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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尘暴的观测程序及注意事项 

胡德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且末县气象局，新疆且末 841900) 

摘要 根据工作 实践，整理关于沙尘暴的观测记录及编发报的操作规程，提 出一些注意事项 ，并以且末国家基本气象站 2011年 3月 

的一次天气过程演示沙尘暴的观测记录及编发报的操作流程 ，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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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尘暴是指由于强风将地面大量沙尘吹起，使空气浑 

浊，水平能见度小于 1．0 km的一种天气现象【】1。巴州春季气 

温回升迅速 ，但很不稳定翻，若前段时间降水偏少，地面干 

燥，当大风来临时，极易出现沙尘暴天气。根据且末县气象 

站 1981～201O年的地面观测资料计算．且末地区沙尘暴年 

平均日数为 17 d。为了防止出现沙尘暴时因忙乱而忽视一 

些问题，出现观测不正确或发报错情，该文整理沙尘暴的观 

测程序，提出一些注意事项。 

1 观测程序及注意事项 

1．1 保证仪器的正常运行 

沙尘暴大致出现在冷空气过境或雷暴、飑线影响时，当 

有沙尘暴预兆出现时应检查风向风速计等仪器，保证气象 

要素的准确记录嘲。 

1．2 观测沙尘暴的开始时间 

沙尘暴出现前一般应有扬沙，随着风速的增大，能见度 

进一步恶化，当水平能见度小于 1．0 km时，即记为沙尘暴开 

始的时间。 

1．3 编发重要天气报 

1．3．1 发展方法。在 5 min内编发出视程障碍重要天气报。 

对于视程障碍现象(沙尘暴)，电码组为 95VVV、957ww。发 

报标准：测站视区内出现沙尘暴 ，测站视区内出现强沙尘 

暴，测站视区内出现特强沙尘暴。发报方式和时间：不定时 

发报；每日第 1次出现沙尘暴或强沙尘暴或特强沙尘暴时 

发报(始报)；其后当出现更强级别的沙尘暴时发报(续报)。 

1．3．2 符号内容。95VVV组：95一指示码，表示其后为气象 

站视区内出现视程障碍现象(沙尘暴)时的能见度资料 ； 

VVV～视程障碍现象(沙尘暴)的能见度。以 10 In为单位编 

报，不足 10m时，米数舍去，高位不足补“0”。例如：能见度 

为 26 m，VVV编码为 002。957ww组：957一指示码 。表示其 

后为气象站视区内出现视程障碍现象(沙尘暴)的编码资料。 

1．3．3 编报规定。95VVV、957ww 2组必须同时编报。昼夜守 

班台站，每天20：叭 至次日20：00(北京时间)时段内第 1次 

出现沙尘暴或强沙尘暴或特强沙尘暴时发报(始报)，其后 

当出现更强级别的沙尘暴时发报(续报)。沙尘暴由前一日 

持续至当日20：00后的，拍发一次重要天气报，此时 GGggW0 

中的 GGgg报 200l。 

白天守班台站，每天 8：01至2O：00时段内第 1次出现 

沙尘暴或强沙尘暴或特强沙尘暴时发报(始报)，其后当出 

现更强级别的沙尘暴时发报(续报)。在不守班的每天 20：01 

收稿日期 20l1一l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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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次日08：00时段内，如能确定沙尘暴达到发报标准时间 

