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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夏盛夏地方性云的统计特征及其对降水的指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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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临夏州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７～９月云天观测资料和地面降水实况资料，分析了本站地方性云
的分布特征及其与降水的关系，总结了临夏州地方性云对全州区域性降水和转折性天气过程的指示

性，探讨了地方性云产生较大降水的成因。结果表明：（１）临夏州本站出现“黄色馒头云”主要集中在
７月下旬至８月中旬，９月上旬出现概率也相对较大；（２）“黄色馒头云”将预示未来２４ｈ或４８ｈ会出
现降水，而且出现中雨以上量级降水的可能性很大。临夏州本站“黄色馒头云”对全州区域性降水和

久旱逢雨的转折性天气预报均具有很好的指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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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临夏州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位

于甘肃中部西南面，介于１０２．６８°～１０３．６７°Ｅ，３４．
９°～３６．２°Ｎ之间，西倚小积石山，主峰海拔４２１８
ｍ，南靠太子山，主峰海拔４３３６ｍ，境内山谷多，平
地少，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呈倾斜盆地状态。临夏

州降水稀少，但突发性暴雨洪水灾害却时有发生，给

工农业生产及人民财产、生命安全带来极大危害，是

临夏地区主要灾害性天气之一。如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５
日夜间，临夏全州普降大到暴雨，和政县出现１０６．２
ｍｍ的大暴雨，致使全州７人死亡（和政县５人、东
乡县２人），２人受伤，共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４
３１２．０８万元。因此临夏州降水预报一直受政府等
相关部门高度关注。然而，受特殊地形的影响，临夏

州降水具有雨强大、来势猛、持续时间短、破坏性大

等特点，因此一直是当地预报的难点和重点。关于

降水预报预警不少学者从天气分型、数值预报产品

解释应用、物理量诊断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

作［１－６］，但对降水云系的观测及其分析等方面的相

关工作开展较少，特殊云型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活

“天气图”，充分利用云型资料，因地制宜地加以运

用，不仅对提高天气预测水平起着积极的作用，也为

逐步建立中、大雨云型，暴雨云型，转折性天气云型，

区域性天气云型的模式创造良好条件。当地群众对

看本地的指示性、地方性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康

乐看白石山，广河看南北山，和政、东乡看太子山，永

靖看雾宿山等，含有天气预报的内容，其山腰和山顶

地方性云的生消变化，对未来天气的变化具有一定

的指示意义。因此本文主要从观测角度统计分析地

方性云的特征及其对降水的指示关系，以期为临夏

州降水预报提供参考。

所用资料主要包括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临夏州盛夏
期间（７～９月）本站云天观测资料和全州地面降水
实况资料；所统计的地方性云主要指“黄色馒头

云”。

１　临夏州地方性云的特征和成因

１．１　地方性云的旬分布特征
图１是临夏州本站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７～９月０８

时各旬观测中出现“黄色馒头云”的分布情况。

　　可以看出，临夏州本站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７～９月
０８时观测出现“黄色馒头云”共计２４次，其中７月
份出现了７次，约占２９％，８月份出现了１３次，约占
５４％，９月份只出现了４次，约占１７％，由此可见，临
夏州本站盛夏出现“黄色馒头云”主要集中在８月
份，７月份次之，９月份最少。从出现时间的旬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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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临夏州本站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７～９月
各旬出现“黄色馒头云”的次数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ｙｅｌｌｏｗｓｔｅａｍｅｄｂｒｅａｄｃｌｏｕｄ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Ｊｕｌｙｔｏ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９０－２００９ｉｎＬｉｎｘｉａ

看，临夏州本站７月下旬至８月中旬，共计出现这种
“黄色馒头云”１５次，约占总数的６３％，９月上旬出
现概率也相对较大，共计出现了４次，９月中下旬没
有观测到这种“黄色馒头云”出现，盛夏其余各旬出

现的概率相对较小，共计５次，约占总数的２１％。
１．２　地方性云与降水的统计关系

云是气象观测的重要项目之一，是大气中的小

水滴、过冷却水滴、冰晶或它们的混合物组成的可见

聚合体；其底部不接触地面，并有一定厚度。各种云

的形成和演变，是大气中错综复杂的物理过程的具

体表现，也是预示未来天气变化的重要征兆［７］。如

群众根据云的形状、出现时间、所在方位和地理位置

等进行长期观测后总结出如“夏天八、九点钟有黄

色馒头云，天下大雨”等一系列对降水具有指示意

义的观察经验，为了说明这种“黄色馒头云”对降水

的指示意义，我们统计了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临夏州本站
０８时出现“黄色馒头云”及其对应２４ｈ和４８ｈ的降
水量关系（表１）。不难看出：在观测到的２４次“黄
色馒头云”中，未来２４ｈ出现中雨以上量级的降水
共计１６次，约占总次数的６７％，其中有７次出现了
大雨，２４次中仅有１次未出现降水，仅约占４％。从
未来４８ｈ（２４～４８ｈ）的降水情况看，在观测到“黄
色馒头云”后的未来２４～４８ｈ出现中雨以上量级的
降水共计１１次，约占总次数的４６％，其中有２次出
现了大雨，１次出现了暴雨，２４次中有４次未出现降
水，约占总次数的１７％。从未来４８ｈ过程（０～４８
ｈ）的降水情况看，在观测到“黄色馒头云”后的未来
４８ｈ过程降水全部达到中雨以上量级，其中有１３次
达到大雨以上标准，２次达到暴雨以上标准。由此
可见，当观测到“黄色馒头云”时，预示未来２４ｈ内

