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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４月大气环流和天气分析


张亚妮
国家气象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提　要：２０１１年４月大气环流主要特征如下：北半球极涡呈现单极型，且偏向西半球，中高纬度地区环流呈现三波型分布，

亚洲中高纬地区为一槽一脊形势。东亚大槽较常年同期偏强，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偏弱，南支槽接近常年同期。２０１１年

４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１１．３℃，较常年同期偏高１．０℃，西北地区大部气温明显偏高。４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２１．４ｍｍ，较常年

同期偏少２２．４ｍｍ。月内共出现４次冷空气过程和４次沙尘天气过程，部分省（市、区）遭受强对流天气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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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天气概况

１．１　降　水

２０１１年４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２１．４ｍｍ，较常

年同期（４３．８ｍｍ）偏少２２．４ｍｍ
［１］。从月降水量分

布图看到（图１），西北大部及内蒙古大部、黑龙江西

北部、西藏中西部不足１０ｍｍ，长江流域及其以南

大部以及黑龙江东部、辽宁东南部等地在３０ｍｍ以

上，其中江南北部及云南南部超过７５ｍｍ，我国其

余地区一般有１０～３０ｍｍ。

图１　２０１１年４月全国降水量分布

（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ｉｎ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１（ｕｎｉｔ：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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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降水量与常年同期相比，除华北北部、西南西

部和南部及黑龙江东部、辽宁南部、青海南部、新疆

部分地区偏多或接近常年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偏

少３～８成，其中新疆南部、甘肃西北部、宁夏南部、

安徽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偏少８成以上

（图２）。

图２　２０１１年４月全国降水量距平

百分率分布（单位：％）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１（ｕｎｉｔ：％）

１．２　气　温

２０１１年４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１１．３℃，较常年同

期（１０．３℃）偏高１．０℃
［１］。从２０１１年４月平均气

温距平分布图看到（图３），与常年同期相比，除海南

气温偏低１～２℃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

年或偏高，其中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大部、青海西

北部、宁夏南部、陕西西南部、内蒙古部分地区偏高

图３　２０１１年４月平均气温

距平分布（单位：℃）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ｙ

ｉｎ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１（ｕｎｉｔ：℃）

２～４℃，局部地区偏高４℃以上。

２　环流特征与演变

从２０１１年４月５００ｈＰａ平均高度及距平的水

平分布（图４）发现，本月北半球的环流形势有以下

几个特点。

图４　２０１１年４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ａ）

月平均和（ｂ）气候平均的位势高度及距平

（阴影区≥５ｄａｇｐｍ）（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４　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ａ）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ｉｓｅｑｕａｌｏｒ

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５ｄａｇｐｍ）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 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１（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２．１　极涡偏强且呈单极型

２０１１年４月北半球极涡呈现单极型，且偏向西

半球，中心位于北美洲巴芬岛附近（图４ａ），最大负

距平大于２０ｄａｇｐｍ（图４ｂ），明显强于偶极型极

涡［２］。极涡中心位势高度小于５０４ｄａｇｐｍ，与气候

平均的极涡强度５２０ｄａｇｐｍ相比显著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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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中纬度呈三波型

