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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两次寒潮天气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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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利用常规天气资料和数值预报产品，应用天气分析和诊断分析方法，并结合

宁夏寒潮预报系统的预报结果，对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４日和１２月２０—２１日宁夏出现

的两次典型寒潮天气过程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两次过程均是在前期强烈升温的

基础上，有强冷空气在西西伯利亚及贝加尔湖堆积并向南侵袭造成的；两次过程亚洲

中高纬环流形势均表现为“一脊一槽”型，动力机制均为高空旋转低压槽与强锋区，促

使寒潮爆发的流场均为“低槽旋转型”；冷空气爆发后，宁夏上空均由强盛的冷平流控

制，地面冷高压均进入关键区并达到寒潮强度；但由于寒潮发生的环流背景、影响系

统及冷空气的强度、发展、移动路径不同，因此两次过程的降温幅度和对宁夏造成的

影响也不同。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宁夏冬季寒潮天气的预报着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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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寒潮是宁夏主要灾害性天气之一。根据

中国气象局最新业务规范并结合实际情况，

宁夏寒潮标准定义为：２４ｈ或４８ｈ日平均气

温下降１０℃或１２℃及以上，且最低气温在

５℃以下并伴有大风、降水或沙尘暴
［１］。宁夏

寒潮多发生在过渡季节的春秋两季（约占寒

潮总数的８０％以上），且７０％以上的寒潮伴

有沙暴、降水、霜冻、冻雨等天气［２］，对农牧

业、工业、交通等影响较大。

近十几年来，随着全球气温明显升高，尤

其是冬季增温显著［３］，很多分析结果表

明［４９］，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中国各类寒潮的

发生频次呈减少趋势，且强度有所减弱。但

这些研究大都针对国内不同地区，其结论具

有明显的区域性。国内不少学者在大量中国

典型寒潮过程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影响中

国大陆的冷空气源地、路径和环流形势，并得

到一些预报指标，但包括宁夏气象工作者在

内所作的个例分析大都是针对春季［２，９１５］，冬

季的很少。对宁夏来说，全区性的寒潮过程

较少，平均一个冬半年（９个月）约一次，且以

４月居多（约占寒潮总数的３１％），１２月最少

（仅占寒潮总数的７％），历史上１２月出现的

寒潮仅有３次，而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４日和

２０—２１日（简称“１２．２”过程和“１２．２０”过程）

连续两次在１２月发生的寒潮天气为近３０年

来（最近的一次１２月寒潮出现在１９７６年）宁

夏首次出现。因此，在全球气候大背景发生

变化的情况下，有必要对这两次在同一季节

出现的典型寒潮过程的环流背景、影响系统、

冷空气活动等进行对比分析，以进一步揭示

宁夏寒潮的天气成因和形成机制，有助于提

高宁夏寒潮天气的预报能力。

１　主要天气事实对比分析

１２．２过程前期，宁夏受蒙古热低压控

制，地面升温迅速，寒潮前３天平均气温较常

年同期偏高４～８℃。１２月１—５日入冬以来

最强冷空气从西伯利亚自西北向东南席卷了

几乎整个中国，直至５日，残余冷空气还影响

南方大部地区气温继续下降，宁夏也出现了

全区性寒潮。２—４日４８ｈ日平均气温普降

１１．３℃左右，有７站降温幅度超过１２℃，最

大瞬时风力超过７级的有６站；伴随大风降

温，大部地区还出现了微到小雪；５日清晨宁

夏大部地区最低气温普遍达－１２℃ 至

－１８℃，其中盐池达－２１．６℃。此次寒潮过

程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３６１．８８万元。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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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空气活动主要有４个特点：范围大、平均风

