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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面测报工作中，云、能、天等项目的观测仅
凭业务人员目力估测、记录，尤其是云状的观测，历
来是测报业务中较难掌握的技能。有的台站云状记
录的模式化问题较为严重，不同时段或同一时段连
续多个时次记录的云状如出一辙；有些台站的记录
中，雨层云、堡状云、荚状云、絮状云等几乎不见踪
迹。
云状记录模式化的原因
１１业务人员观云技术不过硬

有的观测员基础理论知识不够扎实，不研究各
种云的生成原理和演变规律，在日常业务中，仅仅
能正确辨认常见的几种云，一旦遇到复杂云天，就
分不清云层、难以辨认云状。出现罕见云，也不敢记
录，担心与其它要素矛盾。
１２观测员云码编发技能薄弱

在发报时次，观云之后，需对云状进行编码。为
了使编码简易，避免云码编发出错，观测员常选择
简单、常用、可靠的云码，再决定如何记录现有的云
状，违背了先观云再编码的正确程序。正是因为对
编发云码存在顾虑，观测员总是按照“可靠”的原则
记录云状，确保云码不出差错，久而久之，就形成了
模式化。

１３业务人员责任心不强
许多业务人员认为云状记录太多会产生矛盾，

是自寻烦恼。因此，尽管出现多种云状，也减少记录
种类，有选择地记录一两种，造成模式化记录。
对策
２１加强规章制度的学习，强化业务人员的职业
道德教育

台站在组织业务学习时，要安排规章制度学
习，并强化职业道德教育，要求业务人员严格执行
各项规章制度，明确观测员职责，认识测报岗位的
重要性。真正理解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是获取有价
值的气象资料的重要保证。
２２强化理论基础知识学习

台站需加强组织云类相关知识的学习，使观测
员懂得各种云的生成原理和演变规律，经常翻阅《中
国云图》，对照图片和说明文字，认真学习、思考。台
站要多开展云天观摩活动，强化观云技术水平。
２３努力提高云码编发技术水平

扎实掌握云码编报知识，可真正消除观测员
对编发云码的顾虑，如实记录数据。本文对天气
报、加密报和航危报中涉及到云码组的编码技术
进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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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参数标识符ＡＰ。数据段内容包括台站
名称、地址、制作人、传输日期等共１２条记录，各
条记录只有一组数据。现用仪器标识符ＹＱ，数据
段最多由７个子段的记录组成，每个子段的记录
分别为本月使用的ｐＨ计（ＹＰ）、电导率仪（ＹＫ）、
复合电极（ＹＦ）、电导电极（ＹＤ）、测温探头
（ＹＴ））、人工采样的采样桶（ＹＢ）、自动降水采样

（ＹＳ）设备的类型识别符和相应的仪器参数组成。
备注标识符ＢＺ，数据段内容分“酸雨观测环境报
告书记载”和“酸雨观测中一般备注事项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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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天气报、加密报中８ＮｈＣＬＣＭＣＨ组的各码首
先需根据云高定位，要求观测员牢记高、中、低不
同层次的２７个电码定义。根据电码，可总结助记
口诀：“高云：一毛二密三伪四钩钩，五小六大七满
八不满，九是卷积量多编。中云：一透二蔽三稳四
荚状，五侵六积七双八絮堡，混乱天空高积九。低
云：一淡二浓三秃四积层，五普六层七碎八不同，
九为优先Ｃｂ鬃。”业务人员也可自编适合的顺口
溜，烂熟于心，使用时能随口背出，可大大提高编
报速度。

在云码编报中要遵循的总原则是：首选指示
云，即ＣＨ电码４、５、６，ＣＭ电码８、９，ＣＬ电码２、３、
９；再选云量多的；量相同选大码。在云码的编报
中，还有几条特殊规定。

①雨层云编报。首先，记录雨层云，要明确其
属于低云族，编码在中云；它的云量算在低云中；
编报时，在ＣＭ码中选编２；云组中的Ｎｈ，先选ＣＬ
的量编，若没有ＣＬ云，则要编ＣＭ云的量。

