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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常见几类天气现象的概念简介

1.1 视程障碍类

(1)雾：大量微小水滴浮游空中，常呈乳白色，使水平能见

度小于1.0 km。

(2)霾：大量极细微的干尘粒等均匀地浮游在空中，使水

平能见度小于10.0 km的空气普遍浑浊现象。霾使远处光亮

物体微带黄、红色，使黑暗物体微带蓝色。

(3)沙尘暴：由于强风将地面大量尘沙吹起，使空气相当

混浊，水平能见度小于1.0 km。

(4)扬沙：由于风大将地面尘沙吹起，使空气相当混浊，水

平能见度大于等于小于1.0 km至小于10.0 km。

(5)浮尘：尘土、细沙均匀地浮游在空中，使水平能见度

小于10.0 km。浮尘多为远处尘沙经上层气流传播而来，或

为沙尘暴、扬沙出现后尚未下沉的细粒浮游空中而成。

1.2 降水类

(1)雨：滴状的液态降水，下降时清楚可见，强度变化较

缓慢，落在水面上会激起波纹和水花，落在干地上可留下湿

斑。

(2)阵雨：开始和停止都较突然、强度变化大的液态降

水，有时伴有雷暴。

(3)毛毛雨：稠密、细小而十分均匀的液态降水，下降情

况不易分辨，看上去似乎随空气的微弱运动飘浮在空中，徐

徐落下。迎面有潮湿感，落在水面无波纹，落在干地上只是

均匀地润湿，地面无湿斑。

(4)雪：固态降水，大多是白色不透明的六出分枝的星状、

六角形片状结晶，常缓缓飘落，强度变化较缓慢。温度较高

时多成团降落。

(5)阵雪：开始和停止都较突然、强度变化大的降雪。

(6)雨夹雪：半融化的雪（湿雪），或雨和雪同时下降。

(7)阵性雨夹雪：开始和停止都较突然、强度变化大的雨

夹雪。

(8)冰雹：坚硬的球状、锥状或形状不规则的固态降水，

雹核一般不透明，外面包有透明的冰层，或由透明的冰层与

不透明的冰层相间组成。大小差异大，大的直径可达数十毫

米。常伴随雷暴出现。

1.3 雷暴

为积雨云云中、云间或云地之间产生的放电现象。表现

为闪电并有雷声，有时亦可只闻雷声而不见闪电。

1.4 大风

瞬时风速达到或超过17.0 m/s（或目测估计风力达到

或超过8级）的风。

2 各类天气现象发生时气象工作人员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2.1 视程障碍类

2.1.1 重要报的编发

当雾、沙尘暴、浮尘、霾现象出现时，气象工作人员需要

在10 min内编发重要天气报，重要报24 h内（20时至次日20

时）只需编发一次。雾、沙尘暴天气现象能见度小于750 m、

500 m、50 m时，分别编发相应级别的重要报；浮尘天气现

象能见度小于750 m时，编发重要报；霾天气现象能见度小

于5 000 m时，编发重要报。视程障碍类天气现象在编发重

要报时须填写现象出现时的能见度值，夜间视程障碍天气

现象持续不终止的，现象开始时间按7时31分发送，能见度

值也输入7时31分的10 m in平均能见度。但目前新业务软件

视程障碍类天气现象重要报为自动编发，无需业务人员人工

判别编发，但需要明确软件自记的能见度值为10 m in滑动

平均能见度达到相应标准即自动编发重要报。

2.1.2 即时报的编发

当雾、沙尘暴、扬沙、浮尘现象出现时，气象工作人员需

要在10 m in内编发即时报。即时报是辽宁省一直保留的报

文项目，为了准确记录现象开始、结束时间,在编发视程障碍

类天气现象即时报时需要注意，开始报须填写现象出现时

的能见度值，结束报须填写现象发生整个过程中的最小能

见度值。由于软件中保存的数据为10 min平均能见度值，与

10 m in滑动平均能见度在同一时间数值不一致，导致即时

报与重要报相同天气现象的开始时间、开始能见度值不一

致，所以近期该局提出相应规定，即时报编发参照重要报的

开始时间和开始能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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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预警的制作与发布

依照辽宁省气象局关于修订《辽宁省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制作及发布业务规定》的通知（辽气发[2014] 21号）相关规

