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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２０１１年５月大气环流主要特征如下：北半球极涡呈现双极型，北半球中高纬度环流呈现四波型分布，亚洲中高纬地

区西风带多波动，引导多股冷空气影响我国；东亚大槽较常年同期略偏强，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及南支槽强度接近常年同期。

２０１１年５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１７．７℃，比常年同期（１７．４℃）偏高０．３℃。５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８１．４ｍｍ，较常年同期

（９２．６ｍｍ）偏少１２．１％。月内共出现两次冷空气过程，７次明显降水过程及一次强沙尘暴过程，长江中下游地区气象干旱持

续发展，四川、湖南、广东、广西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新疆、甘肃、宁夏、河北、山东、湖南、贵州、广东等省区遭受较为严重的

风雹灾害。

关键词：强对流，暴雨，冷空气，干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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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天气概况

１．１　降水

５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８１．４ｍｍ，较常年同期

（９２．６ｍｍ）偏少１２．１％，为近５０年来第１２少。从

月降水量分布图看到（图１），除西北中部、内蒙古中

西部、西藏西部降水量不足２０ｍｍ外，全国其余大

部地区降水量一般超过２０ｍｍ，其中江南中南部、

华南及西南地区东北部降水在１００ｍｍ以上，华南

中东部地区降水超过２００ｍｍ，部分地区在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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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ｍｍ。

月降水量与常年同期相比（图２），东北中西部、

内蒙古东北部、西北地区西部和西藏中部地区降水

偏多５成，部分地区偏多１倍以上；黄淮东部、华北

中西部到西南地区东北部、西北地区中南部和华南

地区中北部接近常年或偏多２成以上，部分地区偏

多５成。西北地区中北部、内蒙古中西部到华北北

部和东北南部大部分地区降水偏少２成以上，西北

中北部和内蒙古中西部的部分地区偏少８成以上；

江淮、黄淮西部、江汉到西南地区东南部以南除华南

中北部以外的大部分地区降水偏少，长江中下游部

分地区偏少８成以上
［１］。

图１　２０１１年５月全国降水量

分布 （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Ｍａｙ２０１１（ｕｎｉｔ：ｍｍ）

图２　２０１１年５月全国降水量

距平百分率分布 （单位：％）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ｏｍａｌｙ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

ｉｎＭａｙ２０１１（ｕｎｉｔ：％）

１．２　气温

５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１７．７℃，比常年同期

（１７．４℃）偏高０．３℃。从月平均气温距平分布图

（图３）看到，与常年同期相比，除东北中部和东部地

区、内蒙古大部、西北地区东北部、华北中西部、江南

南部、华南和西南东南部比常年略有偏低，部分地区

偏低１～２℃外，其余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或偏

高，其中西北地区西南部、西藏西北部以及湖北中西

部、江苏中东部的部分地区偏高１～２℃，局部地区

偏高２℃以上
［１］。

图３　２０１１年５月平均气温

距平分布（单位：０．１℃）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ｉｎＭａｙ２０１１（ｕｎｉｔ：０．１℃）

２　环流特征与演变

从２０１１年５月５００ｈＰａ平均高度及距平的分

布（图４）发现，本月北半球的环流形势有以下几个

特点。

２．１　极涡呈双极型

２０１１年５月，北半球高纬度地区在格陵兰岛和

波弗特海附近各有一高压脊发展至极地，使极涡呈

两个中心分布并偏离极地，极涡中心分别位于巴芬

岛和加利亚岛附近（图４ａ），中心强度均为５３２ｄａｇ

ｐｍ，强度接近常年同期。距平场上，北冰洋西部至

北美洲北部、欧亚大陆北部、北大西洋西部至北美洲

中东部、北大西洋东部至欧洲大陆西部、东北太平洋

中部、孟加拉湾北部、亚洲东北部沿海地区为高于４

ｄａｇｐｍ的正距平控制，其中，中西伯利亚高原上空

距平中心值超过１２ｄａｇｐｍ；西北太平洋北部、冰岛

附近为低于－４ｄａｇｐｍ的负距平控制。

２．２　中纬度环流呈４波型副高强度接近常年

　　５月北半球中高纬度环流呈现４波型分布，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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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１１年５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月平均（ａ）

