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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２０１７年７月大气环流特征为，极涡呈偶极型分布，主体强度较常年偏强；中高纬环流呈５波型分布，北半球副热带

高压强度偏强，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整体位置偏北，脊线持续北抬。７月我国平均气温为２３．２℃，较常年同期（２１．９℃）偏高

１．３℃。全国平均降水量１１２．５ｍｍ，较常年同期（１２０．６ｍｍ）偏少６．７％，东北地区西部、江南地区东北部、江淮地区西南部和

新疆北部等地降水偏少显著。强降水天气主要出现在东北地区和南方，７月我国出现９次区域性暴雨天气过程，７月１３—１４

日降水过程多方面突破历史极值。７月西北太平洋地区有８个台风生成，其中７个台风活跃，３个台风登陆我国，数量较历史

同期明显偏多；台风生成个数与１９９４、１９６７和１９７１年并列为历史同期最多。内蒙古东部出现气象干旱，江淮江汉伏旱发展。

中东部地区和新疆持续高温天气，最长持续天数为２０ｄ，１８８４站出现３５℃以上高温天气；高温极值为４９℃，发生在吐鲁番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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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天气概况

１．１　降水

２０１７年７月全国平均降水量１１２．５ｍｍ，较常

年同期（１２０．６ｍｍ）偏少６．７％（国家气候中心，

２０１７）。空间分布（图１）上，西北地区大部、东北地

区西部及内蒙古大部、浙江大部、江西东北部、湖北

中部、湖南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等地降水量不

足１００ｍｍ，其中西北中西部及内蒙古中西部、黑龙

江西南部、吉林西部、甘肃西南部、湖南北部、贵州北

部等地有仅１０～５０ｍｍ；全国其余大部地区降水普

遍有１００～２００ｍｍ，其中华南中西部、黄淮东部及

云南大部、吉林东部、湖北西南部和重庆北部等地降

水量为２００～４００ｍｍ。

　　与常年同期相比（图２），北方多雨区出现在吉

林东部、山东南部和东部、山西大部、陕西北部、甘肃

图１　２０１７年７月全国降水量分布（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ｉｎＪｕｌｙ２０１７（ｕｎｉｔ：ｍｍ）

图２　２０１７年７月全国降水量距平

百分比分布（单位：％）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ａｎｏｍａｌ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Ｊｕｌｙ２０１７（ｕｎｉｔ：％）

中西部、内蒙古西部、青海北部和新疆西南部，南方

多雨区出现在华南中部和南部、云南、西藏中西部等

地，一般较常年同期偏多２成至１倍，局部地区偏多

１倍以上；其余大部地区接近常年同期或偏少，其中

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内蒙古东北部、江苏西南

部、安徽东南部、湖北东南部、浙江西部和北部、湖南

北部、贵州北部及新疆北部等地降水偏少５～８成

（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７）。

１．２　气温

７月，全国平均气温 ２３．２℃，较常年同期

（２１．９℃）偏高１．３℃，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

（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７）；甘肃、陕西、山西、江苏和上

海平均气温均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全国

大部地区气温偏高或接近常年同期，其中内蒙古中

东部、新疆东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宁夏南部、江

苏、安徽中部、浙江东北部、重庆西部及四川东南部

等地偏高２～４℃（图３）。

２　环流特征与演变

２．１　环流特征

２．１．１　欧亚中高纬盛行纬向环流

７月，北半球极涡呈偶极型分布，低涡中心分别

位于格陵兰岛上空和北地群岛以东的洋面。低涡强

度较常年同期略偏强，表现为较明显的位势高度异

常，异常中心达到－２ｄａｇｐｍ（图４ｂ）。环绕极涡中

心，北半球中高纬西风呈现５波型分布（图４ａ）。在

亚洲大陆存在一个高空槽系统，位于巴尔喀什湖地

图３　２０１７年７月全国平均气温

距平分布（单位：℃）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ｙ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Ｊｕｌｙ２０１７（ｕｎ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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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１７年７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平均

高度（ａ）和距平（ｂ）（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４　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

ａ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ｂ）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Ｊｕｌｙ２０１７（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区，其西侧为一个高压脊系统，位于乌拉尔山脉。从

