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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２０１５年７月环流特征如下：北半球极涡呈多极型，中高纬西风呈５波型分布。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度偏强。７月

全国平均降水量８８．７ｍｍ，较常年同期偏少２６．５％，为１９５１年来历史同期最少；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２．１℃，较常年同期偏高

０．２℃。月内共出现７次主要降水过程，多站出现极端日降水量。７月共有５个热带气旋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活动，生成个数

与常年同期基本持平，并有２个台风（莲花和灿鸿）在我国登陆。新疆出现持续高温天气；华北、黄淮等地出现气象干旱；全国

２４个省（区、市）遭受风雹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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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每年７月，随着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

副高）北抬，夏季暖湿空气北上，江南梅雨结束，同时

在中高纬地区冷空气活动频繁，冷暖空气交汇给黄

淮、华北、东北等地带来强降水。同时，７月热带系

统活跃，给我国沿海带来强降水和大风天气。

２０１５年７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２．１℃，较常年同

期（２１．９℃）偏高０．２℃。全国平均降水量８８．７ｍｍ，

较常年同期（１２０．６ｍｍ）偏少２６．５％，为１９５１年来

历史同期最少。月内，台风莲花和灿鸿先后登陆我

国；华北、山东、吉林、辽宁等地出现气象干旱；南方

地区强降水频繁；全国有２４个省（区、市）遭受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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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袭击；新疆高温持续时间长

（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５）。

１　天气概况

１．１　降水

２０１５年７月全国平均降水量８８．７ｍｍ，较常年

同期（１２０．６ｍｍ）偏少２６．５％，为１９５１年来历史同

期最少（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５）。新疆、内蒙古西北

部、青海西部等地局部月降水量不足１０ｍｍ；长江流

域及其以南地区、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北部

局部、西南地区中部和南部等地月降水量为１００～２００

ｍｍ；广西、广东、海南、福建、云南西南部、浙江、江西

北部、山东东部等地局部月降水量超过２００ｍｍ；广西

南部、广东南部、海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降水量超

过４００ｍｍ，其中最大值分别为１１１５．６ｍｍ（广西东兴

站）和７３３．０ｍｍ（广西合浦站）（图１）。

与常年同期相比（图２），江西中南部、湖南中南

部、浙江、江苏、安徽南部、广西、广东中东部、福建、

云南西部和东北部局地、重庆南部、河北西北部、内

蒙古西部和东北部、西藏西部、青海北部、甘肃中部、

新疆南部局地、东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多２成至

１倍以上。而东北中部和西部、内蒙古中部、西北地

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汉、西藏中部和东部、新

疆北部等地降水偏少３～８成，局部地区降水偏少８

成以上。我国中东部地区降水距平呈现出南多北少

的特征。受其影响，山东东部、陕西北部、山西中部、

西藏中部等地存在中到重度气象干旱（国家气候中

心，２０１５）。

图１　２０１５年７月全国降水量分布（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

ｉｎＪｕｌｙ２０１５（ｕｎｉｔ：ｍｍ）

图２　２０１５年７月全国降水量距平

百分比分布（单位：％）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Ｊｕｌｙ２０１５（ｕｎｉｔ：％）

１．２　气温

２０１５年７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２．１℃，较常年

同期（２１．９℃）偏高０．２℃（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５）。

新疆、内蒙古东部和西藏中南部局部等地气温偏高

１～２℃，其中新疆大部地区温度偏高２～４℃；青海

东南部、四川西北部、黄淮东南部、江淮、江汉、江南

等地气温偏低１～２℃，其中湖南、江西北部、安徽南

部、浙江北部等地局部地区温度偏低２～３℃（图３）。

从区域特征上看，新疆平均气温２６．０℃，较常年同

期（２３．４℃）偏高２．６℃，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最

高值（图３）；江南地区平均气温２６．４℃，较常年同期

（２８．３℃）偏低１．９℃，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最低

值（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５）。

图３　２０１５年７月全国平均气温距平分布（单位：℃）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Ｊｕｌｙ２０１５（ｕｎｉｔ：℃）

