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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大气环流特征如下：北半球极地地区存在单极涡，极涡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中高纬环流为４波型，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明显偏西，强度偏强。１０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３９．５ｍｍ，较常年同期（３５．８ｍｍ）偏多１０．３％；全国

平均气温为１１．０℃，较常年同期（１０．３℃）偏高０．７℃。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东部等地共计６２站发生极端日降温事件。月内

共有４次强降水过程，其中１０月３—６日，广东中西部和广西东部出现暴雨天气过程。冷空气势力较强，共有４次主要冷空气

过程影响我国。我国中东部出现３次大范围雾霾天气。１０月４日，今年第２２号台风彩虹以强台风级在广东沿海登陆并造成

重大影响，登陆强度追平历史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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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天气概况

１．１　降水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３９．５ｍｍ，较

常年同期（３５．８ｍｍ）偏多１０．３％。南方大部、华北

西南部及陕西南部、辽宁东部等地降水量普遍有５０

～２００ｍｍ，其中广东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和海南东

部等地在 ２００ ｍｍ 以上；其余地区降水普遍在

５０ｍｍ 以下，西北地区大部不足１０ｍｍ（图１）。

从降水距平百分率（图２）来看，与常年同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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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全国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其中东北地区大部、

江南大部、华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及新疆北部部

分地区、陕西中部、山西南部、西藏中部等地降水偏

多２成至１倍，华南中部和西藏中南部等地偏多１

倍以上；但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东部

和西北部、黄淮东部、江淮西部、江汉大部、海南大

部、西藏西北部和东部等地降水偏少２～８成，新疆

西南部、西藏西北部和青海西北部的部分地区偏少

８成以上（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５）。

图１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全国降水量分布（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ｉｎ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５（ｕｎｉｔ：ｍｍ）

图２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全国降水量距平

百分率分布（单位：％）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ｏｍａｌｙ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

ｉｎ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５（ｕｎｉｔ：％）

１．２　气温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全国平均气温１１．０℃，较常年同

期（１０．３℃）偏高０．７℃。除东北地区东南部及云南

大部等地气温偏低外（图３），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气

温偏高，其中江汉、江南中西部、西南地区东北部及

新疆南部、西藏西北部、青海大部、甘肃南部、内蒙古

中东部等地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１～２℃（国家气候

中心，２０１５）。

图３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全国平均气温

距平分布（单位：℃）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５（ｕｎｉｔ：℃）

２　环流特征和演变

图４为２０１５年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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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

北半球环流形势有以下主要特点。

２．１　极涡偏强

１０月北半球极涡呈单极型分布，主体位于格陵

兰岛西北方向（图４ａ），中心强度低于５１６ｄａｇｐｍ，强

于常年同期（图４ｂ）。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以

及西西伯利亚平原北部分别出现一个正负距平中

心，其中心值分别达到了１４与－１０ｄａｇｐｍ。北半

球中高纬西风带环流呈４波型分布，位于西西伯利

亚的高空槽强度较强（图４ａ），造成冷空气势力较

强，多次对我国产生影响。

２．２　副热带高压位置明显偏西

１０月，南支高空槽位于８６°Ｅ附近，强度略弱于

常年同期。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副高）西

脊点位于１６°Ｎ、８８°Ｅ附近（图４ａ），与常年气候平均

西脊点位置（２２°Ｎ、１２８°Ｅ）（王海平等，２０１４；于超

等，２０１５）相比，位置大幅偏西约４０°，且强度强于常

年同期。副高脊线位于２２°Ｎ左右，与常年同期基

本相当。在副高控制下，除受台风影响地区以外，我

国华南南部其余地区降水偏少。在副高的外围区

域，暖湿气流与频繁南下的冷空气在我国西南到江

南一带交汇，使得上述一线地区降水较常年偏多。

３２１　第１期　　　　　　　　　　　　　 　　杨正龙等：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大气环流和天气分析　　 　　　　　　　　　　　　　



图４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

平均高度场（ａ）和平均高度距平场（ｂ）

（单位：ｄａｇｐｍ，图ａ和ｂ等值线间隔分别为４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４　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

