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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峰雪观测方法介绍
勺

, ‘ 一 、

。

场小 止

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王研 究所

‘

今气
·

降雪对农业生产
、

交通运输和人民生活 普通雨处计‘ 览表

都有影响
。

一

降雪观测资料是冬季山区雪崩预

报
、

春季河川径流预报么及水卒和气候模型

的重要参数
。 ,

丫
’

气象和水文部门常规的降雪观测有两个

主要项 目 , 一是以厘米计的积雪深度
, ’

另一个

是甘水当氢
‘

即降雪折合成水层的深度一
降水量

,

以毫米计 雪深 是 反 映 雪害 的指

标
,

雪水当量是气象和水文预报最关心的资
科

。

雪深可直接量测
,

‘

雪水当皇资料时取得
有三种途径

, 。 。

咐接观测降

雪折合水层深度 , ②取二定体积的雪样
,

融

化或称旗 ,, 确定 新雪 密 度 外扩观侧雪深
,

用 计算雪水当量
’

, ③观

侧 雪深
,

认 为 新
’

雪 密 度 等 于
‘

其 平 均值

切 二 、 推测雪水当量
。 二

’

。
’

·

由于风对降雪 分布的影响
,

降雪观测比

修雨观测困难
,

,

雨雪邓测 的方法和仪器也在

不断更新
。

本文拟简要介绍几种国外观侧降

雪的仪器和方法
,

·

供国内仪器研制和研究工

作参考
。

厂 、 ‘ 、

,

一
、

雨量计观测降雪
、 ,

二

雨量计观测降雪是传统方法
,

它直接量

铡降水量
,

是 目前应用较广的一种手歇
,

常

用来观测降雪的雨量计有三种
。

‘

”
, ’

首先是普通雨量计
。 。

观测员通过称量雨

量计中雪的重量或侧量融雪水体积确定几小

时或一 日内的降水量
。

这 种 雨 量 计 结构简

单
,

安装方便 几乎不用维修和保养
。

’

各国

普通雨量计的尺寸和安装高度
】

雨量计器口

有 度 不 同 , 见表
。

’

其次是 自记雨量计
。

通过称重
,

记录系

统 自动记录降雪过程及降雪总量
,

自记时间

丫 表

、 , 口 径
王月 目兄 八一 、

、妇几皿二

深 度 安放高度
防风圈种类

加拿大

七

无

无甘
国联国国美苏类中

粤丫周 自记较多
,

并配加无线 电装置可自动

远传资料
。

用来观测固态降水的 自记雨母计

的储水筒中一般都放有防冻液
,

上裘一薄油

层
,

阻止防冻液蒸发
。

落入雨量计中的雪可

通过油层
,

溶于防冻液中
。

防蒸发的油可用

稀凡士林之变压 器 油 以 及高 质量的防冻机

油
。

油质越稀越好
,

要 保 证 在 低 温下不变

粘
、

不结块
。

油层的厚度在防止蒸发的前提

下
,

越薄越好
,

但不能少于
。

另外
,

也可用太阳能或电派加热来融化降雪
,

但加

热可能会导致融雪蒸发
,

造成额外损失
。

费斯齐
一

波特

和贝尔福德 自记雨量 计是国外

常用的两种测雪 仪 器
。

它 们 的 口 径 均 为
。 ,

前者储水筒容量 为
,

自记

范围从 。一
,

记录精度为
。

记录方式是纸 带 穿 孔
,

读数时间间隔 可在

到 内调整
,

一般 读数一次
。

仪器使用的电源可由电池或电路供给
。

贝尔

福德自计雨量计储水筒 容 积 为 包

括防冻液在内
,

自记系统由称重和计时两部

分组成
,

记录 方式是记 录 纸
,

记录 精 度为
,

自记时
·

间为 天 〕。

综合上述
,

用 雨 量 计 观 测 降雪直观简

军文承蒙施雅风先生审阅
,

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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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
, 自记雨量计使用 方 便