力强、降温明显、雨雪不强且分布不均。

１２．２０过程前期，宁夏受河套倒槽控制，

地面升温明显，寒潮前３天平均气温较历史

同期偏高３～５℃。２０日来自贝加尔湖的强

冷空气从内蒙古中西部经河套地区进入我

国，直达长江中下游及江南地区，宁夏也出现

了全区性寒潮。２０—２１日２４ｈ日平均气温

普降１０．９℃左右，有４站降温幅度超过

１２℃，最大瞬时风力超过７级的有９站，其中

盐池还出现了扬沙；２１日清晨宁夏大部地区

出现了入冬以来的最低气温，普遍在－１６℃

至－２０℃，其中麻黄山达－２３．８℃。此次寒

潮过程造成个别市区温棚中的部分作物受

损，没有出现明显灾害损失。此次冷空气具

有影响时间短、降温幅度大、瞬时风力强、局

地降雪强等特点。

表１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两次寒潮过程主要指标对比

过程

日期

影响

范围

前期平均温度与

历史同期相比／℃

２４ｈ降温

幅度／℃

４８ｈ降温

幅度／℃

过程后日

最低气温／℃

降水／大

风站数

平均降

水量／ｍｍ

１２．２ 全国大部 偏高４～８ ０．７～１０．４ ７．８～１７．５ －１２～－２１．６ １４／７ ０．２（雪）

１２．２０ 全国大部 偏高３～５ ８．２～１３．６ ７．３～１７．８ －１６．２～－２３．８ ２／９ ０．０（雪）

　　通过表１的主要天气指标对比可以得

出：两次寒潮过程均是在前期强烈升温的基

础上有较强冷空气向南侵袭造成剧烈降温和

大风，１２．２过程降温持续时间更长、影响范

围更广，而１２．２０过程降温更迅猛、剧烈，但

对宁夏的影响却小于１２．２过程。

２　环流形势对比分析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宁夏寒潮的主要天

气学特征表现为：在关键区内地面冷高压强

度强、高空锋区强、地面冷锋前后压温梯度

大［２，１６］。宁夏寒潮天气影响系统的关键区为

４０°～５５°Ｎ、９０°～１１０°Ｅ，同时，由于各季节气

候因素及下垫面温度的不同，强冷空气中心

和地面冷高压强度各月也不尽相同，１２月寒

潮天气冷高压强度指标为１０６５ｈＰａ
［１６］。

２１　５００ｈＰａ环流背景及演变特征

据宁夏寒潮预报的经验可知：影响宁夏

寒潮的环流背景主要有两种［１］，其一为高指

数，即西风强盛，从能量角度分析是位能积聚

时期；另一种是低指数型，即环流经向度加

大，是位能释放转变为动能的时期。从图１

两次过程的亚洲地区５００ｈＰａ西风环流指数

（简称“西风指数”）变化可以得知：两次寒潮

过程均属于典型的低指数型，过程前期（１１

月２９日和１２日１６日），西风环流指数均呈

下降趋势，环流经向度逐渐加大，寒潮爆发日

（３日和２０日）西风指数达到最低值，即乌拉

尔山高压脊发展到最强阶段。５００ｈＰａ环流

形势演变与西风指数变化相一致。

图１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８日至１２月５日

和１２月１５—２２日西风环流指数演变曲线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底，乌拉尔山西侧冷空气

东移到贝加尔湖附近，与东西伯利亚海来的

冷空气在泰米尔半岛北侧合并加强形成一宽

广的低压槽区，冷涡中心强度为－４６℃，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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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０５°Ｅ附近，随着冷空气的不断补充，引导

冷空气南侵的低槽在旋转中南压，１２月１日

为ＮＷ—ＳＥ走向的倒槽，倒槽东侧泰米尔半

岛地区有暖平流加压向西移动，倒槽西侧又

有负变高向东移动，乌拉尔山脊向东北方向

伸展，脊前正变高及偏北气流都大大加强，引

导冷空气向南移动；２日（图２ａ），２４ｈ内冷槽

南压了约１０个纬距，变成横槽形式，这时天

山北部有西北风与偏西风的弱切变浅槽东移

到旋转低槽的南部，使其前部等高线出现明

显的疏散结构，槽前正涡度平流和负变高加

大，低槽加速旋转南下，与弱切变合并，槽后

经向环流度加强，冷空气大举南下，锋区加

强。从这次过程的综合动态图３ａ可以看出：

３—５日低槽从蒙古中部东移南下直至入海，

极锋急流轴上风速水平切变加强，７００ｈＰａ上

温度梯度由１４℃／１０纬距增加到２０℃／５纬

距，宁夏处在强西北气流里。

图２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两次寒潮过程高度场（实线）与涡度平流及温度平流（阴影）分布

（ａ）２日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与涡度平流；（ｂ）１９日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与７００ｈＰａ温度平流