ａｎｄｍｏｎｔｈｌｙ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ｏｍａｌｙ（ｂ）

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５

（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ｗｉｔｈａｃｏｎｔｏｕｒ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ｏｆ４ｄａｇｐｍ

ａｎｄ２ｄａｇｐｍｉｎＦｉｇ．４ａａｎｄＦｉｇ．４ｂ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２．３　环流演变与我国天气

图５展示了１０月欧亚地区上、中、下旬５００ｈＰａ

平均高度场的环流形势发展演变，可以看出，２０１５

年１０月欧亚大陆中高纬环流整体为两槽一脊型，副

高呈先减弱再加强最后再次减弱的趋势，南支槽在

下旬明显加强。

１０月上旬（图５ａ），在西西伯利亚上空以及我国

东北地区北侧存在两个较强冷涡。长波槽位于欧洲

东部，东亚大槽位于我国东北地区。贝加尔湖附近

地区为高压脊控制（图５ａ）。旬初即有一股强冷空

气影响我国北方造成大风降温天气，随后东亚大槽

东移入海，长波槽也迅速东移，在上旬后期再次为我

国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华北、黄淮大部、东北地区

大部、江汉北部、江淮北部等地带来寒潮天气，并发

展成为新的低压系统与东亚大槽。在两股冷空气过

境的间歇期，华北地区及黄淮地区受弱高压脊控制，

出现持续性雾霾天气。在上旬前期，西北太平洋副

高与北印度洋副高连成一片，我国长江以南大部分

地区均处于副高控制下，受高压中心西南侧气流引

导，今年第２２号台风彩虹登陆我国广东，随后副高

东退南落。

图５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上旬（ａ）、中旬（ｂ）、下旬（ｃ）

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５　Ｅｕｒａｓｉ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ｓａｔ５００ｈＰａ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ｉｎｔｈｅ１ｓｔ（ａ），２ｎｄ（ｂ）ａｎｄｌａｓｔ（ｃ）

ｄｅｋａｄｓｏｆ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５（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１０月中旬（图５ｂ）前期，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主

要受高压控制，北方再次出现持续性雾霾天气。同

时副高西进加强，西脊点基本维持在９０°Ｅ以西，受

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弱冷空气以及东移的孟湾低压

等共同影响，我国南方出现大范围降水。中后期有

一高空槽经过我国内蒙古地区东部及东北地区北

部，为上述地区带来寒潮。随后中纬地区环流调整

明显，由经向环流转为较平直的纬向环流，西北太平

洋副高再次和北印度洋副高连成一片，不利于水汽

向我国输送，中旬后期我国南方绝大部分地区降水

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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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下旬（图５ｃ），南支槽及东亚大槽再次加深

发展，为我国西南及东北地区带来较强降水。副高

在前期明显减弱，受其影响，今年第２４号台风巨爵

在进入南海并向北移动后向东转向，并在巴士海峡

减弱消亡，造成我国南海东北部与中东部海上大风

天气，并为我国台湾地区带来较强降水。随后副高

再次西进，西脊点一度延伸至７２°Ｅ附近。旬末，西

西伯利亚的低涡不断东移南下发展，再次为我国东

北部带来强冷空气过程，副高东退，但西脊点仍旧维

持在９２°Ｅ附近，同时高原槽东移发展，我国西南地

区产生较强降水。

３　主要降水过程

３．１　概要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受高空槽、低涡、低层切变、副

高、锋面气旋和台风等系统的影响，主要出现了４次

强降水过程，主要降水过程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５年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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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犮狋狅犫犲狉２０１５

降水时段 主要影响系统 影响区域及降水强度

３—６日 台风彩虹
广东中西部、广西东部、海南岛北部、湖南中部、湖北东部、浙江南部等地出现暴雨，其

中广东西部、广西东部等地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８—１２日
冷空气，低空切变，

孟加拉湾低压

四川南部、云南、贵州中西部、华南南部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中西部、海南等

地出现大暴雨

２１—２７日 高原槽，切变线 四川盆地北部、陕西大部、华北地区西南部、江汉大部、江淮南部出现大雨，局地暴雨

２５—２７日 锋面气旋 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大小兴安岭地区出现大雪，局地暴雪

