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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７月大气环流和天气分析

徐成鹏　于　超
国家气象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提　要：２０２２年７月大气环流主要特征为北半球极涡呈单极型且较常年同期略偏强，中高纬环流呈４波型分布，西太平洋

副热带高压较常年同期偏北偏西。７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９６．６ｍｍ，较常年同期偏少２１％，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二少；

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３．２℃，较常年同期偏高１．０℃，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二高。月内有６次区域性暴雨天气过程，１—７日

强降水过程由于受到台风登陆及减弱后的低压环流与西风带系统相互作用，影响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５次强降水集中在

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月内共有３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偏少；经历２次高温天气过程，表现出极端性显著、

影响范围广和持续时间长的特点，四川盆地、江南、西北地区东部、新疆的部分地区出现４０℃以上高温天气，多站日最高气温

突破历史同期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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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天气概况

１．１　降　水

２０２２年７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９６．６ｍｍ，较常

年同期（１２１．６ｍｍ）偏少２１％，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

同期第二少（仅高于２０１５年）（国家气候中心，

２０２２）。从空间分布看，除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

江南中东部、四川盆地中南部不足１００ｍｍ外，我国

大部分地区降水量达到１００ｍｍ以上，其中内蒙古

东北部、东北地区南部、华北西部和南部、黄淮、湖北

东部、广东、海南岛等部分地区超过２００ｍｍ，苏皖

鲁三省交界处、海南岛中部局地超过 ４００ ｍｍ

（图１）。月降水量与历史同期相比，西北地区东部、

华北西部和南部、黄淮、东北地区南部、内蒙古东北

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偏多２～５成，其中陕

西北部和东南部、山西中部、河南中部、山东南部、辽

宁北部偏多１～２倍。新疆东部和西南部、西藏中东

部、甘肃北部、内蒙古中西部、四川盆地、云南南部、

广西西部和北部、江南中东部等地偏少５～８成，其

中四川、重庆、新疆局地偏少８成以上（图２）。

１．２　气　温

２０２２年７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３．２℃，较常年同

期（２２．２℃）偏高１．０℃，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第

二高（仅次于２０１７年）（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２２）。从温

度距平的空间分布来看，除陕西北部、华北西部和南

部、黄淮北部气温偏低以外，我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

或接近常年同期，江汉、江淮、江南、西南地区东部、

西藏、新疆西部和南部、黑龙江中部和北部、内蒙古

图１　２０２２年７月全国降水量分布（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ｉｎＪｕｌｙ２０２２（ｕｎｉｔ：ｍｍ）

图２　２０２２年７月全国降水量距平

百分率分布（单位：％）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Ｊｕｌｙ２０２２（ｕｎｉｔ：％）

东北部气温偏高１～２℃，其中四川盆地、浙江、江苏

南部、上海的部分地区偏高２～４℃（图３）。

　　全国有２４５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突破７月

历史 极 值，其 中 云 南 盐 津 （４４℃）、浙 江 永 嘉

（４２．９℃）、云南彝良（４２．７℃）等９８个站持平或突破

历史极值（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２２）。

２　环流特征与演变

２．１　环流特征

由图４可见，２０２２年７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极涡

呈单极型分布，极涡中心位于北极正中心附近且略

偏向阿拉斯加地区一侧，中心强度低于５４４ｄａｇｐｍ。

与历史同期相比，极涡中心强度略偏强，负距平中心

值为－２ｄａｇｐｍ。受极涡分布形态影响，北半球中

高纬环流呈４波型分布，４个长波槽分别位于中亚、

西西伯利亚地区、北美东部和太平洋中部，其中太平

图３　２０２２年７月全国平均气温

距平分布（单位：℃）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ｙ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Ｊｕｌｙ２０２２（ｕｎ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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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２２年７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ａ）平均位势

高度场和（ｂ）距平（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４　（ａ）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ｂ）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ｉｎＪｕｌｙ２０２２（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洋中部上空低压系统最强，出现了闭合环流，低压中

