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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观云的辅助方法
罗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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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或者深夜，在灯光很弱或者没有灯光、星
光、月光的情况下，云的目测是比较困难的，利
用辅助方法可快速准确地识别云状。
卫星云图分析法

在春季、秋季和冬季的夜间１ｈ内云的变化
不是很大，因此在观测前调用最新时次的可见光
云图、红外云图、水汽图［１］综合分析，同时再结合
云的演变规律和目测识别云状。下面列举几种能
够布满整个测站天空的云在卫星云图上的特征。

积雨云（Ｃｂ）可见光云图上为非常粗糙的
球状云，很白；红外云图上为亮白色云区（有时有
卷云砧），界限分明；水汽图上云区非常亮（深度
潮湿），周围很暗（干）。

层积云（Ｓｃ）可见光云图上为多块的球型
云，不锐利的边缘由白趋于灰；红外云图上表现
为深灰到灰色云区；水汽图像上看不见低云。

高层云（Ａｓ）和高积云（Ａｃ）可见光云图
上表现为光滑、没有纹理的白色云区（如果薄且
下面没有云则是灰色）；高积云为纹理最小的白色
云区。红外云图上为灰色；水汽图上，云厚时为
白色，云密度小时为灰色。

雨层云（Ｎｓ）可见光云图上颜色从白到灰
白不等；红外云图上为均匀的灰色到白色；水汽
图上看不见低云。

在夜间观测时，通过综合分析可见光云图、红
外云图、水汽图判断为层积云，如果观测时星光
时有时无，可进一步判定为透光层积云；如果无
星光，可进一步判定为蔽光层积云。

多普勒天气雷达回波分析法
多普勒天气雷达回波图可实时调用，每６

ｍｉｎ一次，所以分析多普勒天气雷达回波对提高
夜间云的观测水平会更有帮助。下面列举几种能
够布满整个测站天空的云在多普勒天气雷达回波
图［２－３］上的特征。

层状云回波在ＰＰＩ上具有较大范围的、连
绵成片的、均匀幕状特征，强度一般在２０～３０
ｄＢｚ，最强达４５ｄＢｚ，最弱小于０ｄＢｚ；在ＲＨＩ上
结构较均匀，顶部有时虽有起伏，但相对于对流
云降水顶部较平整，垂直厚度不大，一般在５～６
ｋｍ。由于层状云降水的范围较大，所以相应雷达
回波的径向速度分布范围也很大，径向等值线分
布比较稀疏，并且切向梯度也不大。层状云降水
回波有零度层亮带，而且零度层亮带是层状云连
续降水的一个重要特征，也表明了层状云中气流
稳定，无明显的对流云。层状云回波对应的云状
通常为高层云、雨层云。

对流云回波特征在ＰＰＩ上表现为几公里
到几十公里不规则块状形态结构，通常由许多分
散的回波单体组成，回波强度较大，其中最强的
对流单体中心强度可超过５０ｄＢｚ；在ＲＨＩ上回波
单体呈柱状结构，回波高度在６～７ｋｍ，发展强烈
可超过１０ｋｍ。由于对流云尺度较小，分布零散，
因此在速度图上回波较为零散。对流云回波对应
的云状通常为淡积云、伪卷云、浓积云、秃积雨
云、鬃积雨云。

混合云降水回波特征混合云降水回波是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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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山地与川地气温对比分析
曲静，尹盟毅，孙智辉
（延安市气象局，陕西延安７１６０００）

摘要：利用ＤＷＳＺ２型温度观测仪于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００７年４月在陕北丘陵沟壑区的志丹县李家
湾的气温观测资料，通过与县气象站的观测数据比较。结果显示：山地年平均气温略高于川地，呈
现出冬暖夏凉的特点，冬季山地平均气温偏高１６ｏＣ，夏季偏低１４ｏＣ；山地增温效应提高了日
最低气温，年平均最低气温高出川地１９ｏＣ，年平均气温日较差变小，平均低于川地２９ｏＣ；山
地海拔增高降低了日最高气温，夏季最明显，平均最高气温山地低于川地２２ｏＣ；山地春季终霜
日提早，降低了果树花期冻害发生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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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北部丘陵沟壑区有８县区，山峁交错，沟
壑纵深，水土流失严重，是苹果从优生到不能生
产的过渡地带［１］，气候成为影响苹果布局的主要
影响因子。县区气象站大多位于县城周围的川道，
而苹果生产主要集中在山地，温度差异性大，开

展山地温度观测和分析对开展气候区划和指导产
业发展意义重大。
研究区域

志丹县位于延安西北部，年平均气温８１ｏＣ，
年降水量４７４２ｍｍ，无霜期１４２ｄ，根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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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云降水回波和积状云降水回波的混合，外形上
像棉絮，也称絮状回波。在ＰＰＩ上，回波在较大
范围内没有明显的边界，回波中夹有一个个结实
的团块，在ＲＨＩ上，柱状回波高低起伏。在回波
较强处，径向速度切向梯度较大；在ＲＨＩ径向速
度场上，对流活动较强处径向速度场呈柱状结构，
并且以正径向速度场为主。混合云降水回波对应
的云状通常为层状云与对流云同时存在。

在实际观测中，蔽光层积云和蔽光高层云可
以有降水也可以没有降水，而且回波图有时候也
很相似。多数情况下，蔽光层积云在雷达图上没
有回波，有时即使有微量降水，在雷达图上也没
有回波，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蔽光层积云厚度（同
时受雷达基站与测站距离、回波衰减因素、周围
环境等影响）很薄，有降水的蔽光层积云，在雷
达图上的回波通常是淡绿色，回波强度也很小。蔽

光高层云即使不产生降水，一般在雷达图上都有
回波，但也曾出现过没有回波的情况。产生较多
降水的蔽光高层云的回波强度一般在２０～３０
ｄＢｚ。由于雨层云的厚度［４］比高层云大得多，因此
回波强度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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