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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气象条例

(’001年 6月 l日 陕西省第九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2004年 8月 3日 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正 )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气象探测、预报和

服务活动,提高防御气象灾害与合理开发

利用和保护气候资源的能力,促进本省气

象芋业发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

象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

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气象

探测、预报、服务和气象灾害防御、气候

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气象科学技术研究

及其相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

条例。

军队气象I作的管理,按照回家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三条 气象事业是基础性公益事业 ,

气象工作应当把公益性气象服务放在首位。

县级以⊥人民政府应 当加强对气象

工作的领导和协训 ,建立健全防御气象

灾害服务体系,发 挥气象芋业为经济和

社会发展、国防建设 、政府决策和人民

生活服务的功能。

第四条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在上级气

象主肯机构和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 卜,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气象工作。

县级以⊥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和乡

(镇 )人民政府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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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与气象事业有关的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

和支持气象科学技术研究、气象科学知识

普及,推广应用先进气象科学技术,发展

气象信
'自
、产业,提高气象工作水平。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气象主管机构对

在气象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

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地方气象事业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重视

地方气象事业发展,根据当地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需要,编 制并组织实施地方气象事

业发展规划和专项计划,提高防御气象灾

害与合理廾发利用和保护气候资源的能力。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及其所属的气象台

站应当在承担国家气象事业任务的同时 ,

做好地方气象事业工作。

第七条 地方气象黛业包栝 :

(一 )为 当地服务的气象探测、气象

通信、气象情报、气象预报、气象服务、

气象科学技术研究及共基础设施建设 ;

(二 )为 当地防汛抗旱、防大风 (沙

尘暴 )、 防人雾和防御共他气象灾害服务的

气象预誓系统 ;

(三 )人工增雨 (雪 )、 人工防雹、防

雷电和其他气象防灾减灾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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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根据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

开展的农业气象预报、城市环境气象预报、

火险气象等级预报、农作物气候产壁预报、

大气污染气象潜势预报、生态环境遥感动

态监测和共他专项气象月艮务 ;

(五 )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气候资源

以及其他为地方服务的项日。

第八条 发展地方气象事业的投资 ,

主要由本级财政承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将地方气象事业所需的基本建设投资、

有关事业经费和专项经赀列人本级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财政预算,确保地方

气象出业与国家气象节业协调发展。

第九条 省气象主管机构负责仝省气

候资源的综合调查、区划工作,并对可能

引起气候恶化的大气成分进行监测,定 期

进行气候分析评价,发布全省气候环境状

况公报。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针对当地经济

和社会发展需要,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提出合理开发利用和侏护气候

资源、应用气候资源区划成呆的建议。

第三章 气象探测

第十条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

象台站与民航、林业、水利和共他部门所

属的亻
t象 台站以及其他组织、个人设立的

气象观测站点,构成全省气象探测网络。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逐 步增

加气象观测站点。

乡 (镇 )人民政府和其他与灾害性天

气监测有关的唯位、个人,应当及时向当

地气象主管机构捉供灾情信澶、和气象监测

资削。鼓励共他组织和个人向当地气象主

管机构报告所发现的突发性气象灾害。

第十一条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

气象台站,应 当按照冂家规定进行气象探

测,并向上一级气象主管机构汇交气象探

测资+l。 民航、林业、水利等部门所属的

气象台站以及其他细织、个人设立的气象

观测站点,应 当按照有关规定向气象主管

机构汇交气象探测资料。

气象探测数椐资料除涉及国家秘密外 ,

按照共享、共用的原则,由 省气象主管机

构定期汇集、整理,无偿向社会堤供。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

照下列规定,划 定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范

围,并纳入城市和村镇建设规划。

(-)基 准气候站、基本气象站探测

环境的要求 :

1 建筑物、树木和其他遮挡物边缘与
·
l测场边缘的距离,为该遮挡物高度的十

倍以远 ;

2 工程设施边缘与观测场边缘的距

离,铁路路基二百米以远 ,电气化铁路路

基、水库等大型水体-百米以远 ,公路路

基二十米以远 ;

3 对观测资料准确性有影响的各种源

体边缘与观测场边缘的距离为五百米以远 ;

4 观测场边缘外十米以内不得种植一

米以上的作物。

(二 )一般气象站探测环境的要求 :

1 孤立遮挡物边缘与观测场边缘的距

离,为该遮挡物高度的三倍以远,成排遮

挡物为八倍以远 ;

2 工程设施边缘与观测场边缘的距

离,铁路路基二百米以远,电气化铁路路

基一百米以远 ,水库等大型水体五十米以

远 ,公路路基三十米以远 ;

