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飑的观测与陕西飑的变化趋势分析
李亚丽，雷向杰，张红娟
（陕西省气象台，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对飑在地面气象观测中的天气特征进行讨论，并与天气学中的中尺度天气系统——飑线
进行区别。分析了陕西飑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年际、年代际变化特点，发现陕西飑的发生次数在１９８０
年出现由少到多的强突变，认为１９７９年出版的《地面气象观测规范》对飑定义的修正是产生突变
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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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象站地面观测中经常有观测员对是否记
飑无法确定，针对这一天气现象，已有许多讨论：
“连续１０年间一次飑天气现象也没有，没有记录，
并不说明现象没有出现；没有记录，并不排除由
于观测员对定义的理解差异而漏测［１］”；“１天内
有≥１站出现飑计一次飑线”中将飑作为飑线进
行统计等等［２－５］。从飑的定义、形成条件及产生飑
时气象要素的变化及天气特征进行分析，对观测
员正确掌握飑的定义，准确判断飑的出现，正确

观测、记录这一天气现象以及和相关研究提供依
据。本文整理了陕西９３个气象台站１９７１—２０００
年３０ａ观测资料和资料比较齐全的５８个代表站
１９６１—２００３年飑的观测资料，分析了陕西飑的时
空分布特征和出现次数发生突变的年份及可能的
原因。
关于飑与飑线
１１飑的定义

１９６１年出版的《地面气象观测规范》（后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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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干扰影响。仪表读数应减去检测线的线阻才
是接地装置的电阻值。

（７）辅助测试极的布置严格遵循图２中２０
ｍ、４０ｍ的规定。如受现场测试、场地和地理环
境的局限，不能按要求测试时，可用简易测试方
法：将测试线（２０ｍ，４０ｍ）与辅助检测棒接好
后，检测棒平放在水泥地面上，用布包好，用水
浇布和检测棒（让水充分渗透水泥地内）后测量，
测试结果与打地桩测试数据基本一致。

（８）测较大地网电阻时，从测试仪器Ｐ２、Ｃ２
处分别引测试至被测试地极，避免仪器内两个回
路互相干扰，使测量值准确些。

（９）高电阻率（砂石垫层）的地方检测接地电
阻时，Ｐ１、Ｃ１接地极应放在潮湿和与地导良好的

地方，测出的接地电阻较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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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对飑的定义为：“突然发作的强风，出
现时间短促，很快即趋消灭。出现时风向有突然
的转变，风速（力）突增，气温剧降，常和雷暴、
阵雨（或阵雪）或冰雹同时出现。”１９７９年出版的
《规范》对飑的定义为：“突然发作的强风，持续
时间短促。出现时瞬间风速突增，风向突变，气
象要素亦有剧烈变化，常伴随雷雨出现。”对于观
测员来说，是否记飑只能依据《规范》中关于飑
的定义，但由于飑的定义只是定性的说明，而没
有具体的量值指标，因此在实际观测中较易发生
误取或漏取。关于飑这一天气现象的观测，不同
的观测员有不同的量度，从风向、风速变化及其
持续时间方面来判断是否记飑，是取飑的主要依
据，而将气温急降、气压涌升、相对湿度大幅增
加也作为取飑的参考依据［２，４］。

陕气业函（２００１）４５号中规定飑的定义应从
“突然发作的强风，持续时间短促。出现时瞬间风
速突增，风向突变”上去认识。“突然发作”应理
解为：测站在出现飑之前，风速较小（≤３ｍ燉ｓ），
飑发生时风速突增到目测风力的强风标准，即
《规范》的“风力等级表”中：强风为风力６级、
风速范围１０８～１３８ｍ燉ｓ、中数为１２ｍ燉ｓ。“风
向突变”应理解为：飑发生前后风向方位应有≥
９０°的变化。对飑的观测应首先把握风的特征：当
瞬间风速由≤３ｍ燉ｓ突增至≥１１ｍ燉ｓ、风向方位
突变达≥９０°或以上，时间在１ｍｉｎ之内；随之气
象要素有剧烈变化伴有雷雨出现，则应记录飑。对
于仅在雷雨中气象要素有剧烈变化，而风速没有
突增、风向没有突变的现象不宜记飑。
１２飑线的定义

