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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冠博　高拴柱
国家气象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提　要：２０１６年９月环流特征如下：北半球极涡呈单极型分布，强度偏强；欧亚大陆中高纬为两槽一脊型；西北太平洋副热

带高压明显偏西偏北、强度偏强。９月全国平均降水量７８．９ｍｍ，较常年同期（６５．３ｍｍ）偏多２０．８％；全国平均气温１７．７℃，

较常年同期（１６．６℃）偏高１．１℃，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二高。９月主要出现了３次强降水过程，其中两次是由台风造成

的强降水。月内，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上共有７个台风生成，其中１６１４号台风莫兰蒂和１６１７号台风鲇鱼在我国登陆。台风

莫兰蒂登陆福建，风雨范围广，台风鲇鱼先后登陆台湾和福建，多地持续强降水；四川、云南部分地区秋雨明显，局地灾情重；

黄淮南部及湖北西北部等地的旱情有所缓解。

关键词：大气环流，副热带高压，热带气旋，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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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天气概况

１．１　降水

２０１６年９月全国平均降水量７８．９ｍｍ，较常年

同期（６５．３ｍｍ）偏多２０．８％。从空间分布看（图

１），东北大部、江淮大部、黄淮中部、江南、华南、西南

大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及河北东北部、湖北西部等地

降水量在５０ｍｍ以上，其中江南中部和东部、华南

大部、东北中北部及内蒙古东北部、四川大部、云南、

西藏东部等地降水量在１００～２００ｍｍ，部分地区达

２００～４００ｍｍ，福建东北部和浙江东南部沿海超过

４００ｍｍ，全国其余大部地区降水量在５０ｍｍ以下。

与常年同期相比（图２），东北大部、江淮南部、江南

中部和东部以及福建、广西中部、四川南部、云南中

北部、西藏东部和西北部、新疆西南部、青海中部等

地降水量偏多两成以上，其中江南东部以及福建大

图１　２０１６年９月全国降水量分布（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ｕｎｉｔ：ｍｍ）

图２　２０１６年９月全国降水量

距平百分比分布（单位：％）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ａｎｏｍａｌｙ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ｕｎｉｔ：％）

部、江西中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内蒙古东部、

新疆西南部等地偏多１～２倍，部分地区偏多两倍以

上；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华北中部和南部、黄淮

大部、江淮北部及内蒙古中西部、湖北大部、湖南北

部和西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云南西

部、海南等地降水量偏少２～８成，部分地区偏少８

成以上（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６）。

１．２　气温

２０１６年９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１７．７℃，较常年

同期（１６．６℃）偏高１．１℃，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

第二高。从空间分布看（图３），除青海东南部、四川

中部、重庆西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北部等地气温

较常年同期偏低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

年同期或偏高，其中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大部、江

汉、西北大部以及黑龙江大部、吉林东部、内蒙古西

部和东北部、湖南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偏高１℃以

上，黑龙江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

甘肃西部、河南中部、湖北北部等地偏高２～４℃，局

部地区偏高４℃以上（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６）。

图３　２０１６年９月全国平均气温

距平分布（单位：℃）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ｕｎｉｔ：℃）

２　环流特征与演变

２．１　环流特征

图４为２０１６年９月５００ｈＰａ月平均位势高度

场及距平分布图，与常年同期的环流形势对比，２０１６

年９月的北半球环流形势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１６５１　第１２期　　　　　　　　　　　　　 　　周冠博等：２０１６年９月大气环流和天气分析　　 　　　　　　　　　　　　　



２．１．１　极涡呈单极型分布，欧亚大陆中高纬呈两槽

一脊型

从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和距平场上看（图４），９

月北半球极涡呈单极型分布，主体位于北极圈内，极

涡中心低于５２４ｄａｇｐｍ，并伴有－８ｄａｇｐｍ的明显

负距平，表明北半球极涡较常年同期偏强，冷空气势

力较常年偏强。北半球中高纬西风带呈６波型分

布，欧亚大陆中高纬为两槽一脊的环流形势，两槽分

别位于东欧平原至里海一带和蒙古高原至我国东北

地区一带，并分别伴有－８ｄａｇｐｍ的负距平和较弱

的负距平；西西伯利亚地区为高压脊控制，并伴有

１６ｄａｇｐｍ的正距平区。

图４　２０１６年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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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平场间隔２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４　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ｗｉｔｈａｃｏｎｔｏｕｒ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ｏｆ４ｄａｇｐｍ）