２　环流特征与演变

图４为２０１５年７月５００ｈＰａ平均高度及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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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与常年同期相比，本月北半球的环流形势主要有

以下特点。

２．１　环流特征

２．１．１　欧亚中高纬盛行纬向环流

７月，北半球极涡呈多极型分布且偏离极区，分

裂的五个低涡中心分别位于冰岛南部的洋面、新地

岛附近、北地群岛东部的洋面、白令海附近洋面和加

拿大北部。环绕极涡中心，北半球中高纬西风呈５

波型分布（图４ａ）。位于冰岛至新地岛的巨大的低

涡以及加拿大北部的低涡强度较常年同期明显偏

强，表现为明显的负位势高度异常（图４ｂ）。在亚洲

大陆存在两个高空槽系统，一个位于巴尔喀什湖北

部地区，一个位于亚洲东北部。从５００ｈＰａ平均高

度距平场（图４ｂ）上看出，位于巴尔喀什湖附近的低

图４　２０１５年７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平均

高度场（ａ）和距平场（ｂ）

（单位：ｄａｇｐｍ，平均场等值线间隔４ｄａｇｐｍ，

距平场等值线间隔２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４　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ｗｉｔｈａ

ｃｏｎｔｏｕｒ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ｏｆ４ｄａｇｐｍ）（ａ）ａｎｄｍｏｎｔｈｌｙ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ｏｍａｌｙ（ｗｉｔｈａｃｏｎｔｏｕｒ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ｏｆ２ｄａｇｐｍ）（ｂ）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涡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强，巴尔喀什湖以南地区表现

为正位势高度异常，冷空气主体沿低涡南部西南气

流向东北方向收缩，我国西部地区受到高压系统影

响，出现了高温天气；位于亚洲东北部的高空槽强度

较常年同期略偏强。我国中高纬大陆上空这种“西

高东低”的环流形势有利于冷空气从贝加尔湖南部

沿西北气流南下，与西南暖湿气流结合给我国长江

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带来降水。

２．１．２　副高强度偏强，位置多摆动

７月，副高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副高西脊点位

置在１２０°Ｅ附近东西摆动，上旬和中旬较常年同期

（唐健等，２０１４；林玉成等，２０１３；周宁芳，２０１２；于超，

２０１１）偏东，下旬较常年同期偏西。７月上旬，副高

脊线在２０°～３０°Ｎ之间摆动；７月中旬和下旬，副高

脊线主要活动于２５°Ｎ以南，其中在７月１５日前后

脊线位置南压到１０°Ｎ附近，较常年同期偏南是造

成我国雨带位置偏南的原因之一（图略）。

２．２　环流演变与我国天气

７月上旬５００ｈＰａ平均高度场（图５ａ）表明，欧

亚中高纬地区为两槽一脊环流型，西西伯利亚和勘

察加半岛附近地区分别受低值系统控制，贝加尔湖

以东至俄罗斯远东地区受高压脊控制；副高位置偏

东，主体位于西北太平洋洋面。我国新疆位于低涡

南部平直的西风气流中，逐日环流形势演变（图略）

显示，其上不断有短波东移影响我国西北地区中西

部，造成该地区出现多次降水过程，降水量较常年同

期偏多；而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

则多受高压脊控制，降水量较同期偏少５成至１倍

（图略）；渤海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东北—西南走向

的低槽控制，有利于低层冷空气沿偏东路径影响南

方地区，因此，７月上旬雨带维持在长江中下游及其

以南地区。从系统的逐日演变中发现（图略），旬前

期随着东北冷涡快速东移，冷空气随冷涡后部偏北

气流南下，回流冷空气与副高西北侧西南暖湿气流

和西南季风带来的水汽交汇于长江流域，在江南大

部、华南北部及云贵等地自北向南出现暴雨天气过

程。同时，在带状副高南侧曾有３个热带气旋活动，

分别是今年第９号台风灿鸿、１０号台风莲花和１１

号台风浪卡，其中“莲花”于９日中午登陆广东陆丰，

广东中部普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台风灿鸿在西北

行进过程中，强度不断增强，于１０日达到超强台风

级别；同时，副高形态由带状逐渐演变为块状，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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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０１５年７月上旬（ａ）、中旬（ｂ）和

