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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东亚冬季风强度较常年同期略偏弱，季内冬季风强弱转换阶段性特征明显，初冬强度偏强，隆冬和后

冬转为偏弱。受其影响，冬季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但季内变化显著，初冬冷、隆冬和后冬暖。进一步研究表

明，冬季风强度偏弱与２０１４年９月北极海冰范围偏大（去线性趋势）有关，前期北极海冰偏大不利于西伯利亚高压偏强，进而

导致冬季风偏弱和冬季气温偏高。中部型尼尔尼诺（ＥｌＮｉ珘ｎｏ）和太平洋十年振荡（ＰＤＯ）暖位相的配合是造成冬季风强度偏弱

的另一个重要外强迫。ＰＤＯ位相在ＥｌＮｉ珘ｎｏ事件对东亚冬季风的影响中起调制作用，赤道中太平洋暖海温有利于偏南风距平

控制我国东部及东部沿海地区，东亚冬季风强度偏弱，当ＰＤＯ暖位相和 ＥｌＮｉ珘ｎｏ事件协同作用时，东亚地区大气环流对

ＥｌＮｉ珘ｎｏ事件的响应更加显著。东亚冬季风的季内变化则与大气对中部型ＥｌＮｉ珘ｎｏ事件的响应过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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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东亚冬季风是东亚季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活动不仅对我国和东亚地区冬季天气气候特征具

有重要影响，且通过大气遥相关等影响热带和热带

外地区大尺度环流特征。研究表明，东亚冬季风强

度与我国大部分地区冬季气温呈显著负相关，当东

亚冬季风强度偏弱时，有利于我国出现暖冬，同时，

东亚冬季风的发展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春

季和夏季天气气候（Ｃ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８２；郭其蕴，

１９９４；高辉，２００７；孙丞虎等，２０１２）。因此，有必要了

解东亚冬季风的强度特征和发展变化情况。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冬季，东亚冬季风强度较常年同

期略偏弱，这是在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冬季至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冬季连续６年强度偏强后，连续２年季风强度转

弱。而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冬季以来，东亚冬季风突然由

强转弱。与之相对应，我国冬季平均气温－２．３℃，

较常年同期（－３．４℃）偏高１．１℃，是１９６１年以来

第四高年，继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冬季连续２年出现暖冬

（司东等，２０１４）。季内，冬季风强弱转换阶段性特

征明显，初冬强度偏强，隆冬和后冬转为偏弱。相应

的，我国气温变化呈现初冬冷、隆冬和后冬暖特征，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我国出现多次明显的冷空气过程，北

方多地出现极端日降温事件，内蒙古、吉林两省（区）

共有１１站日降温幅度突破历史极值，东北局地遭受

雪灾；而在２０１５年１和２月，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

同期分别偏高１．９℃和１．５℃，全国出现４次大范围

雾霾过程（饶晓琴等，２０１５；尹姗等，２０１５；宫宇

等，２０１５）。由此可见，东亚冬季风强度变化与我国

冬季天气气候异常有密切的联系，那么，影响东亚冬

季风系统的主要外强迫因子是什么？造成东亚冬季

风强度季内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本文将针对上述

问题加以分析，并试图给出初步的解释。

１　资料和方法

本文使用的主要资料包括：国家气象信息中心

提供的１９５１年以来的中国２２８６站温度资料；美国

气象环境预报中心（ＮＣＥＰ）和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

心（ＮＣＡＲ）提供的 ＮＣＥＰ／ＮＣＡＲ 再分析数据集

（Ｋａｌｎａｙｅｔａｌ，１９９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ＮＯＡＡ）提供的 ＥＲＳＳＴ Ｖ３海温数据集（Ｓｍｉｔｈ

ｅｔａｌ，２００８）。本文使用的气候平均值为１９８１—

２０１０年。

为表征东亚冬季风活动特征，本文还计算东亚

冬季风强度指数（朱艳峰，２００８）和西伯利亚高压强

度指数，具体定义为：

东亚冬季风 （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 Ｗｉｎｔｅｒ Ｍｏｎｓｏｏｎ，

ＥＡＷＭ）强度指数（犐ＥＡＷＭ）：

犐ＥＡＷＭ ＝犝５００（２５°～３５°Ｎ、８０°～１２０°Ｅ）－

犝５００（５０°～６０°Ｎ、８０°～１２０°Ｅ）

　　西伯利亚高压（ＳｉｂｅｒｉａｎＨｉｇｈ，ＳＨ）强度指数

（犐ＳＨ）：

犐ＳＨ ＝犛犔犘（４０°～６０°Ｎ、８０°～１２０°Ｅ）

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冬季东亚冬季风活动

及其影响

２．１　东亚冬季风活动特征

从东亚冬季风强度演变的年代际特征上看，目

前东亚冬季风处于偏强时期，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冬季至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冬季连续６年强度偏强。而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年冬季以来，东亚冬季风突然由强转弱，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年冬季，犐ＥＡＷＭ为－０．２２，较常年同期略偏弱

