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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博宇　张芳华
国家气象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提　要：２０１５年６月大气环流特征为：北半球极涡呈双极型，较常年略偏强；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度接近常年同期。２０１５

年６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０．３℃，较常年同期（２０．０℃）偏高０．３℃，北方（南方）地区气温总体较常年同期偏低（高）。全国平均

降水量为１０４．８ｍｍ，较常年同期（９９．３ｍｍ）略偏多５．５％。月内出现８次主要的降水过程。江淮、江南北部等地强降水天气

较多，多地遭受洪涝灾害，云南西部干旱发展，海南干旱有所缓解，东北地区等地多阵性降水；全国２１个省（区、市）遭受风雹灾

害。全国６４个站发生极端高温事件。今年第８号台风鲸鱼在广东登陆，是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

关键词：大气环流，副热带高压，梅雨，强对流，低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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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每年初夏，在湖北宜昌以东２８°～３４°Ｎ之间的

江淮流域常会出现连阴雨天气，雨量很大，这一时期

常称为“梅雨季节”。典型梅雨降水形势表现为与低

层风切变线相伴随的准静止锋常常从气旋中心向

西—西南扩展，同时气旋中心向东—东北向移动（丁

一汇等，２００７）。梅雨雨季的开始标志着北半球夏季

风在这一地区的爆发。

２０１５年６月第３候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暴雨

过程逐渐表现出间隔短、雨量大、强度强的特征。国

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６月１６—１９日，长江中下游

及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出现大范围暴雨过程，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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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ｍ以上的降水覆盖面积有１０．２万ｋｍ２；６月２２—

３０日，江苏大部、安徽大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

重庆西北部等地有１００～２００ｍｍ降水量，江苏中部

和南部、安徽中北部、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超过２００

ｍｍ。２２—３０日，暴雨以上共出现３７８站日，其中大

暴雨以上有６２站日（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５）。梅雨监

测结果显示长江区域于６月１４日入梅，而江淮区域

于６月２４日入梅。

长江中下游地区暴雨频发导致多个省（区、市）

发生洪涝，造成道路中断，部分农田被淹，对城市运

行、道路交通和人民正常生活等造成较重影响，其中

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等城市内涝严重。

１　天气概况

１．１　降水

２０１５年６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１０４．８ｍｍ，较

常年同期（９９．３ｍｍ）略偏多５．５％（国家气候中心，

２０１５），较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００．７ｍｍ）（关月等，２０１４）

略偏多４．１％。从空间分布看，除黄淮中东部，黄河

下游、渭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月累计降水量超过

１００ｍｍ。具体地，江苏南部、上海北部、安徽中南

部、河南东南部、浙江西部、江西北部、湖南北部、贵

州中东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降水量超过

４００ｍｍ，其中，江苏南部和江西东北部的部分地区

降水量超过６００ｍｍ，中心最大值分别为８９７．１ｍｍ

（张家港站）和７７９．３ｍｍ（德兴站）；四川东部、重庆

北部和湖北东部等地降水量达３００～４００ｍｍ；陕西

南部、湖北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福建北部、广

东中部和广西南部等地降水量达２００～３００ｍｍ。

除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及新疆北疆沿天山一带的

部分地区，黄河下游、渭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降水量

在１００ｍｍ以下（图１）。

与常年同期相比，黄淮西部和南部、江淮、江南

北部、贵州东部、四川盆地北部和东部以及陕西中南

部、东北地区西部、内蒙古中东部大部、青海西北部、

甘肃西部、新疆大部、西藏西部等地偏多２成至１

倍，部分地区偏多１倍以上，其中江苏南部、青海西

北部、新疆东疆地区、西藏阿里地区偏多达２倍以

上；内蒙古西部至华北中部、西北地区东北部、黄淮

东北部、江南地区南部、华南大部及云南大部、四川

南部、西藏中部、辽宁东南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偏

少２～５成，部分地区偏少５成以上，其中云南西北

部的部分地区偏少８成以上（图２）。

月内，全国共有６８站发生极端日降水量事件，

主要分布在江淮、江南地区中北部及西南地区东部，

其中江苏金坛（２７４．６ｍｍ）、江西德兴（２４３．７ｍｍ）

等８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国家气候中心，

２０１５）。

图１　２０１５年６月全国降水量分布（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ｕｎｉｔ：ｍｍ）

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Ｊｕｎｅ２０１５

图２　２０１５年６月全国降水量距平

百分率分布（单位：％）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ｕｎｉ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Ｊｕｎｅ２０１５