下旬（ｃ）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ｓｅｃｏｎｄ（ｂ）ａｎｄｔｈｉｒｄ（ｃ）

ｄｅｋａｄｓ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ｔ５００ｈＰａ

ｏｖｅｒＥｕｒａｓｉａｉｎＪｕｌｙ２０１５（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显北抬，５８８ｄａｇｐｍ等位势高度线达到了东北地区

中部。

中旬（图５ｂ），亚洲高纬地区整体上维持两槽一

脊的环流形势。上旬位于里海附近的高压系统东移

到我国新疆地区，导致该地区温度较常年偏高２～

６℃。该高压脊的稳定维持，使得极涡分裂冷空气影

响位置略偏东，在蒙古中部至我国西北地区形成低

槽；由于副高位置明显偏东、孟加拉湾也无低值系统

活动，不利于水汽向该地区输送，因此西北地区气温

偏低且降水偏少。台风灿鸿于７月１１日下午登陆

浙江舟山，浙江东部、江苏东部、山东半岛东部、东北

地区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浙江沿海、山东半岛东

部沿海出现大暴雨。随着“灿鸿”转向东北方向移

动，位于蒙古中部至我国西北地区的低涡低槽缓慢

东移，并在１１０°Ｅ附近形成贯穿我国西北地区东部

至西南地区东部的大槽，水汽条件明显改善，对流层

低层切变线上有低涡生成。受其影响，旬中期，西南

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等地先后出现强降水过

程；华北大部也连续出现雷阵雨天气。旬后期随着

台风灿鸿的远离，副高逐渐西伸，受南海热低压影

响，海南大部、广东南部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出

现暴雨，局地出现大暴雨。

下旬（图５ｃ），亚洲大陆中高纬地区大气环流逐

渐发生变化，表现为以纬向环流为主，多短波活动。

我国新疆南疆盆地到青藏高原地区为强大的大陆高

压控制，西北地区出现持续高温天气；东北地区和华

北为高空槽控制，副高西脊点平均位于１０５°Ｅ附近，

５８８ｄａｇｐｍ 等位势高度线控制江南东部至华南东

部，形成有利于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降水的环流形

势，下旬中东部大部分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偏多（图

略）。

３　主要降水过程

３．１　概况

７月全国平均降水量偏少，东北、西北、华北和

黄淮等地偏少显著。强降水天气主要出现在我国南

方，其中江南、华南、西南地区暴雨频繁，降水强度相

对较大，南方大部地区降水量在１００ｍｍ以上，月内

主要降水过程有７次（表１），其中２次分别由热带

气旋莲花和灿鸿造成。其他降水过程则受高空槽、

低涡低槽、切变和季风槽等系统影响，降水主要集中

在广西、广东、海南、福建、云南西南部、浙江、江西北

部、山东东部等地，局部月降水量超过２００ｍｍ；广

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降水量

超过４００ｍｍ。７月，全国共有３８站发生极端日降

水量事件，分布范围广泛，其中广东澄海（３３９．８

ｍｍ）、浙江定海（２６７．７ｍｍ）、黑龙江塔河（１０６．１

ｍｍ）等８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国家气候中

心，２０１５）。对７月１—４日的降水过程进行简单分

析。

３．２　７月１—４日江南地区降水过程分析

７月１—４日，江南大部、贵州南部、云南东部以

及广西中北部等地出现强降水天气过程，上述地区

累积雨量普遍在５０～１００ｍｍ，其中贵州南部、四川

南部、广西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和南部、福建西

部以及浙江大部累积雨量超过１００ｍｍ，局地在２００

ｍｍ以上。此次降水过程的特点是雨带呈东西带状

分布，雨带随着时间推移向南压，暴雨和大暴雨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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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５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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犲狏犲狀狋狊犻狀犑狌犾狔２０１５

