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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大气环流和天气分析


花　丛
国家气象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提　要：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主要环流特征如下：极涡呈单极型分布，中高纬环流经向度大，有利于引导冷空气南下；南支槽活跃，

副热带高压强度偏强位置偏西。１２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１７．６ｍｍ，较常年同期（１０．５ｍｍ）偏多６７．６％；全国平均气温－４．

４℃，较常年同期（－３．２℃）偏低１．２℃，其中北京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低值。月内，共有五次明显冷空气过程和四次降水过

程影响我国；多个地区出现极端低温和极端日降温事件，北方部分地区遭受雪灾，江南、华南等地多阴雨寡照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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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我国气温偏低，降水偏多。与前

期相比，亚洲中高纬大气环流经向度明显加大，冷空

气活跃且强度偏强。受其影响，我国多地出现极端

低温事件。南支槽波动频繁，副热带高压偏强位置

偏西；月内出现多次明显降水过程，南方地区出现阴

雨寡照天气。

１　天气概况

１．１　降水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１７．６ｍｍ，较

常年同期（１０．５ｍｍ）偏多６７．６％，其中内蒙古、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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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降水量为历史同期最大值（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２）。

西北大部、华北大部、黄淮西北部、西南大部、内蒙古

大部及东北西部等地降水量不足１０ｍｍ，其中西南

西部、西藏、青海、新疆、西北东部、内蒙古西部等地

的部分地区无降水；江淮、江汉东部、江南大部、华南

大部普遍在５０ｍｍ 以上，其中江南中东部达１５０

ｍｍ以上；全国其余大部地区在１０～５０ｍｍ 之间

（图１）。

图１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全国降水量

分布（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ｍｍ）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

　　与常年同期相比，西北地区中西部、内蒙古大

部、东北大部、华北大部、黄淮、江淮、江汉东部、江南

大部、华南大部及西藏西北部等地降水量偏多３成

至２倍，其中华北东部及山东大部、新疆中东部和西

南部等地偏多２倍以上；西南大部、西北地区东南部

等地一般偏少３～８成，其中云南大部、四川西南部、

西藏中南部等地偏少８成以上；全国其余大部地区

接近常年（图２）。

图２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全国降水量距平

百分率分布（单位：％）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ｏｍａｌｙ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ｕｎｉｔ：％）ｉｎＣｈｉｎａ

ｉｎ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

１．２　气温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全国平均气温－４．４℃，较常年

同期（－３．２℃）偏低１．２℃，与２００５年并列为近２７

年来最低，其中北京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低值（国

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２）。空间分布上，华南北部及其以

北大部地区、贵州东部、新疆中北部等地气温普遍较

常年同期偏低１℃以上，其中东北大部、华北大部、

黄淮北部及内蒙古中东部、新疆中北部偏低２℃以

上，东北中部、内蒙古东部及新疆北部部分地区偏低

超过４℃；西藏大部、青海南部、云南南部和海南等

地气温偏高１～２℃，局部偏高２℃以上；全国其余大

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图３）。

图３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全国平均气温

距平分布（单位：℃）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ｕｎｉｔ：℃）

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

２　环流特征和演变

图４给出了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

度及距平图，与常年同期的北半球环流形势相比，１２

月北半球的环流形势有以下主要特点。

２．１　极涡呈单极型分布，中高纬环流经向度大

　　北半球极涡呈单极型分布，５１２ｄａｇｐｍ的环流

中心位于北极圈内，范围小于常年同期，位置略偏向

亚洲东部。乌拉尔山附近有明显的高压脊存在，从

距平场上也可以看到该地区正距平中心高达１６

ｄａｇｐｍ。东亚大槽较历史同期偏强，槽底南伸至黄

淮流域。受其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在高度场上

均表现为负距平。高压脊的存在有利于冷空气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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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平均

高度（ａ）和距平（ｂ）（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４　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ｔ

５００ｈＰａ（ａ）ａｎｄｉｔｓａｎｏｍａｌｙ（ｂ）ｉｎ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积，东亚大槽槽后偏北气流有利于引导冷空气南下。

