 米以上的建筑

物、构筑物、树木、作物等物体。 

高度距离比：障碍物高出观测场地平面以上的高度与该

高度点在观测场地平面的投影点距观测场围栏最近点之间

的距离之比。 

遮挡仰角：从观测场围栏距障碍物最近点的地面向该障

碍物可见的最高点看去，视线与视线所在地平面的投影所形

成的夹角。 

日出方向：所在地夏至日的日出方位和冬至日的日出方

位之间所形成的夹角区域。 

日落方向：所在地夏至日的日没方位和冬至日的日没方

位之间所形成的夹角区域。 

影响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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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主要包括热源、污染源、辐射源、电磁

干扰源等，如铁路、公路、水体、垃圾场、排污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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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表    集 

附表 1：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区内新建建筑物高度 

地块编号 用地代码 用地性质 
气象探测环境要

求限高（m)（上

限） 

用地影响评价 

A-01-01 A1 行政办公用地 10 高度限制 

A-03-02 R2 二类居住用地 30 高度限制 

A-04-03 R2 二类居住用地 40 高度限制 

A-05-04 R2 二类居住用地 50 高度限制 

A-06-05 R2 二类居住用地 60 高度限制 

A-06-06 G1 公园绿地 60 无影响 

A-07-07 R2 二类居住用地 70 高度限制 

A-07-08 A33 中小学用地 70 无影响 

A-07-09 G1 公园绿地 70 无影响 

A-07-10 M2 二类工业用地 70 无影响 

A-07-11 A22 文化活动用地 70 无影响 

A-08-12 B1 商业用地 80 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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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8-13 M2 二类工业用地 80 无影响 

A-08-14 R2 二类居住用地 80 无影响 

A-08-15 A33 中小学用地 80 无影响 

A-08-16 A1 行政办公用地 80 无影响 

A-08-17 R2 二类居住用地 80 无影响 

A-09-18 R2 二类居住用地 90 无影响 

A-09-19 A33 中小学用地 90 无影响 

A-09-20 M2 二类工业用地 90 无影响 

A-10-21 M2 二类工业用地 100 无影响 

A-10-22 B1 商业用地 100 无影响 

A-10-23 B2 商务用地 100 无影响 

A-10-24 R2 二类居住用地 100 无影响 

A-10-25 A33 中小学用地 100 无影响 

A-10-26 A22 文化活动用地 100 无影响 

A-10-27 U 公用设施用地 100 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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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临清国家基本气象站周边现状情况表 

距离
    方位

 
东（60.5°-

119.5°） 

南（119.5°-

240.5°） 

西（240.5°-

299.5°） 

北（299.5°-

60.5°） 

0-100m 
行政办公用地、农

用地 

行政办公用地、农

用地 

行政办公用地、农

用地 
行政办公用地 

100-200m 农用地、道路用地 农用地、道路用地 
农用地、河流、道

路用地 

行政办公用地、农

用地、河流 

200-300m 
农用地、河流、道

路用地 

农用地、河流、道

路用地 

农用地、河流、道

路用地、行政办公

用地、农村宅基地 

农用地、河流 

300-400m 
农用地、河流、道

路用地 

农用地、河流、道

路用地、农村宅基

地 

农用地、道路用

地、农村宅基地 
农用地、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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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500m 
农用地、河流、道

路用地 

农用地、河流、道

路用地、农村宅基

地、工业用地 

农用地、道路用

地、农村宅基地 

农用地、河流、工

业用地 

500-600m 

农用地、河流、道

路用地、农村宅基

地 

农用地、河流、道

路用地、农村宅基

地、工业用地 

农用地、道路用

地、农村宅基地、

工业用地 

农用地、河流、工

业用地、农村宅基

地、行政办公用地 

600-700m 

农用地、河流、道

路用地、农村宅基

地 

农用地、河流、道

路用地、农村宅基

地、工业用地 

农用地、道路用

地、农村宅基地、

工业用地 

农用地、河流、工

业用地、农村宅基

地、行政办公用地 

700-800m 

农用地、河流、道

路用地、农村宅基

地 

农用地、河流、道

路用地、工业用地 

农用地、道路用

地、工业用地 

农用地、河流、工

业用地、农村宅基

地、教育用地 

800-900m 

农用地、河流、道

路用地、农村宅基

地 

农用地、河流、道

路用地、农村宅基

地、工业用地 

农用地、道路用

地、工业用地、行

政办公用地 

农用地、河流、工

业用地、农村宅基

地、教育用地 

900-1000m 

农用地、河流、道

路用地、农村宅基

地 

农用地、河流、道

路用地、农村宅基

地、工业用地 

农用地、道路用

地、工业用地、行

政办公用地 

农用地、河流、工

业用地、农村宅基

地、教育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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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临清国家基本气象站控制区内障碍物、影响源的限制要求 

地

面

气

象

观

测

场

围

栏 

与

障

碍

物

距

离 

建筑高度控制要求： 

1.以气象观测站观测场围栏以外四周向外延伸 1000 米范围为障碍物控制区； 

2.控制区内障碍物任一点的高度距离比小于 1/10; 