１．２　气温

２０１５年６月，全国平均气温２０．３℃，较常年同

期（２０．０℃）偏高０．３℃。与常年相比，黄淮西南部、

江汉大部以及陕西中东部、内蒙古中部、河北北部、

新疆中东部等地气温偏低１～２℃，内蒙古中部局部

偏低２～４℃；江南中南部、华南大部、云贵高原大部

及四川西部、西藏中部等地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１

～２℃，云南、四川南部的部分地区偏高２～４℃

（图３）。

进入６月，云南、四川南部及海南持续高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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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其中，云南全省平均气温为２３．４℃，较常年同期

偏高１．６℃，位居１９６１年以来最高年份，丽江市、楚

雄州大部、大理州等地偏高２～４℃，滇中西部及以

西地区持续高温少降水，气象干旱严重；四川凉山州

６月上旬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２．２～３．１℃，中旬其

南部地区偏高１．０℃左右，下旬偏高３．４～３．９℃；６

月上中旬，海南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比常年同期偏

高１～３℃，部分地区的气象干旱有所加重。

图３　２０１５年６月全国平均气温

距平分布（单位：℃）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ｕｎｉ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Ｊｕｎｅ２０１５

２　环流特征和演变

２．１　环流特征

２０１５年６月５００ｈＰａ平均高度场及距平分布

（图４）显示，本月北半球环流形势有如下特点。

２．１．１　极涡中心强度接近常年同期略偏强

２０１５年６月，极涡中心分别位于巴伦支海和拉

普捷夫海北侧附近，强度５４０ｄａｇｐｍ，较２０１４年６

月（关月等，２０１４）略偏强，位于巴伦支海的低涡中心

较常年同期偏强４～８ｄａｇｐｍ。亚欧大陆中高纬环

流经向度较常年偏强，有利于引导冷空气南下影响

我国北方地区，位于中西伯利亚东部至我国内蒙古

东部的低槽处于负距平控制，较常年同期偏强；西西

伯利亚平原的高压脊处于正距平控制，较常年同期

偏强。

２．１．２　副热高压强度接近常年同期

本月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副高）变化明显。进

入６月副高较５月北抬明显，副高脊线由１８°Ｎ附近

北抬至２２°Ｎ附近；西脊点位置较５月明显偏东（陈

双等，２０１５），从中南半岛西部东撤至我国华南中部。

从距平场看，副高强度接近常年同期。

图４　２０１５年６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平均

高度（ａ）和距平（ｂ）（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４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ｓ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ａ）

ａｎｄｉｔｓａｎｏｍａｌｙ（ｂ）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Ｊｕｎｅ２０１５（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２．２　环流演变和我国天气

图５分别显示２０１５年６月上、中、下旬欧亚地

区５００ｈＰａ平均高度场。

６月上旬（图５ａ），亚洲中高纬地区表现为一脊

一槽环流型，高压脊位于西西伯利亚东部，低槽维持

在蒙古东部；副高呈带状分布，其西脊点位于中南半

岛，北界位于华南北部地区。受蒙古国低槽携带的

冷空气与副高西侧偏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对流层

建立低涡切变线形势，６月１—３日和７—９日，在江

淮、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自北

向南先后出现两次强降水过程；同时，东移的低槽系

统也给北方地区带来多次阵性降水天气过程。

６月中旬（图５ｂ），伴随巴伦支海极涡南压东扩，

亚洲中高纬地区转为两槽一脊形势。西西伯利亚地

区受弱低槽控制，而高压脊东移至贝加尔湖附近，我

国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受弱低涡系统控制。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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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０１５年６月欧亚５００ｈＰａ上（ａ）、

中（ｂ）、下（ｃ）旬平均位势高度和距平

（单位：ｄａｇｐｍ；正距平：阴影；负距平：虚线）

Ｆｉｇ．５　Ｅｕｒａｓｉａ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ｉｔｓ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ｈａｄｅｄｌｉｎ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１ｓｔ（ａ），２ｎｄ（ｂ）ａｎｄｌａｓｔ