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１２月冷空气频繁侵入我国，影

响范围广，降温幅度大，全国平均气温明显偏低。

２．２　南支槽活跃，副高偏强

从高度场上可以看到，南支槽位于９０°Ｅ附近，

接近常年平均值，且东移相对频繁。副热带高压脊

点西伸至１２１°Ｅ，与历史同期相比明显偏西。副高

西侧西南气流与南支槽前气流相叠加，为水汽的输

送和抬升提供了有利条件。南方暖湿气流与北方南

下冷空气相互作用，给我国带来多次明显降水过程。

２．３　环流演变与我国天气

图５给出了１２月上、中、下旬欧亚地区５００ｈＰａ

大气环流发展演变的三个时段的平均高度场及距平

场。整体上看，亚洲中高纬高度场呈现出西高东低

的特征，环流经向度较大，有利于引导冷空气南下。

具体分析如下。

上旬（图５ａ），欧亚大陆中高纬为典型的两槽一

脊的环流形势。乌拉尔山附近有高压脊维持，与常

年同期相比表现为明显的正距平。我国中东部地区

处于东亚大槽的控制之下，低槽中心形成了强度为

５２０ｄａｇｐｍ的切断低涡。受其影响，北方地区在高

度场上表现为负距平，气温较常年偏低。在这种环

流背景下，冷空气一般沿偏西路径侵入我国，强度偏

弱，影响范围偏北。南支槽位于６０°Ｅ，槽前西南气

流主要影响印度半岛及青藏高原南部。南支锋区在

华南表现为偏北气流，加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东（西

脊点位于１３０°Ｅ附近），不利于水汽向陆地的输送，

图５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欧亚５００ｈＰａ上（ａ）、

中（ｂ）、下（ｃ）旬平均位势

高度（单位：ｄａｇｐｍ）和距平（阴影）

Ｆｉｇ．５　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ｔ

５００ｈＰａ（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ａｎｄｉｔｓａｎｏｍａｌｙ

（ｓｈａｄｅｄ）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ｍｉｄｄｌｅ（ｂ）ａｎｄ

ｌａｓｔ（ｃ）ｄｅｋａｄｏｖｅｒＥｕｒａｓｉａｉｎ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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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上旬南方地区没有出现持续性的阴雨雪天气。