（单位：高度ｄａｇｐｍ，涡度平流１０－１０ｓ－１，温度平流１０－５℃·ｓ－１）

　　１２．２过程结束后，冷空气主体移到东海

岸后一部分继续东移入海，另一部分与东亚

大槽合并，由于接近东西伯利亚海冷空气源

地，因此冷空气在鄂霍次克海附近聚集加强，

１７日，已发展成中心为－５０℃的寒冷气团，

这时亚洲中高纬环流形势呈“一脊一槽”型，

高压脊位于乌拉尔山西侧，低槽（冷涡）位于

东海岸，同时孟加拉湾有高压脊向北发展，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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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图２ｂ），冷涡中心在旋转过程中分裂为两

个，东边的冷涡东移北缩，移至日本海附近，

西边的冷涡旋转南压至贝加尔湖附近后，自

泰米尔半岛向西移动的暖平流与乌拉尔山高

压脊后部向东发展的暖平流以及孟加拉湾高

压脊向北发展的暖平流加压区叠加于乌拉尔

山脊附近，环流经向度加大，乌拉尔山脊东移

发展，低槽在南压过程中东移速度加快，槽前

冷平流也将加速南移。从图３ｂ也可看出：

２０—２１日，低槽从贝加尔湖移至１１０°Ｅ以

东，冷涡强度增强到－５２℃，冷空气自贝加尔

湖直冲向河套及华北一带，锋区也迅速南压。

　　上述分析表明：两次过程中高纬环流背

景场及促使强冷空气爆发的流场相似，亚洲

中高纬环流形势均表现为“一脊一槽”型，高

压脊位于乌拉尔山西侧，低槽（冷涡）位于东

海岸，动力机制均为高空旋转低压槽与强锋

区，促使寒潮爆发的流场均为“低槽旋转型”；

不同的是１２．２过程冷涡中心偏西，中低纬气

流相对较平直，有弱的高原槽东移，旋转的低

槽与高原槽同位相叠加，引起我国上空经向

环流加强，引导北方强冷空气深入南方，造成

全国性寒潮；而１２．２０过程低涡位置偏东，有

两个低涡相对作反时针旋转，由于孟加拉湾

到新疆北部都为反气旋环流控制，没有南支

槽或高原槽的配合，因此南下的冷空气主要

影响长江以北地区。

２２　影响系统的生成、发展和移动路径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日，当冷空气沿乌拉尔

山脊南下加深时，冷空气在西西伯利亚堆积

并形成地面冷高压，中心强度为１０４９．４ｈＰａ，

随着冷空气不断补充加强并向东南移动，地

面冷锋移至巴尔喀什湖附近；２日（图４ａ）当

西风槽移过天山时，高原东侧ＳＷ气流加强，

暖平流向东北方发展，１４时，高原东部到内

蒙古中部有热低压发展，低压内最大Δ犘３达

－４．５ｈＰａ，西北地区东部普遍升温，暖平流

减压有利于寒潮冷锋加速南下，而且锋面附

近温度梯度也会加大［１７２０］，２０时前后冷锋移

过宁夏，此时银川与酒泉气压差１３ｈＰａ，温差

１６℃。从此次过程的综合动态图（图３ａ）看

出：３—５日，冷锋过后，冷空气加速南下，此

时冷高压中心强度已达到１０６６．８ｈＰａ，其母

体一直滞留在西伯利亚南部堆积区，有不断

分裂的小股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并有明显

的副冷锋相伴；南下的冷空气与高原暖湿气

流交绥，出现大范围的大风降水天气，气温则

持续下降；５日冷高压变性减弱，虽然最低气

温降至最低值，但最高气温已开始回升。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８—１９日，当冷空气南下

到贝加尔湖附近时不断堆积加强，冷高压中

图４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日（ａ）和２０日（ｂ）两次寒潮过程地面气压场（ｈＰ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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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在贝加尔湖西北侧，强度为１０５２．４ｈＰａ，西