（ｃ）ｄｅｋａ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ｉｎＪｕｎｅ２０１５

西脊点从中南半岛西部移至我国华南中部，有利于

建立一支从北部湾至江淮南部的水汽输送带。中旬

前期，东北冷涡有所加强，并向南发展，冷涡中心位

于内蒙古东南部至东北地区南部，且环流经向度增

大，引导冷空气南下，副高北界随之略有南退，江南

中南部至华南等地出现强降雨；而华北东部、东北地

区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受强大的东北冷涡和低层辐合

系统影响也出现了大到暴雨天气。中旬后期，中心

位于内蒙古东部的高空冷涡再次加强，副高北界表

现为准东西向，伴随冷涡后部冷空气势力的南压，与

西南偏西急流交汇，江淮大部、江南中北部和贵州地

区出现一次大范围暴雨过程。

６月下旬（图５ｃ），中高纬环流较上中旬调整较

大，东北地区的冷涡系统东移入海并入位于堪察加

半岛南部的低槽中，加强形成较强的低值系统，位于

贝加尔湖的高压脊迅速减弱，位于西西伯利亚西部

的高压脊不断北伸加强，而我国新疆北部地区受低

槽系统控制。副高脊线位置继续北抬至２５°Ｎ 附

近，并西伸至江南西部地区。２０—２２日，东北地区

受弱高压脊控制，江淮和江南东北部地区受偏东气

流影响，伴随副高的西伸和台风鲸鱼的北进，从华南

至江南西部的偏南气流加强，表现为明显的暖切变

形势，贵州东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等地出现一

次强降水过程。２３—２４日，位于北部湾的台风鲸鱼

向西移动，其东侧的偏南急流给西南地区东部、江汉

江淮地区带来充沛的水汽，受西北地区东部短波槽

东移影响四川盆地北部、陕西南部、黄淮南部、江淮

北部出现暴雨降水。２６—２８日，受副高进一步西伸

北抬，四川盆地东北部地区存在较强的动力辐合及

水汽输送，另外，受东北地区东移短波槽的影响，四

川北部、江淮大部、江南东北部出现一次较强的降水

过程。

３　主要降水过程

３．１　概况

２０１５年６月我国出现了８次明显的降水过程，

间隔短，雨量大，其中６月１—３日、１６—１８日、２３—

２４日和２６—２８日，暴雨影响范围广，强度强，部分

地区暴雨洪涝灾害严重。表１给出了降水过程的起

止时间、影响系统和主要落区。６月１—３日和１６—

１８日，长江中下游及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出现大范

围暴雨过程，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等城市内

涝严重；６月２２—３０日，黄淮、江淮及川陕等地出现

两次强降雨过程，累积降水量普遍超过５０ｍｍ，暴

雨以上共出现３７８站日，其中大暴雨以上有６２站

日。２７日，江苏常州、南京等站点日降雨量超过２００

ｍｍ。受强降雨影响，江淮流域部分河流水位上涨，

太湖平均水位２８日涨至３．８６ｍ，超警戒水位０．０６

ｍ，是２０１２年以来首次超警戒。东北、华北等地多

阵性降水。下面将对６月１—３日的降水过程进行

简单分析。

３．２　６月１—３日降水过程分析

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３日降水过程具有以短时强降

水天气为主，同时伴有范围广、雨量分布不均等特

征，主要降水带位于湖北、安徽、江苏、湖南、江西、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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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等地，其中湖北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江西

北部、贵州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主要

降水时段出现在１日１４时至３日０８时，最大２４ｈ

降水量达到了２４３．７ｍｍ（江西德兴站），部分站点

小时雨强在５０ｍｍ·ｈ－１以上。

过程前期，内蒙古东部的短波槽东移南压，冷空

气沿华北地区进入江汉西部，与南侧稳定维持的偏

南暖湿气流在湖北西南部形成一弱的低涡系统，之

后随着西南急流加强而北抬发展加强（图６ａ）；过程

后期，随着东北地区低槽系统进一步东移南下，槽后

冷空气自偏东路径侵入低涡后部，使低涡系统南压

并东移入海，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受低涡后部冷切变

表１　２０１５年６月主要降水过程

犜犪犫犾犲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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犑狌狀２０１５

降水时段 主要影响系统 影响区域及降水强度

１—３日 高空槽、低涡、切变线
贵州东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南部、江西北部、苏皖南部、上海

等地暴雨，其中湖北东南部、河南南部、苏皖南部、上海等地局地大暴雨

７—９日 高空槽、低涡、切变线

贵州南部和东部、湖南中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大

部、广西西部和北部等地暴雨，其中贵州东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南

部等地局地大暴雨

１０—１１日 高空槽、切变线
江南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广西北部等地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中部、湖南东

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大暴雨

１３—１４日 高空槽、切变线
江南大部、广西北部等地大到暴雨天气，其中江西中东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