的应拍发，此后白天守班时段不再拍发；如不能确定具体时 

间的，可不拍发 。 

1．3．4 视程障碍现象(沙尘暴)与ww编码对应关系如表 l 

所示。 

表 1 视程障碍现象与 WW编码对应关 系 

1．3．5 视程障碍现象(沙尘暴 )重要天气报 电码形式 。电码 

形式 ：(WS)GGggW0 IIiii 95VVV、957ww。GGgg为沙尘暴开 

始时分，在启动“重要天气报”后，选取“不定时”，其时间一 

定要和气薄一1记录的开始时间相一致。 

1．4 记录最小能见度 

当沙尘暴出现时应观测和记录最小能见度，记录加方 

括号[1]。每一现象出现时，每天只记录一个最小能见度。因 

此，要将本班的最小能见度在气薄一2l上交待，便于日数据 

的整理。 

1．5 组织灾情调查 

沙尘暴是一种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气象灾害事件嗍，因 

而应进行灾情调查。有条件的气象站最好进行摄影、录像。 

要组织调查人员赴现场实地进行灾情调查和评估，然后通 

过灾情直报系统向有关部门上报。 

2 实例操作 

2011年 3月 20曰 10：00起风速渐大 ，尘土飞扬。2 min 

平均风速维持在 4．0 m／s左右。能见度大于 1．0 km，值班员 

10：05起记扬沙 。16：20风速陡然增大，2 min平均风速达 

8．4m／s，天空浑浊，一片黄色，能见度进一步恶化。16：28已 

看不清 1．0km目标物的轮廓，认不清其形体，此时值班员记 

沙尘暴开始，能见度0．9 km。启动地面气象测报业务软件一 

观测编报一重要天气报一确认“不定时”一将分钟数字改 

为“28”一视程障碍选择沙尘暴一能见度输入 900一编报 ： 

16280 51855 95090 95730一报文发送一数据打印，16：30重 

要天气报文发送成功，向灾情调查人员通报天气实况。交班 

时沙尘暴没有结束，班内观测到最小能见度0．6 km，在气 

薄一21上交代。 

3 结语 

地面测报是一项科学严谨的工作，有很多环节组成，各 

个环节紧密相扣。日常工作中要求严格执行技术规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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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在课前、课后的交流互动，构建迅捷通畅的网络教学信息 

平台13]。 

2．2．2 案例教学。案例教学通过对真实的案例事实进行分 

析讨论，构建课堂教学与现场操作、理论知识与生产实际之 

间联系的桥梁。学生置身于案例之中，自觉主动地探求相关 

有效信息，得出认知结论，形成决策选择。具体步骤包括：根 

据课程要求和学生实际，教师在课前选编典型案例 ，拟定讨 

论题目和要求。进入课堂教学后，教师通过多媒体和网络手 

段展示案例背景和过程细节，并加以适当分析；学生就案例 

事实进行思考，并根据各自不同论点分组展开讨论；教师则 

及时引导讨论重点，揭示各种论点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进 

行概括和总结。课后，学生继续就案例进行分析讨论，并独 

立撰写书面案例分析材料朔。案例教学要求在实际教学中， 
一 方面要贴近生产实际，根据业内优秀大型企业的生产经 

营成功经验，已建立包括《雏鹰模式》等 10余个高质量案例 

在内的案例库：另一方面要切合市场热点，双汇瘦肉精事件 

发生后 ，随即将相关新闻报道整理 ，在该周的课堂教学中进 

行以“食品安全要从源头抓起”的案例教学讨论，取得较好 

的教学效果。 ‘ 

2．2．3 实践教学。实践教学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具体生产 

工作，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是落实教学实践技能目标的 

主要方式和根本途径。教师可采用“产学对接、校企结合”的 

方法，选择省内周边知名大型养猪企业，与企业协商合作 ， 

建立大学生教学科研实习基地，将部分学习内容放在实习 

基地进行。在基地期间，学生以企业正式员工的身份，根据 

企业的工作岗位安排，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为企业服务。 

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实习，学生不但可以巩固理论知识 、掌 

握实际操作。并且增强学习的危机感、紧迫感，提高就业的 

竞争意识和服务意识。学生通过参加养殖企业实际生产，提 

高独立工作能力，有效克服传统农业高校专业教育理论脱 

离实际的弊端。学生基本上掌握养猪生产全过程的技术要 

点。缩短毕业后进入工作岗位的适应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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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毕业后直接进入实习企业工作，并能得到较好的发展嘲。 

2．3 考核办法全面化 

猪生产学作为动物科学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 ，是一门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与能力相统一的课程。以往惯用的 

教学结束后一次考试决定整门课程成绩的考核办法，已经 

很难考察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因此 ．在今后的教学 中应采用与其特点相适应 的考核办法 

和评价标准。 

2．3．1 注重实验课成绩的评定。在课程实验教学考试 中，增 

加分析现实情况、解决实际问题的内容。针对每一个具体实 

验项目特点，制订相应的考核办法。每个实验都制订详细的 

评分标准，逐步由单一考核向全面考核转变，使实验考核能 

客观反映学生的真实学习效果，促进学生改变以往忽视实 

验课的心态，使其既重视理论课又重视实验课。 

2．3．2 综合评定课程总成绩。不同的考核方式都具有其局 

限性。不能客观全面地反应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对知识的掌 

握程度。因此，在教学中应该将单一的笔试测验模式改为开 

放式、灵活式的考核方式。综合出勤情况、课堂问答、课后作 

业、实验报告、实习鉴定以及期末考试等多个方面的成绩， 

按各自一定的加权值得到学生课程总成绩。这种全方位、综 

合化的考核方式，不但检验学生记忆知识的能力，更重要的 

是考察其理解掌握知识，并将其应用于实践当中，提高发现 

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素质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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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标准样品浓度测定结果 ( ) 

不可少于 50次 ，否则测定结果偏低 ，萃取次数达到 50次后 

测定结果无明显差异，并且符合实验室要求，但萃取次数不 

可以过多．否则会出现乳化现象。由于萃取次数达到 50次 

后监测数据的准确性、精确性均符合实验室要求，因而可以 

简化手工萃取的次数，从而节省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提高工 

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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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各项规章制度，按时取准、取全第一性气象资料，并提供 

地面气象情报[5-6]。加强学习，熟记气象要素的形成原理和观 

测方法，牢记注意事项，保证测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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