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年 月

气 象 学 报
 

,

,

春夏过渡季节云系演变与降水的关系

上海市宝山县气象服务站

叨卜

洲,

一口卜

一
、

预报思路和依据

宝山县地处关江 口 ,

正当海陆要冲
,

天气复杂多变 但当地群众有丰富的看天经验
,

特另廿对于云和风的变化有深刻的体会
,

几年来我站仅云一项就收集到 夕 条天 气谚语

通过实际应用和验证以及 日常和老农的天气讨论
,

我们发现利用云的变化来预测天气比

较有效 云最能反映和降水的关系
,

什么样云形
,

就有什么样降水 因此我站就逐渐把观

测云的变化
,

作为补充订正预报的重要依据之一
。

年以来
,

我们通过学习
“
实践论

”
和

“

矛盾论
” 以后

,

逐渐得到启发
,

认识到
,

只有

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斗争
,

才能暴露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 也就是说
,

正确的天气预

报
,

来源于对天气变化的正确认识
,

正确的认识来源于对天气变化的不断实践 而云和天

气形势以及其它气象要素的综合变化
,

就是天气变化的现实反映
,

认识它们
,

了解它们
,

就

能逐渐认识天气变化的规律 因此我们加张看天
,

向群众学看天
,

在实际工作中逐步树立

了以群众经验为主
、

在云上多下功夫的思想

春夏过渡季节
,

云形瞬息万变
,

天气复杂多端
,

冷热晴雨不定
,

而这一段时间也正是农

业生产上春耕春播和夏收夏种的繁忙时期 如果掌握好这一时期云和降水的变化规律
,

也就做好了天气预报
,

这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关键问题 这样做也就是抓住了问题的实

质和主要矛盾 因此我站的云天观测重点
,

放在春夏过渡季节里

具体做法是以群众经验为主
,

云天为依据
,

把它们和天气形势
、

气象要素扭成一股绳
,

制作出云天综合时间演变图 图
,

结合已有的经验
,

在日常预报中综合分析使用 我们

从实际工作中体会到 逐 日逐时的云体变化
、

气象记录
、

天气形势
、

群众经验等综合变化
,

实际上是一幅一幅活的天气综合演变图 云体变化 包括云状
、

云量
、

云高 有值观
、

细致
、

连续的特点
,

群众看云的经验最丰富
,

而且各类天气系统均有其一定的云系变化和云状特

征 云的消长及透光度可以间接地反映空中水汽变化和稳定度的改变 云向和云速可以

大致表明高空风变化和流场的分布情况 此外
,

云还受当地地形的影响而有地方性云生

成
,

所以云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天气形势演变
,

也能表示地方性天气特色

几年来实践证明
,

以群众经验为主
,

以云夭观测为佼据
,

结合天气形势和气象要素综

合分析方法
,

是基本上符合
“图资群结合

,

以群为主
”

的技术政策的 这样才能甩掉
“
大台

形势
”的束缚

,

走出
“

以站为主
、

自力更生
”
的预报路子来 比如宝山流传着

“
西北见阳光

,

不久天锁开
”的天气谚语

,

所谓
“
天锁开

”
是当地农民指在连阴雨天气过程中

,

西北方云裂

开的意思
。

经多次实际观侧表明
,

凡是阴云密布的天空
,

西北方露出裂缝时
,

中云云向为

本文由束家鑫
、

李汉滁
、

申如居
、

张家澄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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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
,