降水时段 主要影响系统 影响区域及降水强度

１—４日 切变线、高空槽
江南大部、贵州南部、华南北部等地出现暴雨，广西北部、江西中部出现

大暴雨

８—９日 台风莲花 广东中部普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

９—１２日 台风灿鸿
浙江东部、江苏东部、山东半岛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浙江沿海，山东

半岛东部沿海出现大暴雨

１４—１６日 高空槽、低层切变、低涡

四川东南部、重庆西部、湖北大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南部、安徽西北部和

中部出现暴雨，重庆西南部、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部局地出现

大暴雨

１９—２１日 南海热带低压
海南大部、广东南部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出现暴雨，海南西部和北

部、广东东南部、福建南部局地出现大暴雨

２２—２４日 季风槽、高空槽、低层低涡切变
四川东部、重庆、贵州、广西、湖南、湖北中东部、江西、安徽普遍出现大到

暴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广西东部局地出现大暴雨

２５—２８日 季风槽、低层切变 江西、广西、广东西南部出现大到暴雨，广西南部局地出现大暴雨

较分散，并伴有短时强降水。

此次降水过程中，亚洲中高纬地区环流形势为

两槽一脊型，贝加尔湖附近为高压脊控制，两个低涡

分别位于新疆北部、我国华北和东北地区上空。过

程初期（图６），东北冷涡较为强大，其伴随的低槽向

南延伸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带状副高位置较偏西，西

图６　２０１５年７月１日（ａ）和２日（ｂ）

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单位：ｄａｇｐｍ）和

８５０ｈＰａ风场（矢量）及风速（单位：ｍ·ｓ－１）

Ｆｉｇ．６　Ｔｈｅ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ａｎｄ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ｖｅｃｔｏｒｓ（ｕｎｉｔ：ｍ·ｓ－１）

ｏｎ（ａ）１ａｎｄ（ｂ）２Ｊｕｌｙ２０１５

脊点位于中南半岛北部，其南侧在菲律宾以东的西

北太平洋洋面上有热带扰动生成，西移的过程中发

展为该年第１０号台风莲花。８５０ｈＰａ在江南、华南

存在一条明显的西南急流带，强度达１２ｍ·ｓ－１，为

降雨提供了丰富的水汽来源。冷涡后部南下冷空气

与西南暖湿气流交汇，在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北部

一带形成明显的冷式切变线，为强降水过程提供了

有利的动力条件。随着“莲花”的西移，副高明显东

退，西南季风进一步向我国南方地区输送水汽；此时

东北冷涡缓慢东移，其后部仍有冷空气以偏东风形

式逐渐南下影响江南至华南等地，低层切变线维持

并逐渐南压。５日，高空冷涡继续东移，河套地区有

高空槽南压，江南大部陆续转为偏北风控制，此次降

水过程逐渐减弱结束。

强降水的发生离不开充沛的水汽输送和辐合，

这次过程中水汽来自孟加拉湾的西南季风输送。以

１日为例（图７），８５０ｈＰａ低空从广西到长江中下游

地区存在一支低空急流，在长江中下游局地整层水

汽含量最大值超过７０ｍｍ，切变线附近存在强的水

汽辐合。同时，干冷与暖湿气流交汇，在江南地区低

层形成明显的能量锋区（θｓｅ图略），有利于该地区出

现对流性强降水，多站最大小时雨强超过８０ｍｍ。

４　热带气旋活动概况

７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有５个热带气旋活

动（风力８级以上）（表２和图８），有４个热带气旋

生成，生成个数与常年同期（平均４．２３个）基本持

平，其中有２个台风于本月在我国登陆，登陆个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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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２０１５年７月１日０８时整层水汽

含量（阴影，单位：ｍｍ）和８５０ｈＰａ风场（矢量）

Ｆｉｇ．７　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ｏｔａｌｃｏｌｕｍｎ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ｕｒ（ｓｈａｄｅｄ，ｕｎｉｔ：ｍｍ）ａｎｄ８５０ｈＰａ
ｗｉｎｄｖｅｃｔｏｒｓａｔ０８：００ＢＴ１Ｊｕｌｙ２０１５

