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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一、规划背景

为了保护资阳市雁江区气象探测环境，保证气象探测工作的顺利进

行，确保获取的气象探测资料具有代表性、准确性、连续性和可比较性，

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气象防灾减灾提供准确的科学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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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特制订本规划文

本(以下简称文本)。

二、规划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健全公共安全体 系，提

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服务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规 划建设为目的，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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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

绳，确保资阳国家气象观测站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处于优良状态。

三、指标确定

文本所确定的指标是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并考虑规

划区特点、性质，留有适度弹性而制定的。其他未涉及的指标应符合国家、

四川省、资阳市及雁江区的有关法律法规、规范和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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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划原则

1.城乡规划与“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相统一的原

则;

2.严格执行各项技术标准的原则:

3.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

4.强制保护的原则。

五、规划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主席令第二十三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主席令第七十四号)；

《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623 号)；

《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 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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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气象局令第 29 号)；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设部令第 146 号)；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 GB31221-2014 )；

《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实施办法》(四川省九届人大常委

会公告第 6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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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阳市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和资阳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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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市雁江区气象局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

六、规划期限

根据《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GB31221-2014)中

3.1.1.1.1 条的规定:国家一般气象站站址应至少保持 30年稳定不变。因此，

本次规划期限为 2020-2050 年，当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和相关控制性详

细规划修编时，应满足本规划的保护范围和标准。

七、规划范围

强制性控制区：

1.观测场围栏四周向外延伸 800 米的控制区范围；

2.观测场在日出、日落方向的范围（62.6°～117.4 °，242.6°～

297.4°），此范围不受 800 米控制区限制。

非强制性控制区：

观测场最多风向的上风方 90°范围内 5000m. 其他方向 2000m 的范

图。

八、规划目的

本规划的宗旨在于保护资阳国家气象观测站探测环境和设施，并使之

纳入资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为其保护与管理

提供法律依据。自本规划批准生效之日起，在规划范围内进行的规划和建

设活动均应执行本规划，气象站所在地的地方人民政府在编制国土空间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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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规划和建设管理过程中,均应统筹解决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与城市开发建

设的矛盾。

规划编制完成以后，应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控制性详细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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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性和

可比较性，提高天气形势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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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主要任务

1.明确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政策和技术路线;

2.确定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和标准;

3.确定已出让地块和未出让地块建筑高度控制标准;

4.确立保护区范围内建设项目的审批及监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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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内容

一、相关术语定义

1.探测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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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国家气象观测站: 按省(区.市)行政区划设置的地面气象观测站。

3.地面气象观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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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障碍物:观测场以外高于观测场地平面 1m 以上的建筑物、构筑物、

树木、作物等物体。

5.高度距离比:障碍物高出观测场地平面以上部分的高度与该高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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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比。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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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线与视线在观测场所在地平面的投影所形成的夹角。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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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气象探测环境总体要求

1.气象探测环境要求长期稳定，具有良好的区域代表性;

2.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修建的建(构)筑物必须符合气象探测环

境保护的相关要求;

3.禁止实施危害气象探测设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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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观测场周边的铁路、公路、水体、垃圾场、排污口等应与观测场保

持合理的距离。

三、控制区范围

强制性控制区：1.气象站观测场围栏以外四周向外延伸 800米的范围。

2.气象站观测场在日出、日落方向的范围(此范围不受 800 米控制区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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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强制性控制区 :气象站观测场最多风向的上风方 90 度范围内

5000m、其他方向 2000m 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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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控制区保护标准

根据《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GB31221-2014)中

3.1.1.1.2—3.1.3 条的规定：根据强制性保护标准:

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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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0 米范围内障碍物任一点的高度距离比小于 1/8。

3.障碍物与观测场围栏最近距离不小于 3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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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出、日落方向范围内障碍物遮挡仰角不大于 7度（即障碍物高度

距离比不大于 0.1228）。

非强制性保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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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相关规定协调

本次规划需与市、区相关部门所制定的规定、规范相协调。

六、气象设施保护

禁止实施下列危害气象设施的行为:

（一）侵占、损毁，擅自移动气象设施或者侵占气象设施用地;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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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挤占、干扰依法设立的气象无线电台(站)、频率;

（四）设置影响大型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功能的干扰源;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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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现状探测环境治理

影响源治理

主要对观测场周边的铁路、公路、人造水体等影响源进行防治。影响

源与观测场围栏之间最小距离应符合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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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源类别 国家气象观测站

铁路路基 ＞100 米

公路路基 ＞30 米

人工制造水体 ＞50 米

垃圾场、排污口等其它影响源 ＞200 米

八、障碍物高度控制

1.为确保观测场探测环境不受破坏，对气象站观测场周边 800 米及日

出、日落方向范围内障碍物高度进行控制

[上图所示高度是指障碍物在该距离上的最高点海拔高度与观测场海拔高度（414.2 米）的差

值]

2.根据气象观测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要求对观测场周边用地进行了

限高控制，为城市建设用地的开发提出了限制性内容。在气象探测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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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范围内的地块在编制控规和出让土地提出设计条件时，应该注意其开发