３．２　１０月８—１２日降水过程

１０月８—１２日，四川南部、云南、贵州中西部、

华南南部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中西部、海南

等地出现大暴雨。

此次降水过程前期主要由东移发展的孟加拉湾

低压配合南下冷空气所引起，后期副高北抬，西侧暖

湿气流配合冷空气以及低层切变系统，使降水得以

维持。在整个降水过程中，２００ｈＰａ高度持续存在

有一支高空急流，急流轴位于３３°Ｎ左右，我国西南

及华南南部地区正处于急流入口的右侧，存在较强

的正涡度平流区。在５００ｈＰａ高度上，有南支槽东

移，低层 （８５０ｈＰａ）有东移来的孟湾低涡配合

（图６）。同时，受到孟加拉湾低涡在东移过程中环

流西南部暖湿气流影响，在７００ｈＰａ高度上，我国西

南及华南地区一直保持着一条水汽通量在１０ｇ·

ｃｍ－１·ｈＰａ－１·ｓ－１以上的水汽输送带，相对湿度一

直维持在９５％以上，整体动力及水汽条件都非常有

利于强降水天气的出现。

１０月１０日夜间，孟加拉湾低涡逐渐东移减弱消

失，我国西南地区大范围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但此

时，受我国北方带来寒潮天气过程的冷空气影响，我

国华南地区在７００ｈＰａ高度上存在较强的风切变线，

且随着副高５８８线北抬至２２°Ｎ左右，华南南部地区

南部继续保持有充足的水汽输送，使海南等地产生了

大暴雨天气（图７）。到１２日夜间，东亚大槽已东移入

海，副高继续北抬，我国除东北地区外，全国基本都处

于高压系统控制之下，大范围降水过程结束。

图６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８日０８时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

（单位：ｄａｇｐｍ）及８５０ｈＰａ风场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ｓ

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ａｎｄ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

ａｔ８５０ｈＰａａｔ０８：００ＢＴ８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５

４　冷空气活动

４．１　概况

１０月，共有４次较强的冷空气过程对我国造成

影响，冷空气数目与常年基本持平。主要冷空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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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详见表２。

图７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０日２０时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

（单位：ｄａｇｐｍ）及７００ｈＰａ风场

Ｆｉｇ．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ｓ

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ａｎｄ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ａｔ