北地区东部到蒙古中部有地面倒槽发展，河

套地区普遍升温；２０日（图４ｂ），冷锋进入倒

槽后，猛烈加强，南下速度加快，２４ｈ就自贝

加尔湖移至黄淮流域向东南方向旋转并大约

南压１５个纬度，而且斜压性大大加强，冷高

压中心南压了约１０个纬度，冷锋的特征更为

清楚；冷锋１４时前后影响宁夏，银川与乌兰

巴托气压差２６ｈＰａ，温差２５℃。这次过程综

合动态图（图３ｂ）也反映：冷锋过后，冷高压

主体南压，中心强度增强至１０６５．４ｈＰａ，气温

骤降，２１ 日清晨，最大 Δ犘２４ 在磴口达

＋２２ｈＰａ，宁夏最低气温２４ｈ平均下降了

１０℃，创下了入冬以来的最低值；２２日，冷高

压减弱，分裂出高压单体南下影响我国江南、

华南和西南等地，西北地区东部为负变压区

控制，气温开始回升。

　　表２也可以反映：两次过程前期，地面均

有热低压或倒槽发展，地面升温明显，冷空气

爆发后，地面冷高压均进入关键区并达到寒

潮强度；不同的是，１２．２过程冷空气在西西

伯利亚堆积，影响路径为西北—东南向，冷高

压中心最强为１０６７ｈＰａ，冷高压以分裂南下

方式影响，平均风力较大、伴有降水、气温持

续下降；１２．２０过程，冷空气在贝加尔湖附近

堆积，以超极地（北方）路径影响我国，由于路

径更偏中部一些，因此对新疆和东北地区的

影响不大，冷高压中心最强为１０６５ｈＰａ，冷高

表２　两次寒潮过程影响系统特征对比

过程／项目 １２．２过程 １２．２０过程

５００ｈＰａ冷涡强度 －５０℃ －５２℃

７００ｈＰａ高空锋区强度 ２０℃／５纬距 ２１℃／５纬距

地面冷高压中心强度 １０６６．８ｈＰａ １０６５．４ｈＰａ

冷空气爆发流场 低槽旋转 低槽旋转

地面冷高压中心位置 ５０°Ｎ、９７°Ｅ ４７°Ｎ、１０４°Ｅ

地面冷高压移动路径 西北—东南 北方

地面冷高压影响形式 分裂南下 整体南压后分裂南下

影响宁夏时长 ４８ｈ ２４ｈ

影响全国时长 ５ｄ ２ｄ

压主体南压到河套北部后才分裂出高压单体

南下，较１２．２过程冷空气主体更偏南，因此

气温骤降、瞬时风力强、降水不明显，但降温

快升温也快，冷空气爆发２４ｈ后冷空气就减

弱东移，气温开始回升。

３　单站气象要素对比分析

银川是宁夏首府城市，也是宁夏气象观测

资料最全、最详细的两个国家基准站之一。因

此，以银川站为例，对两次过程前后各气象要

素的实况及变化进行详细的分析（见图５）。

　　１２．２过程前２４小时１２月１日，宁夏还

处在蒙古热低压控制，地面强烈升温，日平均

气温较历史同期偏高８．４℃；２日白天气温依

然较高，最高气温较前一日偏高２．５℃，２０时

冷锋过境，锋区缓慢南压，风速增大、气压值

升高、气温持续下降；３日２时到４日２时是

气温、气压、风速变化最明显时段，２４ｈ内降

温１０℃、气压升高１５．５ｈＰａ、风速从６ｍ·ｓ－１

增加到１６．６ｍ·ｓ－１；４日午后开始，风速逐

渐减小，气压值缓慢上升，到５日２时升至最

高值９０９．６ｈＰａ，之后缓慢下降，而气温也在５

日清晨达到最低值；从５日白天开始，随着冷

空气东移减弱，气压值减小，气温开始回升。

１２．２０过程前３天１２月１７—１９日，宁

夏在地面倒槽里，气温持续较高，日平均气温

较常年同期偏高４℃左右；２０日上午升温强

烈，６小时增温９．２℃，１４时冷锋过境，冷空

气主体迅速南压，６ｈ气压值升高９．２ｈＰａ、气

温下降１１．１℃、风速从８．３ｍ·ｓ－１增加到

１１．８ｍ·ｓ－１；２０日夜间开始，风速逐渐减小，

气压值缓慢增加，到２１日８时增到最大值

９１４．２ｈＰａ，之后缓慢下降，气温于２１日降至最

低值；２２日冷空气主体减弱东移，气温迅速回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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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５看出：两次过程发生前后，气温、