（ａ）ａｎｄ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ｗｉｔｈａｃｏｎｔｏｕｒ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ｏｆ２ｄａｇｐｍ）（ｂ）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ｉｎ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ｉ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２．１．２　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明显偏西偏北

９月，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副高）

主体位于１４０°Ｅ以东地区，西脊点位于３５°Ｎ，１２５°Ｅ

附近，较常年气候平均位置（２７°Ｎ、１３３°Ｅ）（聂高臻，

２０１３；周冠博，２０１４；王!

，２０１５）明显偏西偏北，表明

本月副高强度也较常年偏强。副高主体位置偏东偏

北，导致月内台风的生成源地也偏东偏北，月内生成

的７个热带气旋中，４个在１３７°Ｅ以东的海域生成，

仅有１个台风（雷伊）在南海海域生成，两个台风

（“莫兰蒂”和“鲇鱼”）登陆我国（表１），主要影响福

建，浙江和台湾地区；同时副高西脊点偏西，也使得

月内热带气旋多以偏西或西北路径为主，主要登陆

或影响我国华南沿海地区。

２．２　环流演变与我国天气

图５给出了９月上、中、下旬欧亚地区５００ｈＰａ

平均高度场的环流演变。９月上旬（图５ａ）欧亚大陆

中高纬呈现两槽两脊型：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附近受

高压脊控制；东欧平原至里海一带为深厚的槽区，且

位置稳定少动；西西伯利亚到巴尔喀什湖一带为宽

广的高压脊区；贝加尔湖到我国东北地区为宽广的

低压槽区；同时旬内西北太平洋副高位置偏西偏南，

其西脊点位置位于１５°Ｎ、１２０°Ｅ附近，而且其强度

也弱，因此旬内生成的１６１２号台风南川和１６１３号

台风玛瑙均在日本以东的远海转向。９月９—１２

日，受高原槽和低涡切变线的共同影响，西南地区东

部和南部、江南、华南大部先后出现暴雨，局地大暴

雨。

９月中旬（图５ｂ）欧亚中高纬仍维持两槽两脊的

环流形势。旬内，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附近的高压脊

进一步加强，导致西西伯利亚附近的低槽较上旬经

向度有所加深；内蒙古东部和我国东北地区为弱低

槽区控制；中西伯利亚至贝加尔湖一带为高压脊控

制。旬内，热带辐合带趋于活跃，先后有１６１４号台

风莫兰蒂、１６１５号台风雷伊和１６１６号台风马勒卡

等３个热带气旋生成，由于西太平洋副高偏东偏南，

只有在南海海域生成的“雷伊”登陆越南，“莫兰蒂”

和“马勒卡”均向西北方向移动，在我国登陆后或在

我国近海转向。其中“莫兰蒂”对我国的影响很大，

在９月１４—１７日，福建、浙江、江苏、江西和安徽东

部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

９月下旬（图５ｃ），中高纬环流形势略有调整，呈

两槽一脊型。前期乌拉尔山一带的高压脊仍然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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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６年９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活动简表

犜犪犫犾犲１　犜狉狅狆犻犮犪犾犮狔犮犾狅狀犲犪犮狋犻狅狀狊犻狀犖狅狉狋犺狑犲狊狋犲狉狀犘犪犮犻犳犻犮犪狀犱狋犺犲犛狅狌狋犺犆犺犻狀犪犛犲犪犻狀犛犲狆狋犲犿犫犲狉２０１６