心强度为５５２ｄａｇｐｍ，负距平中心达到－８ｄａｇｐｍ，

西西伯利亚地区高空槽强度偏强４ｄａｇｐｍ。在中纬

度地区，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副高）强度

较历史同期基本持平，副高平均脊线位于２７°Ｎ附

近，副高西伸脊点平均位于１１３°Ｅ附近，较常年偏北

偏西（张夕迪和孙军，２０１８；解晋和周宁芳，２０１９；罗

琪和张芳华，２０２０；赵威和孙军，２０２１）。

２．２　环流演变与我国天气

从欧亚大陆７月各旬５００ｈＰａ平均环流形势场

来看，上旬（图５ａ）整个欧亚大陆中高纬地区呈一槽

两脊型，西欧、俄罗斯远东地区存在明显的高压脊，

中亚至贝加尔湖一带受宽广的低压槽控制。我国中

高纬度地区环流总体较为平直，冷空气活动少、强度

弱。副高呈带状分布，西伸至江南东部。上旬副高

脊线平均位于２９°Ｎ附近和１１８°Ｅ附近，较常年略偏

北偏西。

７月中旬（图５ｂ），欧亚大陆中高纬度环流依然

呈现一槽两脊形态，欧亚大陆上空两个高压脊分别

移至西亚和白令海，其中后者发展成阻塞高压，中亚

低压槽加深发展为低涡，东移至乌拉尔山附近。中

高纬地区环流经向度有所增大，多短波槽活动，给我

国北方地区带来３次降水过程。副高西伸明显，西

脊点到达１０３°Ｅ附近，较常年同期明显偏西，造成南

方地区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

７月下旬（图５ｃ），里海北部高压明显减弱，贝加

尔湖低槽有所加深，东西伯利亚至远东地区受高压

控制，阻塞高压强度较中旬有所加强，使得西伯利亚

中西部地区高空槽东移缓慢，我国中高纬环流经向

度有所加大，呈西高东低之势。副高发展强盛，继续

西伸北抬，与西侧伊朗高原至非洲副热带高压相连

通。５８８ｄａｇｐｍ等高线一定程度上切断了南方的水

汽输送，南方持续出现高温少雨天气。

图５　２０２２年７月（ａ）上旬、（ｂ）中旬、

（ｃ）下旬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

ｉｎｔｈｅ（ａ）ｆｉｒｓｔ，（ｂ）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ｃ）ｌａｓｔ

ｄｅｋａｄｓｏｆＪｕｌｙ２０２２（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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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主要降水过程

３．１　概　况

７月我国强降水过程较为频繁，共有６次较大

范围暴雨过程（表１），其中５次降水过程集中影响

北方地区，月降水量较历史同期相比具有北多南少

的特征。上旬，受到台风登陆及减弱后的低压环流

与西风带系统相互作用的影响，我国中东部１—７日

由南向北出现了一次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水过程。

中下旬，伴随副高北抬西伸并控制江南华南地区，主

雨带移至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在

以上６次强降水过程中，１—７日和２６—２９日的２

次过程降水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影响

程度重，下文将重点分析这２次过程。

表１　２０２２年７月大范围降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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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

降水时段 主要影响系统 影响区域及降水强度

１—７日
台风、高空槽、低涡低层

切变线

海南岛、广东、广西北部和东部、福建南部、湖南中东部、江西西部、湖北中东部、河南东部、

安徽北部、山东中西部、河北南部和东部、辽宁、吉林中部等地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

海南岛南部局地特大暴雨

１１—１３日
高空槽、低涡、低层切变

线、低空西南急流

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中部、河北南部、山东大部、黑龙江西部、吉林中部等地出现暴雨，局

地大暴雨

１４—１７日
短波槽、低涡、低层切变

线

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和南部、江苏东部、安徽东南部、江西中部、贵

州中部和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

１８—２０日
高空槽、西南涡、低层切

变线、低空西南急流

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和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中西部、广西西北部、云南东北部、湖北东部、

湖南中部等地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

２１—２３日
高空槽、低涡、低层切变

线、低空西南急流

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北部、河北南部、山东中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辽宁中部

等地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

２６—２９日
高空槽、低涡、低层切变

线、低空西南急流

四川东北部、陕西北部和西部、河南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北京南部、辽宁中西部、吉林西部

