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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９月大气环流和天气分析

孙舒悦　董　林
国家气象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提　要：２０１９年９月环流特征如下：北半球极涡呈单极型分布，强度偏弱；亚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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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强。９月全国平均降水量６２．４ｍｍ，较常年同期（６５．３ｍｍ）偏少４％；全国平均气温为１７．７℃，较常年同期

（１６．６℃）偏高１．１℃。月内共出现了４次主要的区域性强降水过程，其中２次降水活动与台风有关。共有６个台风在西北太

平洋和南海海域活动，无台风登陆我国。月内，华西秋雨南区开始偏早，影响显著；长江中下游气象干旱持续发展；江南、华南

北部和华北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黑龙江、内蒙古等多地遭受风雹灾害；黑龙江和内蒙古部分地区遭低温冷冻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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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天气概况

１．１　降水

２０１９年９月全国平均降水量６２．４ｍｍ，较常年

同期 （６５．３ ｍｍ）偏少 ４％，较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的

７４．２ｍｍ（柳龙生和高拴柱，２０１８）明显偏少。从空

间分布看（图１），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

中部、东南沿海部分地区以及海南等地全月降水量

为１００～２００ｍｍ，华西部分地区以及海南中东部、

云南局部地区降水量为２００～４００ｍｍ；与常年同期

相比（图２），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东南部、黄淮大部、

江淮、江南大部、华南大部及内蒙古东部、新疆东部

等地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２～８成，其中黄淮东

部、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中北部及新疆东南部

等地偏少８成以上；东北地区中东部、华北西部、西

北地区中东部及新疆西部、四川西部和东北部等地

图１　２０１９年９月全国降水量分布（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ｕｎｉｔ：ｍｍ）

图２　２０１９年９月全国降水量距平

百分比分布（单位：％）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ａｎｏｍａｌｙ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ｕｎｉｔ：％）

降水偏多２成至１倍，局部地区偏多１倍以上（国家

气候中心，２０１９）。

１．２　气温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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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的第三

高，较２０１８年９月的１６．７℃（柳龙生和高拴柱，

２０１８）明显偏高。从空间分布来看（图３），东北、华

北、黄淮中部和东部、江汉东部、江淮西部和北部、江

南大部、西北地区中部及内蒙古、福建、西藏西部等

地平均气温比常年同期普遍偏高１～２℃，其中华北

东北部以及内蒙古、湖北东部、湖南东部、江西西北

部等地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２℃以上，局地偏

高超过４℃，其中北京、吉林和内蒙古３省（区、市）

平均气温均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湖北、湖

南、天津均为次高，河北、辽宁、山东和新疆为第三高

（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９）。

２　环流特征与演变

２．１　环流特征

图４为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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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以下主要特点。

２．１．１　极涡呈单极型分布

由月平均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的空间分布

（图４ａ）和距平（图４ｂ）可见，９月北半球极涡呈单极

型分布，极涡主体位于北极圈内，极涡中心位势高度

低于５４０ｄａｇｐｍ，并伴有６ｄａｇｐｍ的明显正距平，表

图３　２０１９年９月全国平均气温

距平分布（单位：℃）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ｕｎ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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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１９年９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平均

高度场（ａ）和距平场（ｂ）（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４　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

ａｎｄ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ｂ）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明北半球极涡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弱，冷空气势力较

常年偏弱。北半球中高纬西风带呈５波型分布，高

空槽分别位于新地岛以东至巴尔喀什湖以西、我国

东北至华中一带、阿留申群岛至太平洋中部、北美洲

西部、格林兰岛至北大西洋西部。亚洲大陆中高纬

呈“双槽”的环流形势，其中新地岛以东至巴尔喀什湖

以西的大槽后部对应２～６ｄａｇｐｍ的负距平区，表明

本月影响我国的冷空气以西路冷空气为主，且由于

我国中高纬地区受平直的西风带控制、并伴有位势

高度正距平，冷空气的影响范围基本局限在我国北

方地区；东亚大槽较常年平均表现为２～６ｄａｇｐｍ

的正距平，表明冷空气势力较常年偏弱，这也是造成

我国江南、华南北部、华北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

长江中下游地区气象干旱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２．１．２　西北太平洋副高位置明显偏西，强度较常年