②堡状云、絮状云和荚状云编报。低云族中的
堡状云、荚状云，与雨层云的记录、编码方法一致。
堡状云、絮状云一旦出现，无论量多少，均要编报
８，即代表指示性云。荚状云，如果出现在不同高
度，并处于变化中才编报４；如果在大片高积云
下，只有少量荚状云，则按量多原则编报。

③普通层积云与碎雨云同存。以Ｆｎ为主或
Ｆｎ的量＞３成，ＣＬ编报７；以Ｓｃ为主且Ｆｎ≤３
成，则ＣＬ编报５。

④降水云层下Ｆｎ、Ｆｃ一般来说都是派生云，
系由降水导致，应编７。当Ｆｃ不是由降水蒸发、凝
结生成，则要按实际情况编报１。

⑤普通层积云与积云同时存在。不同高时编
报８；同高时，有浓积云则编报２，无浓积云，则报
量多者，量相同再按发展趋势编报。

⑥卷积云与卷层云同存，卷积云量多于卷层
云，但卷层云属于系统侵入时，ＣＨ要编报５或６。

⑦钩卷云属于系统发展，ＣＨ编报４；不是系
统发展，则要编报１或２。

⑧无云，电码编报０。高云、中云下有完整的
较低云层布满全天，则高云、中云云码编报Ｘ。
（２）航危报中８ＮｓＣｈｓｈｓ组的编报是航空报中较

难掌握的一组，其规定较多，知识点较零碎。通过
几组典型云状的记录，分析８ＮｓＣｈｓｈｓ组的编报规
定，以便广大业务人员正确理解、应用相关编报知
识。

①某时记录云状“１Ｆｎ５００；９Ｃｂ１３００
（在以航代危报中，Ｗ２为８）”。此云状记录下，很
容易错误地将８ＮｓＣｈｓｈｓ组编为８１５１６８７９４３。此
时须明确一个知识点：危险报中，Ｃｂ的Ｎｓ码应编
报判断的云量。因此，正确编码是８１５１６８８９４３。其
中第二组的Ｎｓ编８就是因为经判断，Ｆｎ之上是
１０成的Ｃｂ。

②某时记录云状“Ｃｂ（云底低于测站，高于测
站部分云量为１成）；３Ｓｃ１６００；５Ｃｓ
４５００”。此时，不论有无雷电现象，Ｃｂ应编报其高
于测站部分的云量。正确编码为８１９００８３６５０
８７２６５。假如Ｃｂ换为Ｃｕ等其它云状时，则应编为
８２６５０８６２６５。

③某时记录云状“１Ａｃ３０００（为积云性高
积云）；３Ａｃ３２００（为普通高积云）”。因同属于
Ａｃ云，高度分别为３０００和３２００ｍ，ｈｓｈｓ编码均
为６０，云组编码时，不知到底该编一组还是两组。
因航空报８ＮｓＣｈｓｈｓ编报组数受０、４、６、１０层次（即
自下而上累积到某高度的云量达到０～３成、４～５
成、６～１０－、１０成）的影响，各个层次是严格以云
底高度划分的，与ｈｓｈｓ的编码相同与否毫无关
系。因此，３０００ｍ高度层的Ａｃ属于０层次，３２００
ｍ高度层的Ａｃ属于４层次，编码应为两组，即
８１３６０８３３６０。若积云性高积云换为普通高积云，
结果相同。

④有浓积云和积雨云时的编报原则。Ｃｂ一旦观
测到就要编一组，不受总量和自身量的限制，不一定
在０、４、６、１０的层次上，只存在占不占层次的问题。
例如记录为：“２Ｃｕ７００；２Ｃｂ９００；１Ｃｉ
５２００”。正确编码应为８２８２３８２９３０，Ｃｉ云不编，但
Ｃｉ的量改为２成或以上就要给Ｃｉ编一组。Ｃｕ必须
同时满足总云量≥４成，自身量≥２成，在０、４、６、１０
的层次上３个条件才编报。例如记录为：“０Ｆｃ
６００；２（Ｃｕ）８００；２Ｃｂ１１００；４Ｃｉ
５３００”。正确编码应为８１８２０８２９３６８６０６７，（Ｃｕ）不
编，因为它不在０层次、也不在４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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