中旬（图５ｂ），乌拉尔山高压脊继续增强，欧亚

大陆中高纬形成阻塞高压—切断低压的环流形势，

十分有利于冷空气的积累和爆发（朱乾根等，２０００）。

位于巴尔喀什湖以北的低涡中不断有小股冷空气分

裂东移，受其影响，新疆北部多降雪过程，平均气温

较常年同期偏低。在横槽前部弱高压脊的控制下，

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及青藏高原北部降水偏少，气温

偏高。与中高纬明显的经向型环流不同，南支气流

较为平直，无明显的南支槽。副热带高压增强，西脊

点西伸至１１０°Ｅ左右，脊线在１５°Ｎ附近，整体呈带

状分布。由于南支槽偏弱，来自孟加拉湾的水汽无

法通过西南气流向我国输送，加之副热带高压切断

了南海的水汽来源，华南地区降水偏少，气温偏高。

下旬（图５ｃ），环流形势有明显调整。乌拉尔山

阻塞高压消失，欧洲东部至亚洲中部为一宽广的脊

区。与中旬相比，脊前气流的偏北分量加大，有利于

冷空气从西伯利亚经过更短的路径、以更快的速度

南下影响我国。在冷空气作用下，东亚大槽再次增

强，其中心切断低涡强度达到５０４ｄａｇｐｍ，亚洲东部

出现大范围的负距平区。在环流形势调整的过程

中，２０—２４日及２８—３１日有两次冷空气过程先后

影响我国，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气温均低于常年

同期。从低纬度环流场来看，９０°Ｅ附近有弱的南支

槽，有利于将孟加拉湾的水汽向我国南方地区输送，

给该地区带来持续的阴雨雪天气。副热带高压再次

东退，西脊点回归至１３０°Ｅ附近。

３　冷空气活动

３．１　概况

本月共有５次明显的冷空气活动（表１），均通

过偏西或偏西北路径侵袭我国。根据冷空气划分标

准，除５—８日的过程主要影响北方地区外，其余４

次均为全国范围的冷空气过程，其中２０—２４日的过

程达到强冷空气的标准。与常年同期相比（张恒德

等，２０１１；樊利强，２０１２），过程明显偏多，强度偏强。

表１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主要冷空气过程

犜犪犫犾犲１　犕犪犻狀犮狅犾犱犪犻狉狆狉狅犮犲狊狊犲狊犻狀犇犲犮犲犿犫犲狉２０１２

冷空气过程 影响区域 降温幅度 大风、沙尘及降水天气

５—８日 北方大部分地区

北方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４～６℃，

内蒙古东部、东北中南部等地降温

１０～１６℃，局地降温超过２０℃

北方大部地区出现４～６级

偏北风，青海北部、山东半岛等地

风力达７～９级。山东半岛出现暴雪

９—１１日 全国大部分地区

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４～６℃，

内蒙古东部、东北中部部分

地区降温幅度超过１０℃

内蒙古中部、华北大部出现４～６级

偏北风，江南中西部出现中到大雨

１５—１９日 全国大部分地区

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４～６℃，内蒙古

东部、东北、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降温幅度

超过１０℃，江南南部局地降温达１５℃

华北大部、华东东部出现４～６级

偏北风。江南东部出现大到暴雨

２０—２４日 全国大部分地区

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４～６℃，新疆

北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大部、华南

南部等地降温幅度超过１０℃，

东北中部局地降温达１８℃

北方大部、华南东部出现４～６级偏北风，

华北中部、东南沿海出现等地风力

达７级。山东中部出现大到暴雪，

江南东部出现大雨

２８—３１日 全国大部分地区

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４～６℃，新疆北

部、西北地区中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大部、

江南东部、华南大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

降温幅度超过１０℃，局地降温达２２℃

北方大部、江南东部、华南东部出现４～６级

偏北风，甘肃西部、山东半岛等地风力达７级。

山东中部出现中到大雪（雨夹雪），江南地区

出现大雨，海南中部出现大到暴雨

３．２　１２月２０—２４日冷空气过程

此次过程为全国范围的强冷空气过程，东北地

区达到寒潮标准。在冷空气影响下，全国大部地区

出现入冬以来的最低气温，新疆北部、内蒙古中东

部、东北大部、华南南部等地降温幅度超过１０℃，局

地降温超过１４℃。北方多个气象观测站最低气温

突破建站以来１２月最低值（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２）。

同时，北方大部、华南东部等地普遍出现４～６级偏

北风，山东中部出现大到暴雪，江南东部出现大雨。

如图６ａ所示，从冷空气爆发前的５００ｈＰａ平均

高度场来看，极涡中心强度偏强，中心值达５０４

ｄａｇｐｍ。乌拉尔山附近有高压脊稳定维持，脊前偏

北气流不断引导极涡中心的冷空气渗透南下，在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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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横槽中堆积，形成低于－４０℃的低温中心。２０日

０８时（图略），横槽转竖东移，开始影响新疆北部；地

面冷高压中心位于巴尔喀什湖以西，中心强度超过

１０６５ｈＰａ；高压前冷锋压至天山地区，北疆地区出现

６～８℃降温。副热带高压西脊点位于１２０°Ｅ附近，

高压北侧低空有西南急流发展，与不断东移发展的

南支槽相配合，给我国中东部地区带来大范围雨雪

天气。随后，西风槽缓慢东移，至２２日０８时（图

６ｂ），高空冷中心位于蒙古国东部，中心强度维持在

－４４℃。温度槽稍落后于高度槽，槽后有较明显冷

平流，说明低槽仍将进一步发展。在冷空气作用下，

地面高压缓慢东移并逐渐加强，中心位于贝加尔湖

以西，地面观测到１０８０ｈＰａ以上的气压值。冷锋前

图６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８—１９日５００ｈＰａ平均

高度场及温度场（阴影）（ａ）和２２日０８时

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８５０ｈＰａ风场和海

平面气压场（阴影）（ｂ）

Ｆｉｇ．６　（ａ）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ｈａｄｅｄ）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ｏｎ１８—１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ａｎｄ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ｔ