４月北半球中高纬度环流呈现三波型分布，长

波槽分别位于欧洲东部、亚洲东海岸和大西洋东部。

亚洲中高纬地区为一槽一脊形势，脊位于巴尔喀什

湖至贝加尔湖附近地区，我国西北地区和华北西部

受高压影响，气温偏高（图３）。东亚大槽较常年同

期偏强，我国东北东部位于负距平区，槽后脊前的西

北气流不断引导冷空气南下，影响我国北方东部地

区。

２．３　副热带高压偏弱，南支槽接近常年同期

从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发现

（图４ａ），仅在西太平洋及北美南部的副热带地区存

在两个范围很小的５８８ｄａｇｐｍ闭合线，而２０１０年４

月５８８ｄａｇｐｍ线基本绕地球一周，几乎覆盖整个副

热带地区［２］。与常年同期相比，副热带高压强度偏

弱，与副热带西太平洋地区的负距平相对应，是我国

华南地区雨量偏少（图２）的一个原因。

另外，从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距平（图４ｂ）发现，

在孟加拉湾附近地区为负距平，表明２０１１年４月南

支槽较常年同期偏强，但是考虑到距平振幅小于

２ｄａｇｐｍ，尤其是在９０°Ｅ附近小于１ｄａｇｐｍ，可以认

为基本接近常年同期。

２．４　环流演变与我国天气

图５是２０１１年４月上、中、下旬５００ｈＰａ旬平

均位势高度场。从图５ａ可以看出，４月上旬亚洲中

高纬度气流较为平直，呈纬向环流，东亚大槽较弱。

旬内有两次长波槽东移过程，于１—４日和４—７日

引导两股冷空气分别以西北路和偏西路径影响我

国，给我国中东部带来明显降水。印度半岛北部的

南支槽区较为清晰，其上不断有短波槽东移，给青藏

高原东部、西南地区等地带来雨雪天气。西太平洋

副高西脊点位于１４０°Ｅ以东，平距场上为负值区（图

略），较常年同期偏弱。

４月中旬（图５ｂ）亚洲中高纬环流经向度加大，

呈西高东低的一槽一脊形势，脊区位于西伯利亚地

区，东亚大槽较上旬加强。我国西北及华北西部地

区受高压脊前西北气流控制，降水偏少，气温偏高。

另外，高纬地区冷空气在脊前西北气流引导下影响

我国东部地区，旬内共有３次冷空气东移南下，冷空

气活动较为频繁，其中１４—１７日的冷空气过程给我

图５　２０１１年４月上（ａ）、中（ｂ）和下旬（ｃ）

平均的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ｍｅａｎ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ｓｆｏｒ（ａ）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ｂ）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

（ｃ）ｌａｓｔｄｅｋａｄｉｎ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１（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带来明显降水，并且在贵州、广

东和海南等地出现了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南支槽区比较平直，较上旬减弱，青藏高原受高压脊

影响，高原中东部降水比上旬偏少（表１）。西太平

洋副高变得更弱，５８８ｄａｇｐｍ等高线几乎消失。

　　４月下旬（图５ｃ）西西伯利亚地区受高空冷涡控

制，亚洲中高纬环流仍呈西高东低型，虽然高压脊较

中旬减弱，脊区西退南压，但我国西北地区及华北西

部地区仍受高压脊前西北气流控制，气温持续偏高，

为沙尘天气的发生提供了一定背景条件，４月份最

强的一次沙尘暴过程发生在月末（表２），与前期气

温偏高有一定关系。我国东北地区受东北冷涡影

响，东亚大槽略加强。在南支锋区，南支槽明显加

强，给高原东部及西南地区西部带来明显降水，与常

年同期相比（图略），下旬西藏东部偏北地区、青海南

部、川西高原及云南降水偏多。西太平洋副高较上、

中旬明显加强，但接近常年同期值（图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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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１年４月主要降水过程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犿犪犻狀狆狉犲犮犻狆犻狋犪狋犻狅狀狆狉狅犮犲狊狊犲狊犱狌狉犻狀犵犃狆狉犻犾２０１１

起止时间 影响系统 降水范围

３月３１日至４月４日［５］ 高空槽、切变线、地面冷锋
青藏高原东部、山西中北部等地出现小到中雪，其中，山西北部出现暴

雪；西南地区东部、华北大部、黄淮、江淮、江南、江汉等地出现小到中雨

４—６日 高空槽、南支槽、切变线

新疆北部、甘肃河西、内蒙古中东部、青藏高原东部出现小雪（雨）；西北

地区东南部、华北地区中西部、江淮、黄淮、东北地区中北部、西南大部、

江南大部、广西出现小雨，其中云南南部出现中到大雨

７—９日 南支槽、高原槽、切变线
青海东部、西藏中东部出现小到中雪（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