和气候平均（ｂ）的位势高度及

距平（阴影）（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４　（ａ）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ａｎｄ

（ｂ）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ａｎ５００ｈＰａ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ｓａｎｄ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ｓｈａｄｅｄ）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Ｍａｙ２０１１（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亚大槽东移至日本海，与常年同期相比略有偏强，北

美西北部有较强高压脊向极地伸展，北美大槽稳定

维持在北美洲东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有高压脊向

格陵兰岛伸展，脊后北大西洋东部有长波槽发展，东

欧浅槽东移至西西伯利亚。本月，西太平洋副高呈

东西带状分布，副高西脊点位于１２６°Ｅ附近，副高脊

线位于１８°～２５°Ｎ之间，西太平洋副高强度接近常

年同期；南支槽位于９０°Ｅ附近，位置与强度接近常

年同期［２３］。

２．３　亚洲中高纬地区多波动

本月，亚洲中高纬西风带多波动，反映在距平场

上为巴尔喀什湖以北至日本海为东西走向的负距平

区，我国内蒙古及蒙古国附近距平值低于－２ｄａｇ

ｐｍ。西风带多短波槽东移，引导多股冷空气自西向

东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导致东北、内蒙古、西北地区

东北部、华北平均气温比常年偏低，东北中西部、内

蒙古东北部、西北西部和西藏地区中部地区降水偏

多。

２．４　环流演变与我国天气

图５是２０１１年５月上、中、下旬５００ｈＰａ旬平

均位势高度场。从图５ａ可以看出，５月上旬亚洲中

高纬度环流为一槽一脊，脊区位于乌拉尔山附近，强

度较弱。亚洲北部为宽广的低压槽区，中纬度环流

较为平直，冷空气主要以偏西路径影响我国。南支

槽位于９０°Ｅ，西太平洋副高西脊点偏西，有利于将

孟加拉湾及南海水汽向我国江南华南地区输送，冷

暖空气交汇频繁，给我国中东部带来明显降水。月

初，贝加尔湖以西高压脊发展，其附近有切断低涡生

成，并迅速东移南落，冷涡后部横槽转竖，给内蒙古

东北部、东北地区带来一次降水过程。同时，冷涡后

部渗透南下冷空气与副高西北侧暖湿气流交汇，给

江南华南带来明显的降水过程。４日，西西伯利亚

切断低涡分裂并东移南下，西路冷空气明显，地面锋

面气旋形成，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

北地区等地先后出现降水过程。乌拉尔山以西阻塞

高压形势稳定，有利于西西伯利亚冷空气堆积，６日

起，新一股冷空气自西西伯利亚分裂南下，冷空气路

径偏西偏北，暖湿空气交汇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

黄淮地区，给这些地区带来降水。９日起，乌拉尔山

阻高崩溃，脊前横槽转竖，引导一股中等强度冷空气

自西向东、自北向南影响我国大部地区。

５月中旬（图５ｂ）亚洲中高纬环流经向度加大，

贝加尔湖以西的切断冷涡被弱高压脊替代，东亚大

槽较上旬加强。高纬度地区在脊前西北气流引导下

不断有冷空气影响我国，冷空气活动较为频繁。我

国华北、江汉、江淮及黄淮等地受高压脊前西北气流

控制，降水偏少，气温偏高。旬初，乌拉尔山脊前冷

槽东移至内蒙古中部，随后继续东移发展，受其影

响，北方大部地区出现大风降温并伴有沙尘天气，同

时冷槽引导的南下冷空气和高原槽东移带来另一股

弱冷空气与孟加拉湾低槽前的西南暖湿气流在南方

地区交汇，１１—１６日，长江以南大部地区出现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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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降水，导致四川、湖南、广西、广东等地遭受洪涝灾