５０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ａｔ８５０ｈＰａａｎｄｓｅａ

ｌｅｖｅ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ｈａｄｅｄ）ａｔ（ｂ）０８：００

ＢＴ２２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

沿已抵达华南沿海，并在华南大部造成６～１０℃的

降温。同时，在内蒙古东部至西北地区东部有冷空

气补充南下，形成一条副冷锋。我国中东部大部受

冷高压控制，降水明显减弱。到２３日０８时（图略），

高空槽东移至东北东部，北方地区基本处于槽后高

压脊控制之下，天气晴好。地面高压中心南落至内

蒙古中部，在高压前冷空气的作用下，东北和华北大

部持续降温，降幅达６～８℃，同时伴有４～６级偏北

风。２４日之后，随着西风槽逐渐移出我国，地面高

压中心不断南下减弱，地面气温开始回升，本次冷空

气过程结束。

３．３　１２月２８—３１日冷空气过程

本次过程为全国中等、北方强冷空气过程，其中

东北地区降温达到寒潮标准。长江以南地区降温明

显，局地降幅超过１５℃。贵州、江西、湖南等地出现

明显冻雨天气。

从形势场上看，本次冷空气过程为低槽东移型。

２８日０８时，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以经向型环流为主，新

疆以西有高压脊发展，脊前低槽携西伯利亚冷空气

沿西北路径侵入我国。温度场上，沿祁连山区有明

显锋区，温度槽落后于高度场，槽后冷平流明显。地

面高压中心位于贝加尔湖以西，中心强度达１０６０

ｈＰａ。随后低槽迅速东移并不断加深，至２９日２０

时，５００ｈＰａ上东北地区出现冷涡，温度场上观测到

－４４℃的闭合等值线。低层冷空气的影响路径主要

分为两支，一支沿高空槽后向华北和东北地区推进，

一支沿高原东侧南下，给西南地区造成明显降温天

气。地面上，东北地区有锋面气旋发展，锋后出现４

～６级偏北大风，并伴有持续降温。３１日后，随着高

空低槽主体逐渐东移出我国，本次冷空气过程基本

结束（图略）。

４　主要降水过程

４．１　概况

在西风槽、南支槽、低空切变及西南急流等天气

系统的共同作用下，本月共出现４次明显降水过程

（表２）。北方部分地区遭受雪灾；雨雪分界线南压

至华南北部，江南、华南等地多阴雨寡照天气，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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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主要降水过程

犜犪犫犾犲２　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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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犲犮犲犿犫犲狉２０１２

降水时段 主要影响系统 影响区域及降水强度

１—５日 西风槽，低空切变，锋面气旋
新疆北部、东北中南部、山东半岛出现大到暴雪；江南东部、

华南大部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出现大暴雨

１３—１７日 西风槽，低涡切变，西南急流，地面冷锋
华北南部、黄淮北部出现大到暴雪（雨夹雪）；黄淮大部、

江淮东部、江南东部出现中到大雨，江南东部局地出现暴雨

１９—２１日
西风槽，南支槽，低涡切变，西南急流，

地面冷锋

山东中部出现大到暴雪；江淮东部、

江南大部出现中到大雨

２６—３０日
西风槽，南支槽，高原槽，西南急流，

低空切变，地面冷锋

黄淮东部出现中到大雪（雨夹雪）；江南大部、华南大部、西南地区

东南部出现中到大雨，华南东部、海南中部局地出现暴雨

湖南、江西等省份出现冻雨。

４．２　１２月２６—３０日降水天气过程分析

１２月２６—３０日，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明显降

水过程。其中，长江以北地区以降雪为主，安徽南部

部分地区积雪深度达５～１６ｃｍ。长江以南地区以

雨或雨夹雪天气为主，降水量一般有１０～２５ｍｍ，

其中江南中东部、海南中部部分地区过程降水量超

过５０ｍｍ（图７）。

图７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６日０８时至３１日０８时

累计降水量分布（单位：ｍｍ）

Ｆｉｇ．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ｍｍ）ｆｒｏｍ０８：００ＢＴ２６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ｔｏ