3.控制区内障碍物与观测场围栏最近距离不小于 50 米； 

4.在日出、日落方向，障碍物遮挡仰角≤5°；四周障碍物不得遮挡仪器感应面。 

距离（米） 5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1000 

障碍物限制高度（米） 5.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100.0  

日出日落方向障碍物限制

高度（米） 
4.3  8.7  17.4  26.2  34.9  43.7  52.4  61.2  69.9  87.4  

注：障碍物限制高度为障碍物最高点高出观测场地面的相对高度。 

与作物、树木距离 观测场四周 50 米范围内不得种植高于 1 米的作物、树木 

与公路路基距离 ＞50 米 

与人工建造的水塘 ＞100 米 

与铁路路基距离 ＞200 米 

与垃圾车、排污口等其他影响源距离 ＞500 米 

禁止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 

1.高度不符合要求的建筑物、构筑物以及距离不符合要求的公路、铁路、水塘等； 

2.设置影响气象探测设施工作效能和使用功能的高频电磁辐射装置以及垃圾场、排污口等干扰源； 

3.种植生长高度不符合要求的作物、树木； 

4.其他危害气象探测环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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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临清国家基本气象站四周用地规划情况表 

距离
    方位

 
东（60.5°-

119.5°） 

南（119.5°-

240.5°） 

西（240.5°-

299.5°） 

北（299.5°-

60.5°） 

0-100m 
行政办公用地、农

用地 

行政办公用地、农

用地 

行政办公用地、农

用地 

行政办公用地、农

用地 

100-200m 农用地、道路用地 农用地、道路用地 
农用地、河流、道

路用地 

行政办公用地、农

用地、河流 

200-300m 
农用地、河流、道

路用地 

农用地、河流、道

路用地、二类居住

用地 

农用地、河流、道

路用地、二类居住

用地 

农用地、河流、二

类居住用地、道路

用地 

300-400m 
农用地、河流、道

路用地 

农用地、河流、道

路用地、农村宅基

地、二类居住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公

园绿地、道路用地 

农用地、河流、二

类居住用地、道路

用地 



 

 

-29- 

 

400-500m 
农用地、河流、道

路用地 

农用地、河流、道

路用地、农村宅基

地、工业用地、二

类居住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公

园绿地、道路用地 

农用地、河流、二

类居住用地、道路

用地、公园绿地 

500-600m 

农用地、河流、道

路用地、农村宅基

地、二类居住用地 

农用地、河流、道

路用地、农村宅基

地、工业用地、二

类居住用地、公园

绿地 

二类居住用地、公

园绿地、中小学用

地、道路用地 

农用地、河流、二

类居住用地、道路

用地、公园绿地、

中小学用地 

600-700m 

农用地、河流、道

路用地、农村宅基

地、二类居住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公

园绿地、河流、文

化设施用地、二类

工业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公

园绿地、中小学用

地、道路用地 

农用地、河流、二

类居住用地、道路

用地、公园绿地、

中小学用地 

700-800m 

农用地、河流、道

路用地、农村宅基

地、二类居住用地 

中小学用地、二类

居住用地、公园绿

地、河流、商业用

地、公用设施营业

网点用地、二类工

业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公

园绿地、公用设施

用地、中小学用

地、行政办公用

地、道路用地 

农用地、河流、二

类居住用地、道路

用地、公园绿地、

中小学用地、行政

办公用地 

800-900m 

农用地、河流、道

路用地、农村宅基

地、二类居住用地 

中小学用地、商务

用地、二类居住用

地、公园绿地、河

流、商业用地、公

用设施营业网点用

地、二类工业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公

园绿地、公用设施

用地、文化设施用

地、中小学用地、

行政办公用地、道

路用地 

农用地、河流、二

类居住用地、道路

用地、公园绿地、

中小学用地、行政

办公用地、商业用

地 

900-1000m 

农用地、河流、道

路用地、农村宅基

地、二类居住用地 

中小学用地、商务

用地、二类居住用

地、公园绿地、河

流、商业用地、二

类工业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公

园绿地、公用设施

用地、文化设施用

地、中小学用地、

道路用地 

农用地、河流、二

类居住用地、道路

用地、公园绿地、

中小学用地、行政

办公用地、商业用

地、公用设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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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临清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区障碍物控

制高度表 

 

障碍物距离观测场围栏

距离 L（米） 

障碍物限制高度 H

（米） 

日出（60.4°～119.6°）  

日落（240.4°～299.6°） 

方向区域障碍物限制高度

H(米) 

50 1 1 

100 10 8.7 

200 20 17.5 

300 30 26.2 

400 40 35.0 

500 50 43.7 

600 60 52.5 

700 70 61.2 

800 80 70.0 

900 90 78.7 

1000 100 87.5 

＞1000 ---- H＝L×tan5° 

 

说明：障碍物控制高度为障碍物最高点相对观测场平面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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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图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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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区位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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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控制区障碍物高度控制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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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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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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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控制区障碍物高度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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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6：日出日落方向障碍物高度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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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7：观测场周边限制规划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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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8：竖向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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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9：核心保护区范围内规划图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