７００ｈＰａａｔ２０：００ＢＴ１０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５

４．２　１０月５—１０日寒潮过程

１０月５—１０日，一股较强冷空气侵袭我国北方

大部地区，此次冷空气过程造成了我国西北地区东

部、内蒙古、华北、黄淮大部、东北地区大部、江汉北

部、江淮北部等地先后出现４～６级、阵风７～８级的

偏北风，气温随之下降６～１０℃，其中内蒙古中西

部、中东部和北部，东北地区中部及南部出现１０～

１４℃的降温。渤海及黄海也先后出现６～８级偏北

风。根据中央气象台冷空气划分标准，此次冷空气

过程达到了寒潮强度。

此次寒潮过程，主要由西西伯利亚的冷空气东

移南下所引起。４日２０时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上，西西

伯利亚高原中部存在一冷涡，其西南方有一延续至

咸海的东北—西南向槽，冷空气在此不断积聚。随

表２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主要冷空气过程

犜犪犫犾犲２　犕犪犻狀犮狅犾犱犪犻狉犲狏犲狀狋狊犻狀犗犮狋狅犫犲狉２０１５

影响时段 强度 影响区域 风力 降温幅度

９月２９日至１０月３日 强冷空气

内蒙古中东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

淮、江汉、江淮、江南中北部等地以及渤海、渤海海

峡、黄海以及东海北部海区

５～６级，阵风７～８

级；部分海区９级，

阵风１０～１１级

６～８℃，部分地区

８～１０℃

１０月５—１０日 寒潮
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华北、黄淮大部、东北地区大

部、江汉北部、江淮北部、渤海、渤海海峡、黄海

４～６级，阵风７～８

级；海区６～８级

６～１０℃，部分地区

１０～１４℃

１０月１７—１９日 寒潮 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渤海
４～６级；海区６～８

级，阵风９级

６～１０℃，部分地区

１０～１２℃

１０月２４—２７日 强冷空气
内蒙古中西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西部、江汉大

部、黄淮西部、江淮西部等地
４～６级

６～１０℃，部分地区

１２～１６℃

后，此槽在５日上午转为南北向并迅速东移，与其配

合的地面冷锋，在５日上午开始影响我国新疆北部

地区（图８ａ）。随后在东移过程中，高空槽断为两

截，其北支部分逐渐北退消失，南支部分则继续东移

南下，移速减缓，并在７日２０时左右在蒙古国东部

形成切断低压。８日上午，此冷涡移至我国内蒙古

东部上空，同时强度达到最强，中心强度低于

５３６０ｇｐｍ，其附近伴有温度低于－２８℃的冷中心

（图８ｂ）。此时，由地面实况观测可看到，位于蒙古

高原西部的地面冷高压气压中心气压达到了

１０４５ｈＰａ以上，冷锋已从新疆一路横扫我国北方，到

达东北地区东部至山东半岛一带（图９）。９日上午，

冷锋主体已移至海上，先后给我国渤海、渤海海峡、

黄海、东海、台湾海峡等近海海区带来海上大风天

气。但贝加尔湖以西的高压系统移动缓慢，位置基

本维持不变，在其东侧，冷空气不断得到补充，８日

夜间在内蒙古东部至中部一线再次形成副冷锋。至

１０日夜间，东移的冷涡与北上的１５２３号台风彩云

的残余环流在鄂霍次克海合并，冷空气主体对我国

北方陆地影响已基本结束，但仍然给我国近海持续

带来大风天气。此外，此次寒潮过程后期，南下的冷

空气造成了我国华南南部的强降水过程。

５　台风影响

１０月，西北太平洋共有４个台风生成（图１０），

分别为１５２２号彩虹、１５２３号彩云、１５２４号巨爵与

１５２５号蔷琵，其中１５２２号台风彩虹登陆我国广东，

造成重大影响。１０月１日下午有一个热带低压在

菲律宾吕宋 岛东部近海生成，之后此低压向西偏北

方向移动，并于１０月２日０２时在菲律宾吕宋岛上

加强为１５２２号热带风暴彩虹。之后“彩虹”持续向

西北方向移动，当日进入我国南海东部海域，强度不

断加强，１０月２日２０时加强为强热带风暴，１０月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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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５日０８时（ａ）和８日０８时（ｂ）

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实线，单位：ｄａｇｐｍ）

及温度场（虚线，单位：℃）

Ｆｉｇ．８　Ｔｈｅ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

（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ｓ，ｕｎｉｔ：℃）ａｔ（ａ）０８：００ＢＴ５

ａｎｄ（ｂ）０８：００ＢＴ８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５

图９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８日０８时１０００ｈＰａ

高度场（黑色，单位：ｄａｇｐｍ）

及温度场（红色，单位：℃）

Ｆｉｇ．９　Ｔｈｅ１０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

（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ｓ，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ｄｌｉｎｅｓ，ｕｎｉｔ：℃）ａｔ０８：００ＢＴ８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５

日１４时加强为台风，１０月３日２３时加强为强台

风。随后，“彩虹”逐渐向广东省西部沿海靠近，并于

１０月４日１４时１０分前后在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

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１５级（５０

ｍ·ｓ－１），中心最低气压为９４０ｈＰａ。登陆后“彩虹”

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１０月５日１１时在

广西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１０月５日１４时中央气

象台对其停止编号。

图１０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西北太平洋台风路径

Ｆｉｇ．１０　Ｔｙｐｈｏｏｎｔｒａｃｋ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ｉｎ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５

　　台风彩虹具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发展速度

快。台风彩虹进入我国南海东部海域后快速发展，３

日下午至晚上先后加强为台风和强台风，之后“彩

虹”维持强台风强度至４日登陆。第二，登陆强度

强，追平１９４９年以来１０月登陆我国最强台风纪录，

登陆时为强台风级别，中心附近最大风速达５０

ｍ·ｓ－１，中心最低气压９４０ｈＰａ。与其追平的台风

记录包括２００５年台风龙王、２００７年台风罗莎和

１９７０年台风琼安，它们均以强台风强度登陆，登陆

时中心附近最大风速为５０ｍ·ｓ－１）。同时，“彩虹”