表示空中已盛行西北气流
,

天气将转晴好 实践证明
,

这条经验在预报使用上是很

有效的 例如
,

年 月 斗 日一 日是连续阴雨天气
,

总雨量已达 , 毫米
,

全县

积水严重
,

县委迫切要了解何时雨止
,

以便安排排涝 根据上海 中心台 月 日发布预

报 “ 日继续阴雨
,

雨量大
,

局部暴雨
,

到 月上旬前期仍以阴雨为主
”
但宝山站在

日下午已经观测到高积云开始抬升变薄
,

西北方先露出阳 光
,

云逐渐向东南消散 而后
,

西北方又出现卷积云
,

很快扩散占北面一半天空
,

云成波状辐按状 向东南辐散
,

同时偏南

方短时间出现少量卷云和高积云
,

当它们移来后郎行消失 上述种种现象
,

符合
“

西北见

阳光
,

不久天锁开
”的谚语 再加以 日落晚霞

、

风向顺转东北
,

要素由降压
、

升温
、

升湿转为

升压
、

降温
、

降湿 根据以上分析说明
,

地面静止锋将南移
,

宝山在高空槽后西北气流控制

下
,

所以预报久雨转晴
,

月 日到 月上旬前期
,

天气连续晴热 事后证明
,

这次预报

和实况完全符合
、

二
、

云的系抗演变与降水

云的系统演变是指本站在某种天气系统影响开始以前到影响结束的整个过程中
,

云

呈系列的连续变化
,

简称为系统性云 系统性云的模式是在群众经验启发下
,

通过长期对

云的观测
,

结合天气形势和要素变化
,

进行综合分析
,

并不断验证
、

修改而逐步建立起来

的
,

目的在于用来判断本站未来降水趋势 系统性云又分为过程性和连阴雨的云系演变

两类

过穆性降水的云系演变

过程性降水是指一次天气系统影响本站
,

而降水持续时间在三天以 内而言 降水前

后有其一定的云系演变 如何预知降水是过程性
,

这可以从特征性云形态的演变配合要

素变化和气象台的天气形势广播来综合钊断

云系演变模式 图

闷 卜

白衡

日一 飞
,

卜翩兀石
有甸件汽

韶犷
二
‘

。万
堡状 架状

图 过程性降水云系演变模式 低槽冷锋云系

群众经验分析 上面所列的云系模式大体 上都有相应的群众经验
,

并且是当地

群众经常使用的 兹根据上述云层排列次序分别阐述如下
, “

天上有了扫帚云
,

三 日雨来临
” ,

扫帚云指的是毛卷云
,

其特点为 方向西

南
,

在西南方天空云体模糊
,

结构均匀
,

排列规则
,

它是下雨的先兆 是不是所有毛卷云

都是下雨的先兆呢 那到不是 比如宝山就有这样的农谚
“

游丝天外飞
,

久晴便可期
”

这里的游丝也是毛卷云
,

它预示未来天气转晴 其特点是 云向偏北
,

外貌稀疏
,

结构清

晰
,

散片状而无增厚过程 这便是下雨和不下雨的主要区别之一
, “

天上钩钩云
,

地下雨淋淋
” ,

钩钩云指的是钩卷云 如钩头向东
,

它是低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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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低压槽前面的云系
,

所以是阴雨天气的先兆 但如钧头向南
,

不指向东
,

则是晴天的

征兆
。

“
日枷风

,

月枷雨
” ,

表示卷层云上出现晕
,

天将阴雨 如果不是在云系中出

现
,

单独卷层云就不一定预示阴雨

砂
“

雨鳞天
,

不雨也风颠
” ,

这指的是卷积云 如果云向西南或偏西
,

确是下雨

的先兆 反之
,

如果它和散片状卷云件见
,

云向西北
,

则预示未来有 一 天晴好天气 此

如宝山的
“
天上鱼鳞斑

,

晒谷不用翻
”

的谚语
,

就是预示晴天的写照
“

黄瓜云
,

淋煞人
” ,

黄瓜云指的是出现在天边的长条状高积云 根据宝山经

验
,

它是系统性高积云移向本站的征兆
,

预示未来中云要加厚
,

并转阴雨
“

天上起了炮台云
,

不过三 日雨淋淋
” , “
棉花云

,

雨快临
” 它们分别指的是

堡状高积云和絮状高积云 它们一般和系统性高积云伴见
,

是阴雨的征兆

殊
“

天际灰布悬
,

雨丝定连绵
” , “
灰布

”