高度和开发强度满足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对障碍物的限高要求。

核心保护区范围内的资阳市城东新区和城南工业集中发展区在控规、

其他相关规划编制及项目审批时，要符合本次规划提出的控制要求。

其他片区相关规划及建设活动要符合本次规划提出的基本保护区的

控制要求。

地块建筑高度控制一览表

地块

编码

地块用地

性质

规划限

高要求

建筑物相对高度控制 建筑物海拔高度控制 地块控

规是否

满足标

准

（单位：m） （单位：m）

日出、日落方

向

其他方位

日出、日落方

位

其他方位

A-01 公园绿地 —— —— 42.94…100.00 ——

457.14…

514.20

满足

A-02 排水用地 12m —— 97.54…100.00 ——

511.74…

514.20

满足

A-03 排水用地 12m —— 51.27…100.00 ——

465.43…

514.20

满足

A-04 防护绿地 —— —— 51.23…83.38 ——

465.43…

497.58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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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

一类工业

用地

20m —— 90.24…100.00 ——

504.44…

514.20

满足

A-06

加油加气

站用地

20m —— 85.61…100.00 ——

499.81…

514.20

满足

A-07 防护绿地 —— —— 90.24…100.00 ——

504.44…

514.20

满足

A-08 防护绿地 —— —— 37.24…100.00 ——

451.44…

514.20

满足

B-01 公园绿地 —— —— 49.64…100.00 ——

463.82…

514.20

——

B-02

文化设施

用地

—— —— 71.94…100.00 ——

486.14…

514.20

——

B-03 公园绿地 —— —— 76.42…100.00 ——

490.62…

514.20

——

B-04 体育用地 —— 75.89…88.59 71.94…100.00

490.09…

502.79

486.14…

514.20

——

B-05 广场用地 —— —— 61.52…77.77 ——

475.72…

491.97

——

B-06 防护绿地 —— 73.93…83.39 61.61…77.26

488.13…

497.59

475.81…

491.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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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7 商业用地 —— 89.04…125.29 93.16…100.00

503.24…

539.49

507.36…

514.20

——

B-08 居住用地 —— 85.16…132.96 ——

499.36…

547.16

—— ——

B-09 防护绿地 —— 85.13…123.93 ——

499.33…

538.13

—— ——

B-10 防护绿地 —— 64.84…147.68 46.06…68.11

479.04…

561.88

460.26…

482.31

——

B-11 公园绿地 —— 39.23…62.14 40.49…64.14

453.43…

476.34

454.69…

478.34

——

B-12 体育用地 —— 53.64…166.06 63.27…66.01

467.84…

580.26

477.47…

480.21

——

B-13

交通枢纽

用地

—— 81.90…129.87 ——

496.10…

544.0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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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划实施

一、建设项目审批

（一）审批的法律依据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第二十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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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应当事

先征得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的同意，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后，

方可建设。”

2.根据《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第十七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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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根据《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办法》第二十条:“城乡规划、建设、

国土等有关部门，在审批可能影响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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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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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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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象局令第 29 号) 第二条：“在大气本底站、国家基准气候

站、国家基本气象站、国家一般气象站、高空气象观测站、天气雷达站、

气象卫星地面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实施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

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的行政许可，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负责全国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

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行政许可的监督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

主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

环境行政许可的实施和管理工作。设区的市气象主管机构或省直管县（市）

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

探测环境行政许可的初审和管理工作。”

（二）规划审批要求

在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实施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的，需通过四

川省气象局对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行政许可

的同意方可实施。市气象局负责相关材料的审核转报。

二、监督检查

根据《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623 号)第二

十二条规定：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加强对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

的日常巡查和监督检查。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1.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文件、证照、资料;

2.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就有关问题作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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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入现场调查、取证。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在监督检查中发现应当由其他部门查处的违法行

为,应当通报有关部门进行查处。有关部门未及时查处的,资阳市雁江区气

象局可以直接通报或报告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进行查处。

三、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1.本次规划确定的范围内用地和建设项目须与本规划提出的探测环

境保护要求相协调，不得影响气象探测设施准确获得气象探测信息。

2.规划建设部门在建设项目规划管理的过程中,凡涉及本规划所确定

的保护区范图内的用地。在出具建设用地规划设计条件的时候必须将本次

规划提出的探测环境保护要求作为项目设计的依据之一。

3.当本地发展建设与本规划所确定的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要求相冲突

时，应充分考虑本规划,在确保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受到应有保护的

前提下，統筹兼顾解决。

4.雁江区各职能部门、辖区内各企事业单位应该对资阳国家气象观测

站的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工作应予以重视,并给予相应的政策

扶持，将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工作予以量化，落到实处。

5.资阳市雁江区气象局在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政府和上级气象主管部

门的领导之下,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城内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工

作。

6.为使本规划能顺利实施，雁江区各职能部门要加强合作和协调，共

同推进资阳国家气象观测站探测环境保护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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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规划由资阳市雁江区气象局报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政府批准后组

织实施，并纳入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相关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经批准

的《资阳国家气象观测站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

(2020-2050 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经法定程

序修改审核，报区人民政府批准公示。

8.对违反本规划的行为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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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办法》的相关规定

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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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附 则

1.本规划执行主体为:资阳市雁江区气象局

2.本规划由文本、图纸等组成。规划文本和图纸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3.本规划自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讨论通过并印发之日起实

施，由资阳市雁江区气象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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