害，贵州、湖南、广东、福建等地还出现了冰雹、雷雨

大风等强对流天气。１７日，南方降水出现短暂的间

歇，１８日，随着极涡后部冷空气的东移南下，又一股

新冷空气影响我国，我国北方地区再次出现大风、降

温和沙尘天气，东北地区出现了明显降水过程，冷空

气过程使华北、黄淮、江淮的高温天气得到有效缓

解。

　　５月下旬（图５ｃ）亚欧中高纬呈两槽一脊形势，

槽区分别位于乌拉尔山附近及我国的内蒙古与东北

交界处，巴尔喀什湖西侧切断冷涡形成，乌拉尔山低

槽与巴尔喀什湖西侧冷涡使得中西伯利亚地区出现

阻塞高压，亚欧大气环流形势稳定维持；５月下旬，

高原槽增强，青藏高原及高原东部降水明显，南方地

区受扩散南下冷空气和高原槽东移带来的冷空气、

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作用下出现较强降水。旬初，

贝加尔湖东侧高空冷涡深厚强盛，远东地区阻高形

图５　２０１１年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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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ｓｔｄｅｋａｄｉｎＭａｙ２０１１（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势稳定维持，冷涡底部低槽引导冷空气影响我国北

方地区，给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带来降水

天气；同时，乌拉尔山槽底不断有分裂短波槽携带冷

空气影响新疆西部及北部。２２日，中西伯利亚高压

脊北端向东伸展，使得贝加尔湖冷涡横槽形成，内蒙

古东部、东北地区冷空气影响频繁。同时，２１—２５

日，受东移高原槽携带的冷空气、南支槽前西南暖湿

气流输送及北方地区扩散南下的冷空气影响，冷暖

空气在西北地区东部、西藏东部、西南地区、江南华

南交汇，造成了较强的降雨，并在四川、广西、广东等

地出现冰雹、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２７日，贝加

尔湖以东冷涡系统形成，远东地区低涡携带冷空气

不断补充南下，使贝加尔湖以东冷涡系统维持，受其

影响，内蒙古中部及东北部、华北、东北出现降水过

程。２８日起，受东移高原槽影响，高原东部、西南地

区大部，江南等地再次迎来大范围的降水天气。

３　冷空气过程

　　本月主要有两次冷空气过程，影响范围大，但强

度不强，这两次过程分别为５月９—１３日的全国中

等强度冷空气过程，５月１８—２３日的全国强冷空气

过程。两次全国性冷空气过程均以西北路径影响我

国大部分地区，造成大风降温沙尘天气，并带来大范

围降水过程。

５月９日，乌拉尔山阻塞高压开始崩溃，高压前

部横槽转竖，槽后西北气流引导冷空气向东向南移

动影响我国。１０日２０时，横槽转竖后东移至贝加

尔湖以西地区，５００ｈＰａ冷涡中心位于贝加尔湖西

北侧，中心温度达到－４０℃。１１日，地面冷高压位

于贝加尔湖西南侧，中心强度达到１０３５ｈＰａ。在冷

空气影响下，５月９—１３日，新疆、内蒙古、西北地区

东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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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降温幅度一般为６～

１０℃，其中山东、河南、江苏、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的

降温幅度大于８℃，江苏局部地区降温幅度大于

１２℃。南疆盆地、内蒙古大部、华北北部、吉林西部

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局部地区有沙尘暴，同时，南下

冷空气与西南暖湿气流交汇给黄淮、江淮、江南、华

南等地带来了一次大到暴雨过程，局地并伴有冰雹、

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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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１８日，极涡中心位于贝加尔湖以北地区，

