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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唯一世纪气候站昨庆生
从无间断 徐家汇观象台观测整1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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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获誉“ 远东气象第一台”
上海徐家汇观象台成立于1872

年，是一座集气象、天文、地磁等于
一体的观象台，在国际气象史上有
着较高的地位，受到国际气象组织
的高度评价，曾拥有远东气象第一
台的美誉。

徐家汇观象台作为中国近代气
象发展历史的见证，从它延续下来
的百余年宝贵资料，以及具有百年
历史、风格独特的气象建筑，其科学
和文化价值都十分重要。

1879年，徐家汇观象台运用单
站气象要素分析，首次较准确地做

出台风预报，揭开了上海天气预报
的序幕。1884年，外滩信号塔建成，
开展信号和授时服务，并在上海外
滩海关大楼对面的布告栏中逐日公
布相关重要港口的天气实况。1895
年，在这里绘制出了中国首张东亚
地面天气图。从1920年3月1日起，在
通过无线电台播发日常气象公告
后，又增加了每天11时和17时发布
高空气流情况，开展航空服务。

此外，作为世界三大测量基准
点之一，徐家汇观象台曾经于1926
年、1933年两次参加国际经度联测。
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解放战争，
至今140年间，徐家汇观象台的观测

资料从无间断，同时这座百年老站
也是传承上海城市文化的重要载
体，被列为上海市区级文物保护单
位、市级优秀历史建筑。目前这座历
经百年风雨的气象建筑作为上海市
气象局的一部分仍在使用中。

2016年将达世界先进水平
观测业务持续百年以上的气象

站，即为“ 世纪气候站”。徐家汇观象
台作为中国推荐的唯一的世纪气候
站，140年的观测资料从无间断，这些
数据资料极具研究和应用价值。

如今，中国气象局和上海市政
府正在共同推进上海率先实现气象

现代化，并共同支持和推进国家气
象业务应急备份中心、海洋气象和
台风预警中心、大城市精细化预报、
多灾种早期预警等项目建设。

到2016年，徐家汇气象台将在
全国率先建成结构完善、布局科学、
功能先进、技术领先的气象现代化体
系，包括精准化的气象监测、预报、预
警业务体系，一体化的气象综合防灾
体系，智能化、个性化的气象公共服
务体系，城市应对气候变化和气候资
源利用的科学支撑体系，全面提升服
务上海、服务华东区域和服务全国的
能力，使上海气象整体实力接近或达
到同期世界大城市先进水平。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嗓音疾
病，困扰着很多教师，为此，现在很
多教师为了保护嗓子不得不在课堂
上用起了俗称“ 小蜜蜂”的扩音器。
上海师范大学新近传出消息，该校
将率先在师范生中试点开设发声技
能课程，教“ 准教师”如何正确发
音，避免嗓音受损。

一线教师无奈离开岗位
在“ 中小学教师‘ 教师发声与

表达技巧’研讨推进会”上，上海师
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发布了一
份对全市934名一线中小学教师的
调查。71.2%的老师表示自己患有慢
性咽炎，超过54.93%的老师认为自
己的嗓音听起来嘶哑，49.79%的老
师表示说话很费力。此外，有23.23%
的 老 师 因 声 音 问 题 治 疗 ， 其 中
94.93%的老师使用药物，5.07%的老
师通过手术来恢复发声。

市六院专家介绍，教师的发病
原因与其职业关系非常大，教师长
期超负荷讲课、天天与粉笔扬尘接
触，以及发音方法不科学，使得喉
部和咽部黏膜在强气流的长期冲
击下充血肿胀，发生顽固性慢性咽
喉炎。

上海一所中学的女校长坦言，

自己嗓音沙哑完全是职业病使然。
“ 后来因为嗓子不好，很多教师评比

都无法参加，只能把自己精心准备
的教案改请别的老师来上，有种有
力无处使的难过。”最终，该老师无
奈脱离了一线教学岗位转做行政工
作，但嗓音也一直是沙哑的了。

“ 小蜜蜂”并非良策
“ 从调查情况来看，有不少老

师想通过使用扩音设备来减轻用
嗓的疲劳，但使用扩音设备并不是
一个理想手段。”本次项目负责人、
上师大谢晋学院副院长邱乙哲老
师表示，“ 小蜜蜂” 之所以不能大
范围推广，一是因为现在教室之间
都是“ 贴隔壁”，容易造成教室之
间的相互干扰。其次，老师使用小
蜜蜂虽然照顾到了坐后排的学生，
但是前排学生却会感觉声音太响，
耳朵不适。