指的是蔽光高层云或雨层云
,

它们预示

阴雨来临
“

乌头风
,

白头雨
” ,

这是对积雨云的描述
,

一般预示雷阵雨
“

乌云脱云脚
,

明天晒断腰
” ,

指的是对流减弱时积状云逐渐上抬并消散平衍
,

蜕变为积云性层积云或向晚性层积云
,

因而
,

底部悬空
,

所以哄脱云脚
,

它是晴好天气的预

兆
“

缸片云
,

晒死人
” ,

指的是稳定天气下的透光高积云
,

是晴好天气的先兆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
,

群众谚语经过科学分析和模式化以后
,

可以作为预测天气的

工具 这表明群众经验有无限的生命力
,

也表明
“图资群结合

、

以群为主
”
技术政策的正确

性

云系特征 过程性降水云系特征和连阴雨云系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

它们各自有

其特征性云 这种特征性云实际上就是预报指标
,

识别和掌握它们
,

对预报夭气有重要的

意义

怎样从云系演变中区别过程性还是连续性降水 过程性降水的云系
,

又有哪些重要

特征呢 这里作一简要介绍

高云阶段 毛卷云外形丝缕清晰
,

排列规则
,

很快演变为钩卷云 云层 自西或西

南方移向本站上空
,

以后逐渐增厚
,

部分变为卷层云
,

但不布满全天
,

且维持时间短
,

一般

只有几小时到一天
,

这是与连阴雨云系的重要区别之一 在高云增厚过程中
,

偏南方天空

常伴有少量圆球状卷积云或堡状密卷云 上面云系的演变表明是降水的 如果毛卷云薄
,

又无增厚过程
,

则是不降水的预兆

中云阶段 洒 和 殊 之间有 出现和消失的反复演变过程
,

其高度和云蔽天空

的份数都有很大的变化 连阴雨中的中云云系则无此种特征 高积云还有时具有辐挨特

征
,

辐揍点在东南
,

屯常是下雨的重要特征 如高积云具有堡状或絮状特征时
,

则预示降

水将达中雨或大雨程度
。

天气形势 本站处在入侮高压后部
,

逐渐受西南槽或南岭槽影响
,

以后冷锋南

下
,

降水过程结束

约 气象要素变化及综合分析 在毛卷云出现的同时
,

地面风向多为东北到东
,

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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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米 秒
,

小时变压约正 毫巴左右
,

此时地面低槽前绿大致在
“
N 以南

,
1 1 o

oE

附近 ; 700 毫巴图上
,

高压脊在 110o E 附近
.
符合上述条件

,

本站在 24 一48 小时内降水
.

当 殊5出现后不久
,

风向顺转到东南
,

风速增大到 7一8 米/秒
,

这种风速增大现象
,

很符合本地流传的
“

东风急
,

雨打壁
” , “
东南风

,

急溜溜
,

难过五更头
”
的谚语

。

24 小时变

压在零值附近或为负 2 毫巴
.
此时地面低摺前绿在 117

“
E 附近; 70 0 毫 巴上高压脊线 在

120 “ E 附近
,

符合上述条件
,

本站在 12 小时内降水
.

在最近三年 21 次系统性云的统计中
,

18 次是下雨的
,

持续时间一般为 2一4天
,

均符

合上述模式
.
3 次不下雨的情况是这样的: 在西或西南方当云系发展的同时

,

在本站西

北上空有散片状毛卷云移来
,

且云量增加很明显
,

超过西南方云量增加的程度
,

本站吹东

北风或偏东风
,

气压下降不明显
.
对照天气形势

,

地面低槽在 30
“
N 以南东移入海

,

冷锋

扫过本站因而不下雨
.

(6 ) 举例: 1965 年 4 月 24 日
,

当天 6 时 30 分本站上空出现毛卷云和带有 46 度晕

环的毛卷层云
,

云向偏西
,

伴有部分卷积云和透光高积云
. 8 时 35 分西到西南方天边有

灰黑色的高积云向天顶移来
,

其前沿部分蜕变为架状高积云
.
10 时 35 分开始

,

在东南方

天边出现 8条向天顶辐射的高积云
. 6分钟后

,

云体从天顶辐射到西北天边
,

经 40 分钟

后消散
.
12 时前后

,

卷层云时厚时薄
,

很不稳定
.
14 时 20 分

,

西南方再度有密集的高积

云移来
,

并伴有堡状高积云
,

偏西方上空的少量卷层云边绿并伴有几丝卷积云
.
上远云系

演变实况表明是一次典型低棺云系
.
从出现堡状

、

絮状高积云和卷积云看来
,

根据过去经

验
,

雨盘可达中雨到大雨程度
.

从买案变化看
,

孩一天风向从东北顺转到东南
,

风速由 斗 米/秒继续加大到 6 米/秒 ;

24 小时变压由正值转为负值
.

