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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２０１４年２月大气环流的主要特征是极涡偏强且呈偶极型分布，中高纬环流呈４波型，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弱，南

支槽位置偏西。２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３℃，较常年同期偏低０．６℃；全国平均降水量１７．５ｍｍ，与常年同期（１７．４ｍｍ）持

平。月内我国有一次全国性寒潮天气过程；北方有明显雨（雪）天气，冬麦区旱情缓解；南方雨雪过程较多且范围较大，多地出

现阶段性低温雨雪天气和冻害；中东部出现３次大范围的雾或霾天气过程。

关键词：大气环流，寒潮，降水，雾，霾

中图分类号：Ｐ４５８，Ｐ４４８　　　　　　文献标志码：Ａ　　　　　　犱狅犻：１０．７５１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０５２６．２０１４．０５．０１６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４

ＹＡＮＧＹｉｎ　ＨＥＬｉｆ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ｅｎｔｒ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１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４ａｒｅ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

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ｔｗｏｐｏｌａｒｖｏｒｔｅｘｃｅｎｔｒ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ａｎｄｂｏｔｈｏｆｔｈｅｍａｒｅ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ｔｈａｎｎｏｒ

ｍａｌ．Ｔｈｅ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ａｆｏｕｒｗａｖ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ｖｅｒ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ｈｉｇｈ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ｓ．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ｈｉｇｈｉｓｗｅａｋｅｒｔｈ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ｂｒａｎｃｈｔｒｏｕｇｈｉｓｍｏｒｅｔｏｔｈｅ

ｗｅｓｔｔｈ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ｓ－２．３℃，０．６℃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ｉｓ１７．５ｍｍ，ｗｈｉｃｈｉ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ｏ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ｖａｌｕ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ｉｓｍｏｎｔｈ，ｔｈｅｒｅｉｓ

ｏｎｅ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ｃｏｌｄｗａ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ｒａｉｎａｎｄｓｎｏｗｗｅａｔｈｅｒｓａｒｅｓｅｅ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ｏｆＣｈｉｎａ，ｒｅｌｉｅ

ｖｉｎｇｔｈｅｄｒｏｕｇｈ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ａｒｅａ．Ｔｈｅｓｎｏｗａｎｄｒａｉ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ｒｅｍｏｒｅ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ｏｆ

Ｃｈｉｎａｗｉｔｈａｌａｒｇｅｒａｎｇｅｉｍｐａｃｔｅｄ，ｗｈｉｃｈｍａｋｅｓｍａｎｙｐｌａｃｅｓｓｕｆｆｅｒｆｒｏｍｃｒｙｏｇｅｎｉｃｒａｉｎ／ｓｎｏｗｗｅａｔｈｅｒａｎｄ

ｃｏｌｄｄａｍａｇｅｓ．Ｂｅｓｉｄｅｓ，ｔｈｒｅｅｆｏｇａｎｄｈａｚ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ｒｔｏｆＣｈｉｎａ．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ｄｗａｖ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ｇ，ｈａｚｅ

引　言

２０１４年２月主要气候特点：气温较常年同期偏

低，降水量与常年同期基本持平（国家气候中心，

２０１４）。２月，全国平均气温－２．３℃，较常年同期偏

低０．６℃，其中新疆北部、东北北部、黄淮西部、江汉

和贵州偏低１～２℃；全国平均降水量１７．５ｍｍ，与

常年同期（１７．４ｍｍ）基本持平，但西北地区东部、内

蒙古中部、华北大部和黄淮东部偏多３倍以上。月

内我国有一次全国性寒潮天气过程；北方冬麦区出

现雨（雪）天气，旱情得到缓解；南方雨雪过程频繁且

降水范围较大，江淮和江南大部、贵州、湖北等地出

现阶段性的低温雨雪天气和冻害；中东部出现了３

次大范围雾或霾天气过程，其中２０—２６日的霾天气

最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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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天气概况