编号 台风名称
生成时间及位置 强度极值

时间／ＢＴ 纬度／°Ｎ 经度／°Ｅ 气压／ｈＰａ 风速／ｍ·ｓ－１

１６１２ 南川（Ｎａｍｔｈｅｕｎ） ９月１日０８时 ２３．９ １２７．６ ９４５ ４８

１６１３ 玛瑙（Ｍａｌｏｕ） ９月６日１１时 ２５．８ １２５．８ ９９６ ２０

１６１４ 莫兰蒂（Ｍｅｒａｎｔｉ） ９月１０日１４时 １４．９ １３９．１ ９００ ７０

１６１５ 雷伊（Ｒａｉ） ９月１３日０５时 １５．９ １０８．４ ９９８ １８

１６１６ 马勒卡（Ｍａｌａｋａｓ） ９月１３日０８时 １４．２ １３７．７ ９４０ ５０

１６１７ 鲇鱼（Ｍｅｇｉ） ９月２３日０８时 １５．６ １４０．１ ９３５ ５２

１６１８ 暹芭（Ｃｈａｂａ） ９月２８日０２时 １４．６ １５０．０ ９２０ ６０

　　　　　　　　　为登陆中国台风。

　　　　　　　　　ｍｅａｎｓｔｙｐｈｏｏｎｓｌａｎｄ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ｎａ．

图５　２０１６年９月上旬（ａ）、中旬（ｂ）、

下旬（ｃ）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５　Ｔｈｅ５００ｈＰａ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ｓｅｃｏｎｄ（ｂ）ａｎｄ

ｔｈｉｒｄ（ｃ）ｄｅｋａｄｓｏｖｅｒＥｕｒａｓｉａｉ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持，东欧平原至里海一带为深厚的槽区，我国东北地

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则为弱的低槽区。旬内，西太平

洋副高较前期有所西伸，西脊点位于３０°Ｎ、１２０°Ｅ附

近，受副高西伸的影响，１６１７号台风鲇鱼登陆我国台

湾及福建地区，受其与冷空气的共同影响，９月２６—

３０日，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北东南部和江苏出

现暴雨，局地大暴雨。

３　主要降水过程

３．１　概况

受高原槽、低涡切变线、台风及冷空气等系统的

影响，９月主要出现了３次强降水过程，其影响系统、

影响区域和降水强度详见表２。其中，无论降水强

度，还是影响范围，台风鲇鱼及其和冷空气的相互作

用，是本月最大的一次降水过程。

３．２　台风鲇鱼降水过程分析

９月２６—３０日，我国福建、浙江两省的２０多个

县市出现极端降水，福建福州、宁德、莆田和浙江温

州、丽水等地累计降雨量有３００～６００ｍｍ，浙江温州文

表２　２０１６年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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犲狏犲狀狋狊犻狀犛犲狆狋犲犿犫犲狉２０１６

降水时段 主要影响系统 影响区域及降水强度

９—１２日 高原槽、低涡切变线 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华南大部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

１４—１７日 台风莫兰蒂 福建、浙江、江苏、江西和安徽东部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

２６—３０日 台风鲇鱼与冷空气相互作用 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北东南部和江苏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