偏强

９月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副高）西

脊点位于（２８°Ｎ、１２９°Ｅ）附近（图４ａ），较常年同期气

候平均西脊点位置（３０°Ｎ、１３４°Ｅ）（周冠博和高拴

柱，２０１６；吕爱民和董林，２０１７；柳龙生和高拴柱，

２０１８）偏西偏南，副高主体位于西北太平洋洋面上，

大陆高压控制着恒河平原以及我国西藏和云南南部

地区，副高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图４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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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高纬呈现两脊一槽型：东欧平原至地中海地区一

带有一向极延伸的宽阔脊区，西西伯利亚平原上空

受一低涡控制，贝加尔湖至我国西北地区一带存在

一弱高压脊。我国华北至江淮地区受浅槽控制，南

方大部地区受弱的大陆高压控制，副高主体位于日

本东南洋面，西脊点位于琉球群岛至朝鲜海峡一带，

副高的位置和形态是９月上旬在西北太平洋生成的

台风玲玲东海北上和台风法茜在日本南部转向的主

图５　２０１９年９月上旬（ａ）、中旬（ｂ）、下旬（ｃ）

欧亚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５　５００ｈＰａ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ｏｖｅｒ

Ｅｕｒａｓｉａ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ｓｅｃｏｎｄ（ｂ）ａｎｄｔｈｉｒｄ（ｃ）

ｄｅｋａｄｓｏｆ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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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上旬主要天气过程有：２—３日，受台风剑

鱼影响，广东南部、广西南部、海南等地降水量有５０

～１００ｍｍ，海南东部降水量超过１００ｍｍ，海南沿

海、广东沿海和广西南部沿海出现７～９级阵风；５—

８日，受台风玲玲影响，东北地区中部和东部以及江

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等地降水量有 ２５～

１００ｍｍ，其中东北地区中部降水量超过１００ｍｍ，黑

龙江东北部出现大暴雨；７—８日，受低层低涡切变

线影响，四川盆地东部、贵州中西部、重庆西南部出

现暴雨，局地大暴雨。

中旬（图５ｂ），欧亚大陆高层长波槽脊活动明显

减弱，亚洲地区中高纬呈较为平直的环流形势，旬内

新地岛以东至西伯利亚平原受低涡控制，西北太平

洋副热带高压明显东退，大陆高压明显发展，控制了

我国长江以南地区，这是导致月内我国江南、华南北

部等地区出现高温天气、长江中下游等地气象干旱

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此外，受大陆高压北侧的暖

湿气流配合低层切变线影响，旬内我国华西地区多

阴雨天气，其中１１—１５日、１７—１９日出现了明显的

大范围强降水过程，四川盆地、陕西中部和南部出现

暴雨，四川盆地东部出现大暴雨。

下旬（图５ｃ），欧亚大陆中高纬呈现两槽一脊

型：伴随新地岛以东地区上空低涡的加深加强，亚马

尔半岛至地中海地区一带发展出一深厚的低槽，我

国西部地区至中西伯利亚地区为一向极延伸的弱高

压脊，东北东部—华北—华中—华南一带受低槽区

控制，有利于冷空气从东路入侵影响我国北方地区。

副高和大陆高压均有所发展，阶段性加强打通连为

一体，受其影响，旬内生成的１９１８号台风米娜沿东

海西部北上，在浙江北部登陆后转向东北方向，转向

点较“玲玲”和“法茜”台风明显偏西。旬内主要天气

过程有：１６—２０日，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东部和东

北大部地区降温４～８℃，局部地区达８～１２℃，内蒙

古东北部和黑龙江西北部日最低气温低于０℃。

３　主要降水过程

３．１　概况

９月，全国共有３１站极端日降水量达到极端事

件监测标准，主要分布在四川、甘肃和贵州等地，其

中四川古蔺（１６３．７ｍｍ）、山西文水（９３．９ｍｍ）和甘

肃静宁（８６．１ｍｍ）３站达到或突破历史极值；全国

共有４１站极端连续降水日数达到极端事件监测标

准，主要分布在陕西、甘肃和四川等地，其中四川青

川（１９ｄ）和黑龙江通河（１３ｄ）２站突破历史极值（国

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９）。该月主要出现了４次较大范围

的暴雨天气过程，其主要影响系统、影响区域和降水

强度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９年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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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犲狆狋犲犿犫犲狉２０１９

降水时段 主要影响系统 影响区域及降水强度

９月２—３日 台风剑鱼 海南中东部出现暴雨，局地出现大暴雨

９月７日 台风玲玲 黑龙江省中东部、吉林省中东部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

９月７—８日 低层低涡切变线 四川盆地东部、贵州中西部、重庆西南部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