１．１　降水

２０１４年２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１７．５ｍｍ，与常

年同期（１７．４ｍｍ）基本持平。从空间分布（图１）上

看，江南、江淮东部和华南北部降水量在５０ｍｍ以

上，其中浙江、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和福建

西北部等地有１００～１５０ｍｍ，局部超过１５０ｍｍ；江

淮西部和北部、江南西部、华南大部和云南西北部局

部地区有２５～５０ｍｍ；华北地区西南部、黄淮中西

部、江汉西部、华南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及陕西大

部和新疆北部等地有１０～２５ｍｍ；全国其余大部地

区在１０ｍｍ以下，其中新疆南部、青海西北部、甘肃

西部等地基本没有降水。

降水量与常年同期相比（图２），新疆西北部、西

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西北部和西南

部、华北、黄淮中东部、江淮东部、江南东北部和四川

图１　２０１４年２月全国降水量分布（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

ｉ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４（ｕｎｉｔ：ｍｍ）

图２　２０１４年２月全国降水量距平

百分率分布（单位：％）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４（ｕｎｉｔ：％）

南部等地偏多１倍以上，其中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

中部、华北大部和黄淮东部的部分地区偏多３倍；新

疆南部、西藏西北部、内蒙古西部、甘肃西北部、吉

林、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偏少超过１倍；全国

其余大部地区接近常年或偏少５成以内。

１．２　气温

２０１４年２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３℃，较常年

同期（－１．７℃）偏低０．６℃。从２月平均气温距平

的空间分布（图３）看，东北地区北部、内蒙古东北

部、黄淮西部、江淮和江汉西部，以及新疆北部等地

的月平均气温较常年平均偏低１～２℃；内蒙古中

部、西北大部、华南大部、江南东部、四川西部和云南

大部地区的月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１～２℃，其中西

南地区西部、华南和云南大部地区平均气温偏高

２℃以上。

图３　２０１４年２月全国平均气温

距平分布（单位：℃）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４（ｕｎｉｔ：℃）

２　环流特征与演变

图４给出２０１４年２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平均高

度及距平的水平分布，与常年平均相比较，２月有以

下特点。

２．１　极涡偏强并呈偶极型、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

弱、南支槽偏西

　　２０１４年２月北半球极涡呈偶极型分布（图４ａ），

主极涡中心位于北极圈内巴芬岛北部附近，其最强

中心强度达５０４ｄａｇｐｍ；另外一个极涡中心则位于

中西伯利亚地区北部。两个极涡中心均处于较明显

的负位势高度距平区（图４ｂ），表明极涡强度较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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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偏强，导致北美和亚洲远东地区暴雪和寒流天

气频发，而英国及西欧风暴施虐。我国南海及西太

平洋地区位于负的位势高度距平区内，且在月平均

位势高度场中西北太平洋地区无副热带高压（以下

简称副高）的５８８ｄａｇｐｍ特征线存在，说明副高强

度较常年偏弱。此外，南支槽的位置在孟加拉湾以

西，并且孟加拉湾处于正的位势高度区，说明南支槽

强度偏弱（安林昌，２０１３）。

图４　２０１４年２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平均

高度（ａ）和距平（ｂ）（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

ａ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ｙ（ｂ）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ｉ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４（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２．２　中高纬环流呈四波型