成县局地雨量达８１４ｍｍ；另外，台湾宜兰太平山的

累积降水量超过１１００ｍｍ。浙江文成（３８９ｍｍ）和

福建寿宁（２７４ｍｍ）等５个县市日降水量突破历史

极值，２１个县市突破９月日降水量极值。

此次降水过程主要是由台风鲇鱼的本体环流和

弱冷气相互作用造成的，主要的强降水发生在台风

３６５１　第１２期　　　　　　　　　　　　　 　　周冠博等：２０１６年９月大气环流和天气分析　　 　　　　　　　　　　　　　



眼壁和外围螺旋雨带附近，降水的主要时段发生在

台风登陆后的４８ｈ内。台风登陆前，我国中东部地

区受到副高控制，大陆气温较高，不稳定能量也较

大。台风鲇鱼受到副高西南侧气流引导，以西北行

路径移动，移速稳定。９月２８日凌晨到白天（图６），

受到台风眼壁环流和外围螺旋雨带的影响，强降水

主要发生在台风登陆点的右侧，即福建的东北地区；

９月２８日白天至夜间（图略），随着“鲇鱼”向内陆移

动，台风环流减弱，但影响范围扩大，受到台风北侧

东路回流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强降水范围扩大，主要

降水落区集中在浙闽大部、苏皖南部以及江西部分

地区，局地出现短时强降水。９月２９日凌晨到３０

日白天（图略），台风减弱后的残余环流从福建移动

到江西南部，主要强降水分布在苏皖南部、江西北部

以及湖北东南部的部分地区。

　　台风登陆前后，在台风环流的支配下，福建东北

图６　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８日０２时（ａ）和０８时（ｂ）的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实线，单位：ｄａｇｐｍ）

和８５０ｈＰａ风场（风向杆）、低空急流（阴影，单位：ｍ·ｓ－１）

Ｆｉｇ．６　Ｔｈｅ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ａｎｄｌｏｗｌｅｖｅｌｊｅｔ

（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１２ｍ·ｓ－１）ａｔ（ａ）０２：００ＢＴａｎｄ（ｂ）０８：００ＢＴ２８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

部 沿海存在明显的向岸输送的水汽通道（图７），水

汽通量超过５０×１０－４ｇ·ｃｍ
－１·ｈＰａ－１·ｓ－１，水汽

通量散度的中心与低层环流中心基本吻合，最大水

图７　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８日０２时８５０ｈＰａ水汽通量

（箭头，单位：１０－４ｇ·ｃｍ
－１·ｈＰａ－１·ｓ－１）

和水汽通量散度（等值线，

单位：１０－９ｇ·ｃｍ
－２·ｈＰａ－１·ｓ－１）

Ｆｉｇ．７　Ｔｈｅ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ｆｌｕｘ

（ｖｅｃｔｏｒｓ，ｕｎｉｔ：１０－４ｇ·ｃｍ
－１·ｈＰａ－１·ｓ－１）

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ｆｌｕｘ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ｃｏｎｔｏｕｒ，

ｕｎｉｔ：１０－９ｇ·ｃｍ
－２·ｈＰａ－１·ｓ－１）

ａｔ０２：００ＢＴ２８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

汽通量散度达到－１．４×１０－７ｇ·ｃｍ
－２·ｈＰａ－１·

ｓ－１，此次强降水过程主要的水汽通道是来自于菲律

宾以东洋面以及南海地区的西南或偏南季风的输

送。登陆后，强烈的水汽辐合作用和源源不断的水

汽供应，并受到台风北侧东路回流冷空气的影响，加

之地形明显的抬升辐合作用，为台风造成强降水的

发生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４　热带气旋活动

２０１６年９月，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上共有７个台

风生成（表１），其中两个登陆我国，台风生成个数比常

年同期（４．９个）偏多２．１个，登陆个数接近常年同期

（１．８个），１６１４号台风莫兰蒂登陆福建省厦门市翔安

区，１６１７号台风鲇鱼登陆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

４．１　台风莫兰蒂登陆福建，风雨范围广

今年第１４号台风莫兰蒂９月１０日１４时在西

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１１日下午加强为强热带风

暴；１２日凌晨至上午，先后加强为台风、强台风和超

强台风；１４日掠过台湾南部，于当晚减弱为强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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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日０３：０５前后，“莫兰蒂”在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

