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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象历史资料记录中与天气状况相关的记
录有云量、云高、能见度、日照时数和天气现象
等，没有直接的天气状况记录。特别是在记录异
常情况下，判定历史天气状况要根据相关记录综
合判断，以防误判。在向用户提供资料服务时，应
根据用户需求区别对待。
利用日照时数、云量和天气现象判定天气状况

正常情况下，云量多，日照少，云量和日照
时数成反比，根据云量、云高和天气现象就可判
断天气状况。天空中的云量等于或少于３成（即
３０％）时，为晴天；有４～７成的中、低云或６～
１０成的高云时为多云；有１～３成的中、低云或４
～５成的高云时为少云；天空阴暗，密布云层，或
天空虽有云隙而仍感到阴暗（总云量８成以上），
偶尔从云缝中可见到微弱阳光时为阴天。

在历史资料中有天空无云但日照时数也为零
的特殊情况，如果只以这两种记录作判断，天气
状况无法界定，往往会认为其中有一记录有误。实
际上，大多情况下这种记录是正确的，一般要从
能见度、天气现象和当时记录的备注栏寻找依据
判断天气状况。

水平能见度小于８００ｍ，伴有大风、扬沙、浮
尘、雾等天气现象时，天空昏暗，日照时数为零，
云量也为零时，天气状况应判断为晴天伴有大风、
扬沙、浮尘、雾；水平能见度大于１０００ｍ，垂直
能见度小，空气混浊，削弱了太阳辐射，日照时

数记录为零，判断天气状况为晴天；在记录的备
注栏查看日照仪器近光口有无被小虫、尘沙等堵
塞或被露、霜等遮住的备注，若有则日照时数记
录是零；由于一些极端的天气现象，使得能见度
很小，天空无法辨识，这时要看天空云的演变情
况，然后再确定天气状况。
实际利用中天气状况的提供

在日常的气象历史资料利用中，不同的用户
对利用天气状况要求不同，有的只需要统计历史
平均状况，有的要精确资料，应以用户需求区别
对待，提高资料的可利用性。

例如建筑行业根据历史同期天气状况资料计
算工期，只需统计历史同期的阴天、雨天、晴天
即可；保险行业的索赔是单要素统计，遇到最多
的是雨日雨量或者是大风、暴雨的统计，以雨量
或大风在一定的时间内是否达到索赔条件为前
提。又如建筑行业利用天气状况做延误工期依据
证明，就要综合分析，细化到时、量以及伴随的
天气现象，雨日要具体到毛毛雨、小雨、大雨、中
雨以及降雨的时段，小雨、毛毛雨会不会影响作
业，把影响作业和不影响作业的天气状况分别统
计。对作物种植用户，根据不同作物需要的气象
条件，需提供的天气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对直
接影响作物生长的天气状况应作重点统计，要素
应准确无误；间接影响的天气状况作非重点统计，
但要素不能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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