５００ｈＰａ平均高度距平场（图４ｂ）上看出，高空槽系

统较常年同期略偏弱，巴尔喀什湖地区位势高度异

常为正值，位于乌拉尔山脉的高压脊较常年同期明

显偏强，表现为正位势高度异常，达到１２ｄａｇｐｍ。

２．１．２　副热带高压强度偏强，整体位置偏西偏北，

脊线持续北抬

７月，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副高）强度较常年

同期偏强，副高西脊点位置持续西伸，较常年整体偏

西（权婉晴和何立富，２０１６；沈晓琳等，２０１５；唐健和

代刊，２０１４；林玉成等，２０１３；周宁芳，２０１２）。７月上

旬，副高脊线位于２０°Ｎ附近；７月１５日左右，随着

中纬度高压脊东移影响，西太副高北抬覆盖我国大

部地区，中旬平均来看，副高脊线北抬至３０°Ｎ 附

近，较上旬明显北抬；７月下旬，副高持续较强，覆盖

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旬平均脊线位于３３°Ｎ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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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中高纬地区环流型为多波型，远东地区存在强高

压脊，贝加尔湖地区存在短波槽，堪察加半岛上空为

一大槽，西西伯利亚地区有一大槽，阻塞高压与切断

低压在东欧上空南北分立；副高位置偏西偏北，主体

位于西北太平洋洋面，副高边缘位于我国东南沿海

地区。北方渗透南下的冷空气与副高北侧西南急流

形成切变线，维持在江淮、江汉地区，在我国南方形

成大范围降水天气；７月上旬共发生３次强降水过

程，主雨带位于长江中下游沿岸、江淮、江南地区、西

南地区地区。

７月中旬５００ｈＰａ平均高度场（图５ｂ）表明，亚

洲高纬地区为两脊两槽环流型，上旬位于西西伯利

亚地区的高空槽进一步加强加深形成闭合低涡，大

气环流经向度进一步加大，槽前高压脊相应加强，形

成闭合５８８ｄａｇｐｍ高压中心；副高进一步增强西伸

北抬。我国大部分地区为高压脊控制，７月１０日开始

图５　２０１７年７月上旬（ａ）、中旬（ｂ）、下旬（ｃ）

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５　Ｔｈｅ５００ｈＰａｍｅａｎ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

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ｍｉｄｄｌｅ（ｂ）ａｎｄｌａｓｔ（ｃ）

ｄｅｋａｄｓｏｆＪｕｌｙ２０１７（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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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南北出现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远东地区则存在

一弱闭合低涡，其后部冷空气分裂南下，与副高外围西

南急流汇合，影响我国东北地区，产生较强降水。

７月下旬５００ｈＰａ平均高度场（图５ｃ）表明，亚

洲中高纬地区为两槽一脊环流型，中旬位于西西伯

利亚地区的低涡减弱成为一槽，远东地区低槽加强

东移至日本海附近上空；副高继续北抬，控制我国中

东部大部地区，是造成７月下旬江淮、江南、华南和

华北南部地区持续性高温天气的主要原因。７号台

风洛克于２３日在香港东北部沿海登陆，在华南南部

造成暴雨；９号台风纳沙、１０号台风海棠先后于２９、

３０日在福建省福清市沿海登陆，在东南地区大部造

成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３　主要降水过程

３．１　概况

７月平均降水量总体偏少，东北地区西部、江南

地区东北部、江淮地区西南部、新疆北部等地降水偏

少显著。７月中上旬强降水过程主要出现在我国南

方、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西南地区东部，暴雨频

繁，降水强 度相 对较 大，降水 量均 达到 ２００～

４００ｍｍ；７月１３日后，主雨带显著北抬，强降水过

程多发生在华北、黄淮和东北地区。７月我国出现９

次区域性暴雨天气过程。表１给出了降水过程的起

始时间、主要影响系统和主要落区。７月我国主要

降水过程发生次数与往年持平，其中１次过程为台

风纳沙和海棠共同影响导致，两个台风先后在福建

登陆我国后，自南向北影响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

其余过程中，７月１３日之前主要受高原槽、高空槽、

低涡、西南涡以及切变线的影响，降水集中在江淮、

江南、西南、华南地区；７月１３日之后，由于副高北

抬，主要受高空槽、低涡、切变线和华北气旋的影响，

降水集中在黄淮、华北和东北地区。吉林、黄淮、山

西西部、江淮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云南大部、华南大

部等地，月降水量超过２００ｍｍ，其中两广南部沿海

及海南东南沿海地区月降水量超过４００ｍｍ。广西

昭平（２７７．９ｍｍ）、四川高坪（２１９．３ｍｍ）等１５个县

（市）日雨量突破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极值，湖南、广

西、四川、吉林、陕西和山西等的５２个县（市）日雨量

突破７月历史极值。

表１　２０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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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降水时段 主要影响系统 影响区域及降水强度

６月２９日至

７月２日
低涡切变线

贵州东南部、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湖南中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

