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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昭苏县气象局提出。

本文件由伊犁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昭苏县气象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媛、吴楠、马忠孝、王丽萍、加娜提古丽·北提江、金赟、周明伟、孙栋栋、

赵剑、王玲、马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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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霓裳观测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虹霓裳的特征、观测与记录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与地面气象观测、旅游气象观测及其他气象观测中对虹霓裳的观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QX/T 48-2007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第4部分：天气现象观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虹 rainbow

虹（称主虹）是一种发生在大气中的光学现象。以几何光学的观点看，当阳光照射在大量的空中水

滴上，会在观察者眼中呈现出在太阳相对的方向、角半径约 42°、外红内紫的彩色圆弧，被称作虹（亦

称主虹、1 阶彩虹）；

3.2

霓 secondary rainbow

在虹的外侧，有时能观察到另一条彩色圆弧带，称为霓（亦称副虹、2 阶彩虹）。形成霓时，入射

阳光在水滴内部比形成虹时多经历一次反射。霓的亮度仅有虹的 1/8 左右。

3.3

裳 tertiary rainbow

当大气的洁净度及雨滴大小等条件满足时，太阳光线会在雨滴内发生三次或四次以上的反射。这时

天空中有可能会在霓的外部出现三层以上的彩虹，第三层以上的彩虹命名为裳。由于裳是霓经过雨滴的

再次反射形成的，光能量进一步损失，因此裳的光亮度很弱，肉眼几乎不可辨。自然界出现裳的几率很

低，很难被观测到。

3.4

亚历山大带 Alexandrian belt

在虹、霓、裳之间的区域要比周围天空暗一些，这些区域即为亚历山大带。

4 虹霓裳的观测和记录

4.1 观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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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霓、裳一般在雨后出现，出现时间短，消失快，当出现时必须快速准确地进行观测和记录。当

一天内多次出现时，应分别观测与记录。

4.2 观测和记录内容

4.2.1 观测项目

a) 人工观测：观测虹、霓、裳出现的起止时间、起止方位及最高点仰角，虹、霓、裳出现时的云

状、云量、云高，天气现象（过去一小时及现在时）、太阳方位及虹、霓、裳出现方位云的颜

色。

b) 自动观测：通过自动气象站观测虹、霓、裳出现地点的温度、湿度、地表温度、风向风速、能

见度等气象要素。

c) 影像观测：在虹、霓、裳出现时，选择合适的时间、合适的角度最佳对虹、霓、裳进行拍摄图

片，同时要选择合适的角度全程拍摄虹、霓、裳的生命周期。

4.2.2 注意事项

a) 虹、霓、裳的观测点应选择在视野开阔的固定地点，注意它的连续演变，根据指定的观测项目，

以本规范标准为依据开展虹、霓、裳观测。

b) 观测员应随时观测和记录出现的虹、霓、裳。如虹、霓、裳不是出现在已选择好的固定观测点

时，观测员在看到虹、霓、裳的第一时间开始观测记录，同时拍摄照片及影像资料，回来后，

将所观测的内容补充记录在观测簿上。气象数据选择距观测点最近的自动气象站资料。

4.3 记录规定

a） 分别记录虹、霓、裳出现的开始与终止时间，精确到分。

b） 虹、霓、裳起止方位以度（°）为单位，精确到10°；仰角以度（°）为单位，精确到5°。

c） 云状按《地面气象观测规范》（QX/T 48-2007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中二十九类云的简写字

母记录。

d） 云量、云高、天气现象按《地面气象观测规范》（QX/T 48-2007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规定

记录。

e） 太阳方位按8方位记录。

f） 虹、霓、裳出现方位云的颜色按“白、灰白、灰、灰黑、黑”五种颜色人工目测。

g） 所有气象数据均选取虹、霓、裳出现前60分钟至结束之间的分钟数据（仅保存电子档案），相

关要素在观测记录薄中只记录虹、霓、裳开始时的数据。

4.4 时制和日界

a) 时制：虹、霓、裳观测记录时间均采用北京时。

b) 日界：虹、霓、裳观测以日落为日界。

4.5 纪要栏的记载

a) 当虹、霓、裳出现在不是已选定观测的地方时，观测人员须注明照片来源、拍摄时间、出现地

点、拍摄所用器材和型号等。

b) 应调查记录虹、霓、裳出现前后的特殊天气变化情况。

c) 应记录虹、霓、裳出现时是否有罕见特殊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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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虹霓裳观测记录簿

地点： 日期： 月 日

现象名称 虹 霓 裳

人

工

观

测

项

目

出现时间

消失时间

起始方位

终止方位

最高点仰角

云状

云量

云高

天气现象

云的颜色

太阳方位

自

动

观

测

项

目

温度

湿度

地表温度

风向

风速

能见度

纪要栏

观测 :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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