或４８ｈ内将会出现降水，而且出现中雨以上量级降
水的可能性很大，未来４８ｈ的过程降水量出现大雨
的可能性也较大，对全州中雨以上量级降水预报具

有很好的指示意义。

表１　临夏州本站“黄色馒头云”与对应地面降水的关系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ｙｅｌｌｏｗｓｔｅａｍｅｄｂｒｅａｄ
ｃｌｏｕｄ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ｔＬｉｎｘｉａ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

时间
０～２４ｈ降

水量／ｍｍ

２４～４８ｈ降

水量／ｍｍ

０～４８ｈ降

水量／ｍｍ

１９９００７２４ ３４．８ １３．９ ４８．７

１９９１０８１１ ５．２ １２．８ １８．０

１９９２０７０６ ４．８ １６．６ ２１．４

１９９２０９０４ ２３．７ ０ ２３．７

１９９３０７２３ ３０．２ ０ ３０．２

１９９３０９０５ ２０．３ Ｔ ２０．３

１９９４０７０８ ２１．３ １．８ ２３．１

１９９４０８１１ ２６．３ ７．４ ３３．７

１９９５０７１１ １８．０ ０．７ １８．７

１９９７０７２９ Ｔ １４．６ １４．６

１９９８０８１８ １７．１ ３５．７ ５２．８

１９９９０８０４ １．７ ５３．０ ５４．７

２００００８０５ ３．０ ２３．８ ２６．８

２００１０８１５ ３５．８ ０．６ ３６．４

２００２０８０３ ０ ４４．０ ４４．０

２００３０８２０ ２９．３ ０ ２９．３

２００４０８１３ １２．３ ４．０ １６．３

２００５０８２９ ０．５ １０．３ １０．８

２００６０８０３ ３０．８ ２．０ ３２．８

２００７０８２５ ２７．５ ０ ２７．５

２００７０９０１ ９．６ １６．１ ２５．７

２００８０９０７ ２４．５ ４．８ ２９．３

２００９０７２５ １１．３ １１．７ ２３．０

２００９０８１７ １９．６ １．０ ２０．６

１．３　临夏州地方性云与全州天气的关系
将全州３个或以上的站日降水量≥１０ｍｍ的过

程，定为全州区域性降水过程；３个或以上的站，过
程前期≥１５ｄ累计无１０ｍｍ或以上降水，本次有 ＞
１０ｍｍ的降水，定为转折性天气过程；为了分析“黄
色馒头云”对全州区域性降水或转折性天气过程预

报的指示性，我们对上述２４个实例进行了统计（统
计表略）。结果发现，临夏州本站出现的２４次“黄
色馒头云”中，有 ２２次过程达到了区域性降水过

９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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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约占总次数的９２％，有９次过程出现了转折性
天气，约占总次数的３８％。由此可见，临夏州本站
出现“黄色馒头云”将预示全州将出现区域性降水

过程，对全州区域性降水预报和久旱逢雨的转折性

天气预报均具有很好的指示意义。

１．４　地方性云与降水关系的成因探讨
“黄色馒头云”气象观测上称淡积云，呈现黄色

主要是因为早上八、九点钟，在辐射光谱中，由于红

色、黄色比例大，所以用肉眼看去云呈现棕黄色。淡

积云在夏天屡见不鲜，对降水的指示性是因为积石

山脉从临夏州西部向西南延伸，南面有太子山，形成

西南部高而东北部低的倾斜状盆地，境内多起伏山

岭，最高的达里加山为４６３６ｍ。当西南气流受地形

抬升作用，首先在本地出现了“馒头云”。早上出现

对流云，说明不但低层水汽充沛，而且低空出现了不

稳定，在这种天空状况下，往往是高温、高湿、降压。

如果有高空系统配合，造成降水的可能性就会加大。

对照实例查证，此时冷空气在新疆东部或青海湖以

西地区，当冷空气移至本地与暖湿空气汇合时，造成

较大范围辐合抬升，形成强烈的对流而产生较大的

降水。临夏州夏季大到暴雨的典型环流形势见图２
（图中蓝色线表示 ５００ｈＰａ环流形式，棕色线表示
７００ｈＰａ暖湿气流输送方向），低层７００ｈＰａ有一支
偏南气流源源不断地向临夏输送水汽，配合高空冷

平流形成下暖上冷的层结结构，容易形成对流出现

大到暴雨。

图２　临夏州夏季大到暴雨的典型环流形势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ｃｉｒｃｕｍｆｌｕ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ｖｙｒａｉｎ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ｉｎＬｉｎｘｉａ

２　结　论
（１）临夏州本站盛夏期间出现“黄色馒头云”的

时段主要集中在７月下旬至８月中旬，９月上旬出

现概率也相对较大。

（２）“黄色馒头云”可以预示未来２４ｈ或４８ｈ
会出现降水，而且出现中雨以上量级降水的可能性

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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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未来４８ｈ的过程降水量出现大雨的可能性也
较大。

（３）临夏州本站出现“黄色馒头云”能够预示全
州将出现区域性降水过程，对全州区域性降水和久

旱逢雨的转折性天气预报均具有很好的指示意义。

“风是雨头，云是前兆”。云型与天气有一定的

共同内在规律，只是由于各地条件不同，才使云的外

形、出现地点、降水量级、过程时间等各有差异。提

高云天目测项目质量，重视对“三性云”的观测和研

究，需要努力从云型与当地天气变化的个例中分析

其物理成因，从中探索地方性的指示云与天气的关

系。由于地方指示性云型的出现，往往不在观测的

时间内，因此文中地方指示性云的观测个例不多，在

分析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另外，本文仅从观

测角度统计分析了“黄色馒头云”对降水的指示意

义，缺少对更多地方性云型及其与降水关系的理论

分析，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作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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