部、安徽西南部、浙江南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７月８日 弱切变线、高空槽 重庆东北部、湖北西南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

７月９—１０日 低层切变系统 黄淮南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出现暴雨

７月１３—１４日 冷涡和低空切变 吉林中东部、辽宁东北部出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７月１５—１６日 低空切变 河北南部、河南东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

７月１８—１９日
低空切变、季风气流、

高空短波槽

广东南部和东南部、广西中南部、福建南部、山东西南部、河南北部出现

暴雨，局地大暴雨

７月１９—２１日 低层切变系统
吉林中部和东北部、辽宁中部、黑龙江东南部及山东半岛地区出现暴雨，

局地大暴雨

７月２５—２７日 副高边缘低层切变线
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南部，以及甘肃东南部、河北东部、山东北部出现暴

雨到大暴雨

７月２９日至

８月４日

台风纳沙、海棠台风暴雨过程

后期北方地区受台风残余

环流及高空槽共同影响

福建大部、浙江东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安徽西南部、河南南部、

山东西部及中部、北京东南部、天津北部、河北东部及东北部、辽宁中西

部、吉林西部、黑龙江中南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３．２　７月１３—１４日东北地区东部暴雨过程

７月１３—１４日，东北地区东部出现历史罕见特

大暴雨，具有短时雨量强、累计雨量大、局地性突出

特点，吉林省共５站出现特大暴雨、８０站出现大暴

雨、１７０站出现暴雨，永吉官厅乡１ｈ雨量１０７．１ｍｍ，

打破吉林省１９５１年以来小时雨量记录历史极值

（１０２．９ｍｍ）；６站累计降雨量在２４４．７ｍｍ以上，打

破该省２４ｈ雨量历史极值（２３４．６ｍｍ）。此次降水

过程的特点是过程累积降水量大、集中降水持续时

间长、降雨强度大和极端性高。雨带主体沿长白山

迎风坡分布，雨带移动速度缓慢，持续时间长，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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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显著（图６）。

在此次降水过程中，亚洲中高纬地区环流为两

槽一脊型，远东南部地区和西西伯利亚地区分别存

在冷涡，其中远东地区南部冷涡中心强度达到

５５６ｄａｇｐｍ，贝加尔湖以西则存在高压脊。位于远

东地区的冷涡分裂出短波槽东移南下，自内蒙古东

北部向东移动至吉林中部，与西太平洋副高西北侧

沿松辽平原北上的低空急流汇合，副高北界位于

３０°Ｎ 附近，８５０ｈＰａ急流强度达到了１６ｍ·ｓ－１

（图７），东北地区东部整层可降水量普遍超过了

４０ｍｍ，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同时 ＣＡＰＥ值普

遍超过了１２００Ｊ·ｋｇ
－１（图８），系统对流性较强，且

图６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３—１４日东北地区

东部暴雨过程雨量（等值线，单位：ｍｍ）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ｏｆ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

ｅａｓｔａｒｅａｏｆ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ｔｏｕｒ，

ｕｎｉｔ：ｍｍ）ｆｒｏｍ１３ｔｏ１４Ｊｕｌｙ２０１７

图７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３日０８时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

（等值线，单位：ｄａｇｐｍ）、８５０ｈＰａ风场（风向杆，

单位：ｍ·ｓ－１）和相对湿度（阴影，单位：％）

Ｆｉｇ．７　Ｔｈｅ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ｆｉｅｌｄ

（ｃｏｎｔｏｕｒ，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

（ｗｉｎｄｂａｒｂ，ｕｎｉｔ：ｍ·ｓ－１），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ｕｎｉｔ：％）ａｔ０８：００ＢＴ１３Ｊｕｌｙ２０１７

图８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３日０８时整层可

降水量（等值线，单位：ｍｍ）和

ＣＡＰＥ（阴影，单位：Ｊ·ｋｇ
－１）

Ｆｉｇ．８　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ｏｕｒ，

ｕｎｉｔ：ｍｍ）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ｕｎｉｔ：Ｊ·ｋｇ
－１）

ａｔ０８：００ＢＴ１３Ｊｕｌｙ２０１７

在长白山脉的阻挡抬升作用下系统移动缓慢，从而

产生持续性强降水，直至１４日早上，系统东移过境，

降水过程结束。

４　热带气旋活动概况

７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活跃，共有８个台

风生成（表２），生成个数较常年同期（平均３．７个）

明显偏多，生成个数与１９９４、１９６７和１９７１年并列为

历史同期最多。生成时间集中，２１日０８时至２２日

１７时，短短３３ｈ内，共有４个台风生成。其中有３

个于７月在我国登陆，登陆个数与常年同期（平均２

个）偏多１个（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７）。

受４号台风塔拉斯外围环流影响，海南东北部

和南部出现暴雨、东南部出现大暴雨，海南五指山、

保亭局地降水达１５０～２２２ｍｍ；上述地区伴有８～９

级阵风，沿海局地１０级。海南部分地区遭受一定经

济损失，约造成１３．５万人受灾，３．３万人紧急安置，

２１００ｈｍ２ 的耕地受损，经济损失为２４００万人民币。

第７号台风洛克于２１日在菲律宾吕宋岛移动

洋面上生成。２３日０９：５０在香港东北部沿海登陆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８级，风速达２０ｍ·ｓ－１），中心