华南地区西部等地出现小到中雨，其中云南南部局部出现暴雨

１１—１３日 南支槽、切变线
西南地区东部、云南南部、陕西南部、湖北、江南大部出现小到中雨，局部

大雨

１４—１７日
高空槽、东北冷涡、切变线、地

面冷锋

西藏中东部、青海东南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大部出现小到中雪（雨）；甘

肃南部、陕西西南部、湖北中南部、西南、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小到中雨，

其中，安徽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偏南地区、江苏南部、

福建北部、广东南部、广西北部偏南地区出现大到暴雨

１９—２３日
高空槽、南支槽、切变线、东北

冷涡，地面倒槽

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和东部、东北出现小到中雪（雨），局部大雪（雨）；西

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西南出现小到中雨，

其中重庆中部、云南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海南东部和南部、湖南

和江西北部的部分地区、天津西部偏北地区等地出现大雨，局部暴雨

２７—３０日
高空槽、蒙古气旋、低空急流、

切变线、热带低压

新疆北部、云南、四川东部、华北地区东部、东北、山东大部、江南、华南出

现小到中雨，其中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和西北部、海南中部、湖南中部

和南部、江西中北部等地出现大到暴雨

表２　２０１１年４月主要沙尘天气过程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犿犪犻狀狊犪狀犱犱狌狊狋狑犲犪狋犺犲狉狆狉狅犮犲狊狊犲狊犱狌狉犻狀犵犃狆狉犻犾２０１１

起止时间 过程类型 影响系统 沙尘范围

４—５日 沙尘暴 冷锋 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出现扬沙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沙尘暴

１７日 扬沙 地面低压、冷锋
南疆盆地、甘肃西部、内蒙古中部偏东地区、山西中东部、河北北部、北京大

部、河南北部出现扬沙天气

２４—２５日 扬沙 冷锋、气旋
内蒙古西部、甘肃河西、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出现扬沙天气，局部

出现沙尘暴

２８—３０日 沙尘暴 冷锋、蒙古气旋

北疆东部及南疆盆地、内蒙古中西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大部、山东北

部、河南西部等地出现扬沙或沙尘暴，其中南疆盆地、甘肃金塔、酒泉、永昌

等地出现了强沙尘暴

３　冷空气过程

３．１　概　况

　　本月主要有４次冷空气过程，影响范围大，但强

度不强，这４次过程分别为３月３１日至４月３日的

全国强冷空气过程，４月１４—１７日的全国中等强度

冷空气过程，以及８—１１日和２０—２２日的北方中等

强度冷空气过程。月初与中旬的两次全国性冷空气

过程分别以偏东路径和偏西北路径影响我国大部分

地区，造成大风降温，并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３．２　３月３１日至４月３日冷空气过程分析

３月３１日０８时，５００ｈＰａ环流呈纬向型，中西

伯利亚东部至远东西部有冷空气堆积，锋区位于贝

加尔湖以东５０°Ｎ附近，且温度场落后于高度场，槽

后脊前的冷平流及脊后的暖平流导致槽脊东移发

展。北支锋区高空槽位于贝加尔湖以东，是本次冷

空气过程的主要影响系统。７００ｈＰａ等压面上存在

－２８℃冷中心，且冷舌落后于高空槽，位于槽后脊前

的强偏北气流中，存在明显的冷平流，使地面加压，

引导冷空气南下。３月３１日０８时地面冷高压中心

位于贝加尔湖附近，强度大于１０４０ｈＰａ，冷空气沿

河套地区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在冷

空气影响下，内蒙古大部、东北、华北、黄淮大部出现

了５～６级偏北风，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２４小时

日平均气温下降６～１０℃，其中河南、安徽、湖北大

部及江南大部等地日平均气温的降温幅度大于

１０℃。从环流形势分析来看，此次冷空气过程并不

是很强，但是由于前期回温明显，导致降温幅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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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其中在江南、江淮达到寒潮标准。