气压、风速的变化都很明显，但由于影响两次

过程的冷空气强度、路径、方式、时间等不同，

在变化程度上，１２．２０过程更剧烈。

图５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两次寒潮过程银川站地面气象要素对比

４　强降温形成的原因

某地温度的变化可用热流量方程来表示：

犜
狋
＝－犞·犜－狑（γ犱－γ）＋

　　　
γ犱

ρ犵
（犘
狋
＋犞·狆）＋

１
犮狆

ｄ犙
ｄ狋

　　上式中，右端第３项为变压和气压平流

引起的温度变化，局地变化很小，在实际预报

中可以不考虑。第２项为垂直运动对局地气

温变化的影响，由于近地层狑 可近似为

０
［１２１３］，因此某地温度变化主要决定于温度平

流－犞·犜和非绝热因子
１
犮狆

ｄ犙
ｄ狋
的作用。温

度平流应考虑平流冷暖性质和强度。非绝热

因子考虑辐射、水汽凝结、蒸发和地面感热对

气温的影响，气温的非绝热变化主要表现为

气温的日变化和气团变性。这两次寒潮过

程，由于有大范围的锋面云系，太阳辐射和地

表辐射引起的气温日变化较小，因而气温下

降主要是强冷平流所引起的，故只讨论

８５０ｈＰａ上冷平流的演变情况。

２日１４时８５０ｈＰａ温度平流图上（图６ａ），

在５００ｈＰａ旋转低槽的前部，从巴尔喀什湖到

贝加尔湖包括我国新疆北部和甘肃及内蒙古

西部的广大地区出现了东北—西南向的带状

冷平流区，有两个中心分别位于天山附近和贝

加尔湖东侧，中心值为－２２×１０－５℃·ｓ－１和

－１９×１０－５℃·ｓ－１，表明冷空气较强，而宁夏

处在华北低压后部的暖平流里；２０时前后，随

着地面寒潮冷锋过境，宁夏自北向南逐渐为冷

平流所控制；到３日２０时（图６ｂ），５００ｈＰａ主

槽过境后，带状冷平流区东移南压覆盖了长江

以北的大部地区并转为南北向，中心移至华北

北部并加强为－２８×１０－５℃·ｓ－１，宁夏上空

的冷平流也达到极值－１８×１０－５℃·ｓ－１，２４ｈ

温度平流降幅在１２×１０－５℃·ｓ－１以上；４日

２０时，冷平流继续东移南下控制了我国中东

部地区，强冷平流中心也东移至黄海，冷平流

对宁夏的影响基本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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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日０８时（图６ｃ），贝加尔湖冷槽的前

（南）部，对应蒙古国到我国内蒙古至新疆大

部出现了东西向的带状冷平流区，中心位于

乌兰巴托附近，中心值为－２０×１０－５℃·

ｓ－１，宁夏处在高原东部到河套的热倒槽暖平

流区；１４时前后，地面寒潮冷锋过境后，冷平

流区随之迅速旋转南压，覆盖了高原东部和

华北北部，中心南压至中蒙边境，中心值继续

增强至－４４×１０－５℃·ｓ－１，宁夏上空的温度

平流迅速下降至－２４×１０－５℃·ｓ－１；２０时

（图６ｄ），５００ｈＰａ主槽过境后，冷平流区继续以

反时针旋转为南北向，中心移至呼和浩特附

近，中心值再度加强达－５０×１０－５℃·ｓ－１，宁

夏上空的温度平流继续下降至－４０×１０－５℃

·ｓ－１，６小时降幅达１６×１０－５℃·ｓ－１；２１日

０２时，冷平流的区域继续向南扩张至江淮流

域，中心也继续南下到洛阳附近，中心值达最

强－６０×１０－５℃·ｓ－１，宁夏上空的强冷平流

从北部移到东南部，强度依然维持；冷平流在

中国陆地的控制范围持续到２２日白天，对宁

夏的影响则在２１日夜间趋于减弱结束。

由此可见，这两次大范围寒潮天气均是

由强盛的冷平流造成的，宁夏上空均是在地

面寒潮冷锋过境后自北向南由暖平流转为冷

平流控制，随着５００ｈＰａ高空主槽的过境，冷

平流强度增强，降温加速；不同的是：１２．２０

过程冷平流强度更强，中心位置更偏近宁夏，

所以宁夏上空的温度平流最强时较１２．２过

程偏（冷）强２２×１０－５℃·ｓ－１，而且１２．２０过

程在高空槽过境后温度平流在短时间内骤降，

下降的幅度也较１２．２过程更猛烈；虽然１２．２

过程冷平流强度不及１２．２０过程，但冷平流控

制中国大陆的时间更长，影响范围更广。

图６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两次寒潮过程８５０ｈＰａ温度平流分布（单位：１０－５℃·ｓ－１）