常年同期（平均２个）持平（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５）。三

个台风同时存在每年约发生１．５次，而本月内的三个

台风（灿鸿、莲花、浪卡）共存长达６ｄ，历史少见。

第９号台风灿鸿７月１１日１６：４０前后在浙江

省舟山市朱家尖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

风力有 １４ 级 （４５ ｍ·ｓ－１），中心最低气压 为

９５５ｈＰａ。台风灿鸿在今年已登陆我国的三个台风

中，强度最强，为７月登陆我国最北强台风，也为７

月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浙江降雨强度大。７月

１０—１４日，浙江东北部、上海、江苏东南部、山东半

岛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和中部普遍出现２５

～１００ｍｍ降雨，其中，浙江东北部等地有１００～２５０

ｍｍ；７月１１日，浙江象山、定海、余姚、宁海降水量

超过２００ｍｍ，其中象山降雨量达３１６．２ｍｍ、浙江

表２　２０１５年７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纪要

犜犪犫犾犲２　犛狌犿犿犪狉狔狅犳狋狉狅狆犻犮犪犾犮狔犮犾狅狀犲狊犵犲狀犲狉犪狋犲犱犻狀犖狅狉狋犺狑犲狊狋犘犪犮犻犳犻犮犪狀犱犛狅狌狋犺犆犺犻狀犪犛犲犪犻狀犑狌犾狔２０１５

编号 台风命名 台风生成时间（ＢＴ）
纬度

／°Ｎ

经度

／°Ｅ

强度极值

气压／ｈＰａ

风速

／ｍ·ｓ－１
路径特征

１５０９ 灿鸿（ＣｈａｎＨｌｍ） ６月３０日２０时 １０．０ １５９．５ ９２５ ５８ 西北行登陆

１５１０ 莲花（Ｌｉｎｆａ） ７月２日２０时 １５．０ １２８．８ ９７０ ３５ 西行北翘

１５１１ 浪卡（Ｎａｎｇｋａ） ７月４日０２时 ９．７ １７０．８ ９１５ ６２ 西行北翘

１５１２ 哈洛拉（Ｈａｌｏｌａ） ７月１３日０８时 １３．１ １７９．５ ９７０ ３５ 西行减弱消失

１５１２ 哈洛拉（Ｈａｌｏｌａ） ７月２０日０８时续编 ２０．８ １４８．１ ９５５ ４２ 中转向

１５１３ 苏迪罗（Ｓｏｕｄｅｌｄｒ） ７月３０日２０时 １３．６ １５９．２ ９１０ ６５ 西北行登陆

图８　２０１５年７月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路径

Ｆｉｇ．８　Ｔｒａｃｋｓｏｆ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ｉｎＪｕｌｙ２０１５

定海达３１０．４ｍｍ。台风灿鸿造成浙江、福建、江

苏、上海、安徽、山东及黑龙江等省（市）共３４９．７万

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２５．８万ｈｍ２，直接经济损

失９１．２亿元。台风灿鸿使得山东半岛东部、吉林东

部等地前期的气象干旱得到明显缓解。

　　第１０号台风莲花于７月２日在菲律宾以东的

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４日０５时加强为强热带风

暴级，５日０４时前后在菲律宾吕宋岛东北部沿海登

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１０级（２５ｍ·ｓ－１），

中心最低气压９８５ｈＰａ，５日夜间“莲花”穿过吕宋岛

北部地区进入我国南海东北部海面，８日０８时其中

心位于闽粤交界处南偏东方约２９０ｋｍ的南海北部

海面上，最终于９日１２：１５前后在广东省汕尾市陆

丰甲东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１２

级（３５ｍ·ｓ－１），中心最低气压９７０ｈＰａ。台风莲花

造成广东省梅州、潮州、汕头及福建漳州等地共１９７

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９．６万ｈｍ２，直接经济损

失１７．３亿元。

５　其他灾害性天气

５．１　华北、山东、吉林、辽宁等地出现气象干旱

７月３１日，山东东部、陕西北部、山西中部、西

藏中部等地存在中到重度气象干旱。受气象干旱影

响，上述地区农作物受灾严重，部分作物出现绝收现

象，人畜饮水困难，带来巨大经济损失。

５．２　全国有２４个省（区、市）遭受风雹灾害

７月，陕西、山东、河北、江苏、山西、新疆、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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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２４省（区、市）遭受风雹灾害，其中陕西、山东、河