９月１２—１５日 低层切变线 四川盆地、陕西中部和南部出现暴雨，四川盆地东部出现大暴雨

３．２　华西秋雨南区开始偏早，影响显著

９月华西秋雨南区开始偏早，影响显著。８月

２７日，华西秋雨监测区南区（包括湖北西部、湖南西

部、重庆、四川东部、贵州北部以及陕西南部）进入秋

雨季，较常年（９月９日）偏早１３ｄ；北区（包括陕西

南部大部、宁夏南部和甘肃南部）９月９日进入秋雨

季，较常年（９月８日）偏晚１ｄ。８月２７日至９月

３０日，华西地区降水量普遍超过１００ｍｍ，其中陕西

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北部、云南中北部、贵州南部

的部分地区有２００～４００ｍｍ，四川、陕西局地超过

４００ｍｍ。除华西秋雨区东部的部分地区降水量较

常年同期偏少外，其余大部地区降水量明显偏多，其

中陕西南部、四川东部、贵州北部等地降水量较常年

同期偏多５成至１倍，局地偏多１倍以上。陕西南

部、四川、重庆西部、贵州西部等地降水日数普遍达

１６～２４ｄ，局地超过２４ｄ；上述地区降水日数较常年

同期普遍偏多１～４ｄ，局地偏多４ｄ以上。陕西南

部、四川北部和西南部的最长连续降水日数超过

１０ｄ。华西秋雨南区进入雨季以来，时有短时强降

５６７１　第１２期　　　　　　 　　　　　　　　　孙舒悦等：２０１９年９月大气环流和天气分析　　　　　　　　　　　　　　　



水和暴雨天气过程、局部大暴雨天气出现，有２次明

显的大范围强降水过程，分别为７—１１日和１１—１９

日。

受强降水的影响，陕西、四川、重庆、贵州、甘肃、

云南等地出现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农田被淹、城镇出

现严重内涝，局地还遭受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造成一定人员的伤亡和财产损失。９月８日以来，

渭河、汉江流域上游多地出现多次暴雨过程，土壤趋

于饱和，渭河、汉江干支流出现明显洪水过程，多条

支流出现超警洪水。

４　热带气旋活动

４．１　概况

９月，南海及西北太平洋共有６个台风生成，生

成个数较常年同期（５．１个）偏多０．９个；其中，９月

２８日生成的台风米娜于１０月１日夜间在浙江舟山

普陀登陆。

９月月内无台风登陆我国，但受台风外围云系

影响，我国出现２次大范围强降雨过程。９月１—４

日，受台风剑鱼影响，广东南部、广西南部、海南等地

降水量达 ５０～１００ ｍｍ，海南东部降水量超过

１００ｍｍ，海南沿海、广东沿海和广西南部沿海出现

７～９级阵风，造成海南省儋州市和屯昌、五指山、万

宁等７个县（市）受灾，部分人员紧急转移安置，直接

经济损失近２００万元。５—８日，受台风玲玲影响，

东北地区中部和东部以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上

海等地降水量达２５～１００ｍｍ，其中东北地区中部

降水量超过１００ｍｍ，黑龙江东北部出现大暴雨。

造成吉林和黑龙江１４市（自治州）３４个县（市、区）

５．５万人受灾，６００余人紧急转移安置，１００余间房

屋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６３９００ｈｍ２，其中

绝收１１００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２．５亿元。

表２　２０１９年９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生成简表

犜犪犫犾犲２　犜狉狅狆犻犮犪犾犮狔犮犾狅狀犲狊犻狀犖狅狉狋犺狑犲狊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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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台风编号 台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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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陆时间地点及强度