另外，３月３１日０８时在青海中部５００ｈＰａ上存

在另一短波槽，随着冷空气向南侵入，该短波槽东

移，于４月１日０８时位于宁夏西部至甘肃南部附

近，且强度维持，同时在低层有切变线生成及低压发

展。在冷空气及中纬度短波槽前偏南气流的共同影

响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京津地区出现小到

中雨雪，其中山西北部出现了暴雪［５］。

本次冷空气过程给我国中东部地区带来了大范

围雨雪天气，但量级不大，尤其是南方地区，基本以

小雨为主，部分地区为中雨，这是由于水汽条件比较

差。

４　降水天气过程

４．１　概　况

２０１１年４月主要出现了７次明显的降水过程，

表１给出了降水过程的起止时间、影响系统和主要

落区。４月１４—１７日，一股中等强度冷空气自东向

西、自北向南影响我国，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出现

了雨雪天气，其中安徽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北部、

江西北部偏南地区、江苏南部、福建北部、广东南部、

广西北部偏南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并且广东省出现

了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

阵风达１４级，是该省１９９４年建设加密区域自动气

象站以来记录的最大瞬时极大风。下面就对广东的

强天气过程进行简单分析。

４．２　４月１７日广东强对流天气分析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７日，广东省出现了短时强降水

和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佛山顺德区陈村

录得４５．５ｍ·ｓ－１的最大阵风，深圳罗湖区出现

１２７ｍｍ的最大雨量，降水分布不均匀。强降水和大

风区均发生在广东中部。受次此雷雨大风影响，佛

山、肇庆和广州等地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人员伤亡，共

造成１９人死亡。

４月１６日０８时，冷暖空气交绥于江南地区，地

面冷空气前锋位于江南南部，由于受到南岭的阻挡，

锋面移动缓慢，广东省处于地面锋前暖湿气流控制

下。与此同时，另一股冷空气主体位于贝加尔湖附

近，其前锋即将影响我国。随后，该股冷空气的一部

分继续向东南方向移动，一部分沿河套快速南下，１７

日０８时（图６）到达西南地区东部，与前股冷空气汇

合，推动锋面南移，１７日１４时锋面抵达广东中部，

对这次强对流天气的发生起到动力抬升作用。

　　图７给出的是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７日０８时清远站

的犜ｌｎ狆图，发现层结曲线与状态曲线之间存在较

大 的 正 面 积，对 流 有 效 位 能 （犆犃犘犈）为

６６４．５Ｊ·ｋｇ
－１。通过分析广东省其他站的探空图，

发现也存在较大的犆犃犘犈值表明广东大部分地区

均为热力不稳定层结。从１６日２０时犆犃犘犈 值的

水平分布看，广东大部地区大气层结已处于不稳定

状态，但对流有效位能普遍比１７日０８时小，如清远

站１６日２０时的犆犃犘犈值仅为１０５．３Ｊ·ｋｇ
－１，这

种变化趋势说明大气层结的不稳定程度在增强，对

强对流天气的发生非常有利。进一步分析１７日０８

图６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７日０８时海平面

气压场（单位：ｈＰａ）及

８５０ｈＰａ风场（单位：ｍ·ｓ－１）

Ｆｉｇ．６　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ｕｎｉｔ：ｈＰａ）

ａｎｄ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ｕｎｉｔ：ｍ·ｓ－１）

ｆｉｅｌｄｓａｔ０８：００ＢＴ１７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１

图７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７日０８时清远站

的犜ｌｎ狆图

Ｆｉｇ．７　Ｔｈｅ犜ｌｎ狆ｄｉａｇｒａｍｆｒｏｍＱｉｎｇｙｕａｎ

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ｔ０８：００ＢＴ１７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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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水汽平流和温度平流发现，７００ｈＰａ以下在广东