分地区大暴雨

１６—１８日 高空槽、低涡、切变线

江汉南部、江淮西部、江南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暴雨，其中湖北东

部、安徽中部、江苏南部、上海、江西中北部、浙江中部、贵州南部等地的部分

地区大暴雨

２０—２２日 高空槽、切变线
贵州东部和南部、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

湖南中部、湖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大暴雨

２３—２４日 高空槽、切变线
四川盆地东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部、苏皖北部等地暴雨，其中

四川盆地东北部、苏皖北部等地出现大暴雨

２６—２８日 高空槽、切变线 江苏中南部、安徽中部、河南东南部、四川盆地北部等地暴雨到大暴雨

图６　２０１５年６月２日０８时（ａ）和３日０８时（ｂ）

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及８５０ｈＰａ风场

（等值线为５００ｈＰａ等高线，单位：ｄａｇｐｍ，

槽线为５００ｈＰａ槽线，风羽为８５０ｈＰａ风场）

Ｆｉｇ．６　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ａｎｄ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ａｔ（ａ）０８：００ＢＴ２

ａｎｄ（ｂ）０８：００ＢＴ３Ｊｕｎｅ２０１５

系统控制（图６ｂ）。随着切变线的南压，雨带也逐步

南压，切变线南侧偏南风逐渐减弱，过程基本结束。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过程后期冷空气进入贵州中东

部，在冷暖气流的共同作用下，在贵州中东部一带出

现了较强的降水过程。整个过程中，强对流天气类

型以短时强降水为主。

　　降水发展阶段冷空气基本表现为以偏东路径南

下（沿华北黄淮东部到江南西北部），切变南侧低空

急流以西南偏西方向为主，使低涡形态呈准东西扁

平状（图６ａ），最强辐合带出现在低涡东侧，加上雨

带的列车效应，江南北部出现了降水量较大的暴雨

过程。６月１日夜里至２日白天江南北部沿江一带

的动力、热力和水汽条件均较好。２日０８时左右，

从湖北东南部至江苏南部一带，地面存在明显的南

北风辐合带，假相当位温在３４５～３５０Ｋ之间；低层

８５０ｈＰａ从广西北部至安徽南部存在一最大风速达

２０ｍ·ｓ－１的偏南风急流带；从安庆站的探空曲线看

（图７ａ），低层到中高层存在深厚的湿层，低层西南

风明显，地面露点温度均在２２℃左右，有利于强降

水的发生发展；而江南北部强降水带基本位于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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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流带入口区的左侧。