２０１４年２月，北半球中高纬月平均的５００ｈＰａ

位势高度场呈４波型分布，长波槽分别位西欧、西西

伯利亚、北美大陆和太平洋中部。我国东北、华北和

黄淮地区位于正位势高度距平区；西北、新疆、江南

和华南等地位于负位势高度距平区。此外，孟加拉

湾位于正的位势高度距平区，表明南支槽强度较常

年偏弱（董全，２０１２）。对应２０１４年２月我国华北、

黄淮地区雾或霾天气出现的频率增加，江淮、江南北

部、西北和新疆西北部等地的降水总量增加，而华南

和江南南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平均略有减少。

２．３　环流演变与我国天气

图５给出了２月上、中、下旬欧亚地区５００ｈＰａ

高度场的月平均环流形势。上旬（图５ａ）亚洲中高

纬地区大气环流形势为两槽一脊型，低槽分别位于

巴尔喀什湖（简称巴湖）以西和亚洲东海岸，我国西

部地区受弱高压脊控制；中西伯利亚地区的低涡强

度较常年平均偏强。上旬前期，位于巴湖以西的低

压槽不断分裂出冷空气东移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而

位于贝加尔湖（简称贝湖）以西的低槽则东移影响我

国中东部地区，产生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寒潮天气，并

使得新疆西北部和东北大部地区出现了中雪，局部

地区暴雪的天气；上旬中期，我国多短波槽东移，使

得中东部地区出现了较大范围的小雨量级的降水；

上旬后期，在不断东移的高空短波槽与低层切变线

和低空急流的共同影响下，我国中东部和华南地区

出现了大范围的雨雪天气。

图５　２０１４年２月上（ａ）、中（ｂ）、下旬（ｃ）

的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５　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ｓ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ｆｏｒ

（ａ）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ｂ）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ｃ）ｌａｓｔｄｅｋａｄｓ

ｉ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４（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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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月中旬（图５ｂ），欧亚中高纬地区呈西高东低

的环流形势，贝湖以北的低涡维持稳定，东亚大槽位

于亚洲东海岸地区，我国大部地区受高压脊控制，南

支槽强度不明显。中旬前半期，我国大部分地区受

高压脊控制，冷空气活动不明显，使得中东部地区出

现了大范围的雾或霾天气；中旬后半期，亚洲中高纬

地区不断有低槽东移，同时南支槽逐渐活跃，槽前西

南暖湿气流增强。东移高空槽和活跃的南支槽结合

使得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和华南地区出现了大

范围的雨雪天气。

２月下旬（图５ｃ），亚洲中高纬地区环流形势调

整为一槽一脊，低槽位于巴湖以西地区，我国北方地

区持续受高压脊控制。下旬前半期，巴湖以西的低

槽分裂出冷空气东移，在新疆北部地区产生了大部

中雪，局部地区暴雪的天气。由于我国北方地区受

高压脊控制，在华北、黄淮和东北地区出现了连续的

雾或霾天气；下旬后半期，亚洲中高纬地区有较强低

涡系统南压，给华北和东北地区带来了明显的降雪

（雨），并使前期持续的雾和霾得以消散。此外，高原

东侧不断有高空槽东移，南支槽活动也增强，两者共

同造成了江南和华南地区的连续阴雨天气。

３　冷空气活动

３．１　概况

２月我国冷空气活动的次数较常年平均偏少，

共出现一次全国性寒潮天气过程和一次强冷气活动

过程。１—４日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经历了一次

寒潮天气过程；２６—２８日为强冷空气过程，华北北

部和东北地区达到强冷空气的标准。两次冷空气过

程的影响范围和强度详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４年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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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犲犫狉狌犪狉狔２０１４