最低气压为９９５ｈＰａ。受其影响，广东东部沿海、广

西东部、海南岛东部出现大雨或暴雨，广东汕尾和广

州局地大暴雨，广东珠江口附近出现６～８级阵风。

第９号台风纳沙于２９日在台湾宜兰县东部沿

海登 陆 （中 心 附 近 最 大 风 力 １３ 级，风 速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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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ｍ·ｓ－１），并于３０日在福建福清市沿海再次登陆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１２级，风速达３３ｍ·ｓ－１）。

第１０号台风海棠于３０日在台湾屏东县沿海登陆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９级，风速达２３ｍ·ｓ－１），３１

日在福建福清市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８

级，风速达１８ｍ·ｓ－１）。受“纳沙”、“海棠”及减弱

后的低压北上和西风槽的共同影响，７月２９日至８

月初，我国东部由南向北相继出现强降水过程，多地

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天气，局部特大暴雨，截至８月４

日统计，共造成福建、江西、湖南、广东、河南、山东、

河北和北京等省（市）８１．７万人受灾，１９．１万人紧急

转移安置，农作物受灾５．５８万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

７．６亿元。７月，台风总体造成的损失较小，对缓解

南方地区持续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旱情有利。

表２　２０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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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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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陆时间地点

１７０３
南玛都

（Ｎａｎｍａｄｏｌ）
７月２日０８时 ２０．３ １２６．８ ９８８ ２５ 东偏北行

７月４日０７：４０在日本长崎

半岛登陆

１７０４
塔拉斯

（Ｔａｌａｓ）
７月１５日１７时 １７．１ １１１．８ ９８５ ２８ 西行

７月１７日０２：１０在越南义

安省沿海登陆

１７０５
奥鹿

（Ｎｏｒｕ）
７月２１日０８时 ２７．５ １５８．３ ９４０ ５０ 中转向

８月７日０９时在日本四国

岛室户市沿海登陆

１７０６
玫瑰

（Ｋｕｌａｐ）
７月２１日１４时 ２６．５ １７７．０ ９８５ ２５ 西行

１７０７
洛克

（Ｒｏｋｅ）
７月２２日１７时 ２１．５ １１８．７ ９９５ ２０ 西偏北行

７月２３日０９：５０在香港东

北部沿海登陆

１７０８
桑卡

（Ｓｏｎｃａ）
７月２２日１７时 １７．７ １１１．８ ９９０ ２３ 西行

７月２５日１６：３０在越南广

平省沿海登陆

１７０９
纳沙

（Ｎｅｓａｔ）
７月２６日１１时 １７．７ １２７．６ ９６０ ４０ 西偏北行

７月２９日１９：４０在台湾省

宜兰县东部沿海登陆

７月３０日０６时在福建省福

清市沿海登陆

１７１０
海棠

（Ｈａｉｔａｎｇ）
７月２８日２０时 １８．５ １１５．６ ９８４ ２３ 西偏北行

７月３０日１７：３０在台湾省

屏东县沿海登陆

７月３１日０２时５０分在福

建省福清市沿海登陆

５　高温天气概述

７月，全国共有１８８４站出现３５℃以上高温天

气，５５４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极端事件监测标准，其中

新疆吐鲁番（４９℃）、托克逊（４８．８℃）和陕西旬阳

（４４．７℃）等１２７站突破历史极值。

自７月７—１５日，北方出现阶段性大范围持续

高温天气，华北大部、黄淮、西北地区东部和西部及

内蒙古中西部和东南部等地极端日最高气温达３５

～３８℃，河北南部、陕西中北部、宁夏北部、内蒙古西

部、新疆大部等地达３８～４０℃，南疆、内蒙古西部等

地超过４０℃，局部超过４２℃。新疆、甘肃、内蒙古、

陕西、宁夏、山西等省（区）的５３个站达到或超过历

史极值。７月１０日北方地区３５和４０℃以上高温影

响面积最广，分别为２１５．７万和４８．７万ｋｍ２。

７月１１日出梅后，随着雨带北移，南方地区以

及黄淮等地相继出现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月底，受

台风影响高温范围明显缩小。高温强度强：秦岭淮

河以南大部分地区以及黄淮等地极端日最高气温普

遍超过３５℃，江淮、江南、江汉、四川盆地东部、黄淮

南部和西部以及陕南、山西西南部达３８～４０℃，浙

江大部、江苏南部、安徽南部、重庆南部及陕西、湖

北、湖南的局部等地高达４０～４２℃，其中陕西旬阳

４４．７℃、重庆江津４２．５℃、浙江桐庐４２．２℃、安徽霍

山４２℃。有５９站日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７月

２１日上海徐家汇最高气温达到４０．９℃，打破了徐家

汇１８７３年以来（１４５年）历史纪录。持续时间长：最

长连续高温日数江南中东部及福建北部、苏皖南部