１９１３
玲玲

Ｌｉｎｇｌｉｎｇ
９月２日０８时 １５．３ １２６．０ ９３０ ５５

９月７日登陆朝鲜黄海南道西

南部，１３ 级 （３８ ｍ·ｓ－１），

９６０ｈＰａ

１９１４
剑鱼

Ｋａｊｋｉ
９月３日０２时 １６．６ １０７．７ ９９５ １８

９月３日登陆越南承天顺化

省，８级（１８ｍ·ｓ－１），９９５ｈＰａ

１９１５
法茜

Ｆａｘａｉ
９月５日１４时 １９．８ １５５．５ ９４０ ５０

９月９日登陆日本三浦半岛，

１３级（４０ｍ·ｓ－１），９６０ｈＰａ

９月９日登陆日本千叶，１３级

（４０ｍ·ｓ－１），９６０ｈＰａ

１９１６
琵琶

Ｐｅｉｐａｈ
９月１５日２０时 １７．８ １４８．０ ９９８ １８

１９１７
塔巴

Ｔａｐａｈ
９月１９日１４时 ２２．４ １２８．６ ９７５ ３３

１９１８
米娜

Ｍｉｔａｇ
９月２８日０８时 １５．４ １３２．１ ９６０ ４０

１０月１日登陆浙江舟山普陀，

１１级（３０ｍ·ｓ－１），９８０ｈＰａ

１０月２日登陆韩国全罗南道，

９级（２３ｍ·ｓ－１），９８８ｈＰａ

４．２　１９１８号台风米娜（犕犻狋犪犵）

台风米娜于９月２８日０８时在菲律宾以东洋面

上生成，随后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２９日

０５时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１７时加强为台风级，３０

日开始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并于１０月１日２０：３０前

后在浙江省舟山市普陀沿海登陆（强热带风暴级，１１

级，３０ｍ·ｓ－１），中心最低气压为９８０ｈＰａ；“米娜”

随后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开始逐渐减弱，并于

１０月２日２０：１０前后在韩国全罗南道沿海再次登

陆（热带风暴级，９级，２３ｍ·ｓ－１），中心最低气压为

９８８ｈＰａ；登陆后强度继续减弱，穿过朝鲜半岛南部

后进入日本海，１０月３日１４时中央气象台对其停

止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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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米娜”路径图（ａ）及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０６时ＦＹ４Ａ红外卫星云图（ｂ）

Ｆｉｇ．６　ＴｒａｃｋｏｆＭｉｔａｇ（ａ）ａｎｄＦＹ４Ａ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ｉｍａｇｅａｔ０６：００ＢＴ３０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ｂ）

