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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大气环流的主要特征是北半球极涡呈单极型分布且较常年同期强度偏强，欧亚地区中高纬环流呈“两

槽一脊”型，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较常年位置偏西、偏北，强度偏强。１０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１０．８℃，较常年同期（１０．６℃）偏高

０．２℃；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３４．４ｍｍ，比常年同期（３５．６ｍｍ）偏少３．４％。月内我国有２次暴雨天气过程，一次受高空槽、低空

急流和副热带高压影响，另一次受台风尼格和高空槽影响。１０月共有５个热带气旋在南海和西北太平洋活动，生成个数较常

年偏多１．２个，无登陆台风（较常年偏少），其中台风桑卡、纳沙和尼格影响南海、海南岛和华南地区。长江以北气象干旱缓和，

长江以南气象干旱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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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１０．８℃，较常年

同期（１０．６℃）偏高 ０．２℃，全国平均降水量为

３４．４ｍｍ，较常年同期（３５．６ｍｍ）偏少３．４％。月

内，西南东北部、西北东部至华北南部、黄淮、江汉和

江淮等地遭受暴雨袭击。全国发生５次冷空气过

程，其中１次为全国范围内的寒潮过程。台风个数

较常年同期相当，无登陆台风，较常年同期偏少。月

内有２次系统性的降水过程。长江以北气象干旱缓

和，长江以南气象干旱持续（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２２）。

１　天气概况

１．１　降　水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３４．４ｍｍ，较

常年同期（３５．６ｍｍ）偏少３．４％。从空间分布看，

除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西部和中部、江南南部、华

南东北部及山西东北部、河北北部等地降水量不足

１０ｍｍ外，其他大部地区降水量在１０ｍｍ以上，其

中山西东南部、山东中部和东部、河南东北部和南

部、陕西东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北部、

安徽西北部和海南等地降水量为１００～２００ｍｍ，海

南东部、四川和重庆的局部地区在２００ｍｍ 以上

（图１）；与常年同期相比，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南

部、黄淮大部、江汉北部、江淮中西部及西藏大部、青

海南部、四川西北部、重庆西北部等地偏多１～２倍，

部分地区偏多２倍以上；而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西

部和中部、华北北部、江南大部、华南大部、西南地区

图１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全国降水量分布（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２２（ｕｎｉｔ：ｍｍ）

中南部及黑龙江西北部等地偏少５成以上（图２；国

家气候中心，２０２２）。

１．２　气　温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１０．８℃，较常年

同期（１０．６℃）偏高０．２℃。从空间分布（图３）看，青

海东部、甘肃中部、宁夏南部、四川西北部和西南部、

贵州东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南部、江西东南部、福

建大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１～

２℃；而河南中部、胶东半岛、江苏西南部、西藏西南

部等地气温偏低１～２℃（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２２）。

２　环流特征和演变

２．１　环流特征

１０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月平均位势高度场主要

图２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全国降水量距平

百分率分布（单位：％）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ｏｍａｌｙ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

ｉｎ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２２（ｕｎｉｔ：％）

图３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全国平均气温

距平分布（单位：℃）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ｙ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２２（ｕｎ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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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单极涡型分布，极涡主体位于北极点附近，极涡中

心位于拉普捷夫海，中心强度低于 ５１６ｄａｇｐｍ

（图４ａ），具有高达 －１６ｄａｇｐｍ 的显著负距平

（图４ｂ），为近５年最强（黄奕武等，２０２２；聂高臻和

高拴柱，２０２１；王慧等，２０２０；曹越男和高拴柱，

２０１９）。北半球中高纬环流呈多波型分布，欧亚地区

呈“两槽一脊”型（图４ａ），其中一个高空槽位于鄂霍

次克海至日本海一带，与多年平均位置相当，强度较

常年同期偏强，伴有显著负距平。另一个位于西西

伯利亚至巴尔喀什湖一带，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伴

有负距平。以上形势有利于冷空气堆积并南下影响

我国，导致１０月我国冷空气过程频繁。

１０月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副高）呈

带状分布，西伸脊点位于２４．６°Ｎ、９１．７°Ｅ 附近

（图４ａ），较气候态平均（２０．２°Ｎ、１２７．８°Ｅ）明显偏

西、偏北，强度指数为２１５．８，较气候态平均（７４．９）

明显偏强。副高位置偏西、偏北，强度偏强，使得我

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受副高控制，导致降水偏少，气象

图４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ａ）平均

位势高度和（ｂ）距平（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４　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ｍｅａｎ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

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ａｎｄ（ｂ）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２２（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干旱持续，气温较常年平均偏高。

２．２　环流演变与我国天气

图５给出了１０月上、中、下旬欧亚地区５００ｈＰａ

平均高度场环流形势。

上旬（图５ａ）欧亚高纬环流形势呈“两槽一脊”

型，两槽分别位于鄂霍次克海至日本一带，巴伦支海

至地中海一带，而中亚地区另有弱槽发展，中纬地区

环流呈“三槽两脊”型。我国位于槽后脊前，冷空气

在槽后聚集并南下，造成旬内出现２次冷空气过程，

其中一次为全国范围的寒潮过程，由于寒潮来临之

前，我国中东部地区气温异常偏高，受此次寒潮影

响，气温出现“断崖式”下降。另一方面，副高占据了

南方大部分地区，西伸脊点位于８５°Ｅ附近，造成长

江以南地区高温，持续干旱。冷暖空气在副高北侧

交汇，使得旬内出现了一次系统性降水过程，四川东

北部、重庆北部、陕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山西南部、

山东中北部、河南大部、湖北西北部、苏皖北部等地

出现明显降水，河南、湖北北部、苏皖北部等地的气

图５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ａ）上旬、（ｂ）中旬、（ｃ）下旬

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５　Ｍｅａｎ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ｔ５００ｈＰａ