,

这 是 它们 的优

点
。

但是
,

雨量计观测降雪受风 的影响很大
,

其观测值 比实际降水量系统偏小
。

因此
,

人

们设计了许多不同的防风 圈 来 减 小 风 的影

响
。

其中尼费尔 防风 圈 的防风
。

效果较好
,

对比观测表明卿即
,

它比无防风

圈的同类雨量计多捕捉降雪 左右
。

但是

尼费尔防风圈在微风大雪条件下
,

降雪会在

防风圈上积累
,

遇有阵风时
,

圈上积雪会被

吹入雨量计
,

从而又使观测值偏高
。

其次是雨量计观测降雪中的湿润损失和

蒸发损失
。

所谓湿润损失是指雨量计承水器

和储水筒 瓶 内 壁 对 降雪 或 融雪水的吸

附
。

据估计
,

苏联特立奇耶克夫雨量计的湿

润损失
,

每次观测中为
,

加拿大尼

费尔雨量计每次观 测 中 的 湿 润 损 失 约为
。

功 , 国内 普 通 雨 量 记为 功左

右
。

雨量计 的蒸发损失是指降水停止到观测

时刻 以及降水间歇期内雨量计储水筒 瓶

中水分的蒸发
,

它 的大小取决于观测点的气

候条件和每日观测降水的次数
。

冬季降雪观

测时气温较低
,

雨量计的蒸发损失不大
,

日

损失量不会超过 。
。

总之
,

由于以上原 因
,

雨量计观测的降

雪量比实际降雪量偏小
。

二
、

雪尺和测雪板观测降雪

雪尺是带有刻度的木尺或钢尺
。

降雪之

后用雪尺在地面或测雪板上量测降雪厚度
,

得到点雪深 ,

多点坛测
,

求取平均
,

就得到

面平均雪深
。

测雪板由木板或薄钢板制成
,

其形状有正方形
、

长方形和菱形
。

测雪板一

般为白色
,

使用时水平放置在观测场地面
,

降雪前或每次观 测 后 清 扫 干 净
。

降雪停止

后
,

用雪尺测量板上雪深
,

用称重或化雪测

量融水体积的方法确定新雪密度
,

然后计算

雪水 当量
。

用雪尺在测雪板或地面测量雪深比较方

便
,

测量精度也较高
。

但如果用雪深资料推

算降水皿
,

就涉及到新雪密度的取值问题
。

据 古迪森。〕对加拿大 以上台站

用新雪密度为
· 一 “ 来推算雪水当量

时发现
,

新雪密度随地区和降雪过程 时间

而变化
,

表 是用实测和平均新雪密度推求

雪水当量的对比
。

表 新雪密度的交化和雷水当企的推算

实测雪水当量 推算雪水当皿
侧次

雪 深

皿

密 度
、

。

。

。

。

。

。

由表 可见
,

推算的雪水当量
,

通常都

小于实际观测值
。

并且新雪密度随降雪过程

而增大
,

即新雪迅速密实化 表略
。

国内的

工作者 王彦龙 给出滇北和天 山西部的新

雪密度 表
。

表 浪北和天 山西 部的新冒密交
一

勺

” 区 最大密度 。刁、密度 平均密度 测 次

镇 北

天山西部

“ 】
‘

由表 可见其极值以及均值的地区差异

也很明显
。

所以
,

用雪尺量测雪深 ,

推求雪
一

水当量
,

必须认真测定新雪密度
。

测雪板观测降雪受风的影响较大
,

一方

面风吹雪积累在板上
,

另一方面风将雪从板

上吹走
。

一般来讲
,

风吹去板上的雪较雪吹

上板要严重
,

在大风
、

低温天气条件下
,

测

雪板上的雪 会 被 吹 光
。 。 。

哈里斯即等

对比测雪板和加拿大大气环境局标准尼费尔

雨量计的观测结果
,

发现在 次降雪观测

中
,

有 次 占 测 雪 板 的 观 测 有

效
。

算余 次观测
,

测雪板受风吹雪影响
,

失去意义
。

次 有效观测对比
,

测雪板观

测的雪水 当 量 相 当 于 雨 量 计 观 测 值 的
。 。

概括来讲
,

雪尺和测雪板使用方便
,

但

要获得有代表性的雪深资料
,

侧点要多
。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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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测雪板易受风吹雪的影响
,

要尽量放置

在背风的场所
。

三
、

雪枕观测降雪
’