等地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

３．２　７月１—７日强降水过程

１日０８时至８日０８时，我国中东部地区经历

较长时间的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影

响范围广、累计雨量大、局地小时雨量大的特点。从

累计降水量分布来看，华南、江南西部、江汉、黄淮、华

北、东北等地区的１６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现了

１００～２５０ｍｍ的降水，其中广东、海南岛西南部、广西

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达到４００～５８０ｍｍ（图６）。

依据影响系统和降水成因，可以将本次强降水

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１—２日（图７ａ），

受到台风本体和外围螺旋雨带影响，海南岛、广东、

广西东部、福建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其中海

南昌江最大日降水量达到４７６．２ｍｍ，广东沿海、海

南岛沿海出现７～９级阵风、局地１０～１１级。１日

２０时，台风暹芭位于海南岛东北侧的南海洋面上。

受副高西侧偏南气流和位于其右侧台风艾莉影响，

“暹芭”逐渐向西北方向移动，于２日１５时登陆广东

电白，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１２级（３５ｍ·

ｓ－１），中心附近最低气压为９６５ｈＰａ。台风本体降水

表现出一定的不对称结构，降水主要集中在台风中

心西南侧急流区以及东侧螺旋雨带中。从热力因子

和水汽条件来看，华南大部分地区处在高能高湿区，

东部整层可降水量达到５０～７０ｍｍ，对流不稳定能

量超过２００Ｊ·ｋｇ
－１。对流发展旺盛，局地小时雨强

大，最大雨强达１３０ｍｍ·ｈ－１。

第二阶段为３—４日（图７ｂ），副高出现断裂，台

风暹芭进入广西境内，在强盛的西南季风引导下缓

慢北上，于４日０８时减弱为低压。３日台风环流持

续减弱，降水回波变得松散，主要为台风本体稳定性

降水和其东侧、南侧螺旋雨带中的对流性降水，强降

水分布在广东、广西；４日早晨台风减弱为低压并向

东北方向移入湖南；４日白天，低压东侧偏南风急流

逐渐加强，降水回波在急流前沿辐合区重新发展加

强并随低压向北移动，强降水随之北移至广东、湖

南、江西西部、湖北东部。

第三阶段为５—７日（图７ｃ），减弱后的低压环流

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逐渐与其北侧西风带系统结

合，低压北侧倒槽发展，锋生作用亦导致上升运动明

显增强。低涡附近整层可降水量达到６０～８０ｍｍ，低

涡东南侧对流不稳定能量最大可达到１０００Ｊ·ｋｇ
－１

以上。受此影响，黄淮、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先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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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较大范围强降水，其中河南东部和北部、安徽北部、

山东西南部和北部、辽宁中部出现大暴雨，河南安阳、

鹤壁、信阳及安徽亳州局地有特大暴雨，最大日降水

量为３１６．９ｍｍ，最大小时雨强为９０～１０７ｍｍ·ｈ
－１。

受低压尾流影响，华南仍有分散性强降水。

３．３　７月２６—２９日强降水过程

２６日０８时至３０日０８时，受东移高空槽、低层

切变线和低空急流的共同影响，西南地区东部、黄

淮、江淮、江汉、华北、东北地区出现一次大范围的强

降水天气过程。从累计降水量分布来看（图８），河

北、北京、辽宁、吉林、山东、江苏等地部分地区累计

雨量超过５０ｍｍ，局地达１００～２６３ｍｍ，其中河北

石家庄深泽（２７日２１２．８ｍｍ）、辽宁阜新（２８日

２０８．３ｍｍ）日降水量均突破当地历史极值。

从２７日２０时天气形势与物理量场配置来看

（图９ａ），副高位置偏北偏西，北界移到江淮、江南北

图６　２０２２年７月１日０８时至

８日０８时累计降水量

Ｆｉｇ．６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０８：００ＢＴ１ｔｏ０８：００ＢＴ８Ｊｕｌｙ２０２２

图７　２０２２年７月（ａ）１日２０时、（ｂ）３日２０时、（ｃ）５日２０时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等值线，单位：ｄａｇｐｍ）、

８５０ｈＰａ风场（风羽）和整层可降水量（阴影）

Ｆｉｇ．７　Ｔｈｅ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ｃｏｎｔｏｕｒ，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ｓ（ｂａｒｂ）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