3 对观测资料准确性有影响的各种源

体边缘与观测场边缘的距离为三百米以远 ;

4 观测场边缘外十米以内不得种楠一

米以上的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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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高 空气象、气象雷达、酸雨、

遥测的探测环境保护要求,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执行。

对不符合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要求的建

筑物、构筑物和其他遮挡物 ,由 当地县级

或者市 (地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拆除或

者搬迁。

第十三条 气象台站的地面观测场、

高空探测场内的气象专用仪器、设备、标

志、气象卫星、气象雷达及其他气象通信

的线路、频道、信道受法律保护,任何荦

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损毁、破坏和擅 自

移动。

第十四条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

程,确需迁移气象台站及其设施,属于一

般气象站的,经当地人民政府同意后,报

省气象主管机构批准;属于基准气候站、

基本气象站的,经省气象主管机构同意后 ,

报国家气象主管机构批准。迁移气象台站

及其设施所需的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四章 气象信息服务

第十五条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

气象台站应当做好防灾减灾、国防建设、

科学研究、社会公众的公益性气象信息服

务I作。

市 (地区)和县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

的气象台站在提供公众气象信息服务的同

时,应当重点做好农业生产气象信息服务。

第十六条 气象台站在确保公益性气

象无偿服务的前提下 ,●l以 根据用户要求

依法开展气象有偿服务。服务的范围、收

费项目和标准,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

执行。

从事商业性气象服务的组织和个人 ,

应当遵守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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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

气象台站应当进行气象情报、气象预报、

灾害性天气警报、气候公报和服务技术方

法的研究,应 用先进的气象科学技术,提

高气象信虑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第十八条 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

气箬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

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

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俜报,并

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

需要向公众发布重要气象情报的,由

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负

责统一发布。

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

布公众气象情报、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定的

广播、电视台站和报纸,应 当安排专门的

时汩J或者版而,每天播发或者刊登当地气

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统一发布的公

众气象预报 ,适时播发或者刊登灾害性天

气警报、重要气象情报。

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

站应当提高电视气象预报节日的制作质旦 ,

并按时传送;电视台站应当保证播出时问 ,

并准时播出。广播、电视台站改变气象预

报节目播出时间的,应 当事先征得有关气

象台站的同意。

第二十条 广播、电视、报刊、计算

机网络、无线寻呼、声讯、电子屏幕和其

他媒体向社会传播公众气象情报、气象预

报、灾害性天气甯报,应 当使用当地气象

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直接堤供的适时

气象信息,并标明发布时问和气象台站

名称。

前款规定的媒体通过传播气象信息获

得收益的,应 当与提供气象信息的气象台

站签订协议,确定收益分配比例,用于发



展地方气象事业。

第五章 气象灾害防御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人民政府应当

组织有关部门编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制

定气象灾害防御方案,并组织实施。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将重人灾害性

天气情报和预报及时庐l本级人民政府报告 ,

并负责重大灾害的气象成因鉴定。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对本行政区域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领

导和协调,制定本行政区域人工影响天气

工作年度计划,组织有关部门配合气象主

管机构做好人工影响天气工作。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制定人I影响

天气△仵方案,笱理、指导和组织实施本

行政区域的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造成的人身伤

亡事故和财产损失,Fh所 在地的县级人民

政府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三条 利用飞机、高炮、火箭

实施人I缯雨 (雪 )、 防雹作业,应 当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空域。未经批准,禁

止作业。

从事人工增雨 (雪 )、 防雹作业的组

织应当具备省气象主管机构规定的资格条

件,作业人员应当经过培训、持证上岗。

人工增雨 (≡ )、 防雹所使用的高炮、

炮弹、火箭及其发射架的管理,按照 《民

兵武器装各筒理条例》的规定执行。省气

象主管机构应当对本行政区域使用的高炮、

火箭发射架定期组织质量安全检验。经检

验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第二十四条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负责

