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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判定云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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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状不仅反映当时大气的运动、稳定程度和
水汽状况，也是预示未来天气变化的重要特征之
一。正确观测分析云的变化，是了解大气物理状
况，掌握天气变化规律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为
预测天气和气象服务提供依据的重要手段。因此，
每位观测员都必须高度重视并能正确观测云。
加强理论学习，提高云的观测水平
１１根据云的特征判定云状

观测员应熟记各类云的外形特征和结构特
点，对一些典型的云，根据它的特征就可以判定
云状，这是最基本的判别云的方法。
１２结合天气形势判定云状

目前，大多数台站预报和测报业务都合并
进行，这就要求业务人员必须系统掌握气象理
论知识，能通过卫星云图和高空天气图等资
料，正确分析每次出现的天气过程，及时了解
测站受何种天气系统控制，处于何种天气过
程，未来将可能出现的天气以及与之相伴随的
云状，即通过天气形势判定云状。例如暖锋过
境，一般情况下会依次观测到Ｃｓ→Ａｓ→Ｎｓ。所
以了解和掌握当时的天气系统，能够更加有助
于准确识别和判定云状。
１３结合天气现象判定云状

许多天气现象的出现与云有密切联系。例如：
天气现象是雷暴、闪电、阵雨、冰雹、霰，云状
可以判定为积雨云（Ｃｂ）；天气现象是米雪、毛毛
雨，云状可以判定为层云；天气现象是均匀的连
续性降雨，降雨时间长，且雨量较大，可以判定
为雨层云。

积累经验，提高云的观测准确度
２１注重集体云天观测、分析

近年由于各种原因，云的记录简单化和模式
化现象普遍，一些出现频率较低的云已销声匿迹，
如堡状云（Ｓｃｃａｓｔ、Ａｃｃａｓｔ）、絮状云（Ａｃｆｌｏ）、
荚状云（Ｓｃｌｅｎｔ、Ａｃｌｅｎｔ）、伪卷云（Ｃｉｎｏｔ）、勾
卷云（Ｃｉｕｎｃ）、卷积云（Ｃｃ），对天气预报特别是
灾害性天气和短时预报的准确性预报有一定的影
响。加强组织集体云天观测、分析，特别是要加
强系统云、指示云的集体观测，探讨云天演变，对
云天观测记录不一致的情况进行讨论，最后确定
正确的观测记录。通过集体观测，个人交流，不
断总结，提高每位观测员对云的观测水平。
２２注重云的观测连续性

观测员要养成随时看天的良好习惯，不能只
是到了观测时间才抬头看天，仓促判断，要随时
注意云天演变情况，不断积累云的观测经验。如
卷层云（Ｃｓ）和透光高层云（Ａｓｔｒａ）既可相互演
变，又有各自特征。卷层云（Ｃｓ）为较薄的云幕
时，常有较完整的晕圈存在，与透光高层云（Ａｓ
ｔｒａ）并不难区别。而卷层云（Ｃｓ）在发展加厚演
变的过程中，如果晕变得不完整或无晕，说明其
结构正在发生着变化，云体已不完全由冰晶组成，
而是由冰水混合组成，云体已由卷层云（Ｃｓ）演
变为透光高层云（Ａｓｔｒａ）。
２３注重相似云的比较

通常云呈典型云状的较少，当云特征不明显、
不典型或处在演变过程中时不易识别。这时要对
云进行全面综合分析，找出各种云的特殊本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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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强县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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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强县地质灾害的基本情况
宁强县地处秦巴山地，湿润多雨，夏季多暴

雨，为陕西省暴雨中心之一。最多年降雨量达
２０２２９ｍｍ，地理环境和地质环境十分复杂，县
境内北边为秦岭山系，南部为巴山（米仓山）山
系，受秦岭纬向构造和大巴山弧形褶皱带的影响，
境内断裂及褶皱构造发育，地质灾害发生频率高、
分布点多面广，特别是在汛期，由气象因素诱发
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等突发性地质灾害频繁发
生。

境内现有２５６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其中２４处
为市、县级重点监测点，主要分布在嘉陵江流域、
汉江、玉带河流域和北面矿山较多的乡镇。
开展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前期工作

２００３年汛期中国气象局和国土资源部联合
开展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工作后，宁强县气象
局便开展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前期工作，制定
了详细的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技术方法研究、
发布合作意向书，研究与设计了地质灾害气象预

报预警服务系统和信息传播发布体系。
抓住关键，推动部门合作

地质灾害预报预警，要抓两个关键环节：一
是对地质条件稳定性的把握；二是对降水的影响
程度的把握。必须依靠气象部门与地质灾害主管
部门的合作才能科学的、成功的开展地质灾害气
象预报预警工作。

县气象局拥有天气实况监测、探测信息、对
未来的天气预测信息及积累的大量历史气象资料
数据，而气象因子又是地质灾害的主要诱发因子。
县国土资源部门是地质灾害防治主管部门，对全
县地质灾害的情况十分熟悉和了解，拥有地质灾
害预报的发布权，在双方达成共识的基础上，２００４
年汛前签订了联合开展地质灾害预报预警工作的
合作协议。
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工作实施
４１组织机构与业务操作单位

成立由县国土资源局及县气象局组成的地质
灾害气象预报预警工作领导小组，具体业务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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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正确的判定。如高积云（Ａｃ）和层积云（Ｓｃ），
必须具备以下三个特征才能判定为层积云：（１）在
地平线上３０°以上，多数层积云（Ｓｃ）云块视宽度
大于５°（一臂远，大于中间三指的宽度）；（２）层
积云（Ｓｃ）看起来结构松散，没有高积云（Ａｃ）排
列紧密；（３）云高一般在２ｋｍ以下。碎积云
（Ｆｃ）、碎层云（Ｆｓ）、碎雨云（Ｆｎ）三者都是破碎
的低云，外形很相似，应从云的形成过程和当时
天气条件区别。碎积云（Ｆｃ）是晴天对流产生或
消散时出现，形状象积云，有圆拱形的顶部；碎

层云（Ｆｓ）是层云分裂或雾抬升而成，虽有圆拱
的顶，但没有碎积云（Ｆｃ）厚。碎雨云常出现在
高层云（Ａｓ）、雨层云（Ｎｓ）、积雨云（Ｃｂ）及其
它降水云层之下，形体多变，移动较快，要注意
不要把满天的碎雨云（Ｆｎ）误认为层积云（Ｓｃ）。

综上所述，识别和判定云状时，要密切注意
云的连续演变过程，注重相似云的比较分析，再
结合当时的天气形势、天气现象综合识别和判定，
就会得出比较准确的观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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