上述分析表明
,

江西低摺将逐渐向东北伸展
,

前绿已逼近本站
.
根据以往经验

,

在 24

小时 内将有气旋产生并影响本站
,

和实况对照
,

当夭夜里到第二天上午的 12 小时内下了

25 毫米的雨
.

2
.
连阴雨的云系演变

连阴雨是指天气系统影响本站而降水时间持续三天以上而言
,

降水前后有其一定的

云系变化
,

但其特征和前远过程性降水有很大的不同
.

连阴雨都是在静止锋影响下形成的
,

又可分为冷锋南下解止和静止锋北抬二类
,

屯们

均各有其云系和要案变化的特征
.

第一类
:
冷锋南下静止

(l) 云系演变模式 (图 3)
.

、

、

了
H ,
哟阿厂

甘鉴
’

二
_
。

贯
“

、 产
tt U 、 子口乍J 勺尸民」 勺门什

图 3a 连阴用云系演变模式(1)(冷锋南下静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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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
护

( z) 群众经验分析
:
上面云系模式中的各类云状

,

除其特征和过程性降水中列举的

不同外
,

云码基本相同
,

因而它们相对应的天气谚语的分析
,

也都是一样的
,

这里不再重

复
.

(3 ) 云系特征
:
连阴雨的云系特征和过程性降水的云系特征是很不相同的

.
不仅如

此
,

就是第一
、

二类连阴雨下的云系
,

除其共同特征外
,

也都各有其本身特征
.
它们实际上

可以当作预报指标来看徐
l) 高云阶段: 毛卷云或密卷云呈辐揍的长条形波浪状

,

自西南方移向本站上空
,

辐

揍点在西南
,

在其前绿常带有卷积云或钩卷云
.
当出现卷层云时

,

不仅云层密
,

可见清晰

晕环
,

而且维持时间可达两天或两天以上
,

短的也有一天
,

而且它和毛卷云或密卷云有反

复演变过程 这是和过程性云系的主要区别之一
2) 中云阶段: 嘶7密布天空时

,

经常带有明显的辐揍状
,

辐揍点在东南方
,

偏南方

天空还常伴有堡状高积云
.

由上述可见
,

本类高
、

中云都有辐揍的特点
,

而过程性云系除中云偶而出现辐揍外
,

一

般无此特征
(4) 天气形势: 慢行冷锋经本站南下

,

逐渐在华东中
、

南部或华南静止
,

形成大片雨

区
.

(约 气象要素变化及综吞分析
: 当卷云开始出现时

,

地面风向为南到西南风
,

风速为

3一4 米/秒 ;卷层云一经出现
,

风向转为东风
,

风速增大到 7一8米/秒
.
700 毫巴图上高压

脊线在 117
OE 附近

,

地面冷锋在 3 ,
“

N 附近缓缓南下中
,

执样本站在未来 48 小时后下雨
.

卷层云消失以后
,

卷云又移来
,

24 小时变压 由正值变为负值
,

温度有突升现象
,

24 小

时变温在正 8 度以上
,

这时冷锋在南京以北
,

7 00 毫巴高压脊线在 123
OE 附近

.
本站未来

24 小时下雨
.
当卷云再重复变为卷层云并伴有高积云时

,

本站 12 小时内下雨
.

总共统计了 7 次
,

其中 6 次符合冷锋转静业锋的阴雨天气模式
.
另一次只下了两天

雨
,

从大形势看
,

是一次静止锋连阴雨形势
,

开始的云系符合连阴雨变化
,

但卷层云只维持

几个小时
,

以后云系变化
,

符合过程性降水模式
.

第二类
:
华南准静止锋北抬

(l) 云系演变模式 (图 4 ).

添对
透光层积云)

瓜6 G Z C解
(关来渡轴状层积云)

图 4a 连阴雨云系演变模式(2)(北抬的静止锋云系)

( 2 ) 群众经验分析
: 同第一类

.

(3) 云系特征
:
第一

、

二类连阴雨
,

它们的云系有共同点和不同点
,

兹分述于下
.

l) 第一
、

二类云系的共同特征
:

a.
均出现辐揍状毛卷云

,

辐揍点在西南方
,

且其边绿常伴有卷积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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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卷层云均维持 2 天或以上

.

c.
大部分情况下

,

复高积云均带辐轶状
,

辐揍点在东南方
.

d
.
阴雨天气结束前

,

均有
“
开天锁

”
现象

,

郎透光高积云在西北方裂开
,

且其边绿伴有

卷积云
,

云层薄
,

云向西北
,

符合
“

游丝天外飞
,

久晴便可期
”

的特点
.