贝加尔湖以西为北支锋区高空槽，随着高空槽东移，

槽后冷空气以西北路径侵入我国，越过河套地区，向

东向南发展。１８日，贝加尔湖附近高空冷涡中心温

度达到－３６℃，对应贝加尔湖西南侧的地面冷高压

中心强度达到１０３０ｈＰａ。受强冷空气影响，５月

１８—２３日，新疆、内蒙古、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华北

北部出现了５～６级偏北风，我国大部地区过程降温

幅度一般为６～１２℃，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区降温幅

度大于１５℃，新疆、内蒙古、西北地区东部局地出现

扬沙或浮尘天气。在此期间，伴随着高原短波系统

的东移，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

暴雨，使江淮以及长江以南地区的高温干旱得到有

效的缓解。

４　降水天气过程

４．１　概况

２０１１年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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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８—１３日，一股中等强度冷空气自东向

西、自北向南影响我国，１０日，低层低涡切变线位于

西南地区东部至江淮一带，并有地面气旋形成发展，

南下冷空气与较强的西南暖湿气流激烈交汇，我国

江淮、黄淮、贵州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并且贵州省连续遭受了短时强降水，局地并伴有雷

雨 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下面就对１０日贵州的

表１　２０１１年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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犻狀犕犪狔２０１１

起止时间 影响系统 降水范围

５月１—４日
切变线、低空急流、低涡、

地面冷锋

西北地区东部、四川西北部出现小雪（雨）；黄淮、江淮、江汉、西南大部、

江南大部、出现小到中雨，其中，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东南部、华南、海南

出现大到暴雨，广西南部、广东中北部、福建西北部出现大暴雨

５月７—９日 西南暖湿气流、中高层弱波动
江南大部、华南大部出现小到中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及南部、广东北部、

湖南南部及福建南部出现大到暴雨，广西贺州、广东英德出现大暴雨

５月８—１０日
高空冷涡、低涡切变线、

西南急流、蒙古气旋

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山东、东北大部、内蒙古东北部、西南地区东部、黄

淮江淮、江南北部等地出现小到中雨，其中，河北西部及南部、黄淮、江

淮、江汉、西南地区东部、辽宁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５月１１—１３日 低涡、切变线、地面气旋、冷锋

西北地区中部及东部、西南地区西北部及东部、江南大部、华南大部出现

小到中雨（雪），其中，江南东北部及南部、华南、云南东部出现大到暴雨，

局部大暴雨

５月１３—１７日 高原槽、切变线、副热带高压

西北地区中部及南部、青藏高原中部及东部、西南地区大部、江南大部、

华南大部出现小到中雨（雪），其中，江南东南部、华南东部、云南东南部

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５月２０—２５日
高空槽、高原槽、低涡、切变线、

地面准静止锋

新疆西部及北疆、西北地区东部、西藏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及南部、华北

南部、江汉南部、江淮西部、江南大部、华南大部出现中到大雨，其中甘

肃、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华南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

５月２９—３１日
高空槽、高空冷涡、低涡切变、

副热带高压、南支槽

新疆西部、西北地区东部、西藏东部、内蒙古中部及东部、华北西部及北

部、西南地区大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出现小到中雨（雪），其中，东北

西部、四川中部、云南西北部、重庆、湖北西南部出现大雨，局地暴雨

强天气过程进行简单分析。

４．２　５月１０日贵州强对流天气分析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０—１１日，贵州省出现短时强降

水和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受此影响，部分

地区遭受暴雨洪涝和风暴灾害。短时强降水主要发

生在１０日午后到１１日上午，强降水雨带最初出现

在贵州东北部，之后呈准东西带状自西向东、自北向

南，最后又向东移动。１１日上午，强降水集中在贵

州东南部。此次过程，贵州中部及南部地区连续遭

受强降水，贵州中南部及东南部多个站点出现１小

时雨量大于５０ｍｍ的降水，小时雨量最大值达８４

ｍｍ，并且在铜仁、惠水出现大风，１０日夜间，惠水瞬

时极大风速达２２ｍ·ｓ－１（９级），普定、龙里、惠水３

县市出现冰雹。

９日２０时，５００ｈＰａ上乌拉尔山高压脊前有横

槽发展，冷空气在槽后堆积，１０日０８时，横槽转竖，

引导冷空气自新疆向东，经河套地区向南爆发。深

厚南支槽１０日稳定维持在９０°Ｅ附近，南支槽前暖

湿气流的输送为贵州的强降水提供充足的水汽条

件。１０日０８时，高原槽位于川西高原，１０日２０时，

高原槽东移至川东地区，贵州位于槽底，槽后有弱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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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随高原槽东移南下。