（图１）。季内，冬季风强度变化显著，初冬强度偏

强，而隆冬和后冬主要表现为强度偏弱（图２）。

西伯利亚高压强度表现为与东亚冬季风一致的

年代际变化特征，目前同样处于偏强的年代际背景

下，但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冬季，其强度指数为－０．５８，与

东亚冬季风连续２年强度偏弱一致（图３）。逐日监

测表明，西伯利亚高压基本表现出与冬季风一致的

季内变化特征，前冬强度偏强，之后主要表现为强度

偏弱，但在１月下旬至２月上旬出现一次阶段性强

度增强（图４）。

２．２　我国冬季气温异常特征

受东亚冬季风强度和西伯利亚高压强度整体偏

弱影响，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冬季，全国平均气温－２．３℃，

较常年同期（－３．４℃）偏高１．１℃，是１９６１年以来

第四高年，与２００２年并列，仅次于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和

２００９年（图５）。除西藏西部局部、青海南部局部及

海南南部等地气温偏低０．５～２℃外，全国其余大部

分地区气温接近常年或偏高，其中内蒙古、华北东

部、黄淮、华中、新疆北部、青海中东部等地偏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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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５１—２０１５年标准化犐ＥＡＷＭ演变

Ｆｉｇ．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犐ＥＡＷＭ

ｏｖｅｒ１９５１－２０１５

图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冬季犐ＥＡＷＭ逐日演变

Ｆｉｇ．２　Ｄａｉ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犐ＥＡＷＭ

ｉｎＤＪＦｏｆ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图３　１９５１—２０１５年标准化犐ＳＨ演变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犐ＳＨ

ｏｖｅｒ１９５１－２０１５

图４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冬季犐ＳＨ逐日演变

Ｆｉｇ．４　Ｄａｉ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犐ＳＨ

ｉｎＤＪＦ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图５　冬季全国平均气温历年变化

Ｆｉｇ．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ｗｉｎｔｅｒｆｏｒＣｈｉｎａ

２℃，局部地区偏高２℃以上（图６）。季内，与冬季风

强度变化相对应，我国气温阶段性变化显著，初冬

冷、隆冬和后冬暖（图７）。１２月１—２０日，全国气温

大部偏低，全国平均气温－３．５℃，较常年同期偏低

１．０℃。１２月下旬以来，气温发生明显转折，全国大

部分地区气温明显偏高（图８）。２０１５年１月全国平

均气温较常年偏高达１．９℃，是１９６１年来最高；２月

平均气温继续维持偏高特征，但较前期程度有所降

低，达１．５℃（图略）。

２．３　我国极端事件特征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冬季，共有１４次冷空气过程影响

我国，较常年同期（１１次）偏多３次。全国共有１４９

站发生极端日降温事件，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江

淮、西北东部及西南西部等地，其中２６站的日降温

图６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冬季全国平均气温

距平（单位：℃）分布

Ｆｉｇ．６　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

ｉｎＤＪＦ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ｕｎｉｔ：℃）

图７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冬季全国平均

气温距平逐日演变

Ｆｉｇ．７　Ｄａｉ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ｎＤＪＦ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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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全国平均气温距平（单位：℃）分布

（ａ）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２０日平均，（ｂ）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１日至２０１５年２月２８日平均

Ｆｉｇ．８　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ｔ：℃）

（ａ）１—２０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ｂ）２１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ｔｏ２８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

幅度突破历史纪录（图９）。全国共６４站发生极端

连续降温事件，主要分布于东北、华北东部、西南地

区西南部及青藏高原等地，其中１１站的连续降温幅

度达到或突破历史极值（图１０）。

图９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冬季全国极端

日降温事件站点分布

Ｆｉｇ．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ｔｒｅｍｅｄａｉｌｙ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ｒｏｐ（ＤＴＤ）ｉｎＤＪＦ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图１０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冬季全国极端

连续降温事件站点分布

Ｆｉｇ．１０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ｔｒｅｍｅ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ｒｏｐ（ＣＴＤ）ｉｎＤＪＦ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３　东亚冬季风偏弱的可能原因