2 ) 第一
、

二类云系的不同点
:

a.
二类毛卷云带马尾状

,

密卷云带长波状
,

而一类则无此中扎点
.

b
.
二类高积云块大而臃肿

,

而一类则块小而紧密
,

二类中的 C
M 7 和 C

MZ 的下方常伴

有长条状或渡轴状的层积云
,

而一类中云则无此特征
.

。
.

第二类在低云阶段
,

偏南方有块大而稀疏的层积云移来
,

而第一类则无此特征
.

d
.
第二类的东南风增大和缓

,

一般只有 4一6 米/秒左右
,

而第一类可达 7一8 米/秒
口

e
.

第二类当卷云出现后
,

气象要素变化不明显
.
第一类当卷云出现后

,

要素变化比较

明显
.

(4 ) 综合分析
: 当西南上空出现辐撰毛卷云

,

再转为卷层云
,

地面吹偏南风
,

此时温

度有突升现象
,

地面图上南昌常有气旋形成
,

本站 24 小时后下雨
.
当高积云出现

,

风向转

为东南
,

风速达 4一6米/秒
,

气压无显著变化时
,

预示未来 18 小时后下雨
.
总计分析七个

例子
,

无一例外
.

(, ) 举例
: 1964 年 6 月 24 一28 日的连阴雨过程

. 6 月 22 日本站上空以 C
HS 为主

,

时有不稳定的 C声 出现
,

云向均为西北
,

地面吹南一西南风
,

气象要素振幅不大
.
23 日 6

时
,

开始自西南方有辐轶状卷云移来
,

并伴有堡状密卷云
. 8

‘

时 43 分加厚成卷层云
,

13

时 25 分
,

高云底部出现凌轴状层积云云条
,

轴向西南一东北
.
18 时 37 分

,

高积云自西南

方移向本站
,

且有卷积云 出现
,

地面风向由西南转为东南
,

这时气压平而后降
,

温度平微

升
,

湿度上升
.

上述云和要素的变化很符合连阴雨模式
,

根据大台形势广播
,

得知 700 毫巴上空受黄

海高压按制
.
本站由脊前西北气流转为受青后西南气流控制

.
地面图上

,

经温州有高压

东移入海
,

因此本站地面吹东南风
.
因江南暖湿气流恬跃

,

华南准静止锋北抬到长江流

域
.
据此

,

宝山站于 23 日发布以后几天为阴雨天气
,

完全符合实况
.

,
t

三
、

云向与天气的关系

宝山地区流传着不少以云向预测天气的谚语
,

比如
:“云条射东

,

雨势凶
” 、“
云条射南

,

有雨晴不难
”.

这些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

因此我们很注意观测云 向
,

几年来我们发

现卷云或高积云辐揍点转换和天气的关系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

1
.
辐按点 由西南转西北

(功 前期西南辐轶阶段
.
天气阴沉

,

基本无雨
,

其特点是
:
风向南到西南

,

风速 1一2

米/秒
,

转为东北风时
,

风速增大为 4一6 米/秒;24 小时变压虽在零值以下但趋势是上升

的
,

一般 12 小时内上升 4 毫巴左右;中云云向由偏西转偏北
.

(2 ) 后期西北辐揍阶段
.
有三天或更长的晴好天气

,

其特点是
:
风向由偏南转偏北

,

风速 6一8 米/秒
,

24 小时变压明显上升
,

由正 1一2 毫巴转为正 3一4 毫巴
,

中云向西北
.

在辐较点转换前后的天气形势是
:
地面 由暖区转冷区天气

,

经长江口 有发展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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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海加深
,

冷锋越经本站
,

东北到长江下游为东北一西南向的高压带; 700 毫巴低槽入海

有所加深
,

河套的反气旋缓缓东移
.

2
.
辐揍点由西南转东南

出现在阴雨天气
,

常是高积云辐揍
,

预示未来继续阴雨
,

且有雨量集中过程
.