１０日０８时，７００ｈＰａ切变线位于四川盆地至西

北地区东南部，贵州位于西南急流区。１０日２０时，

新疆北部冷空气沿高原东部迅速南侵，７００ｈＰａ冷

高压在高原东部形成，在冷高压推动下，７００ｈＰａ切

变线分为两段，北段位于川东地区，南段迅速南压至

贵州与广西交界处，贵州位于高压底部，切变线北

侧。贵州省内探空站风向转为西北风，表明２０时之

前，中低层７００ｈＰａ有冷空气入侵，中层干冷空气入

侵是冰雹、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现的有利因素。

１０日０８时，四川盆地内有西南涡及“人”字形

切变系统形成，切变线以南地区受西南急流控制，有

暖温度脊自云南东部经贵州北伸至湖北西南部，同

时有湿舌自广西向东北方向伸至长江中下游沿江地

区，贵州、广西、湖南及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区露点温

度在１６℃以上。１０日２０时，８５０ｈＰａ西南涡南落

至贵州西部，贵州北部及西部位于低涡切变北侧。

对应７００ｈＰａ切变线此时已经南压至贵州与广西交

界处，贵州省内７００与８５０ｈＰａ切变线具有前倾特

征。贵州上空气层低层湿暖，中层干冷，气层极不稳

定，在此环境条件下，一旦有合适的触发条件，引发

对流能量的释放，将产生强对流天气。

１０日，贵州省内大部最高气温在３０℃以上，东

北部及西南部局地达到３５℃以上。１０日０８时，贵

州省受地面热低压控制，地面冷锋位于贵州省北部

边沿，１０日２０时，锋区南压至贵州南部，冷锋过境

触发了对流天气的发生。

图７为１０日０８时贵阳站犜ｌｎ狆图。１０日０８

时，７５０ｈＰａ以下的低层温度露点差小于５℃，７５０

ｈＰａ以上温度露点差逐渐增大，同时，７００ｈＰａ以下

气层为暖平流，７００～５００ｈＰａ气层为冷平流，表明

低层在增暖增湿，中高层有干冷空气入侵。从强对

流天气的特征物理量来看，１０日０８时，贵州沙氏指

数（ＳＩ）开始转为负值，１０日２０时降至最低，为

－１．７７，并且１０日０８时，对流有效位能（犆犃犘犈）为

６９２Ｊ·ｋｇ
－１，大气层结处于不稳定状态。

　　本次过程主要为大尺度天气系统高空横槽转竖

东移，横槽底部有高原槽引导冷空气东移南下，对流

层低层存在低涡切变辐合，切变线南侧配合有暖温

度脊和湿舌，在热力不稳定能量增长储存条件下，地

面冷锋过境触发了强对流天气的产生。

５　沙尘天气

５月，我国北方出现１次沙尘天气过程，沙尘

图６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０日２０时强对流

天气发生条件综合分析图

及８５０ｈＰａ风场

Ｆｉｇ．６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ｓｅｖｅｒｅ

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ｏｎｗｅａｔｈｅｒａｎｄ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

ｆｉｅｌｄ（ｕｎｉｔ：ｍ·ｓ－１）ａｔ０８：００ＢＴ

１０Ｍａｙ２０１１

图７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０日０８时贵阳站

的犜ｌｎ狆图

Ｆｉｇ．７　Ｔｈｅ犜ｌｎ狆ｄｉａｇｒａｍｆｏｒＧｕｉｙａｎｇ

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ａｔ０８：００ＢＴ１０Ｍａｙ２０１１

天气过程次数明显少于常年同期（３．４次）。受蒙古

气旋和冷锋影响，５月１０—１２日，新疆南疆盆地、内

蒙古大部、华北北部、吉林西部出现一次强沙尘天气

过程。

６　其他灾害天气

６．１　长江中下游地区气象干旱持续发展

２０１１年春季（３月１日至５月３１日），长江中下

游地区降水异常偏少，平均降水量为１９６．０ｍｍ，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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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同期（４１７．０ｍｍ）偏少５３．０％，为近６０年同期