等地有１０～１５ｄ，其中浙江大部、上海、江苏东南部

达１５～２０ｄ。陕西、重庆、浙江、湖北、湖南、安徽共

有２９站４０℃及以上高温持续时间在５ｄ以上，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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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兴平、临潼、户县、旬阳达８ｄ。范围广：２６日

３５℃以上、２７日３８℃和４０℃以上高温面积最大，分

别为１７６万、９２万、１６万ｋ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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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雨养农业旱灾适应性评价与策略研究》

王志强 编著

该书以中国雨养农业区农业旱灾承灾体为研究对象，探

究了气候变化背景下，其如何应对农业旱灾的影响，适应自

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变化，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前三章从

雨养农业旱灾适应的认识出发，探讨了农业旱灾适应的意

义、机制和途径，重点分析了当前农业旱灾适应性评价和适

应策略制定的思路与方法，以及不同区域适应模式的选择。

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以北方典型雨养农业区山西大同和南

方典型雨养农业区云南施甸为例，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适

应能力、适应措施、适应模式等多个方面对两个地区的农业

旱灾适应情况进行适应性评价和适应能力的实证研究。第

六章阐述对当前农业旱灾保险的发展现状以及政策性保险

的理论思考，第七章对雨养农业区的旱灾适应的下一步研究

和发展提出了建议。该书可供从事气候变化、自然灾害、自

然地理等专业的科研人员和研究生阅读参考。

　 １６开　定价：３８．００元

《设施农业防雷技术研究》

李良福　秦大春 主编

该书对设施农业防雷重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进行分

析，并对设施农业的防雷基础知识，雷电灾害类型，雷电灾害

风险分析，雷电灾害工程性与非工程性防御措施，雷电灾害

风险评估技术、防雷工程技术、雷电灾害监测预警技术、雷电

灾害预警信息发布与接收技术、雷电灾害应急处置、雷电灾

害的调查鉴定以及防雷科普宣传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

可供气象行业从事雷电灾害风险管理、气象为农服务、气象

社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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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可供农业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应急管理部门从事农业安全生产事故风险管理、社会管理工

作的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参考。

　 １６开　定价：５０．００元

《“一带一路”全媒体气象服务需求》

宋英杰 主编

该书立足于全媒体大众传播规律和现状，基于全媒体气

象服务发展需求，探索、研讨、分析、推理和归纳适合于“一带

一路”全媒体（电视、网站、广播、手机客户端、纸媒等）气象服

务的传播方式和气象服务，从功能性、内容度、媒介趋势等方

面开展多触角、多方位、一体化支撑的“一带一路”气象服务

需求分析，用宏观和动态的眼光看待“一带一路”气象服务的

趋势走向和发展动态，使得“一带一路”气象服务概念源自气

象又不仅限于气象，打造“一带一路”倡议的“气象＋”的概

念。同时，全面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给各行各业带来的机

遇和挑战，以及各行各业对“一带一路”全媒体气象服务的迫

切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对全媒体气象产品进行功能定位和设

计研发。本书可作为全媒体和各级气象服务部门相关工作

人员的参考书。

　 １６开　定价：４８．００元

《临近和短时天气预报教程》

王丽娟 等 编著

该书旨在对临近和短时天气预报思路进行介绍。全书

共分四章，首先对临近和短时天气预报进行了概述，然后分

别介绍了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雷暴大风）、冰雹、龙卷等强

对流天气的临近和短时预报思路和方法，引入了强对流天气

的个例分析。此外，每章依据重点和难点，设置了相应的实

习和练习。该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大气科学及相关专业的教

材，也可作为基层气象台站从事预报、预测人员的参考书。

　 １６开　定价：３８．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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