(1) 24 小时内转阴雨的特点是
: 东南风

,

风速为 7 米/秒 ;24 小时变压负 2一4毫巴 ;

中云向西南
.
地面高压出海

,

低槽东伸
,

夕00 毫巴上黄海到长江中游为东西向低槽
,

华西

有低涡东移
.

(2) 12 小时内转阴雨的特点是
: 雨暂时停止

,

但东南方出现高积云辐揍; 风 向 为

南一西南
,

风速为 4 米/秒 ;24 小时变压负 3毫巴左右
,

并继续下降中 ;中云向南到西南
.

地面处在静业锋以北 2 个纬距
,

7
00 毫巴处在东南和西南风切变下

.
上述情况预示 12 小

时内有一次大雨一暴雨过程
.

3
.
辐揍点由东南转东北

处在阴雨天气中
,

常见高积云辐揍
,

预示短期雨停
,

以后仍将阴雨
.

(l) 未来 12 一16 小时转阴雨
,

特点是
:
风向由东北一东南

,

风速 由 4 米/秒到 8 米/

秒; 24 小时变压 由正 5 毫巴到负 4 毫巴左右; 中云向由偏西转偏徽 形势是华南静止锋

北顶
,

黄海为高压
,

7
00 毫巴上本站以北是一条暖锋切变

,

西南有低涡东移
.

(2) 短时雨停
,

24 小时后又转雨的特点
:
东北风

,

风速为 6 米/秒 ; 24 小时变压稳定

上升
,

由负 4 到正 1毫巴左右; 中云向东北
.
形势是弱高压脊从华北伸向长江下游

,

迫使

雨区南压
,

但华西仍是低压区 ; 700 毫巴上的长江流域切变线在南北摆动中
.

四
、

云状特征和降水量的关系

云状特征包括堡状
、

絮状
、

波状
、

乳房状
、

英状
、

接状以及亮度
、

色译等等
,

其中某些特

征对未来天气变化有一定指示作用
,

称为指示性云
.
它们的一般特点在过程性和连阴雨

的云系中都有出现
,

这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
这里着重介绍一下荚状

、

卷积状
、

长波状云和

降水量的关系
.

1
.
英状高积云

:
不论它出现在冶锋或低槽中

,

一般是不下雨的标敲 郎使下雨
,

在

24 一36 小时 内雨量也在 , 毫米以下
.
我们统计了 6 次

,
5 次正确

.

2
.
在系统性云西南方出现卷积云

,

云向西或西南;如果风向由东南转为东北
,

风速为

6 米/秒; 24 小时变压负 5 毫巴左右
,

则 24 小时内有一次中雨到大雨过程
,

过程降水量为

25 一60 毫米
.
统计了 7次

,

有一次雨量较小
.

3
.
在系统性云偏西或偏南方出现长波形滚轴状云 (如层积云

、

高积云
、

密卷云等);风

向顺转到东北
,

24 小时变压 由负 5 毫巴上升到正 4 毫巴 ; 24 小时变温在正 5 度以上
.
形

势是地面处在低压槽
,

7
00 毫巴上 33

“
N 有切变线

,

上面有低拐东截 这预示 U 小时后

有一次大雨到暴雨过程
.
总共统计了 11 次

,

仅仅一次降水推迟到 48 小时以后
.

五
、

初 步 体 会

1.在吃透群众经验的基础上
,

运用综合时间剖面图
,

把云
、

要素
、

天气形势结合起来进

行细致分析
,

这就需要值班员密切注意云天变化
,

特别在天气转变云形多变时期
,

更需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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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

勤记
、

勤思考
、

勤分析
,

特别和过去相似和不 同天气过程进行对比
,

不放过点滴经验
.

此外
,

并需及时和老农会商
,

征求和交换意见
,

然后综合地写出心得休会
,

拍摄或描绘云形

变化
,

以及当天会商天气和事后总结经验的科学依据
.
总之

,

就是要把预报改革落实到 日

常值班工作中去
.

2.及时进行重要天气过程小结
,

做成技术档案
.
夭气过程小结是系统的积果经验和

提高顶报质量的重要方法
,

必须坚持下去
,

应当及时
、

认其的做
,

绝不能形式主义和千精一

律
.
由站长负责督促检查

,

值班员具体执笔
,

集体讨论修改
,

再由原值班员归纳成文
.
这

项工作是日常值班的一个重要部分
,

是气象员的一项基本任务
。

一次天气过程小结
,

一般包括开始
、

中间
、

结束三个阶段
,

郎如何开始下雨的
,

雨期有

嘛些重要征象及如何结束的
.
要集中地抓住每一个阶段的关键性转变及其特征点

,

并联

系过去已有的经验
,

进行分析比较
,

得出这次天气过程的预报条件及其经验教训
.

