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狈观的铭西 藏 冰 雹

郭
,

恩

国家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

 年 一 月间
,

我们在西藏高原地区考察云物理特征时
,

对西藏地区降雹实况
,

应

用了摄影的方法
,

拍摄了冰雹云降落的雹块
,

分析了冰雹谱分布和冰雹结构
,

同时也收集

了几个台站历年观测冰雹的资料
。

经分析研究
,

对西藏高原冰雹云和冰雹结构等特征得

到了初步的结果
。

冰雹结构的特征

冰雹结构 西藏高原的冰雹结构外层多数是不透明层
,

内部是透明层与不透明层

相交替
。

这显然是经过干增长和湿增长过程而长大的
,

不透明层有的结构松散
,

也有的很

紧密
。

从 次降雹现场观测得到的结果多数是 一 层
,

层次较少
。

雹胚多数是不透明的

霞粒
,

也有透明的冻滴
。

观测结果表明与内地已有资料基本相似
〔,刃

。

月 日和 日在嘉错拉山西南侧 米和东北侧 米高度上观测 到多核心

冰雹
。

我们对这两次降雹的结构进行了详细观察
。

将其不透明层融化破裂之后
,

意外的

发现一些冰雹含有 个雹核
,

有的含有 个
,

最多的含有 个雹核
。

核的形状如霞粒
,

也

有的像冰粒
。

从图
’
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冰雹外层融化软破之后有 个雹核

。

这种多

雹核的冰雹
,

只在 。米以上高山地区两次降雹中观测到的现象
,

以在山的东北侧观

测到的最多
。

经过分析认为
,

在这个地区形成的冰雹云由于海拔高度在 。。 米以上
,

云

层不厚
,

云中垂直气流受地形影响起伏很大
,

促使云中形成霹
,

冻滴碰撞机率增多
。

这些粒

子碰撞聚合在一起形成了冰雹巨核
。

这种巨核在云中又经过干增长过程
,

使表面增长一

层不透明层
,

因而就形成了这种冰雹
。

冰雹形状 我们遇到的四次降雹过程中
,

只获得了三次比较完整的冰雹资料
。

现

将观测的  个冰雹的形状分类列入表
。

从表 中看到这些冰雹形状分为四类
,

其中球形是占  
,

是多数
。

由于冰雹较小
,

其形状更不易区分
。

因此这种圆球形中也包括了少量扁球形的 冰 雹
。

椭 球 形 冰 雹 占
,

锥形比较少
,

只占
‘

,

不规则的形状的冰雹是多样的
,

有长条形的
,

表面还有

一 个透明的冰角
,

还有带数个冰刺
,

这种冰雹数量不多
,

占
。

冰雹谱分布 冰雹谱分布是冰雹物理研究中极为重要的资料
。

西藏高原冰 雹谱

分布的特点
,

主要是由于冰雹云层相对不厚
,

含水量较小
,

所以形成的冰雹颗粒较小
,

直径

一般都在 一 毫米左右
。

多数降水时是霞与冰雹同时出现
,

很少有机会能够观测到较大

本文于  ! 年 月 日收到
,

年 月 日收到修改稿

图 中的冰雹是放在帽子上拍摄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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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多核心的冰雹

一嘉错拉山东北侧
米拉山

嘉错拉西 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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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冲“乃日””认件注比””叹朴,比

从
钊吐勺月甘贬叫旅阶其
卜

罗工戴姻令兰

枣们一
、

械 一一直径 毫乡扮

图 冰雹谱

最大直径 毫米

图 冰雹最大直径出现频率

的冰雹
。

图 是我们在嘉错拉山和米拉山三次观测的雹谱分布
。

在图 中可见霞的最小
·

直径是 毫米
,

冰雹最大直径是 毫米 未观测到更大的冰雹
。

在米拉山和嘉错拉山西南侧观测的雹谱 图
,

其峰值都是 毫米
,

它们的谱型都按

指数规律分布
,

直都很相似
。

而在嘉错拉山东北面一次观测雹谱分布与前两次谱型有较大
‘

差别
。

它的峰值是 毫米
,

最小冰雹直径是 毫米
,

最大直径 毫米
,

谱型较宽
。

此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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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冰 雹 形 状 分 类

