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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基本影响天气系统定量化自动分析研究

（６—１０７）

!!

!!!!!!!!!!!!!!!!

日气温数据缺测的插补方法试验与误差分析

（７—８３）

!!

!!!!!!!!!!!!!!!!

强对流风暴新一代雷达产品特征分析 （７—９２）!!

大棚小气候特征及其与大气候的关系 （７—１０１）!

人工增雨可播区域自动选择方法研究 （７—１０８）!

北京自动气象站实时数据质量控制应用

（８—７７）

!!!!

!!!!!!!!!!!!!!!!

改进的武汉中暑气象模型及中暑指数等级标准研究

（８—８２）!!!!!!!!!!!!!!!!

云南昆洛高速峨山段典型山地雾的诊断分析

（８—８７）

!!

!!!!!!!!!!!!!!!!

沙澧河流域两场大暴雨过程的对比分析

（８—９５）

!!!!

!!!!!!!!!!!!!!!!

２００８年３—５月Ｔ２１３与ＥＣＭＷＦ及日本模式中期

　预报性能检验 （８—１１２）!!!!!!!!!!

基于协整理论的气温变化对南京市主要行业的影

　响研究 （９—９７）!!!!!!!!!!!!!!

山西省夏季旱涝的大气环流异常特征 （９—１０４）!

气象灾害农村预警发布系统 （９—１１２）!!!!!

国家级极端高温短期气候预测系统的研制及应用

（１０—１０２）!!!!!!!!!!!!!!!

洞庭湖区的气温特征及其对湖南气温分布的影响

（１０—１０８）!!!!!!!!!!!!!!!

浅析手机气象短信息乱码的问题 （１０—１１５）!!!

精细化预报订正平台设计 （１１—８９）!!!!!!

一次由秸秆焚烧引起的霾天气分析 （１１—９６）!!

贵州东部中亚热带季风湿润区
"

柑气候区划

（１１—１０１）

!!

!!!!!!!!!!!!!!!

用ＤＴＯＰＳＩＳ方法评价内蒙古中西部农业气候资源

（１１—１０６）!!!!!!!!!!!!!!!

２００８年６—８月Ｔ６３９、ＥＣＭＷＦ及日本模式中期预

　报性能检验 （１１—１１１）!!!!!!!!!!!

ＳＶＭ方法在降水预报中的应用及改进

（１２—９０）

!!!!!

!!!!!!!!!!!!!!!!

自动站与人工站相对湿度观测结果的差异及原因

　分析 （１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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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气中毒事件气象条件初步分析 （１２—１０３）!!!

稻瘟病发生发展气象条件等级业务预报技术研究

（１２—１１０）!!!!!!!!!!!!!!!

台站园地

ＣＩＮＲＡＤ／ＳＡ雷达发射机故障诊断技术与方法

（２—１１５）

!

!!!!!!!!!!!!!!!!

火箭防雹作业技术方法的探讨 （３—１１２）!!!!

基于高分辨率卫星影像的高炮作业点安全射界图

　的制作 （４—１２４）!!!!!!!!!!!!!

基于多级相似差额方法制作乡镇气温预报

（５—１１３）

!!!

!!!!!!!!!!!!!!!!

新一代天气雷达回波异常情况分析 （６—１１２）!!

气象因子对甘蔗茎伸长的影响 （６—１１６）!!!!

多种连接方式在自动站数据传输中的应用

（７—１１４）

!!!

!!!!!!!!!!!!!!!!

每月天气与气候

北方罕见连阴雨　南方大范围秋旱（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１—１１８）!!!!!!!!!!!!!!!!

强台风罗莎登陆浙闽　北方出现罕见连阴雨（雪）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１—１２４）!!!!!!!!!

全国大部降水偏少　江南、华南干旱持续（２００７年

　１１月） （２—１１９）!!!!!!!!!!!!!

南方遭受严重旱灾　大雾频发影响交通（２００７年

　１１月） （２—１２４）!!!!!!!!!!!!!

全国大部气温偏高　大雾暴雪影响严重（２００７年

　１２月） （３—１１８）!!!!!!!!!!!!!

江南和华南旱情缓解　中东部地区大雾频发（２００７

　年１２月） （３—１２４）!!!!!!!!!!!!

全国大部气温明显偏低　南方低温雨雪冰冻肆虐

　（２００８年１月） （４—１２７）!!!!!!!!!!

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历史罕见（２００８年１月）

（４—１３２）

!

!!!!!!!!!!!!!!!!

全国大部气温偏低　西南地区多阴雨雪（２００８年

　２月） （５—１１８）!!!!!!!!!!!!!!

西南东部又遭雨雪冰冻　北方出现三次沙尘天气

　（２００８年２月） （５—１２４）!!!!!!!!!!

气温偏高北方干旱　沙尘天气影响频繁（２００８年

　３月） （６—１１９）!!!!!!!!!!!!!!

全国平均气温高　部分地区持续旱（２００８年３月）

（６—１２４）!!!!!!!!!!!!!!!!

华北黄淮降水偏多　台风浣熊登陆极早（２００８年

　４月） （７—１１８）!!!!!!!!!!!!!!

台风浣熊登陆海南　北方遭低温冷冻害（２００８年

　４月） （７—１２４）!!!!!!!!!!!!!!

全国气温偏高　东北降水偏多（２００８年５月）

（８—１１９）

!!

!!!!!!!!!!!!!!!!

中东部大范围强降水　地震灾区阴雨天气多（２００８

　年５月） （８—１２４）!!!!!!!!!!!!!

华南持续暴雨　洪涝灾害严重　华北阵雨频繁雨

　量多气温高（２００８年６月） （９—１１７）!!!!!

南方大范围强降雨　“风神”登陆广东（２００８年６

　月） （９—１２４）!!!!!!!!!!!!!!!

北方大部气温偏高　海鸥凤凰登陆我国（２００８年

　７月） （１０—１１８）!!!!!!!!!!!!!

华南江南强降雨　两个热带风暴登陆（２００８年７

　月） （１０—１２４）!!!!!!!!!!!!!!

南方暴雨成灾　北方强对流频发（２００８年８月）

（１１—１１７）

!

!!!!!!!!!!!!!!!

局地暴雨洪涝灾害频繁　两个热带风暴登陆华南

　（２００８年８月） （１１—１２４）!!!!!!!!!

江南华南出现高温　三个台风登陆我国（２００８年

　９月） （１２—１１４）!!!!!!!!!!!!!

三个热带风暴登陆我国　四川遭受暴雨洪涝灾害

　（２００８年９月） （１２—１１９）!!!!!!!!!

２００８年世界气象日：观测我们的星球　共创美好未来

综合气象观测系统的发展 （３—３）!!!!!!!

其他

美国现行的地基气象观测系统 （１—１１４）!!!!

大气科学类西文期刊刊名的缩写 （５—１０８）!!!

云探测卫星ＣｌｏｕｄＳａｔ （８—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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