对于过程后期贵州地区的强降水，对流发展前

２日１４时，贵州北部的地面假相当位温梯度较大，

说明冷空气已侵入贵州北部；２日２０时从探空曲线

看，贵阳站表现为中层较干，低层相对湿度较大，地

面露点温度接近２０℃，有利于强降水的发生发展

（图７ｂ）。此外，贵州的东北部和西部分别存在低层

水汽通量散度的负值中心，并且从北部湾至贵州东

南部有低层水汽通量的大值区。

图７　２０１５年６月２日０８时安庆站（ａ）和２日２０时贵阳站（ｂ）探空曲线

Ｆｉｇ．７　犜ｌｎ狆ｄｉａｇｒａｍａｔ（ａ，Ａｎｑｉｎｇ）０８：００ＢＴ

ａｎｄａｔ（ｂ，Ｇｕｉｙａｎｇ）２０：００ＢＴ２Ｊｕｎｅ２０１５

４　台风活动

６月共有２个台风生成，其中１个登陆，生成和

登陆个数均接近常年同期。今年第８号台风鲸鱼

（Ｋｕｊｉｉｒａ）于６月２１日上午在南海中部海面上生成，

以１０ｋｍ·ｈ－１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风速

极值为２５ｍ·ｓ－１（强热带风暴），６月２２日下午

１８：５０前后在海南省万宁市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

附近最大风力有１０级（２５ｍ·ｓ－１），中心最低气压

为９８２ｈＰａ；２４日１１：４０前后在越南北部海防市沿

海再次登录，登录时中心最大风力２０ｍ·ｓ－１，中心

最低气压９９０ｈＰａ（图８）。台风鲸鱼是今年以来首

个登陆台风，登陆时间接近常年同期（平均为６月

２５日）。今年第９号台风灿鸿（ＣｈａｎＨｏｍ）于６月

３０日２０时在关岛东偏南约１６５０ｋｍ的西北太平洋

洋面上生成，生成时中心最大风速为１８ｍ·ｓ－１，中

心最低气压为９９６ｈＰａ，以１０ｋｍ·ｈ－１左右的速度

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图８）。

受“鲸鱼”影响，６月２１—２５日，海南中南部、广

东沿海、广西西部和南部、云南东部等地出现强降

雨，累计降雨量在１００ｍｍ以上，其中海南南部和广

西西南部达２５０～３９２ｍｍ；海南岛、广东中西部、广

西沿海出现７～１０级大风，局地阵风达１１～１２级。

据气象部门初步统计，海南、广西、云南３省（区）共

有２８．３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２２００多公顷，直

接经济损失超过１亿元。总体来讲，台风带来的降

水缓解了海南等地的旱情，造成的损失小，对农业的

影响利大于弊（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５）。

图８　２０１５年第８和第９号台风路径图

Ｆｉｇ．８　Ｔｒａｃｋｓｏｆｔｈｅ８ｔｈａｎｄ９ｔｈ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ｉｎ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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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内，全国共有６４站发生极端高温事件，主要

分布于云南、四川和西藏，其中四川得荣（３６．９℃）、

云南云龙（３５．９℃）等８站日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

值。６月下旬，江南、华南及重庆等地出现今年首次

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其中浙江中南部、江西大部、

湖南中南部、广西中部、广西中部和海南北部高温日

数有４～７ｄ；期间上述大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在３５～

３７℃，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江西中部、广西西南部

和海南北部等地局地超３８℃，云南彝良达４１．７℃。

致谢：感谢气象中心服务室提供６月降水距平及温度

距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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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架

《中国冬季大范围持续性低温事件研究》

布和朝鲁 等 著

该书在季节内尺度上系统总结了中国冬季大范围持续

性极端低温事件及其关键环流特征。书中主要内容包括：中

国冬季大范围持续性极端低温；大范围持续性极端低温事件

与寒潮过程的关系和差异；其关键环流系统与阻塞高压、切

断低涡活动和极涡活动的关系；其对流层和平流层前兆信

号；中国南方冬季极端降水事件与副热带环流系统（南支槽、

ＭＪＯ等）和中高纬环流系统的关系以及与冬季大范围持续

性极端低温事件的对应关系；极涡活动和北极涛动（ＡＯ）与

中国气温变化的关系；中国冬季低温气候特征及其外强迫特

征。书中涉及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是国内外气象研究中比较

成熟的，所得结论有助于认识中国冬季极端低温事件的特征

和机理，同时为其季节内预报提供科学依据。该书可供从事

中长期天气预报和短期气候预测的业务人员及大专院校相

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１６开　定价：８０．００元

《中亚环境概论》

吉力力·阿不都外力 等 编著

该书利用对中亚地区生态与环境方面研究的第一手资

料，结合对大量文献资料的分析和凝练，从地理环境、气候特

征与格局、水资源及水环境特征、土地资源与环境以及生态

环境管理与保护措施等方面，综合评估了中亚干旱区生态、

资源环境的现状，阐述了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中亚地

区面临的环境问题及其应对措施，代表了当前中亚环境人与

自然相互作用研究的最新进展。书中内容可为“丝绸之路经

济带”沿线中亚国家生态环境建设、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

展模式的制定提供重要的科学参考。

该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体系严谨，可供从事干旱区生

态与环境领域的科技工作者、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政

府管理部门的有关人员以及感兴趣的公众参考。

　 １６开　定价：１３０．００元

《湖南省天气预报手册》

潘志祥 主编

该书遵循科学性、实用性和针对性的原则，立足湖南天

气气候演变规律，紧密围绕气象防灾减灾工作对现代气象业

务发展的需求，总结提炼了湖南多年天气预报工作经验，关

注最新的天气业务科研成果，注重与中国气象局预报体制、

预报技术思路相一致。本书编写工作主要由湖南气象业务

一线的预报专家完成，系集体智慧之结晶，内容丰富，资料翔

实，分析严谨，不仅可以成为湖南气象预报业务人员的工具

书，而且对于从事大气科学研究和教学的人员也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也可供相关政府部门在防灾减灾决策与指挥工作中

参考。

　 １６开　定价：１６０．００元

《重庆市强对流天气分析图集》

张亚萍 编著

该书是一本以图像为线索、利用各种观测资料对强对流

天气进行综合分析的图集。通过遴选重庆市５４个强对流天

气历史个例，重点分析了各类强对流天气的特点、天气系统

配置，以及探空图、气象卫星云图、天气雷达回波、闪电定位

等资料的特征，分类建立了强对流天气概念模型。本图集提

供了信息丰富的彩色图表，实用性强，可作为预报员分析研

判强对流天气的参考。

　 特１６开　定价：１１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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