也成为有记录以来仅次于２０１４年“威马逊”和１９９６

年“莎莉”的登陆广东的第三强台风。第三，广东、广

西等地出现强风暴雨。受“彩虹”影响，１０月３—６

日，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海南东北部和南部沿

海、湖南西南部等地累计降雨１００～２５０ｍｍ，广东

中西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２６０～５００ｍｍ，

广东阳春和广西金秀局地５１０～５５７ｍｍ；广东西南

部及沿海、海南北部沿海、广西南部沿海出现９～１１

级阵风，广东西南部沿海局地１３～１７级，其中广东

湛江麻章区湖光镇超过１７级（６７．２ｍ·ｓ－１）。第

四，台风外围云带出现龙卷风并造成人员伤亡。４

日下午，在台风彩虹外围螺旋云带中，广东佛山顺

德、广州番禺等地出现龙卷风，广州番禺区北部和海

珠区等地出现大面积停电。

受“彩虹”带来的强降水影响，广西西江支流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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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蒙江、北流河及桂南沿海南流江，广东西江支流

罗定江、粤西沿海漠阳江支流西山河和潭水河等２６

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超警幅度０．１３～３．７８ｍ。另

外，广东、海南沿海有６个潮位站超警 ０．０１～

０．３７ｍ，广东湛江博茂站出现超十年一遇的高潮

位。１０月７日，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大中型水库蓄

水量较１０月２日增加８亿ｍ３，其中广东增蓄３．９４

亿ｍ３，广西增蓄３．２６亿 ｍ３，海南增蓄０．８１亿 ｍ３

（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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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体系建设的突发事件应急能力建设、跨区域气象灾害应

急管理、跨区域性气象灾害应急调配优化等开展特别有实践

意义的探索性研究。

　 １６开　定价：６８．００元

《未来地球计划战略研究议程２０１４》

国际科学理事会未来计划临时秘书处 编

未来地球计划是由国际科学理事会、国际社会科学理事

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家国际科技组织联合发起的一项

为期十年的大型科学计划。计划三大主题为：动态地球、全

球发展和向可持续性转型，旨在应对全球环境变化挑战，通

过科学家、决策者、科研资助机构、用户等相关利益团体之间

协同设计、协同实施和协同产出，为国际社会提供面对全球

环境变化挑战以及向可持续发展转型的跨学科集成研究。

《未来地球计划战略研究议程２０１４》结合三大研究主题细化

了未来３～５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优先领域，是计划未

来１０年为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可供国

内从事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研究、项目评议和资助

的研究者、科技管理人员参阅。

　 １６开　定价：５０．００元

《地面气象观测综合技术问答》

黄思源 张志龙 编

该书汇集了气象台站地面综合观测业务中的技术问题

５４８个，并根据中国气象局综合观测司、气象探测中心有关

文件、技术规范和规定，在吸收了台站观测技术人员的工作

经验基础上，针对新型自动气象站以及配套业务软件的使

用、观测业务流程、报表编制、异常记录处理、故障排查等方

面问题做了解答。该书共分１８章，可分为两部分。第１～

１１章按照气象观测的要素进行分类，针对观测项目和传感

器等问题；第１２～１８章是有关业务软件、新型自动气象站、

数据文件和报表编制等问题。该书适合从事地面气象业务

人员、测报业务管理人员、各级技术保障人员使用，也可作为

地面气象观测业务技术培训和教学的参考书。

　 １６开　定价：２８．００元

《中国重点领域应对气候变化技术研究及汇编》

葛全胜 等 编著

该书内容主要包括我国重点领域应对气候变化技术分

析报告、案例研究———气候变化对农业领域的影响及其适应

技术研究报告、我国重点领域应对气候变化技术清单三大部

分，共１５章。全书反映了我国重点领域减缓与适应气候变

化的技术研究现状，可为我国相关领域未来技术发展方向提

供科技支撑。该书可供中央、地方和国家各部委决策部门，

以及农林牧、水文、地理、气象气候、海洋、健康、能源等领域

的科研与教学人员参考使用。

　 １６开　定价：１６８．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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