省存在暖平流和湿平流，且７００ｈＰａ暖湿平流最大，

而在４００ｈＰａ有明显的冷平流，这种上层冷平流、下

层暖湿平流的垂直分布结构是热力不稳定增长的主

要原因。另外，从１７日０８时水汽通量散度场上发

现，广东省内存在显著的水汽辐合，为强对流天气的

发生提供了水汽条件。

　　本次过程的主要特点是瞬时风力大，强风是造

成灾害的主要因素。从图７发现对流层中层特别

干，５００ｈＰａ温度露点差大于４０℃，非常有利于雷暴

大风的发生。

综上所述，这次强对流天气是在地面冷锋的动

力抬升作用下、在充足的水汽供应以及不断增长的

热力不稳定条件下发生的。

５　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沙尘天气过程

５．１　概　况

２０１１年４月共出现４次沙尘天气过程（表２），

其中沙尘暴２次，扬沙２次，比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同期

（５．２次）偏少，其中沙尘暴过程较前两年也偏

少［２３］。下面对４月２８—３０日的沙尘天气过程进行

简单分析。

５．２　４月２８—３０日沙尘天气过程分析

受蒙古气旋和地面冷锋影响，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８—

３０日，我国北方地区出现了２０１１年以来强度最强

的沙尘天气过程，北疆东部及南疆盆地、内蒙古中西

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大部、山东北部、河南西部

等地出现扬沙或沙尘暴，其中南疆盆地、甘肃金塔、

酒泉、永昌等地出现了强沙尘暴。

　　２０１１年４月我国西北地区大部气温偏高，降水

偏少，使得浅层土壤湿度较低，给此次沙尘暴天气提

供了一定的背景条件。４月２８日０８时位于巴尔喀

什湖以东的５００ｈＰａ高空槽开始影响新疆，２８日２０

时槽后冷空气增强，最低温度由０８时的－３２℃减小

为－３６℃，温度梯度增大，冷平流增强，高空槽于２９

日０８时加强为低涡系统，此时高空槽位于内蒙古西

部，随后冷涡系统逐渐减弱。从地面系统的发展移

动情况来看，冷空气以偏西路径影响我国大部分地

区，２８日２０时，新疆东部、内蒙古西部和甘肃西北

部出现沙尘天气。随后冷空气沿河西走廊向东南方

向移动，２９日０８时地面冷锋位于陕西北部、甘肃南

部一带，冷锋后的偏北大风在我国境内大约为４～５

级。至２９日１４时（图８），地面气旋发展为两个，分

别位于蒙古国东部和华北地区南部，沙尘天气主要

位于低压后部气压梯度较大的区域。由图８还可以

看出，我国境内沙尘区地面风力较小，仅在内蒙古中

西部偏北地区出现６级及以上大风，而在甘肃南部、

宁夏及陕北西部的起沙区，地面风力小于５级。总

体来看，引起本次沙尘天气的地面平均风力较

弱［２，４］。３０日，随着补充冷空气的东移南压，华北、

山东北部等地也出现了沙尘天气，３０日２０时，此次

沙尘过程基本结束。

图８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９日１４时海平面

气压（单位：ｈＰａ）、大于等于６级的

１０ｍ风场及沙尘区

Ｆｉｇ．８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ａｌｅｖｅ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ｕｎｉｔ：ｈＰａ），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ｓ

（ｕｎｉｔ：ｍ·ｓ－１）ａｔ１０ｍｗｉｔｈｓｐｅｅｄ

ｅｑｕａｌｔｏｏｒ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ｉｘｔｈ

ｓｃａ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ａｎｄｄｕｓｔａｒｅａ

６　其他灾害天气

６．１　长江中下游和华南等地气象干旱发展

３月下旬至４月，长江中下游、华南和西南东部

部分地区降水持续偏少，降水量普遍为 ２０～

１００ｍｍ，比常年同期偏少５～８成，其中长江中下

游、华南区域平均降水量只有６２．６ｍｍ，不及常年

同期（２１０．１ｍｍ）的三分之一。由于降水异常偏少，

加之大部地区４月中下旬气温偏高，土壤失墒加快，

造成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春旱。４月底全国气象干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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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显示，黄淮大部、长江中下游大部、华南大部、西