冷空气时段 冷空气强度 影响区域 降温幅度 大风、沙尘及降水天气

１—４日 寒潮
全 国 大 部

地区

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６～

１０℃，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华北

及东北等地降温幅度达１２～

１６℃，局地超过２０℃。

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地区出现４～６级偏北风，东部

和南部海区有７～８级、阵风９级的偏北风。西北

地区东部、华北、东北、黄淮西部、江淮地区出现了

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部地区还出现大到暴雪；西

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西部、江南等地还出现了小

雨天气。

２６—２８日 强冷空气
华 北 及 东

北大部

华北和东北大部气温下降６～

８℃，局地超过１２℃。

东北和华北大部出现４～６级偏北风，东部海区有７

～８级、阵风９级的偏北风。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

部和东北地区大部等地出现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其

中内蒙古东部、黑龙江中北部局地出现中到大雪。

３．２　２月１—４日寒潮天气过程分析

２月１—４日，我国出现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寒潮

天气过程。受冷空气活动影响，我国中东部大部分

地区气温下降６～１０℃，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及

东北等地降温幅度达１２～１６℃，局地超过２０℃；长

江中下游及以北地区出现４～６级偏北风，东部和南

部海区还有７～８级、阵风９级的偏北风。

在１日０８时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上（图６），贝湖以

西地区受高空冷涡控制，其中心强度达４９４ｄａｇｐｍ，

对应的冷中心强度为－５２℃，且自冷涡中心向西有

一条东西向的横槽；在地面图上，西西伯利亚一带有

强冷空气堆积，地面高压的中心气压值达１０５１

ｈＰａ。在贝湖南岸有低压中心存在，并且有一条从

低压中心西延至新疆北部地区的冷锋。此后，贝湖

以西的冷涡逐渐东移，但自其中心延伸出的东西向

横槽断裂，东侧槽转竖为南北向并迅速东移，到２０

时低槽位于我国内蒙古东部边境以西；地面高压在

２０时已经东移控制贝湖和蒙古国中西部地区，而０８

时位于贝湖南岸的低压中心和冷锋也东移至内蒙古

东部地区，使得蒙古国东部地区出现６级偏北风。在

此之后，冷空气扩散南下引起我国东北、华北和黄淮

地区出现降温和大风天气。此外，１日时我国西南地

区有低槽缓慢东移，在２日２０时该低槽位于江淮东

部、江南和华南北部地区，使得在５００ｈＰａ上我国呈

现西高东低的环流形势，让已经给我国北方地区带来

明显降温和大风的冷空气继续南下，并在３和４日给

江南和华南东部地区带来降温和大风天气。

２６—２８日的强冷空气过程是由于位于贝湖以

东的低涡东移，并不断分裂冷空气南下影响华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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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日０８时５００ｈＰａ位势

高度场（实线）及海平面气压场（虚线）

Ｆｉｇ．６　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ｓ（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

ａｎｄ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

ａｔ０８：００ＢＴ１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４

东北地区造成的。

４　主要降水过程

４．１　概况

２０１４年２月主要有３次降水过程，主要特点是

降水范围广、累计降水量大和降水相态复杂。２月

的主要降水过程如表２所示。

４．２　２月４—９日降水过程分析

２月４—９日，我国中东部和南方地区先后出现

表２　２０１４年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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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犲犫狉狌犪狉狔２０１４

降水时段 主要影响系统 影响区域及降水强度

４—９日 西风槽、低涡、切变线、冷锋

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和江南北部地区出现小到中雪或雨夹雪，

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雪；江南南部和华南地区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出现大

