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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眼里的气象观

测，总少不了雷达等现
代仪器，但雷电的观测
却很特殊，似乎还停留
在“原始”阶段，全靠观
测员的耳听、眼见和笔
记。而南京雷雨天气飘
忽不定，往往东边日出

西边雨，更增加了雷电
观测难度。昨天中午，酷
暑，南京闷热难熬，最高
气温达到今年最高———
37.8℃，下午则风云突
变，一场雷阵雨席卷而
过。气象专家说，在夏

天，如果碰见冷空气，有
的雷暴天气 “寿命”会
延长，可以持续几个小
时。张军告诉记者，其实
雷电出现之时，观测员
必须要对天气有预判，
不然一声轰雷，猝不及

防，错过观测时机。
“这场雷雨天气是

夏天常见的雷阵雨，称
不上特殊。”张军说，
今年 8月 1日的雷暴天
气就比较怪异了，雷暴
从当天下午 5点 47分
开始，至晚上 9点 25
分才完全结束，时间长

不说，其中有段时间，
两个方向还同时出现闪
雷，好似两边的雷公在
斗气。遇见这样的恶劣
天气，气象观测员耳朵
都得竖起来仔细听，才
能辨清雷电的方位。一

般没有一两年的锤炼，
是很难成为一名合格观
测员的。只要雷电没有
结束，观测员都必须留
在自己的岗位，如果观
测员认定这是一次强雷
暴天气过程，还必须及

时发布重要天气报告，
以提供给省气象台预报
员或者其他部门决策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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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观测天气已经

11年了，几乎摸清了雷公
的脾气。“平常人可能认
为一旦打雷，响声似乎哪
儿都有，听不清方位，更没
有什么规律可言”，张军
告诉记者，其实不是这样
的，南京属于中纬度地区，

在高空盛行西风气流，因
此雷电系统往往也被西风
吹着跑。如果雷电天气从
西边开始，那么它的移动
就是从西往东。张军还发
现一些很有用的气象小常
识，例如，黑压压的乌云从

东边滚滚而来，看似一场
强雷暴即将来临，其实往
往就是个“纸老虎”，雷雨
对南京影响很小，不过也
有反常的极端例子，那么
肯定就成气象灾害了，当
然，这种天气非常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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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电发生时，为了避

免干扰，气象观测员有时
还得站在屋外，这样才能
听得清雷声，看得清闪
电，即使在暴风骤雨的夜
晚，气象观测员也得站在
门外，因此雨伞、胶鞋、手
电筒往往就成了必备的

工具。张军笑着说，当然
也不是什么时候都站在
门外，他们的笔再快，往
往也跟不上雷电速度，一

次雷电过程少说也有数
百次连续闪雷，人工观测
是办不到的，通常15分
钟内的连续响雷闪电只
是同一个雷暴系统发生
的，因此往往只记录为一
次雷暴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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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暴天气是一天繁忙

观测的“插曲”，天气恢复

晴朗后，观测员一天的工
作显得十分有规律。每天

24小时每个正点时刻都
需要有人观测天气实时变
化情况，如温度、湿度、气
压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的天气数据。无论烈日炎
炎，还是狂风暴雨，都不能
间断，遇到特殊情况，观测

次数还要增加。
“先等一会，我忙完

了再接受你的采访。”晚
上7点半，张军抱歉地对
记者说，每天晚上8点是
观测员常称的 “大观
测”，在这个时间，全世

界的观测员都需要将所
有的天气要素观测一遍。
屋外的草坪上放置了百
叶箱等各类气象仪器，张
军得用最快的速度准确
读完并记录下地表温度、
日照时间、地下温度。

与世界上千千万万的
观测员一样，这个工作就
是每天准点与冷冰冰的仪
器打交道，时间长，一些人
会觉得比较单调和枯燥。
“最必需的品质是耐心与
仔细。这些是原始数据，

也是气象历史，如果错了
一个数字，永远都没有办
法弥补。”张军笑着说，他
对观测很有兴趣，时间一
长，也不觉得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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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都是人们休息

日，但是观测员都专门
抽出这一天，做为“训
练日”。气象资料 24小
时都必须要人观测，因
此平时 7个观测员要轮
流值班，熬夜是经常的
事，当然会吃苦还不够，

观测员不仅要有知识积
累，十足的耐心和仔细，
还得具备一项最重要的
素质———精准的距离判
断。张军告诉记者，每
个星期六就是大家的训

练日，这一天，7个观测
员进行集体观测。大家观

测远方同一件参照物，各
自说出自己的判断，例如
当天能见度是多少。张军
说，这样的训练课必不可
少，因为各人视力程度不
同，如果天气晴朗，看到
紫金山表明能见度 10公

里，视力稍差一些看不清
楚也没有关系，但是和其
他观测员交流后，心中一
定要有数，知道此时自己
看到的这个状态代表了能
见度10公里，久而久之，
大家就能将观测结果做到

基本一致，客观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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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校场今年新添了一

个自动化的闪电定位仪，
几百公里以内的电闪雷
鸣全部尽收眼底。由于
电流会产生磁场，因此
定位仪就是利用监测磁
场的办法判断雷电位置、
强度。江苏省气象台专

家介绍，这个全身白色
的仪器可以时刻 “盯”
着闪电。视觉上看到的
一次闪电过程实际包含
了数十次“小闪电”，闪
电定位仪就可以精确记
录着小闪电的数量。记

者看到，这个定位仪还
可以将闪电的经度和纬
度精确描述出来，闪电的
位置可以精确到误差仅有
几米，只需要 30秒，闪电
位置及强度就可以测出并
传回到气象台的数据库

内。张军说，这个仪器从
另外一个角度诠释闪电，
观测可以更精细化，但是
人工肉眼观测确是一项经
典观测内容，从建站开始
就有了。现在尽管有更先
进的仪器了，但肉眼观测

仍然得继续，只有这样才
能丰富观测资料，提高预
报水平。 º*+, ð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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