雪枕 和 气枕粗似
,

由橡胶或不锈痢葡成
,

内部充有防冻液 乙

二醇的水溶液
,

和外部压力表连接
,

当雪枕

上校雪层变化时
,

雪枕所受压力变化
,

压力

表读数记录雪层的积消过程 包括降雪量
、

降雪强度
、

雪深及雪层的捎融
。

雪枕有八边

形
、

圆形和长方形
,

它的形状不影响观测精
度

。
’

雪枕的面积和观侧精度成正比例
,

亩积

大 的雪枕能够在深厚积雪条件下敏感的反应

雪层变化
。

大雪枕运输困难
,

所以国外常用

的中型长方形雪枕
。

雪枕为人们所接受
,

主要是因为它 的造

价不高
,

使用方便
,

、

易手操作 , 自动记录雪

尺深度
,

一

反应降雪过程 , 观测精度高 直径
为 “ 的 圆 形 雪

,

林
,

、

句
‘

记 录海小 时

心 的雪层变化 , 观测值代 表性好护

取得 “ 面 ” 上的观测资料
。

」

另外广雪枕不象
雨量计那样受风 的 严重 干 扰

,

雷困认为
,

这是最重要的优点
。

一
、

林斯
但是

,

雪枕

的使用也有一些限制和不足
。

首先在坡地
、

沟谷和木平坦的观测场不能使用雪枕
。

不同

尺寸的雪枕对雪层变化的反应速度不同
, ·

小

雪枕的反应速度较慢
。

其次
,

降雨或积雪消
融会在雪层中形成冰层

,

该冰层对以后降落

在雪枕
一

的新雪有支撑作用
,

从而便观测降

雪小于实际降雪量 ,
·

雪枕面和其上覆雪层之了

何的缝隙也会导致冰层 冰桥 的产生
,

而

雪体之间的相互支撑
,

、

同样使压力表反应的

雪压偏低
。

此外
,

随着气温的变化
,

雪枕中

防冻液膨胀或收缩
,

·

使压力表随之波动
, 几

一

影

响雪枕的观测精度
。 一

、 、 一 、

四 、 降雪观测 中存在的问题
「 了

、

、

综上所述
,

笔者认为降雪观测中存在几

个问题是 一
一 ‘ 一 、

一

受风 的影响
,

观测场难以选择
。

雨量

计观测降雪受风的干扰
,

雪尺
、

钡组雪板和雪

枕也不同程度地受风的影响
,

导致偏离实际

降雪的观测值
。

因此
,

降雪观测中如何选择

合适的场地
,

尽量减小风对仪器的影响
,

或

在选定 的观测场如何有效地防风
,

是一个值

得注意的问题
。

一

认观测资料精度低
、

代表性差
。

雨量计

观铡降雪除受风的影响外
,

还有湿润损失和

蒸发损失
,

用雪尺在地面量测雪深
,

推求雪

水当量
,

需要较精确的新雪密度观测 常规

观测中投有这个项 目
,

而雪枕的使用有冰桥

和压力表波动等不足
。

另外
,

由于风吹雪引

起降雪重新分布以及各观测场地形
、

拔海高

度和开阔程度的差异
,

使得降雪观测资料的
气

代表性较差
。

降雪观测使用的仪器多
,

同种仪器又

有不 同的设计和安装方式
,

相应的观测方法

各不相 同
。

这样获取的观测资料
,

有各自的

系统误差
,

不利于不同地区降雪观测资料的

对比分析
。

总之 ,

降雪观测 比较困难
,

要准确观测

雪深和雪水当量
,

有许多工作要做
。

目前
,

降水观测值 尤其降雪观测值 比实际降水

量系统偏低是普遍性问题
。

它将直接影响水

量平衡
、

’

水分循环和水资源计算以及水文模

型的精度
。

因此
,

有必要加强以固态降水观

测为重点的降水观测误差分析和订正方法的

研究工作
。

参 考 文 献

〔 〕 ‘七 , 日么
·

, 主。

〔 〕
, , 抚

夕 “ , 主

七。 , , ,

〔 〕 , ,

七 。, 七 七五
, , ,

一
,

〔‘ 〕 俘。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气象 第 拳 第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