雨。

１６—１８日 西风槽、低涡、切变线

西北地区东部、江南西北部等地出现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其中湖北西北部出现

大雪、局地暴雪；西南地区东部及其以东大部地区出现小到中雨，贵州西部局部

出现了冻雨，江淮东部、江南东部局地出现大雨。

２３—２７日 西风槽、低涡、切变线、冷锋

西北地区东部、西藏南部等地的出现了小到中雪或雨夹雪；黄淮中部、江淮、江

南大部、华南中西部等地出现了小到中雨，其中湖南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局地

出现大雨。

了大范围雨雪天气过程。其中４—７日的雨雪天气

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淮和江南北部地区，其中西北地

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江汉及湖南西北部等

地降雪或雨夹雪５～１０ｍｍ，江苏中部、安徽中部和

湖北东部达２５～５０ｍｍ，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北

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和湖南东北部等地降雨２５

～７３ｍｍ；８—９日的雨雪天气主要出现在江南南部

和华南东部地区，其中湖北东南部、湖南中北部、江

西中北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等地降雪或雨夹雪

１０～２５ｍｍ，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福建北部等地局

地雨雪量累计有３０～４２ｍｍ，湖南东南部、江西南

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等地降雨２０～５０ｍｍ。

这次中东部和南方的大范围雨雪天气过程主要

是由于高空短波槽在东移过程中与中低层的低涡、

切变线和低空急流相结合造成的。对于４—７日中

东部的大范围雨雪天气过程，从６日２０时的５００

ｈＰａ环流形势场（图７）上可以发现高原东侧和西北

地区不断有短波槽东移，但南支槽活动不明显。在

７００ｈＰａ高度场上，西北地区东部有低涡系统存在，

沿低涡系统中心有延伸至西南地区中部的切变线，

并且在切变线南侧的江南中东部地区存在一支低空

急流，其中心的西南风风速达２０ｍ·ｓ－１；由于低空

急流对暖湿空气的输送作用，江南中东部和江淮东

部地区的温度露点差在２℃以下，水汽条件充分。

在８５０ｈＰａ高度上，江南西部地区也存在闭合低值

系统，从低值系统中心有延伸至江南东北部地区的

暖式切变；在切变线南侧的华南中西部和江南南部

地区也存在低空急流；在温度场上，０℃线位于江淮

南部。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不断东移的高空槽、低

层低涡和切变线的存在为这次大范围雨雪天气过程

图７　２０１４年２月６日２０时的５００ｈＰａ

位势高度场和８５０ｈＰａ风场

Ｆｉｇ．７　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ｓａｎｄ

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ｓａｔ２０：００ＢＴ６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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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良好的动力条件，而低空急流则提供了理想

的水汽条件。

对于８—９日江南南部和华南东部的雨雪天气

过程，其形成机制也是东移的高空槽与低层切变线

和低空急流相结合产生的，不同之处在于低层的切

变线和低空急流位置更偏南。由于４—９日期间

８５０ｈＰａ上的０℃线在江淮南部地区南北摆动，使得

华北、黄淮等地降水相态以雪为主，江南南部和华南

地区以雨为主，而在江淮和江南北部地区出现雪或

雨夹雪天气。

５　其他灾害天气

５．１　我国中东部出现大范围雾或霾天气

２月，全国平均雾日为２．２ｄ，接近常年同期。

华北南部、黄淮大部、江淮、江南东部以及陕西、重

庆、贵州、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雾日在３ｄ以上，其

中江苏大部、浙江大部、河北南部、河南南部、陕西中

部、重庆西部等地有５～１０ｄ。与常年同期相比，华

北大部、黄淮大部、江淮大部、江南东部及陕西大部、

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等地日数不同程度偏多，其中

江苏大部、浙江大部、河北南部、河南南部、山西西南

部、陕西中部等地偏多３～５ｄ，局部偏多５ｄ以上。

２月，全国平均霾日为５．２ｄ，比常年同期明显

偏多。我国中东部地区霾日数普遍在３ｄ以上，其

中华北大部及内蒙古东部、江苏大部、河南西部等地

达１０～１５ｄ，局地超过１５ｄ。与常年同期相比，全国

大部地区霾日数不同程度偏多，其中华北、黄淮、江

淮东部、江南地区东北部及重庆大部、陕西大部、内

蒙古东部等地普遍偏多５～１０ｄ，内蒙古东部部分地

区、京津及周边地区、山西东部、江苏等地偏多达

１０ｄ以上。２月的主要雾或霾过程如表３所示。

　　２月２０—２６日，我国华北、黄淮等地持续出现

表３　２０１４年２月主要雾或霾天气过程

犜犪犫犾犲３　犕犪犻狀犳狅犵犪狀犱犺犪狕犲狆狉狅犮犲狊狊犲狊犻狀犉犲犫狉狌犪狉狔２０１４

时间段 影响系统 影响范围

１—２日 高空脊、地面高压 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的雾和霾。

１３—１６日 高空脊、地面高压 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雾或霾。

２０—２６日 高空脊、地面高压
华北、黄淮等地连续出现中或重度霾天气，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空气污染尤为