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ｈａｄｅｄ）ａｔ（ａ）２０：００ＢＴ１，（ｂ）２０：００ＢＴ３ａｎｄ（ｃ）２０：００ＢＴ５Ｊｕｌｙ２０２２

图８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６日０８时至

３０日０８时累计降水量（阴影和等值线）

Ｆｉｇ．８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ｄｅｄａｎｄｉｓｏｌｉｎｅ）

ｆｒｏｍ０８：００ＢＴ２６ｔｏ０８：００ＢＴ３０Ｊｕｌｙ２０２２

部一带，中高纬度地区５００ｈＰａ有高空槽东移至山

西、湖北一带，槽前８５０ｈＰａ出现持续存在的切变

线，后半夜切变线中有低涡生成并发展加强。河北、

河南等地整层可降水量在４０ｍｍ以上，在低层受东

南气流影响有持续水汽输送，对流不稳定能量为

２００～５００Ｊ·ｋｇ
－１。受上述动力系统、充沛水汽供

给及一定的不稳定能量条件影响，叠加太行山地形

的抬升作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出现了暴雨，局

地大暴雨。

２８日，位于太平洋海面上的副高有所北抬，对

低涡东移构成一定阻挡作用，使得低涡系统移动相

对缓慢。从２８日２０时天气形势来看（图９ｂ），低涡

切变线移至辽宁、山东一带，位于辽宁上空的低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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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２０２２年７月（ａ）２７日２０时和（ｂ）２８日２０时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等值线，单位：ｄａｇｐｍ）、

８５０ｈＰａ风场（风羽）和整层可降水量（阴影）

Ｆｉｇ．９　Ｔｈｅ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ｃｏｎｔｏｕｒ，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ｓ（ｂａｒｂ）

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ｈａｄｅｄ）ａｔ（ａ）２０：００ＢＴ２７ａｎｄ（ｂ）２０：００ＢＴ２８Ｊｕｌｙ２０２２

急流明显加强，在急流东侧存在强烈的辐合区。渤

海湾为降水过程提供充沛水汽，辽宁西部和北部整

层可降水量超过５０ｍｍ。本次降水过程具有锋面

型降水的特点，以稳定性降水为主，降水历时比较

长，造成辽宁中西部、吉林西部出现暴雨，辽宁西部

局地大暴雨。

４　热带气旋活动概况

７月我国南海及西太平洋台风活跃程度较常年

同期平均水平（３．７个）偏弱，总共有３个台风生成

（表２），均未登陆我国。台风暹芭于６月３０日０８

时在南海洋面生成，７月２日１５时在广东电白沿海

登陆，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暹芭”登陆时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１２级（３５ｍ·ｓ－１），是１９９１年

以来初台登陆强度位列第四的台风。登陆后“暹芭”

向北移动，４日早晨位于广西东北部，强度进一步

减弱，于４日０８时停止编号。受“暹芭”影响，１—４

日，海南岛、广东、广西北部和东部、福建南部、湖南

中东部、江西西部、湖北中东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

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据统计，共出现５０个

站日降水量达到特大暴雨量级。海南昌江、广东茂

名、广西钦州最大日降水量分别为４７６．２、４２２．５和

３３６．１ｍｍ，而海南三亚达４２１．６ｍｍ，突破有气象记

录以来的历史极值（３２７．５ｍｍ，１９８６年５月２０

日）。广东西部沿海、海南岛沿海出现１０～１１级平

均风，阵风达１３～１４级，广东阳江阳西县大树岛最

大平均风速为３９．５ｍ·ｓ－１（１３级），最大阵风达

４５．８ｍ·ｓ－１（１５级）（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２２）。

表２　２０２２年７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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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