３．１　北极海冰

研究表明，前期北极海冰的多少会直接影响北

极地区冬季的热力状况，并通过大气的正、负反馈作

用影响中低纬大气环流（Ｈｏｎｄ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２００９；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Ｓｃｒｅ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Ｋｕｍａｒ

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当北极海冰范围偏大时，不利于欧亚

地区中高纬异常阻塞环流的建立，进而造成欧亚中

高纬西风环流相对平直，不利于西伯利亚高压的偏

强（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１）。王东阡等（２０１３）和司东等

（２０１４）的研究也发现，９月北极海冰范围与冬季欧

洲东部到西伯利亚地区的海平面气压（ｓｅａｌｅｖｅ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ＬＰ）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２０１２年９月

海冰范围的偏小和２０１３年９月海冰范围的偏大（去

线性趋势）是导致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冬季风强度偏强和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冬季风偏弱的重要原因之一。去除线

性趋势的９月海冰范围年际变化与东亚冬季风强度

同样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０．４２。

２０１４年９月，北极海冰范围与２０１３年９月基本持

平，均较常年同期偏大（图１１），前期偏大的北极海

冰有利于加大极区与欧亚大陆中纬度地区的温度梯

度，进而导致副热带西风急流偏强和东亚冬季风偏

弱。

３．２　太平洋海温

２０１４年１月，太平洋十年振荡（ＰａｃｉｆｉｃＤｅｃａｄａｌ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ＰＤＯ）由负位相转为正位相；５月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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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１９７９—２０１４年去除线性趋势后的９月

北半球海冰范围距平百分率逐年演变

Ｆｉｇ．１１　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ｄｅｔｒｅｎｄ

ｉｎｄｅｘｏｆｔｈｅ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Ａｒｃｔｉｃｓｅａｉｃｅｅｘｔｅｎｔ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ｖｅｒ１９７９－２０１４

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迅速上升导致ＥＮＳＯ中性状

态结束并进入暖水状态；至１０月，ＮｉｎｏＺ区海表温

度距平指数连续６个月达到或超过０．５℃，达到厄

尔尼诺（ＥｌＮｉ珘ｎｏ）事件标准，一次新的ＥｌＮｉ珘ｎｏ事件

形成。进入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冬季以来，ＰＤＯ正位相显

著发展加强，而赤道东太平洋海表面温度距平有所

下降，赤道中太平洋地区海温距平持续上升，Ｅｌ

Ｎｉ珘ｎｏ事件由东部型向中部型发展。

　　前人研究表明，东亚冬季风的年际变化与ＥＮ

ＳＯ循环呈显著的反向变化关系，在ＥｌＮｉ珘ｎｏ年冬

季，东亚大槽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弱，不利于强冷空气

南下，东亚冬季风强度偏弱；而拉尼娜（ＬａＮｉ珘ｎａ）年

冬季则正好相反，东亚大槽强度偏强，有利于寒潮等

强冷空气南下，东亚冬季风偏强（Ｌｉ，１９９０；Ｗｅｂ

ｓｔ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２；陶诗言等，１９９８；Ｃｈｅ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０；Ｌａ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王会军等，