北等省受灾较重（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５）。

５．３　新疆持续高温天气

７月，新疆出现长时间大范围的强高温过程。

高温持续时间长，自７月８日开始，持续到月底；高

温范围大，７月２２日，３８℃以上高温的面积最大，达

７５．３万ｋｍ２；高温强度强，全疆大部分地区超过

３８℃，甚至超过４０℃。新疆若羌（２０ｄ）、民丰（２０

ｄ）、且末（２０ｄ）等站连续高温日数突破历史极值。７

月２０日，吐鲁番地区东坎儿极端最高气温为４６．５℃

（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５）。

致谢：感谢国家气象中心刘璐提供降水量、降水距平和

温度距平资料；感谢国家气象中心杨超、王
!

提供台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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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架

《中国短期气候预测的物理基础及其方法研究》

魏凤英 等 主编

本书介绍了作者及其团队近十几年来有关我国短期气

候预测研究的成果，内容主要包括中国大范围及华北、长江

中下游、淮河流域、华南等地区夏季降水异常分布特征及其

影响因子研究；中国冬季气温的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子研

究；基于统计学方法的中国夏季降水趋势分布预测研究；统

计降尺度因子在中国东部夏季降水预测中的应用；动力与统

计相结合的中国东部夏季降水预测方法及中国南方夏季持

续性强降水的延伸期预报方法研究等。

　 １６开　定价：８５．００元

《大气中尺度动力学基础及暴雨动力预报方法》

高守亭 等 著

本书给出了中尺度系统的运动方程组，提出了中尺度运

动的动力学参数和广义锋生理论；在非均匀饱和湿空气概念

的基础上，给出了广义位温，实现了干位温和饱和湿空气相

当位温的无缝链接。在位涡的基础上，发展了二阶位涡理论

和中尺度系统的平衡方程；在标量场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

暴雨动力预报方法；在矢量场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对流涡

度矢量预报方法，动力涡度矢量预报方法及非地转 Ｑ矢量

动力预报方法；通过发展多个具有物理意义明确且能反映暴

雨发生信息的动力因子，给出了集合暴雨动力预报方法，使

理论研究与实际暴雨预报紧密结合。本书不仅为天气预报

和大气科学领域科技人员的理论提高和业务应用提供了重

要的工具和理论方法，也可作为相关院校大气科学学科研究

生教材使用。

　 １６开　定价：６５．００元

《构建有吸引力的气象服务市场———

中国气象服务产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４）》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 等 主编

本书系统梳理了中国气象服务产业发展的脉络，分析了

气象服务产业发展面临的政策、法制、经济和社会环境现状

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构建有吸引力的气象服务市场提供客

观、系统的探讨和建议。本书内容分为概述篇、专题篇和附

录（气象服务相关政策法规文件汇编）三个部分，既有对气象

服务产业发展的总体概览，也有对产业具体领域发展的深入

分析，为社会各界深入了解气象服务产业发展现状、发展前

景以及政策法规文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１６开　定价：６０．００元

《大气吸收辐射研究》

张华 著

大气辐射对于大气遥感、气候模拟和气候变化研究都具

有重要学术意义。大气辐射计算中一个最重要部分就是关

于气体吸收的参数化方案。本书提出了一套高效的计算大

气分子吸收的逐线积分方法和求取非均匀路径相关ｋ分布

函数的新方法，以及不同气体吸收带重叠的处理方法，并详

细介绍了ｋ分布方法的起源、理论和数值解法。本书对从事

大气辐射和大气遥感及气候模拟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和相关

学者具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特１６开　定价：４８．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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