飑线为中尺度对流系统，飑线形成后，在其
成熟阶段，伴有一系列中尺度特征，导致地面气
象要素呈急剧变化。飑线过境时，于飑线后方下
沉气流低层形成浅圆顶形冷空气丘，通常称其为
雷暴高压，造成的气压上升约２～５ｈＰａ。此下降
气流前缘附近，即飑线两侧有明显的水平温度梯
度，造成温度急降，并常伴随风向急变和风速剧
增。由于下沉空气来自对流层中层，风速较强，加
之雷暴高压区强水平气压梯度的加速，造成的风
速很强，可酿成灾害性破坏。

１３飑与飑线的关系
飑多半是飑线过境时的一种天气现象，但记

飑不一定都是飑线过境，有时雷暴单体过境也会
有飑出现。另一方面，飑线过境时，测站一般有
飑现象出现，但受地形等因素影响，不一定都出
现。也就是说，不是每次飑线过境时，测站都有
飑出现。
从形成条件及天气特征上区别飑与飑线
２１飑的形成条件及天气特征

飑是飑线天气过境时的天气现象之一，但记
飑不一定都是飑线过境。有时一般雷暴单体过境
时，在强烈发展的雷暴云单体下方，由于积雨云
中的降水，在云底雨滴蒸发冷却形成的高密度冷
空气，下沉到地面堆积形成的冷性中高压，流出
的气体具有较大的水平动量，从而在低空造成风
向突变，风速急增的强风，其前缘为飑锋。这种
雷暴云过境时，地面测站的气象要素也随之有气
压上升、气温陡降的情况，也会发生飑的现象。
２２飑线的形成条件及天气特征

飑线是夏半年在一定的大尺度天气形势背景
下，受中小尺度系统影响产生的一种天气。飑线
的形成依赖于有利的大尺度环境条件：大气层结
呈条件性不稳定；低层水汽丰富；高、低层存在
强风带，风向通常向上顺转，大气中具有触发机
制的中尺度天气系统侵入，在合适的热力和地形
条件下，即可产生飑线天气。一般发生在地面冷
锋的前后或副冷锋前。

飑线两侧有明显的水平温度梯度，常伴风向
急变和风速剧增，温度急降，气压剧增，飑线过
境时可产生很强的降水，有时还伴有冰雹，造成
雹击带。
陕西飑的时空分布特征

飑的形成与地形有较大的关系，陕西出现飑
最多的地方为陕北长城沿线毛乌素沙地，府谷站
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共出现飑２１９次，为陕西出现飑最
多的地方；陕北南部延安周围、陕南南部丘陵沟
壑区也有相对的高发区，而淳化、太白站１９７１—
２０００年未出现飑。

图１ａ为全省９３个气象站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各
月飑的总次数分布图，从图中可以看出，陕西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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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出现在５－８月，占全年总次数的８２４％，其
中又以７月为最多，达４９９次，占全年总次数的
２６４％。陕西飑的年内分布为单峰型，这一月际
分布特征与雷暴等强对流性天气基本相同。在暖
湿气流旺盛、强对流天气容易发生的夏季（６—８
月）飑最多，占全年总次数的６８９％。为了与前
期对陕西雷暴、沙尘暴等天气现象的分析结果进
行比较分析，图１ｂ给出了陕西资料比较完整的
５８个气象站１９６１—２００３年的飑出现在０１—２４
时各时段的总次数。结果显示，一天之中，中午
以后对流发展旺盛的１５—２０时是飑的高发期，占
全天总次数的８３１％，其中１７时最多，达２９５
次，占全天总次数的１７２％。

图１陕西飑的月际变化（ａ）
和日变化分布图（ｂ）

陕西飑的变化趋势
飑的年际变化很大，最多年１９９４年达１３１

次，而１９７２年９３测站没有一站出现飑。从图２可
以看出自１９８０年后飑发生的频率明显大于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