南东部部分地区以及宁夏中南部、甘肃东部、山西东

部等地存在中到重度气象干旱，局部达到特旱等

级［１］。

６．２　我国部分地区遭受风雹灾害

２０１１年４月全国共有１５个省（区）局地遭受冰

雹袭击，其中贵州、广东、海南等省风雹造成的损失

较为严重。４月１５日，贵州省５个市（州）１１个县

（区）遭受风雹袭击，直接经济损失约２．６亿元。４

月１７日，云南省５州（市）６个县（市）遭受大风冰雹

灾害。４月１７日，广东省出现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

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阵风达１４级，共造成

１９人死亡。４月１８日凌晨，海南省东方市发生雷雨

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导致８只渔船沉没，７人死亡。

致谢：感谢国家气候中心刘波提供的降水量、降水距

平和气温距平资料。

参考文献

［１］　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１年４月中国气候影响评价［Ｒ］．

［２］　樊利强．２０１０年４月大气环流和天气分析［Ｊ］．气象，２０１０，３６

（７）：１７４１７９．

［３］　田伟红．北方气温显著偏高 云贵川渝降水偏多—２００９年４月

［Ｊ］．气象，２００９，３５（７）：１１９１２３．

［４］　李勇．２０１０年３月大气环流和天气分析［Ｊ］．气象，２０１０，３６

（６）：１２８１３３．

［５］　符娇兰．２０１１年３月大气环流和天气分析［Ｊ］．气象，２０１１，３７

（６）：

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
檨檨檨檨

檨檨檨檨

殎

殎殎

殎

７５６７６３．

新书架

中国北方沙尘暴研究

牛生杰 著

该书内容涉及：沙尘暴发生频次的时空分布及其变化趋

势；沙尘暴热力、动力结构及近地层要素变化特征；沙漠地区

的大气扩散规律和边界层结构以及起沙通量模型；沙尘气溶

胶微结构；沙尘气溶胶光学特性反演及其辐射模型；沙漠地

区云凝结核、冰核的时空分布规律及其对云和降水的影响。

该书适用于大气物理学、大气化学、大气环境、气候变

化、天气分析和预报等专业领域，也可供相关领域的研究人

员、教学人员和研究生参考。

　 １６开　定价：４８．００元

东北天然林研究

李文华 等著

该书是我国著名生态学家和林学家李文华院士和以他

学生为主的研究团队，长期在我国东北小兴安岭、长白山、大

兴安岭进行考察和定位研究的总结和综述，包括了东北不同

地区森林生态系统的分布、组成、结构、生物量和演替的规

律，既有对历史的分析又有新形势下对东北林业可持续经营

的建议。

该书可供林业、生态、地理、资源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等

方向的科研和生产部门的有关人员以及决策管理部门的有

关人员参考。

　 １６开　定价：７８．００元

浙江省气象灾害防御规划研究

樊高峰 主编

该书详细研究了浙江省气象灾害时空分布特征，调查并

统计分析了气象灾害对全省各区域的影响，设计了不同种类

气象灾害的设防指标，并应用灾害风险区划理论，根据浙江地

形地貌、河流水系及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开展了气象灾害

风险区划，规划了到２０２０年浙江省气象灾害防御目标，制定

了气象灾害防御需要完善的相关措施等。本书对因地制宜地

开展气象灾害风险区划技术研究，制定科学的防御气象灾害对

策措施，编制适合各地的防御规划，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作用。

　 １６开　定价：３８．００元

气候变化与中国林业碳汇

刘于鹤 主编

该书将目前人类社会关注的气候变化问题与林业的碳

汇功能结合起来加以论述，着重介绍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

别是最近１０年，林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存在问题，面对

气候变化的新形势和新问题，我国林业发展需要的新战略、

新举措。全书共分九章：第１章改革开放３０年来的林业；第

２章气候变化的背景与外交、政治博弈；第３章气候变化对

我国林业发展的影响与适应对策；第４章森林培育与碳汇；

第５章森林保护与林业碳汇；第６章湿地保护与碳汇；第７

章水土保持与林业碳汇；第８章林业生物质能源与碳汇；第

９章木材利用与林业碳汇。本书可供全球气候变化科技人

员和林业、气象、环境保护以及有关人员参考。

　 １６开　定价：５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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