本行政区域雷电灾害防御的组织管理工作 ,

组织开展雷电灾害的科学技术研究、监测、

预誓、鉴定,会 。l白 关部门指导防古电装

置的检测I作。

第二十五条 高层建筑、易燃易爆场

所、物资仓储、通信和广播电视设施、电

力设施、人型电子设备、1算机信息网络

系统以及其他需要防御雷电灾害的建筑物、

构筑物、场所和设施,应 当安装、使用符

合国家规定的防雷电装置。

禁止安装、使用不符合技术标准或者

质量不合格的防雷电装罡。

第二十六条 防雷电装王应当每年检

测一次,其中易燃易爆场所的防雷电装王

应当每半年检测一次。经俭测合格的,发

给省气象t筒机构统一印制的 《陕酉省防

雷电装王检测合格证》。

防雷电装逻检测机构应当具备lT家规

定的资质。

第二十七条 新建建筑物、构筑物必

须F。l时建设防雷电工程的,设 计唯位应当

按照回家防雷电设计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

设计,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气象

主管机构组织图纸设计审查后,方可交倒

施I。 工程竣工验收文件,应当有防雷电

装置检测机构山具的检测报告。

已建成的矬筑物、构筑物及其设施必

须补建或者改建防舀电工程的,由 建筑物、

构筑物及其设施的管理者~·t者业t委托设

计单位进行设计,气象主管机构组织囡纸

设计审查;工程竣工验收前,应当经防宙

电装置检测机构检测合格。

第六章 气象行业管理

第二十八条 从事气象探测、预报、

服务和气象灾害防御、气候资源开发利 Hl、

气象科学技术研究及共相关活动的细织和

个人,应 当按受气象主管机构的指导、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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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和行业管理。

第二十九条 气象设施建设应当合理

布局,有效利用,兼顾当前与长远需要 ,

避免重复建设。

下列气象设施建设,位 当在项日建议

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报批前,按照项日桕
应审批权限,经国家或者省气象上管机构

审查同意 :

(-)气象雷达、气象卫星地面接收

系统和其他人型探测设施 ;

(二 )卫星lm信等大型气象信息专用

传输设施 ;

(三 )进 口冂 外 大 中型 气 象 仪 器、

设备 ;

(四 )省 以上气象主管机构规定的其

他气象设施。

第三十条 省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对气

象台站使用的计量器具和气象专用技术装

备情况,每两年组织检查一次,以保证仪
器、设备、设施的完好和正常使用。

第三十一条 充 lf· 、悬挂、施放升空

气球的组织应当取得省、没区的市气象主

管机构规定的资质,并按照回家规定的技
木操作规范作业。

悬挂、施放升空气球,不得妨碍气象

探测活动和航空安仝。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倚机构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瞥告,可以并处五千
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

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

(— )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情报、

预报、灾害性天气斡报的 ;

(二 )广播、电视、报刊、计箅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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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无线寻呼、声讯、电子屏幕和具他媒

体向社会传播公众气象情报、气象预报、

灾害性天气膂报,未使用当地气象主管机

构所属的气象台站直接提供的适时气象信

息的。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人
工增雨 (雪 )、 防雹作业中,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箐机构给予誓
告,,l以并处五T元 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 以三万元以上i万元

以下的罚款;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曲
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一 )未经批准擅自作业的 ;

(二 )不具备规定的资格条件或者无
llI上 岗作业的 ;

(三 )使 fll未 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

高炮、火箭发射架作业的。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有 阝

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
给予膂告,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

情节严重的,可 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

以下的罚款;给他人造成人身伤害 ok者 财
产损失的,依 法承押赔偿责任;构成犯罪

的,Hl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小责任 :

(— )应 当安装防雷 电装置而未安

装的 ;

(二 )不真备国家规定的资质从事防

雷电装笸检测的 ;

(三 )拒不接受防雷电装置检测的。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

得省、设区的市气象主管机构规定的资质

或者不按技术操作规范从事充灌、悬挂、

施放升空气球作业的,Hl县 级以上气象主

管机构给予筲告,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

重的,可并处一干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 ;给他人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 ,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由 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仟。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

行为,法律、法规已白处罚规定的,从其

规定。

第三十七条 气象主管机构做出对个人

五干元以上、对单位三万元以上罚款处罚的,

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翎 亍听证的权利。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 以

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句人民法院起诉。

逾期不中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 ,

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 做出处罚决定的

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八条 气象主管机构及共所属

的气象台站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亘

大责任嘹故或者导致重大漏报、错报公众

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丢失、毁坏

原始气象探测资料、伪造气象资料的,依

法给予行政处分;致使目家利益和人民生

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rh司

法机关依法追究刑∷拳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200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录

陕西省测绘条例

(2004‘条9月 29 日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基础测绘

第三章 测绘市场

第四革 地图管理

第五章 测量标志保护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第一条 为了加强测绘管理 ,规范测

绘活动,促进测绘事业发展 ,保障测绘事

业为经济建设、L△ 防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

根椐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和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 ,制 定本

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测绘活动

和测绘管理 ,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测绘,是指对自然地理要

素或者地表人工设施的肜状、大小、空问

位置及其属性等进行测定、采集、表述以

及对获取的数椐、信息、成果进行处理和

提供的活动。

第三条 省测绘局负责全省测绘I作

的统一监督管理。

设区的市、县 (市 、区)人艮政府应

当按照机构编制的有关规定明确本级测绘

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测绘I

作的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行政主管

部闸按照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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