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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观测好云
掌握有关云的理论知识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按云的形态学将云分为三族、
四属、二十九类；《地面气象观测》按照云的发生学分类
即按云形成的物理过程及相应的形态特征将云分为积状
云、层状云、波状云。观测员要同时掌握这两种云的的分
类和定义。

按照《地面气象观测》内容了解云的演变规律，区分
７种相似云，即：Ｃｃ与Ａｃ，Ａｃ与Ｓｃ，Ｃｓ与Ａｓｔｒａ，Ａｓ
ｏｐ与Ｎｓ，Ｎｓ与Ｓｔ，Ｎｓ与满天的Ｃｂ，Ｆｃ、Ｆｓ与Ｆｎ。

云的电码是指地面天气报（ＧＤ０１—Ⅲ）中对云的编
码。《地面气象观测》给出了云码所代表的天气意义，只
有结合天气学知识才能准确识别和判断云。观测员可结
合天气学原理绘制各季节暖锋、冷锋、缓行冷锋、急行冷
锋等锋面云系的示意图，加强在不同天气条件下识别云
的能力。

认真学习气象学中有关云的形成理论，了解掌握了
云形成的物理过程后就更容易掌握云的特征即云状的定
义。
认真实践不断丰富看云的本领

云的演变是有规律的，要养成连续观测云的好习惯，
值班时将云的连续变化记录在值班日记上，为下个班的
工作打好基础。国家气候观象台每小时观测一次，在交接

班前后的１ｈ，特别要注意云的连续性（承担航危报任务
的站类同）；国家一级气象站每隔３ｈ观测发报一次，要利
用每小时巡视一次仪器的机会观测云的变化；国家二级
气象站白天不守班，要利用每小时正点前１０ｍｉｎ去查看
计算机显示数据之际，在室外观测一次云的变化。

夏季出现复杂天气时，台站应组织云的集体观摩，最
好每发生一次就组织一次。集体观摩时先让每个人独自
观测，然后集体讨论，最终形成一致的结论，提高个人观
云水平，增强识别复杂云天的能力。

值班员在接班前要了解天气预报，对本班内的天气
变化心中有数。如天气预报未来有雷阵雨，则要考虑雷阵
雨产生前、产生时、产生后云的变化，做到遇事不慌，沉
着应对。

雨天值班时，应结合雨的特征及雨量自记纸上降水
迹线的变化判断云，尤其是对Ｎｓ和Ａｓｏｐ作出正确判
断。

夜间值班前一定要了解傍晚时云的情况，按照《地面
气象观测规范》要求进行云的观测，尽量多到室外观云，
积累经验。

不值班时也要养成随时观云的好习惯，平时的积累
为值班时迅速正确判断云打好基础。

（傅正浩，傅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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