编号 名称 生成时间／ＢＴ 生成地点 强度极值／ｈＰａ 风速／（ｍ·ｓ－１） 相关信息

２２０３
暹芭

（Ｃｈａｂａ）
６月３０日０８时 １６．２°Ｎ、１１５．３°Ｅ ９６５ ３５

７月２日１５时在在广东电白沿

海登陆，４日０８时停止编号

２２０４
艾利

（Ａｅｒｅ）
７月１日１１时 ２０．３°Ｎ、１３１．１°Ｅ ９９０ ２３ ７月５日１１时停止编号

２２０５
桑达

（Ｓｏｎｇｄａ）
７月２８日２０时 ２２．４°Ｎ、１３８．９°Ｅ ９９５ ２０ ８月２日０８时停止编号

２２０６
翠丝

（Ｔｒａｓｅｓ）
７月３１日１４时 ２７．０°Ｎ、１２７．５°Ｅ ９９８ １８

８月１日０９时３０分登陆韩国济

州岛，２３时停止编号

５　高温天气

７月全国平均高温日数（日最高气温≥３５℃）为

５．６ｄ，较常年同期偏多２．０ｄ，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

同期第二多（仅次于２０１７年）（国家气候中心，

２０２２）。

随着副高不断西伸加强，在大气晴空辐射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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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增温等因素的影响下，７月全国一共发生２次高

温天气过程。第一阶段为５—１７日，南方地区出现

持续高温天气，表现出极端性显著、影响范围广和持

续时间长等特点。四川东部、重庆西南部和北部、云

南东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江苏南部、上海、

浙江等地最高气温超过４０℃，云南盐津局地达

４４℃，２７９个国家气象观测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或突

破当月极值，９５个站达到或突破历史极值。陕西南

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和江南等大部地区高

温日数为１０～２０ｄ，陕西东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

东部、安徽西北部局地超过２５ｄ。第二阶段为２１—

３１日，南方地区高温持续，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

地、华北、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江苏、上海、浙

江、福建、江西、安徽、河南南部及新疆南疆盆地等地

的部分地区出现４０℃以上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将

接近或突破历史同期极值。此次高温过程与５—２０

日南方持续高温相比，江南东部地区气温极端性更

强，单日高温覆盖范围更大、影响人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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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架

《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科技支撑体系发展战略研究》

张小曳 李泽椿 主编

该书紧扣重大突发性气象灾害、气象诱发的山洪地质灾

害、大地震灾害，开展风险防控科技支撑体系竞争评价研究，

系统分析了各类重大自然灾害研究现状、核心关键科学技术

问题及演变规律、监测预报预警技术方面的成就和存在的不

足，提出面向２０３５年我国重大突发性气象灾害、气象诱发的

山洪地质灾害、大地震灾害科学技术支撑能力及防御技术的

战略和建议，包括：需要大力提升监测预报预警关键技术、着

力发展大数据融合技术、有效发挥政府统筹规划职能、注重

防灾减灾与经济建设并依靠法制推进科技进步，促进防灾减

灾工作向灾前预防、综合减灾及减轻灾害风险转变，推动社

会各界广泛参与防灾减灾。

　 １６开　定价：８８．００元

《微气象学基础（第二版）》

胡继超 等 编著

微气象学是大气科学的重要分支学科，该书参阅了近

３０多年来有关的教科书、研究论文的成果，并结合多年的教

学经验编写而成，主要讲述发生在大气边界层下层及其下部

土壤植被大气作用层中的微尺度、小尺度或局地尺度的大

气现象、过程与变化规律，内容包括下垫面的辐射传输与能

量平衡、土壤热量传输及温湿度变化、近地层的湍流交换、植

被微气象和城市微气象等方面。编写过程中，力求对涉及的

基本概念、规律、方法等基础知识做到深入浅出的阐述，并融

入近年来的关注热点和研究成果，达到可读性、学术性和应

用性的统一。该书不仅适用于应用气象学、气候学等专业本

科生的教材用书，亦是大气科学、生态、环境、农学、林学、地

学等领域的科技工作者的重要参考材料。

　 １６开　定价：６８．００元

　气象出版社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ｑｘｃｂｓ．ｃｏｍ，Ｅｍａｉｌ：ｑｘｃｂｓ＠ｃｍａ．ｇｏｖ．ｃｎ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８４０８０４２（发行部），０１０－６８４０７０２１（读者服务部）

传真：０１０－６２１７６４２８

０６３１　　　　　　　　　　　　　　　　　　　 　气　　象　　　　　　　　　　　　　　　 　　 　　　第４８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