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１５级（４８ｍ·

ｓ－１，强台风级）；之后逐渐减弱，１５日下午减弱为热

带低压；１７日凌晨在黄海南部海域变性为温带气

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图８）。

台风莫兰蒂具有以下特点：（１）路径稳定，自生

成后一直以２０～２５ｋｍ·ｈ
－１的速度稳定地向西偏

北方向移动；（２）强度发展快，从１２日凌晨到上午，

经历了从台风加强为超强台风的过程，其在２４ｈ内

风速由２８ｍ·ｓ－１增加到６２ｍ·ｓ－１，属于快速增强

台风，１３日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１７级以上（７０ｍ·

ｓ－１，中心最低气压为９００ｈＰａ），为今年以来全球最

强台风；（３）登陆强度强，“莫兰蒂”以强台风强度登

陆，成为今年登陆中国大陆最强的台风，给我国华东

地区带来强风雨天气；（４）双台风作用，“莫兰蒂”与

今年第１６号台风马勒卡产生一定的双台风效应，

“马勒卡”的存在对“莫兰蒂”的水汽输送非常有利。

受“莫兰蒂”影响，９月１４—１７日，福建中部至

东部、江西东北部、浙江、安徽东南部、江苏南部、上

海降雨量普遍在５０ｍｍ以上，其中福建中部沿海、

浙江大部、江苏南部、上海等地达１００～２００ｍｍ，部

分地区超过２００ｍｍ。１４日８时至１５日６时，福建

厦门、泉州、莆田和福州等地出现１２级以上阵风，持

续时间有６～１０ｈ，泉州惠安持续时间达１４ｈ，厦门

局地阵风达１６～１７级。据民政部统计，“莫兰蒂”共

造成福建、浙江两省３０人死亡，１４人失踪，直接经

济损失１６０亿元（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６）。

４．２　台风鲇鱼先后登陆台湾和福建，多地持续强降水

　　今年第１７号台风鲇鱼９月２３日生成，２７日凌

晨加强为超强台风级，下午登陆台湾花莲（１４级，强

台风级），２８日０４：４０在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沿海

再次登陆（１２级，台风级），之后强度减弱，经福建进

入江西境内，２９日８时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

（图８）。

台风鲇鱼除造成强降水过程以外，还具有以下

３个特点：（１）个体大，影响范围广。“鲇鱼”登陆福

建时，南北直径达１２００ｋｍ以上，影响涉及台湾、福

建、浙江、广东、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等

１０省（市），为今年影响我国范围最广的台风。台风

强降雨落区主要出现在华东地区，累计降水量５０和

１００ｍｍ以上的覆盖面积分别为４５．２万和２０万

ｋｍ２。（２）风雨强度强。台风鲇鱼与冷空气结合影

响范围广、风雨强度强，并给福建、浙江等地造成较

严重灾害。福建、浙江、江西等地出现８～１０级阵

风，浙江南部和福建中北部沿海地区有１２～１４级，

福建连江目屿岛风速达４６．１ｍ·ｓ－１（１４级），福建

北部沿海１２级以上的大风持续时间达２２ｈ。（３）与

“莫兰蒂”影响区域重合，导致浙江福建叠加灾害严

重。继第１４号台风莫兰蒂后，台风鲇鱼给福建、浙

江等两省带来强风雨的区域重合，尤其是浙江南部

大暴雨落区高度重合，且“鲇鱼”降雨强度（３００～７００

ｍｍ）比“莫兰蒂”（２００～４００ｍｍ）更强，增加了发生

次生灾害的风险。据民政部门初步统计，台风鲇鱼

已造成浙江、福建两省１２市近１４０万人受灾，６人

死亡，３３人失踪，５８．９万人紧急转移安置，直接经济

损失约２６亿元。

图８　２０１６年９月西北太平洋及南海热带气旋路径

Ｆｉｇ．８　Ｔｒａｃｋｓｏｆ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ｏｖｅｒ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ｉ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

５　其他极端天气

５．１　四川、云南部分地区秋雨明显，局地灾情重

进入９月以后，华西地区处于西北太平洋副高

和伊朗高压之间的低气压区内。副高西侧或西北侧

的西南气流将南海和印度洋上的暖湿空气源源不断

地输送到这一带地区，使这一带地区具备了比较丰

沛的水汽条件。同时随着冷空气不断从高原北侧东

移或从我国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倒灌，冷暖空气在

我国西部地区频频交汇，形成了华西秋雨。

９月，西南地区大部降水量在５０ｍｍ以上，其中

四川中部和南部、重庆西南部、云南大部、贵州西部有

１００～２００ｍｍ，四川中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云南中

北部超过２００ｍｍ；与常年同期相比，四川西部和南

部、云南中北部、重庆西南部降水量偏多５成至１倍。

西南地区降水日数普遍有１２～２４ｄ，其中四川中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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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云南北部有２０～２４ｄ，四川中西部超过２４ｄ；与