０８：００ＢＴ３１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

　　本次降水过程是北方冷空气与西南暖湿气流共

同作用的结果，降水范围经历了南—北—南的演变

过程。２６日０８时（图８ａ），在东移高原槽和南支槽

的共同作用下，５００ｈＰａ高度上我国南方地区位于

槽前西南气流中，低层８５０ｈＰａ有暖式切变存在，并

伴有中心值达－３．０Ｐａ·ｓ－１的上升运动区；同时，

８５０ｈＰａ上南方大部地区相对湿度均在８０％以上。

在有利的动力抬升和水汽条件的共同作用下，淮河

以南地区出现了明显降水。至２８日０８时（图８ｂ），

南支槽东移，低层西南气流进一步加强，在江南地区

出现１２ｍ·ｓ－１的低空急流。同时北方冷空气南

图８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６日０８时（ａ）和２８日

０８时（ｂ）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８５０ｈＰａ风场、垂直

速度（虚线，单位：Ｐａ·ｓ－１）及相对湿度场（阴影）

Ｆｉｇ．８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ａｎｄｗｉｎｄ

ｆｉｅｌｄ，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ｕｎｉｔ：Ｐａ·ｓ－１）

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ｓｈａｄｅｄ）ａｔ８５０ｈＰａ

（ａ）０８：００ＢＴ２６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ｂ）０８：００ＢＴ

２８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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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冷暖气流交汇于华北西部，形成明显的低空切

变。在切变前部偏南风的作用下，东北南部及华北

大部明显增湿，形成相对湿度８０％以上的高湿区。

随着该切变的东移，华北、东北地区均出现了小到中

雪的天气。此后，高空低涡东移，冷空气南下，低空

切变南压至江南地区，主要降水区重新回到江南和

华南。３０日以后，随着冷空气进一步地向南推进，

我国被槽后西北气流控制，本次降水过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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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架

《天气学概要》

徐海明 等编著

该书是对天气学基本原理和方法的概要介绍。全书共

１０章，内容依次为天气图、风场和温压场的关系、气团与锋、

气旋和反气旋、大气环流寒潮、寒潮天气过程、降水天气过

程、对流天气过程、台风天气过程和高影响天气过程。

该书可以作为非气象类专业本科天气学课程的基本教

材。

　 １６开　定价：３５．００元

《中国气候与环境演变：２０１２》

秦大河 主编

该书共包括４卷，分别为《第一卷 科学基础》、《第二卷

影响与脆弱性》、《第三卷 减缓与适应》以及《综合卷》。第一

卷主要从过去气候变化、观测的气候变化、冰冻圈变化、海平

面变化、极端天气气候变化、全球与中国气候变化的联系、大

气成分、全球气候系统模式评估及中国区域气候预估等方面

对中国气候变化的事实、特点和趋势等进行了评估，是认识

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第二卷主要涉及气候与环境变化对

气象灾害、地表环境、冰冻圈、水资源、自然生态系统、近海与

海岸带环境、农业生产、重大工程、区域发展及人居环境与人

体健康的影响以及适应气候变化的方法和行动等内容，是对

气候与环境变化对我国影响方面已有认识的系统总结。第

三卷主要从减缓气候变化的视角，从发展的模式转型、温室

气体排放情景、温室气体减排的技术选择、可持续发展政策

的减缓效应、低碳经济的政策选择、国际协同减缓气候变化、

社会参与及综合应对气候变化等８个方面讨论了减缓气候

变化的途径与潜力。《综合卷》主要对上述３卷的关键科学

认识和核心结论进行了总结。本书可供气象、地理、地质、环

境、水文、生态、农林、社会科学等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政府

管理部门有关人员及高校师生参考。

　 １６开　定价：３５０．００元

《气象英模风采录》

中国气象局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编

多年来，广大气象工作者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爱岗敬

业、团结协作，严谨求实、崇尚科学，勇于改革、开拓创新，为

气象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涌现出许多先进典型。本

书汇编了气象部门的１０名重大先进典型的事迹，并收录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气象部门获得省部级以上综合表彰的先进

典型２０００多人次的名录，这既是宝贵的档案资料，又是进行

革命传统和气象精神教育的良好教材，适合全国气象部门干

部职工和气象院校师生阅读。

　 ３２开　定价：３０．００元

《西藏自治区气候图集（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

张核真 等编著

该《西藏自治区气候图集》是对西藏自治区１９７１—２０００

年气象观测资料进行科学计算和统计整编而成，比较直观地

展现了西藏气候的分布规律。内容主要包括基本气候图、物

理气候图、气候变化图、应用气候图４个图组２１２幅图。读

者可以从本图集清楚地了解到西藏基本气候状况、气候资源

分布以及气候变化的一些基本事实。本图集是一部基础性

工具书，可为气象、农牧林、水利、交通、旅游开发、建筑设计、

防灾减灾等提供最基本的科学依据。

　 １６开　定价：１５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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