严重。

了中或重度霾天气，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空气污染

尤为严重。在２２日０８时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上，华北

和黄淮地区处于高空脊的控制之下，大气状态为静

稳型，垂直运动以辐散下沉为主；而１４时的地面图

上，华北和黄淮地区受地面高压控制，这种均压场形

势使得地面风速较小或静风。辐散下沉和地面风速

较小使得ＰＭ２．５等大气污染物无法扩散，使得华北、

黄淮和江淮大部出现雾或霾。分析２０—２６日的平

均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图８ａ）和海平面气压场

（图８ｂ）可以发现，在此次霾天气过程期间，华北和

黄淮地区一直维持这种高层弱脊、地面均压场的环

流形势，使得霾天气一直持续。此外，２月出现的所

有雾或霾天气过程，都是在高层弱脊、地面均压场的

条件下出现的。

５．２　沙尘天气过程

２月我国共有两次沙尘天气过程，分别出现在

１—２日和２６日。１—２日新疆南部出现了扬沙，内

图８　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０—２６日的５００ｈＰａ平均

位势高度场（ａ）和海平面气压场（ｂ）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

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ａ）ａｎｄ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ｂ）

ｉｎ２０－２６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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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中东部地区出现了沙尘暴，沙尘天气出现的原

因是受蒙古气旋和地面冷锋影响；２６日内蒙古中东

部地区也出现了沙尘暴。

致谢：感谢国家气象中心张立生提供的降水量、降水

距平和温度距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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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架

《气候变化对中国种植制度影响研究》

杨晓光，陈阜 著

该书以气候要素变化特征及其对作物种植制度影响为

主线，较为系统地分析了我国近５０年来的作物熟制界限、主

要农作物种植北界空间位移，以及对作物产量潜力的影响状

况。全书是基于作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和文献整理分

析完成的，提出了农业气象资源要素与灾害评价、作物种植

界限与适宜性、作物生产潜力分析等思路与方法，并针对典

型区域和代表性作物的气候变化影响做了深入探讨。该书

可供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气象与农业管理部门的科技工作

者及关注气候变化与种植制度的相关人员参考。

　 １６开　定价：６０．００元

《综合自然灾害风险评估软层次模型的研究》

薛晔 著

该书首先介绍综合自然灾害风险基本知识，针对现有综

合自然灾害风险评估模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处理数据不

确定性的模糊信息粒化方法，建立了综合自然灾害风险评估

软层次模型，并对云南省丽江市、楚雄州和普洱市的地震灾

害和地震－洪水 灾害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了城市灾害综合

风险管理的三维模式－－阶段矩阵模式。本书可供自然灾

害学、防灾减灾工程等专业的学生和科研人员使用，也可供

从事风险分析研究的专家和防灾减灾的政府部门参考。

　 １６开　定价：３５．００元

《人工影响天气动力学研究》

许焕斌 著

该书介绍了人工影响天气中的动力学研究近况，着重提

炼出了动力学疑问及动力效应的机理问题。鉴于所提问题是

跨学科的，物理学上也具有一些模糊性，因而采用了如下的研

究思路：以归纳观测现象与演绎物理学模型相结合的方式，运

用数值模拟再现观测现象的方法，来逐步拟构逼近自然的物

理学模型。一旦所演绎的模型能正确再现所有观测到的现

象，这个物理学模型就应是所寻求的某种动力扰动作用机理

的体现，找到机理就能解答疑问了。该书可供从事人工影响

天气研究，教学和业务应用的专业人员以及研究生参考。

　 １６开　定价：４０．００元

《雷电电弧放电效应及其危害机理研究》

李良福 覃彬全 主编

作者根据重庆市科技平台与基地建设项目（ＣＳＴＣ２０１３

ＰＴ－ＧＣ００００１）和 公 益 性 行 业 （气 象）科 研 专 项 （ＧＹ

ＨＹ２０１００６００５－０５、ＧＹＨＹ２０１３０６０６９－０３）资助的雷电电弧

放电效应及其危害机理的研究成 果和国家标准《桥梁工程

防雷技术规范》研究与制定的科研成果，结合重庆市雷电灾

害调查鉴定和雷电防护技术的具体实践经验，并参考国内外

有关方面资料编著而成。全书共分六章二十五节，对电弧放

电与雷电电弧放电的基本概念及其差异、雷电电弧放电的自

然现象和产生方式及其形成机理、雷电电弧放电效应疲劳电

弧侵蚀危害机理以及雷电电弧放电对缆索承重桥的缆索防

雷影响与危害及其防御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

　 １６开　定价：５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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