２０１３；伍红雨等，２０１４）。而ＰＤＯ作为影响太平洋及

其周边地区气候年代际变化的强信号（Ｍａｎｔｕａｅｔａｌ，

１９９７；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７；卢楚翰等，２０１３），其位相

的演变对ＥＮＳＯ与东亚冬季风的关系有显著的调

制作用。对比ＰＤＯ暖位相与冷位相背景下ＥｌＮｉ珘ｎｏ

事件持续期冬季８５０ｈＰａ风场距平可以发现（图

１２），当ＰＤＯ位于暖位相时（图１２ａ），受赤道太平洋

暖海温强迫，赤道中太平洋地区对流活动旺盛，沃克

环流（Ｗａｌｋｅｒ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减弱，距平反沃克环流的

下沉支位于菲律宾海附近，８５０ｈＰａ高度上菲律宾

以东地区为反气旋控制，其西北侧的偏南气流与南

支槽前西南气流汇合，偏南风距平控制我国东部及

东部沿海大部分地区。而当ＰＤＯ 位于冷位相时

（图１２ｂ），偏南风气流仅控制我国南海和华南沿海

地区，我国东部大部分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为北风

距平控制，对应冬季风偏强和冬季气温偏低。上述

分析表明，ＥｌＮｉ珘ｎｏ事件对东亚冬季风的影响在一

定程度上受到ＰＤＯ位相的调制，当ＰＤＯ暖位相和

ＥｌＮｉ珘ｎｏ事件协同作用时，东亚地区大气环流对Ｅｌ

Ｎｉ珘ｎｏ事件的响应更加显著，这一结论与 Ｍｉｎｏｂｅ等

（１９９９）和Ｋｉｍ等（２０１４）的研究结果一致。

　　上文分析显示，ＰＤＯ正位相和ＥｌＮｉ珘ｎｏ事件作

为相对持续和稳定的外强迫因子，有利于东亚冬季

风强度持续偏弱。事实上，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冬季东亚

冬季风强度整体偏弱，但存在显著的季节内变化，在

前冬偏强，之后转为偏弱。进一步分析发现，东亚冬

季风强度的变化与大气对中部型ＥｌＮｉ珘ｎｏ事件的响

应有较好的对应关系。从赤道地区向外长波辐射

（ｏｕｔｇｏｉｎｇｌｏｎｇｗａｒｅｒａｄｉａｔｏｎ，ＯＬＲ）时间经度演变

（图１３）可以看出，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０日之前，赤道中

太平洋１４０°Ｅ～１８０°区域对流活动不旺盛，表明热

带大气尚未对赤道中太平洋暖海温充分响应，１２月

图１２　ＰＤＯ暖位相（ａ）及冷位相（ｂ）时ＥｌＮｉ珘ｎｏ年冬季８５０ｈＰａ距平风场合成

Ｆｉｇ．１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ｍａｐｓｏｆｔｈｅＤＪＦ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ａｓｅ

ｏｆＥｌＮｉ珘ｎｏ＋ＰｏｓＰＤＯ（ａ）ａｎｄＥｌＮｉ珘ｎｏ＋ ＮｅｇＰＤＯ（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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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５°Ｎ～５°Ｓ平均ＯＬＲ时间经度

剖面（单位：Ｗ·ｍ－２）

Ｆｉｇ．１３　Ｔｉｍｅ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５°Ｓ－５°Ｎ）

ｏｆＯＬＲ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ｕｎｉｔ：Ｗ·ｍ－２）

下旬之后，这一区域对流活动逐步发展加强，而在

１２０°Ｅ以西区域对流活动受到抑制。与之相对应，

在５°～２０°Ｎ平均的纬向环流距平逐月演变上也可

以看出，１２月，下沉气流控制１４０°Ｅ以东地区，１４０°Ｅ

以西地区为上升气流控制（图１４ａ），同时，南升北降

的经向环流控制我国东部及东部沿海地区，对流层

中低层为北风距平控制，东亚冬季风强度偏强（图

１４ｄ）。１月，受赤道中西太平洋对流活动增强影响，

１４０°Ｅ以东地区下沉气流转为上升气流，１４０°Ｅ以西

地区下沉气流减弱，表明热带大气已开始响应中部

型ＥｌＮｉ珘ｎｏ强迫（图１４ｂ）。至２月，东升西降的反沃

克环流在低纬地区建立（图１４ｃ），在我国东部及东

部沿海地区，南降北升的异常经向环流发展（图

１４ｆ），南风距平控制对流层中低层，东亚冬季风表现

为强度偏弱。

图１４　５°～２０°Ｎ平均纬向环流时间经度剖面（ａ，ｂ，ｃ，单位：ｍ·ｓ－１）及１１５°～１２５°Ｅ平均经向

环流时间纬度剖面（ｄ，ｅ，ｆ）（单位：Ｐａ·ｓ－１）

（ａ，ｄ）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ｂ，ｅ）２０１５年１月，（ｃ，ｆ）２０１５年２月

Ｆｉｇ．１４　Ｔｉｍｅ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５°－２０°Ｎ，ｕｎｉｔ：ｍ·ｓ
－１）ｏｆｚｏｎａｌ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ａ，ｂ，ｃ）ａｎｄ

ｔｉｍｅ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５°－２０°Ｎ，ｕｎｉｔ：Ｐａ·ｓ－１）ｏｆ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ｄ，ｅ，ｆ）

（ａ，ｄ）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ｂ，ｅ）Ｊａｎｕｒａｙ２０１５，（ｃ，ｆ）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

　　值得补充的是，东亚冬季风作为东亚地区冬季

重要的环流系统，其强度的季节内变化并不只受低

纬系统影响，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冬季北极涛动（Ａｒｃｔｉｃ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ＡＯ）正位相的发展加强（图略）也是造