１９６１—２００３年５８个气象站年飑总次数平均
３２０４次，线性回归方程为：

牨＝－３７６３８３＋１９２牠
线性趋势为１９２，牨与牠之间的相关系数爲

＝－０８３，通过００１的信度检验，说明线性趋势
明显。４０ａ来，陕西飑总次数以平均每年１９２次
的速率在增加，增加趋势明显。

图２１９６１—２００３年陕西５８站飑出
现次数的变化趋势图

陕西飑发生次数在１９８０年以前很少，以后明
显增多。１９８０年地面气象观测执行了新规范，可
能是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１９７９年制定的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与１９６１年的相比，对飑的
定义作了修正。一是删掉了“很快即趋消灭”、
“气温陡降”等明确的要求，改为“气象要素亦有
剧烈变化”；“常和雷暴、阵雨（或阵雪）或冰雹
同时出现”改为“常伴随雷雨出现”，去掉“同
时”二字。二是“风速（力）突增”改为“出现
时瞬间风速突增”等。

同时观测员对这一现象缺乏正确的认识，也
导致了个别测站及个别年份飑现象的空白记录和
１９８０年前后飑的出现次数突增。
小结
５１飑是夏半年午后至傍晚出现频率较高的一
种天气现象，常伴随雷暴、大风等剧烈天气现象
发生，我省飑的高发区在陕北长城沿线。
５２强雷暴单体过境时单站可出现飑。
５３飑线为中尺度天气系统，覆盖范围较大，飑
线过境时所经过的台站均应记飑，台站在记飑时，
可参考天气形势，与周围台站相比较，以免漏记
或多记。
５４陕西飑的发生次数在１９８０年发生由少到多
的突变，地面气象观测规范中有关飑的定义的修
正是其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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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出站制——报表预审中的一点体会
雷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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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预审是地面气象观测记录出站前的最后
一关，对保证地面观测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过十多年的摸索，总结出了一套较为有效的方
法——三校出站制。所谓的“三校出站制”，简单
地说就是一份报表出站前必须经过“三关”校对
审核。

第一校，预审员在每次值班时，坚持将本班
至上一班之间的所有记录认真复校一遍，发现问
题及时商讨解决。这种校对有利于对目测项目疑
误记录的维持或更改，因为间隔时间短，值班员
容易回忆起当时记录的真实情况。例如凤翔站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日２０时观测时全天无云，能见度
为７０ｋｍ，气温０４ｏＣ，地面温度－１５ｏＣ，风
速１ｍ燉ｓ，相对湿度７９％，当日的天气现象记录
顺序为霜、结冰、轻雾、霾；３日天气现象记录顺
序为结冰、轻雾、霜。按天气现象生成的一般规
律，转日界时的记录顺序应为霜、结冰、轻雾，预
审员校对此记录时，发现顺序不合常规，及时询
问了该班的值班员。值班员回忆说：小型蒸发取
回室内称量时，里面有结冰，仔细分辨过地面和
地物，未见霜，故转日界的顺序为结冰、轻雾，霜
是２０时后才形成，因而３日天气现象记录顺序维
持原记录。

第二校，每月形成报表文件后，预审员及时
打印一份气薄－１，用直尺压住每天的记录，再将
气薄－１与各种自记记录逐一校对。这种校对有利
于发现日照时数和自记降水量各个时段输入移前
或移后、冻土和雪深漏输、自记风向风速和蒸发
量输错及其它错误记录，同时把校对出的错误记
录，立刻逐一登记在预审本上，然后核实一个勾
销一个。

第三校，预审员在报表出站之前，应检查一
遍预审登记本上登记的疑误记录是否都作过相关
处理。再仔细复查基本参数、数据文件格式、封
面封底填写的内容等较易忽略的细小部分。在报
表预审结束时，对预审中核查出的问题进行归纳
分类，记录在案，以便以后备查。遇有不能确定
的问题或需要说明的情况，认真填写预审查询单，
一并和报表数据文件上传。这样做有几点好处：
一是预审员平常坚持及时校对审核记录，能够减
少月初预审时的工作量，可以集中精力系统审核
矛盾记录；二是能够及时纠正观测记录中容易忽
略的细小部分，比如忘带小数点、填写日期错误、
自记纸换上和换下时间漏填等；三是能够保证报
表出门后的合格率，为争创测报百班、２５０班无错
情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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