（ａ）２日１４时；（ｂ）３日２０时；（ｃ）２０日０８时；（ｄ）２０日２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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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宁夏冬季寒潮天气预报着眼点

从５００ｈＰａ高空锋区、８５０ｈＰａ冷平流中

心强度、地面冷高压的强度及其前沿的气压

梯度可以初步判断出冷空气的强度，地面冷

高压进入关键区是判断冷空气能否影响宁夏

的必要条件之一，而高空环流形势的演变则

进一步揭示了冷空气移动路径及具体的影响

时间。这两次寒潮过程，数值预报产品对高

度场、地面气压场及８５０ｈＰａ温度场的形势

演变预报都较为准确，但是量值的预报都相

对偏小。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日及１９日有冷空

气沿乌拉尔山高压脊南下加强，分别形成强

度为１０３８ｈＰａ和１０４７ｈＰａ的地面冷高压（实

况为１０４９ｈＰａ和１０５２ｈＰａ），且地面气压梯

度大、高空锋区和８５０ｈＰａ冷平流强，说明冷

空气势力较强；２日及２０日，冷高压强度继

续加强为 １０５５ｈＰａ和 １０５８ｈＰａ（实况为

１０６７ｈＰａ和１０６５ｈＰａ），并东移到宁夏寒潮天

气影响关键区，表明寒潮天气的发生条件已

具备；再根据５００ｈＰａ形势预报场，３—５日，

旋转低槽与西风槽合并加强，引导冷空气南

下，说明冷空气影响时间就在３—５日；２０日

夜间到２２日，地面冷锋移过宁夏后，冷空气

主体南下，说明冷空气影响时间就在２０日夜

间到２２日；同时关注８５０ｈＰａ温度场预报，

２—３日气温下降１０～１２℃，且３—４日气温

持续偏低，５日有所回升；２０—２１日气温下降

８～１０℃，２２日气温明显回升。因此，根据这

两次过程的预报经验，在今后冬季寒潮预报

中应主要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１）寒潮前气温回升是宁夏寒潮预报的

一个重要指标。多个寒潮个例的统计分析表

明［１２，１４１５］：如果前期是在较冷（日平均气温

较历史同期偏低或连续３天地面２４ｈ变温为

负）的条件下，即使有较强冷空气入侵，降温

幅度也不易达到寒潮指标；但回暖的幅度因

影响系统的不同而异。

（２）强冷空气在西西伯利亚或贝加尔湖

附近堆积是宁夏寒潮爆发的必要条件，而地

面冷高压的强度及其前沿的气压梯度是冷空

气强度的主要判据，而且通过高空锋区及

８５０ｈＰａ冷平流强度指标可以进一步判定冷

空气的强度。

（３）地面冷高压必须进入关键区。当冷

空气强度达到寒潮预报指标，但未进入关键

区时，冷空气对宁夏的影响较小，不易出现寒

潮天气；有时进入关键区的冷高压强度虽未

达到寒潮预报指标（相差５～１０ｈＰａ），但寒潮

前气温回升、高空锋区强、气压梯度密集，冷

空气南下，宁夏也有可能爆发寒潮。

（４）过程影响时间须依据促使寒潮爆发

的流场，对于“低槽旋转型”的关键是预报高

空冷槽和地面冷锋何时过境；过程降温幅度

则主要依据冷空气影响路径和冷高压影响形

式来确定，冷空气以西北路径进入、冷高压大

多分裂南下，影响时间超过４８ｈ，气温持续下

降，平均风力较大，而从正北方下来的冷空

气，冷高压大多主体南压，气温骤降，瞬时风

力较强，且降温快升温也快，影响时间一般在

２４ｈ。

（５）西风指数、单站气象要素及数值预

报产品中的其他各要素预报等预报指标对进

一步确定冷空气的强度变化、移动路径和影

响时间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数值预报产

品使用时应对其进行订正，如：气压值偏低

５～１０ｈＰａ，８５０ｈＰａ温度偏低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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