3
.
综合分析

,

找指标
.
将若千次相类似的过程进行综合归纳

,

分析比较
,

并和过去已

有的经验结合起来
,

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总结
,

寻求顶报指标或预报条件
.
在找指标的过程

中
,

是以群众经验为基础
,

以云为依据
,

结合要案变化综合分析
,

找出在不同夭气形势下
,

不同要案下
,

如何运用群众经验和云天观测资料做预报的具体指标
.

4
.
经常不断的使用

、

验证和补充
.
经过归纳分析得出的顶报指标

,

要经常使用
,

才能

检验其正确性
.
这样一次一次的总结使用

,

验证
,

再总结
,

再使用
,

再验证
,

才会使原有的

预报指标得到不断的充实和提高
,

逐步走向完善和定量
.
比如: 堡状或架状高积云

,

一般

是降水的先兆
,

但并非绝对如此
.
要看什么天气系统而定

,

比如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的堡

状或絮状云
,

同时伴有青光
、

白光。出现
,

反而预示今后 3一4 天不下雨 ;但在高空棺前或在

副热带高压边绿的西南气流控制下
,

在地面倒棺内出现的堡状或絮状云
,

则是下雨的先

兆;如果堡状或絮状顶部上下翻滚
,

时长时消
,

则表明大气层结不稳定
,

高空可能有低祸东

移
,

则将有大雨到暴雨出现
.
又如高积云从西南上空侵入测站

,

表示将转阴雨
,

但也并非

绝对如此
.
要结合要素其体分析

,

如吹东北风升压时
,

征兆无雨
,

当吹东南风降压时
,

则预

示下雨
。

六
、

存 在 简 题

1.云天观测记录还此较零碎片断
,

不细致
,

不系统
,

前后连贯性差
,

技术方法和制度档

案还很不健全
,

因此有些看云的经验显得很抽象
,

概念化
,

没有完整的记录
,

因而无法总结

出经验来
,

所以有些指标就不过硬
、

信不过
,

不能大胆的使用
.

2
.
云天观测虽然以群众经验为线索的

,

但这些经验绝大多数是 1958一1960 年通过收

集谚语形式得来的
,

有些是从和老农天气会商中学来的
,

但是气象人员并没有关期和有经

验的贫下中农实行
“ 四同

” ,

因而吃不透谚语的画义
.
此外

,

就拿已收集到的群众经验来

讲
,

大部是通过日常云天观测
,

结合资料和形势分析验证的
,

未能系统而全面的进行分析

验证
,

因而这些指标的可靠性还有问题
.

3
.
云的观测是一项深入细致的工作

,

那怕是点漏微小变化也不能轻易放过
.
但我们

l) 青光
、

白光: 指 日出前或 日落后从东南或四北地千线向夭空辐射出一条条青白相间的光束
.
条数多少不定

,

长

短也不一
,

持续时间短的一两分钟
,

长的可达半小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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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上还很粗糙
,

可能漏掉很多重要的云的特征变化
,

加以识别云的水平不高
,

描绘和拍

摄云的技术还有问题
,

这些都是我们的弱点
.

4
.
前面所谈的找指标体会的四个步骤

,

我们小结得不够
,

也不经常
,

特别是缺少行之

有效的技术方法
,

有时抓不住重点
,

叙述性多
,

经验少
,

体会少
,

对本质上的问题反映不出

来
.

5
.
总的来说

,

云天观测所找的指标
,

短期的多
,

中期的少
.
如何从群众经验出发

,

结合

云天观测和天气形势找出中期预报指标
,

还缺少有效的办法
,

这有待于今后的不断实践
.

6.我们现有的云天观测方法和片断经验
,

还不是全站所有同志都能全部掌握的
,

因而

群众基础也很不牢固
,

孩就大大限制了我们的继续前进和提高
.

7
.
云天观侧还未和大气光学

、

声学
、

物候物象等方面结合起来
,

因此还有很大的局限

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