　　受台风米娜影响，９月３０日至１０月１日，浙江

东部、上海东部和台湾岛中北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降

雨量超过１００ｍｍ，浙江宁波局地２５０～３３５ｍｍ，舟

山局地２６８～４４４ｍｍ；福建东部沿海、浙江东部沿海

及台湾岛沿海出现８～１０级阵风，局地１２～１４级，浙

江温州平阳县平屿局地达１６级（５２．２ｍ·ｓ－１）。

５　其他灾害性天气

５．１　长江中下游等地气象干旱持续发展

９月，黄淮中东部、江淮中西部、江南大部、华南

北部等地降水量普遍不足３０ｍｍ，较常年同期偏少

５～９成，湖北、福建降水量均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

期第二少，安徽、湖南和江西均为第三少。同时，江

淮西部、江南大部、华南北部等地气温普遍偏高１～

４℃。受持续少雨和高温天气影响，黄淮大部、江淮

中部和西部、长江中下游等地气象干旱持续发展。

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福建、河南、云南南部等地出

现中到重度气象干旱，其中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江西

北部、湖南东北部和安徽西南部达到特旱程度。截

止至９月３０日，鄂、赣、皖、湘四省中旱以上面积达

６２．８万ｋｍ２，重旱以上面积４１．４万ｋｍ２，特旱面积

１１．２万ｋｍ２。鄂、湘、赣、皖部分地区旱情较为严

重，造成大量农作物减产或绝收，部分水库干涸，鄱

阳湖水位持续偏低并提前进入枯水期，部分城乡居

民饮水困难，森林火灾频发，局地森林火险等级高。

５．２　江南、华南北部、华北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

９月，东北大部、华北大部、江淮西部、江南大

部、华南东部及内蒙古、甘肃西部、新疆东部等地最

高气温较常年同期普遍偏高２～４℃，其中北京、天

津、河北、湖北、湖南、江西等地有１３０站极端最高气

温超过当地９月历史极值。江西、湖南、湖北、天津、

北京、辽宁、吉林、内蒙古等８省（区、市）平均最高气

温均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

９月全国平均高温日数（最高气温≥３５℃）较常

年同期偏多。江南、华南以及北京、天津、新疆等地

出现高温天气，其中江西、湖南中部和南部、广东北

部和东部、广西东北部、福建、新疆东部部分地区高

温日数超过５ｄ，江西、福建和新疆局地超过１０ｄ。

湖南东南部、江西西部和南部、福建西部和新疆东部

部分地区高温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５～１０ｄ。

６—１５日，江南大部、华南大部、华北局地、新疆

局地出现最高气温３５℃以上高温天气，江西西部、

湖南东部等地最高气温超过３８℃。８日，华北东部

和南部局部地区、黄淮西部等地也出现３５℃以上高

温天气，北京丰台达３８．１℃。

５．３　多地遭受风雹灾害

９月，我国共有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甘肃、青

海、宁夏、贵州、河南、湖北、湖南、四川、山西、新疆、

西藏等１４省（区）遭受风雹灾害，部分地区损失较

大。

１—２日，风雹造成黑龙江哈尔滨、齐齐哈尔、牡

丹江等４市５个县（区）１．７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

面积７５００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３６００余万元。

４—６日，风雹造成黑龙江和内蒙古东北部共５

个县（市、区、旗）遭受强降雨，局地出现冰雹等强对

流天气，引发洪涝、风雹灾害，５３００余人受灾，农作

物受灾面积 ２．０６ 万 ｈｍ２，其中绝收面积超过

９００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６９００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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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４日，受短时强降雨、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影响，云南部分地区遭受风雹灾害，昭通、丽江、大理

三市（州）近３５００人受灾，１人因房屋倒塌死亡，农

作物受灾面积超过１００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２４００余

万元。

２４—２７日，甘肃、青海、宁夏遭受洪涝风雹灾

害，１００余间房屋倒损，农作物受灾面积２４００ｈｍ２，

直接经济损失１３００余万元。

２７—２９日，贵州省部分地区遭受风雹灾害，造

成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１．３万人受灾，

农作物受灾面积超过８００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１２００

余万元。

５．４　黑龙江和内蒙古部分地区遭低温冷冻灾害

１６—２０日，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东部和东北

大部地区普遍降温４～８℃，局部地区达８～１２℃，内

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西北部日最低气温低于０℃。

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部分地区遭受低温冷冻灾

害，经济损失较大。

１６—２０日，内蒙古东北部的赤峰、通辽和兴安

等３市（盟）９个县（区、旗）遭受低温冷冻灾害，３２．４

万人受灾，经济损失５．８亿元，农作物受灾面积

１６．７９万ｈｍ２，其中绝收面积１２００ｈｍ２，直接经济损

失５．８亿元。

１８—１９日，黑龙江鸡西、伊春、黑河等３市５个

县（市、区）地遭受低温冷冻灾害，造成玉米、水稻、大

豆等农作物减产和部分房间损毁，９７００余人受灾，

农作物受灾面积８７００ｈｍ２，其中绝收面积超过

１００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６５００余万元。

致谢：感谢国家气象中心预报系统开放实验室宋文彬

提供的降水量、降水距平和温度距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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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干旱年鉴（２０１７）》

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 编著

该年鉴是对２０１６年全国气象干旱的全面记录、分析和

综述，共分为８章。第１章描述２０１６年全国气候特点与气

象干旱的时空分布特征；第２章诊断全国重大区域干旱事件

的特征与成因；第３章分析四季气象干旱特征；第４章记述

干旱的影响；第５章介绍抗旱减灾重大服务情况；第６章阐

述２０１６年全球气象干旱特征、全球重大气象干旱事件及其

成因；第７章回顾全球与全国历史上的重大区域干旱事件，

居安思危；第８章评述了美国干旱监测与预测业务的最新进

展。该年鉴可供政府决策部门，从事气象、农业、水文、地质、

地理、生态、环境、保险、人文、经济以及干旱灾害风险评估管

理等方面的业务、科研、教学人员参考。

　 １６开　定价：１２０．００元

《气象观测设备测试方法（第一册）》

莫月琴　张雪芬 主编

该书是在多年实践经验基础上，针对气象观测设备的测

试方法而编写的系列技术规范。主要介绍了气象观测设备

测试的目的、要求、条件、抽样、流程，明确了测试方案、数据

处理、测试报告编写及资料整理归档的原则；环境适应性部

分规定了气象观测设备测试环境适应性的要求和试验，包括

气候环境、机械环境和电磁兼容性等。其他部分分别规定了

地面气象观测设备、高空气象观测设备、天气雷达、风廓线雷

达、地基ＧＮＳＳ遥感水汽探测设备、气溶胶质量浓度设备等

的测试方法。附录规定了气象观测专用技术装备功能规格

需求书的编写原则、结构要求及正文内容等，为装备功能规

格需求书的编写提供参考。

　 １６开　定价：６８．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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