常年同期相比，四川西部和南部、云南北部降水日数

偏多３～６ｄ，四川中西部偏多６天以上。

５．２　黄淮南部及湖北西北部等地旱情缓解

９月上旬至中旬，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受到大

陆高压控制，受其影响，９月１—１４日，西北东部、黄

淮、江淮、江汉等地降水稀少，部分地区气象干旱持

续发展。９月１４日，陕甘川渝鄂豫皖赣浙苏鲁１１

省重旱及以上气象干旱面积达最大，为２４．１万

ｋｍ２，中旱及以上气象干旱面积为７１万ｋｍ２。

９月中下旬，受台风莫拉蒂、鲇鱼本体环流及冷

空气的共同影响，９月１５—３０日，西北东南部、黄淮

南部、江淮、江南东部及湖北西部和北部、四川、重庆

等地普遍出现了２５ｍｍ以上的降水，上述地区的旱

情得到有效缓解。９月３０日全国气象干旱监测显

示，仅在江苏北部、安徽东北部等地还存在中度气象

干旱。９月，东北西部及内蒙古东部等地出现了５０

～２００ｍｍ的降水，上述地区的气象干旱得到彻底

解除。

致　谢：感谢国家气象中心李佳英提供的降水量、降水距平

和温度距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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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架

《中国旱灾风险防范研究》

范一大 主编

该书全面研究了中国不同区域的旱灾成因及旱灾发生

的空间分布规律；评估了旱灾对中国社会、经济和民生的影

响；分析了中国旱灾风险防范工作的理论技术和实践经验，

阐述了中国旱灾风险防范的管理体制和有关政策；总结了各

地旱灾风险方法的成功案例；介绍了中国在旱灾风险防范领

域国际合作与交流的进展。这将为国家旱灾防范政策的制

定提供重要参考，有助于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在旱情与减灾

信息、技术、知识、经验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１６开　定价：５０．００元

《气象安全生产事故风险管理与实践》

李良福 何建平 主编

该书根据“气象安全生产事故风险管理与实践”研究课

题的科研成果，结合近十几年从事安全气象工作具体实践经

验和相关研究成果，并参考国内外有关安全气象等方面的文

献资料编著而成，全书共分八章，分别对气象与安全生产的

关系、气象安全生产、气象安全生产工作、气象安全生产现状

及存在的问题、气象安全生产事故的风险形成机理研究、气

象安全生产事故风险管理研究、气象安全生产事故风险管理

的对策措施研究、气象安全生产事故风险管理实践等方面进

行了详细论述。可供气象行业从事气象安全生产事故风险

管理、气象灾害风险评估、气象社会管理与公共气象服务等

方面气象管理人员、理论研究人员、一线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也可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经济行

业从事安全生产事故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社会管理与公共

服务工作的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参考。

　 １６开　定价：８８．００元

《中国气象发展报告（２０１６）》

中国气象局发展研究中心气象发展报告编写组 编著

该书从气象发展综述、天气气候概况、公共气象服务、气

象预报预测、气象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气候资源开发利

用与保护、气象科技创新、气象服务业发展、气象法制等方面

对气象事业发展进行客观描述与评估，是记录中国气象发展

轨迹的重要载体，也是国内外了解中国气象发展的窗口。

　 １６开　定价：１００．００元

《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研究报告２０１６》

史军 戈华清 编著

该书是气候变化政策研究方面的２０１６年度科学报告，

主要针对我国气候变化问题，分别从亚非拉国家应对气候变

化立法与政策、地方环境立法对可气候变化的适应与调整、

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建议、人工影响天气的法律问题及

对策、农村气象 灾害整体性防御体系的构建、基于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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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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