定，县气象台负责制作本地区的大雾（黄色、橙色、红色）3种

预警信号，雾已出现，当能见度下降到500 m时，制作大雾黄

色预警信号；当能见度下降到200 m时，制作大雾橙色预警

信号；当能见度下降到50 m时，制作大雾红色预警信号。并

将制作的预警信号通过辽宁省预警信息一键式发布系统发

送手机短信给社会公众；通过气象预警大喇叭将预警信号

传递到每个行政村；通过传真将预警信号发送到市委、市政

府及市应急办等相关部门。

2.2 降水类

2.2.1 重要报的编发

降水类天气现象需要编发重要报的只有冰雹一种，发报

时要输入现象出现时间以及冰雹直径。取3个目测最大的冰

雹，测定最大冰雹的最大直径，以毫米（mm）为单位，取整

数。当最大冰雹的最大直径大于10 mm时，应同时测量冰雹

的最大平均重量，以克（g）为单位，取整数，均记入观测簿

纪要栏。注意，08时、14时、20时观测前30 m in内出现冰雹

不单独发重要报，而且同次过程冰雹直径增加10 mm或以

上续发重要报。

2.2.2 即时报的编发

雨、阵雨、毛毛雨、雪、阵雪、雨夹雪、阵性雨夹雪出现

时，编发即时开始报，结束半小时后编发结束报，但时间须输

入30 m in前的时间。当由同类第一种天气现象转成第二种

天气现象时，无需结束第一种天气现象，直接编发第二种天

气现象的即时开始报，结束时编发最后出现的现象的结束

报即可，但在观测簿上将前一天气现象的结束时间标注为后

一天气现象的开始时间。冬季降水时需要编发雪情加密报，

每年11月1日开始至下一年3月31日止，出现降水类天气现象，

需要在每小时正点后10 min内上传“过去1 h内的降水量和

即时雪深”，若出现的是降雨，雪深一律按0编报。当07时过

去1 h无降水，但过去24 h内有降雪，并仍有积雪时，要观测

雪深编发雪情情况，降水量按0 mm编发。

2.2.3 预警的制作与发布

县气象台负责制作本地区的冰雹（橙色、红色）2种预警信

号，根据冰雹强度区分预警级别，制作好预警信号后将其通过

辽宁省预警信息一键式发布系统发送手机短信给社会公众；

通过气象预警大喇叭将预警信号传递到每个行政村；通过传

真将预警信号发送到市委、市政府及市应急办等相关部门。

2.3 雷电现象

2.3.1 重要报的编发

出现雷暴后，以第一次闻雷时间为开始时间，编发重要

报，注意要选中雷暴编组，夜间不发雷暴重要天气报，但雷暴

如发生在7时30分到08时时间段内，要以第一声雷暴的时间

为准编发重要天气报。

2.3.2 预警的制作与发布

县气象台负责制作本地区的雷电（黄色、橙色、红色）3种

预警信号，根据雷电强度区分预警级别，制作好预警信号后

将其通过辽宁省预警信息一键式发布系统发送手机短信给

社会公众；通过气象预警大喇叭将预警信号传递到每个行

政村；通过传真将预警信号发送到市委、市政府及市应急办

等相关部门。

2.4 重要报的编发（其他现象）

瞬时风速大于等于17 m/s时，即为大风现象出现。首

次出现超过20 m/s的大风时，选省定标准，经核实大风即

时风向和风速后，填在软件规定位置，编发重要报；当风

速超过24 m/s时，续发重要报，选国家标准，填好即时风

向风速，编发报文。需要注意的是08时、14时、20时观测前

30 m in内出现大风不单独发重要报，随正点报文发送相关

数据。

3 以上工作的重要意义

气象观测数据是开展天气预报、气候预测及各类气象服

务、科学研究的基础，是推动气象科学发展的原动力。它记

录并反映了气候的不断变化，深化对气候变化事实和规律的

科学认识，减少或消除有关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增强对全

球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时间的检测能力。气象观测提供了更

长时间序列的数据资料，提高预报预测的准确率和精细化

水平。人们迫切需要对气象灾害的综合、连续观测，以有效

防御和减轻灾害所造成的损失。综上，气象观测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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