另据专家表示，中低年级的学
生的年龄特点，使他们更青睐不用
小蜜蜂来授课的老师，这样的老师
更具亲和力。因此，“ 小蜜蜂”护驾
也并非良策。

发声技巧将成师范生必修课
“ 现在的中小学教师普遍缺乏

嗓音训练，我认为这应该是老师都
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上师大声乐
老师施国新从专业角度出发，他表
示，人的正常说话发声是可以通过
掌握一定的科学方法使喉咙调节到
较好的状态中的。“ 这好比是‘ 四两
拨千斤’的原理，用最省力的方式来
发声。”

“ 绝大多数的教师只是利用喉
咙发声，因此音调往往偏高，声带打
架，容易损伤嗓子。”上海谢晋影视
艺术学院院长赵炳翔告诉记者，其
实只要掌握了正确的发声技巧，就
能避免患上嗓音职业病。而发声技
能课是影视学院每一个学生的必修
课，目的就是让他们掌握正确发声
法，利用头腔共鸣，将自己的声音变
得洪亮，用这种方式讲话，一连几个
小时都不会感到累的。为此，学院就
想把这一发声技巧推广到师范生，
让“ 准教师们”也受益。

据悉，上海师大将先在师范生
中开设“ 教师发声与表达技巧”选
修课，由影视学院的老师执教。试
点成熟后逐步成为师范生的必修
课。设在上海师大内的上海师资培
训中心也将引进该课程，作为全市
12.7万的中小学及幼儿园教师的技
能培训课。

交大将开设“ 新媒体传播”类课程
本报讯 记者 李晓清 近日，上

海交通大学与某新媒体公司合作，将
通过把新媒体课程引入交大课堂，与
该公司联合开设新媒体传播本科第
二专业，启动传媒教学方向朝“ 新媒
体”全面转型，双方共建产学研一体

化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上海交大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

张国良等7位教授成为首批导师，而
一些资深新媒体专家也会登上交大
讲堂，讲授新媒体领域积累的“ 实战
经验”。

海大举办“ 新生看上海”活动
本报讯 记者 李晓清 通讯员

王浩森 日前，上海海事大学组织并
举行了“ 新生看上海”体验活动。412
名新同学在校学生处和各学院辅导

员老师的精心组织和配合下，从上海
海事大学临港校区出发，先后参观了
金茂大厦、滨江大道、杜莎夫人蜡像
馆、上海世博纪念馆等景点。

26个高校社团项目获社会公益奖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2012年第一

届“ 阿克苏诺贝尔中国大学生社会公
益奖”颁奖典礼日前在沪举行，来自复
旦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0多所
高校的26个优秀社团项目获得金奖、银
奖及MCA特别奖，这些社团将获得奖
金支持，为社团的顺利运作“ 供血”。

据悉，这些获奖项目大部分是与
支教相关的大学生社会实践项目，涵
盖了留守子女教育、少数民族文化传
承、西部支教、农民工子弟教育、残疾
人关爱等类别，众多大学生志愿者通
过支教、调研、宣讲等多样的形式开
展助学支教及教育相关类项目。

“ 徐家汇观象台成立140周年暨
百年气象科技进步与城市服务国际
研讨会———徐家汇观象台的过去、现
在与未来” 昨天在上海市气象局举
行。世界气象组织（ WMO）秘书长雅
罗授予上海市气象局证书，表彰徐家
汇观象台连续140年收集的长时间
序列气候资料，对世界气象组织全球
系统和计划做出的突出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
委书记俞正声，上海市市长韩正，上
海市人大主任刘云耕，上海市政协
主席冯国勤，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
局长郑国光等发来贺信。上海市人
大副主任杨定华、上海市副市长姜
平、中国气象局副局长沈晓农等出
席开幕式。 本报记者 俞韡岭

爱心售报
全班集体大作战

爱心baobao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贺佳颖 摄

避免慢性咽喉炎 靠“ 小蜜蜂”不如靠“ 内功”

上师大传授准教师“ 如何正确发声”技巧

本报讯 记者 朱莹 11月11日，
当城市里的单身男女们庆祝“ 光棍
节”时，46位“ 爱心小报童”上午10点
就汇聚在徐家汇港汇恒隆广场，展开
了一周一次的“ 爱心baobao”活动。

尤为特别的是，此次活动中有27
个小报童来自同一个班级———福山
正达外国语学校二（ 6）班。为了更好
地完成任务，二六班的同学们分成了
7组，还设定了“ 一等奖”、“ 勇气
奖”、“ 团结奖”等奖项，最后根据每
组的“ 战绩”颁奖。

不过半个多小时，400份报纸就
全部售完，当天参与活动的人数也创
造了“ 爱心baobao”活动之最，很多

“ 老朋友”也如约而至，卖起报纸得
心应手。

图为1900年观象台新楼建成后留下的老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