成冬季风在隆冬和后冬转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４　结　论

（１）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冬季，东亚冬季风强度较常

年同期略偏弱，季内冬季风强弱转换阶段性特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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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初冬强度偏强，隆冬和后冬转为偏弱。与之相对

应，我国出现暖冬，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

偏高，全国平均气温－２．３℃，较常年同期（－３．４℃）

偏高１．１℃。季内，我国气温阶段性变化显著，初冬

冷、隆冬和后冬暖。

（２）冬季风强度偏弱与２０１４年９月北极海冰

范围偏大（去线性趋势）有关，前期北极海冰偏大不

利于西伯利亚高压偏强，进而导致冬季风偏弱和冬

季气温偏高。中部型ＥｌＮｉ珘ｎｏ和ＰＤＯ暖位相的配

合是造成冬季风强度偏弱的另一个重要外强迫。

ＰＤＯ位相在ＥｌＮｉ珘ｎｏ事件对东亚冬季风的影响中

起调制作用，赤道中太平洋暖海温有利于偏南风距

平控制我国东部及东部沿海地区，东亚冬季风强度

偏弱，而当ＰＤＯ暖位相和ＥｌＮｉ珘ｎｏ事件协同作用

时，东亚地区大气环流对ＥｌＮｉ珘ｎｏ事件的响应更加

显著。

（３）冬季风强度的季内变化可能与大气对中部

型ＥｌＮｉ珘ｎｏ事件的响应过程有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赤

道中太平洋１４０°Ｅ～１８０°区域对流活动不旺盛，表

明热带大气尚未对赤道中太平洋暖海温充分响应，

偏北风距平控制我国东部及东部沿海地区，冬季风

强度偏强；进入２０１５年后，１４０°Ｅ～１８０°区域对流活

动发展，东升西降的反沃克环流在低纬地区建立，在

我国东部及东部沿海地区，南降北升的异常经向环

流发展，南风距平控制对流层中低层，冬季风转为强

度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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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架

《中国旅游业碳减排潜力及战略措施研究》

吴普 著

本书从全球气候变暖及我国节能减排面临的严峻形势

入手，通过全球及我国旅游业发展态势的分析，再次重申旅

游业是能耗与排放的主要领域之一的认识，提出旅游业对于

气候变暖和节能减排具有关键作用。本书系统梳理了全球

及我国旅游业能耗与排放的现状，并以海口这一以服务业、

旅游业为经济支柱产业的省会城市为例，分析了其直接的能

耗与排放。基于情景分析法，分析了旅游业关键领域（交通

和酒店业）的减排潜力。系统地梳理了我国旅游业节能减排

的重点工作和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的政策框架、战略措

施。为提升知识性和可读性，本书还附带介绍了澳大利亚、

国际相关组织和我国旅游行业在节能减排方面的一些具体

做法和好的经验。

　 １６开　定价：３８．００元

《２０１４年卫星遥感应用技术交流论文集》

杨军 主编

本书内容包括卫星资料在数值天气预报、暴雨、台风、降

雪、中尺度天气分析、自然灾害监测等各领域的应用，卫星资

料处理和产品开发等方面的技术总结和讨论。这些内容对

进一步推动和提高我国卫星资料特别是风云卫星资料的应

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１６开　定价：７０．００元

《未来地球亚洲战略研究计划（英文版）》

ＭｉｃｈａｅｌＭａｎｔｏｎ，艾丽坤 等 主编

本计划是在“未来地球计划初步设计（ＦｕｔｕｒｅＥａｒｔｈＩｎｉ

ｔｉａｌＤｅｓｉｇｎ）”的框架下着重讨论亚洲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从

“动态亚洲”、“发展中的亚洲”以及“向可持续发展转变的亚

洲”三个方面，阐述亚洲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研

究方向与研究方法。本研究计划也是 ＭＡＩＲＳ与日本综合

地球环境学研究所（ＲＩＨＮ）一起合作的成果。

　 １６开　定价：４０．００元

《特色农业气象试验研究》

谷晓平 等 编著

本书以贵州省“两高”沿线为主要研究区域，以１０种主

要特色农作物为研究对象，包括水果（蓝莓、蒰柑、葡萄、火龙

果）、蔬菜（辣椒、番茄、西葫芦、小白菜、芥蓝）、花卉（菊花），

聚集与总结了近几年研究成果，详细介绍“两高”沿线气候资

源特征及蓝莓、蒰柑、葡萄、火龙果、菊花、蔬菜的农业气象试

验成果。

　 １６开　定价：７５．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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