观

赢 圆 球 形 椭 球 形 锥 形 不 规 则
地点

、
、

数

庵任冲八,八曰八乙叮上

,

通月性
‘
上份介乙了月,上月土

,
土口冉,一,自,上‘‘“只内匕召

嘉错拉山 米

嘉错拉山   米

米 拉 山 米

百 分 比

能看出多数冰雹直径集中在 一 毫米
。

这个现象出现的原因
,

是由于这次降雹中多核心

冰雹数较多
,

冰雹形成的机制也有其本身的特殊性
,

因而具有雹谱分布较宽的特点
。

为了进一步研究西藏高原冰雹的大小
,

选择了那 曲气象台 年夏季降雹记录和其

它地区观测的冰雹最大直径绘制出图
。

从图 中可看出 次冰雹观测中冰雹最大直径出现较多是 毫米
,

占 最小

是 毫米
,

占
。

那 曲气象台 年资料统计
,

出现降雹 次
,

只有  ! 年 月

日一次观测到最大冰雹重 克
。、

 年 月 日日喀则气象台观测到最大直径 毫

米
。

从以上资料分析中
,

不难看出西藏高原冰雹直径比较小
,

虽然群众报告中曾有过较

大冰雹
,

形如鸡蛋
,

但至今未能查到有关数字记载
。

降雹次数的统计分析

降雹次数 西藏高原是我国冰雹云和冰雹出现最多的地方
。

为了了解高原降 雹

次数的特点
,

选择了降雹出现最高的那曲气象台做为分析的重点
,

其次以拉萨
,

日喀则
,

林

芝气象站进行比较分析
。

根据那 曲气象台 年观测记载的 次降雹资料
,

统计结果列于表

表 那 曲 降 雹 各 月 出 现 次 数

   

百 分 比

如表 所示
,

那 曲气象台降雹多集中在 一 月
,

历年降雹最早 月开始
,

月份结

束
。

但也有些年从 月开始 月结束
。

降雹在
,

月最多
。

年平均 次
。

年 一

名月降雹出现次数最多有 次
。

 ! 年 一 月期间最少 次
。

现将拉萨
、

日喀则和林芝三个台站观测资料及那曲气象台观测降雹出现次数的年
、

月

平均值列于表
。

从表 中看到月平均降雹出现最多的是那曲气象台
,

有 次
,

最少是 日喀则气象

台
,

只有 次
。

年最多仍是那曲
,

达 次
。

从统计结果看出
,

那曲降雹出现次数最多
。

它不但是西藏最多的地方
,

也是全国降雹出现最多的地方
。

这里还要提到另一个资料
,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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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个台站降雹出现次数

月 年
一

竺矿妙
地

一

点一乏、

月平均最多 月平均最少 年 平 均 年 最 多 年 最 少

一一上,,舀

⋯
了一往内匕那曲 年

拉萨 年

林芝 年

日喀则 年

。

。

芝气象站 月份即开始观测到有冰雹
。 , ,

三个月少见
,

月份结束雹期
。

降雹持续时间 那曲气象台观测结果表明
,

多数降雹持续时间是很短的
,

间断性

降雹是最常见的现象
。

现将 年三个台站 次降雹时间列人表
。

表 降雹持续时间

时问 分

次 数

如表 所示
,

降雹持续时间
,

一 分钟的次数较多
,

一般小于 分钟
。

只有 日喀则

一次连续降雹 分钟
。

结 语

在嘉错拉 山 米
,   米两点观测的冰雹

,

发现单个冰雹有两个雹核
,

有的冰

雹含有 一 个雹核
,

类似这样冰雹结构
,

此次观测到多个
。

这种多核心的冰雹还是初次

发现
。

西藏高原冰雹形状分成四类
,

这与北京
、

甘肃观测的冰雹分类基本相同
,

不同之点

是不规则形状较多
。

那曲地区降雹次数最多
。

年平均 笋 次
。

年中最多
,

降雹 次
,

是我国出现冰

雹次数最多的地区
。

观测到最大直径 毫米
,

最重是 克
。

西藏高原降雹次数虽多
,

但持续时间短
,

常见阵性
。

在嘉错拉山观测和拍摄多核心冰雹时
,

得到陈士华等同志协助
,

林芝
、

日喀则等台站

提供 了观测资料
,

在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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