最少。与此同时，上述地区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

０．７℃。虽然５月该地区出现了几次降水过程，尤其

是５月２１—２３日长江中下游出现较大范围降水过

程，累计降雨量有２０～５０ｍｍ，但前期３、４月份降

水量相对于历史同期明显偏少，气象干旱仍然持续

或发展［４５］。

６．２　四川、湖南、广东、广西等地遭受洪涝灾害

２０１１年５月我国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造成

较大损失和人员伤亡。５月６—９日，广东部分地区

遭受洪涝灾害，造成２０．６万人受灾，２人因灾死亡，

农作物受灾面积１．８万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３．３亿

元。５月８日，广西桂林、贺州遭受洪涝灾害，造成

３８．６万人受灾，１人因灾死亡；直接经济损失３．１亿

元。５月８—１２日，四川部分地区遭受洪涝灾害，造

成６１．４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７０００万元。５月

１１日，湖南怀化市遭受洪涝灾害，造成９．７万人受

灾；直接经济损失８７００余万元。

６．３　我国部分地区遭受风雹灾害

２０１１年５月全国共有１６个省（区、市）局地遭

受风雹灾害，其中新疆、甘肃、宁夏、河北、山东、湖

南、贵州、广东等省风雹造成的损失较为严重。

致谢：感谢国家气候中心提供的降水量、降水距平和

气温距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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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架

气候与气候学

张家诚 著

２０世纪后３０年气候学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作为原中央

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所气候室与中国气象学会气候专业委

员会负责人，作者多次参加有关国际学术交流并主持新中国

成立后新建气象台站资料与史料的研究，留下了许多气候学

理论、气候变化及其社会影响等方面的论文。该书即为这些

论文汇编。

　 １６开　定价：８０．００元

湖南雨凇

廖玉芳 等编著

全书内容包括湖南雨凇气候特征、影响湖南雨凇的主要

物理因子、湖南重大雨凇过程大气环流特征、湖南雨凇预报

预测、湖南雨凇气候、区划湖南雨凇监测评估等。

该书实用性较强，可作为广大气象预报人员、科研人员、

有关院校师生及电力、交通行业从事相关研究人员的参考用

书。

　 １６开　定价：６０．００元

翱翔在蓝天云海上———漫谈航空气象

李鸿洲 编著

该书内容包括航空气象方面的基本知识；气象条件与飞

机性能；气象因素与飞行活动的关系；飞机积冰与飞机颠簸；

航空气象业务保障工作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飞行常识。该

书内容新颖，文字流畅，通俗易懂，是一本专业性较强的科普

读物。

　 ３２开　定价：２５．００元

青藏高原大气热源特征及其影响和可能机制

何金海 等著

该书利用各种再分析资料和日本ＧＡＭＥ等资料计算了

青藏高原上空及其周边地区大气视热源，并就其合理性和可

信性进行了深入比较，特别是应用近年来有关高原实验的实

测资料（尤其是垂直探空资料以及卫星遥感资料）对高原视

热源加热率垂直廓线的合理性进行了客观检验和判断。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青藏高原上空大气热源的时空分布

和振荡特征及其对东亚乃至全球天气气候的影响方式和可

能机制，及不同垂直加热廓线的加热对我国天气气候的不同

影响。

该书着力于以获得较为准确的青藏高原上空大气热源

强度的时空分布特征为基点，以探究其对东亚乃至全球天气

气候的影响和可能机制为目标，进而为天气预报和气候预测

工作者提供重要科学依据。该书可供大气科学研究工作者、

气象业务工作者及高等院校师生参考。

　 １６开　定价：６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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