ｉｎｔｈｅ（ａ）１ｓｔ，（ｂ）２ｎｄａｎｄ（ｃ）３ｒｄｄｅｋａｄｓ

ｏｆ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２２（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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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干旱有所缓解。

中旬（图５ｂ），东亚大槽略有减弱，欧亚高纬环

流径向度有所降低，我国大部分地区仍位于槽后脊

前，有利于冷空气南下影响我国，但强度有所减弱，

旬内出现一次冷空气活动。另外，副高东移，面积减

少，旬内台风活动趋于活跃，先后有两个台风在副高

南侧生成，并影响南海。其中２０号台风纳沙和冷空

气结合，导致浙江沿海、福建沿海、广东沿海、海南沿

海、台湾沿海及西沙群岛、中沙群岛等地出现７～９

级阵风、局地达１０～１１级；广东西部沿海、广西西

部、海南岛中东部出现大雨或暴雨，海南文昌和琼海

等局地大暴雨。

下旬（图５ｃ），东亚大槽继续减弱，欧亚高纬环

流径向度进一步降低，我国仍位于槽后脊前，旬内有

两次弱冷空气过程。同时，副高强度有所减弱，旬内

２２号台风尼格在菲律宾东部海域生成后，一路西北

方向移动，在冷空气和台风作用下，副高一度断裂，

在冷空气和台风的共同作用下，华南地区出现了大

风和降水天气。

３　主要降水过程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全国平均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

主要的系统性降水过程仅有２次（表１）。其中２—５

日的降水过程，受高空槽、低空急流、副高的共同影

响，西南地区东北部、西北地区东部至华北南部、黄

淮、江汉和江淮等地出现一次区域暴雨过程。陕西

中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

大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和东部、苏

皖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有５０～１８０ｍｍ，其中陕西

汉中和安康、四川巴中和达州、重庆开州、湖北十堰

等局地达２００～３０１ｍｍ。该过程５０ｍｍ以上降水

影响国土面积达１１７．２万ｋｍ２。据不完全统计，受

本次暴雨天气过程影响，山西、陕西、河北、重庆、四川

等地受灾。１７—２０日的降水过程主要受台风纳沙和

高空槽影响。

表１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主要降水和强对流过程

犜犪犫犾犲１　犕犪犻狀狆狉犲犮犻狆犻狋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犮狅狀狏犲犮狋犻狏犲狑犲犪狋犺犲狉狆狉狅犮犲狊狊犲狊犻狀犗犮狋狅犫犲狉２０２２

降水时段 主要影响系统 影响区域及降水强度

２—５日 高空槽、低空急流、副高

陕西中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大部、山西中南

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和东部、苏皖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有５０～

１８０ｍｍ，其中陕西汉中和安康、四川巴中和达州、重庆开州、湖北十堰

等局地达２００～３０１ｍｍ

１７—２０日 高空槽、台风纳沙

台湾岛东部、广东中西部沿海、海南岛中东部、广西西南部等地累计降

水量有２５～８０ｍｍ，台湾岛东北部、海南岛东部部分地区及广西防城港

局地达１００～２５０ｍｍ，海南屯昌、琼海、万宁等地局地达４００～５０９ｍｍ

４　冷空气过程

４．１　概　况

１０月以来，我国发生了５次冷空气过程，分别

是１０月２—５日、１０—１１日、１７—１９日、２２—２４日、

２７—２８日。其中２—６日的冷空气过程为全国型寒

潮过程，具有出现时间早、降温异常剧烈的特点，影

响区域主要在我国中部和东部，东北中部、内蒙古中

部、华北北部、黄淮西部、江淮、江汉、江南大部以及陕

西东南部、重庆、贵州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北部

等地，降温幅度在１２℃以上，其中河南东南部、安徽大

部、湖北大部、湖南东北部降温幅度达２０℃以上，河南

新野、沁阳降温幅度超过２５℃（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２２）。

４．２　２—５日冷空气过程

此次冷空气的源地为新地岛以东，冷空气经俄

罗斯、蒙古国进入我国，此次天气过程造成了全国范

围的降温、大风天气，陕西、四川、重庆、湖北、河南、

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出现了明显降雨天气，是近２０

年以来最早的一次寒潮天气过程。由２—５日０８时

（北京时，下同）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的演变（图６）

可以看出，此次过程属于“横槽转竖”型。２日０８

时，东亚大槽呈东北—西南向，我国位于槽前，冷高

压主体位于新疆以北，副高盘踞长江以南地区。３

日东亚大槽东移并逐渐转竖，冷空气进入我国北部

地区。４日，东亚大槽继续东移，并完全转竖，我国

５２１　第１期　　　 　　　 　　　　　　　　渠鸿宇等：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大气环流和天气分析　 　　　　　　　　　 　　　　　



图６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ａ）２日０８时，（ｂ）３日０８时，（ｃ）４日０８时，（ｄ）５日０８时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

（等值线，单位：ｄａｇｐｍ）和海平面气压场（阴影）

Ｆｉｇ．６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ｃｏｎｔｏｕｒ，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ａｎｄ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ｈａｄｅｄ）

ａｔ（ａ）０８：００ＢＴ２，（ｂ）０８：００ＢＴ３，（ｃ）０８：００ＢＴ４，（ｄ）０８：００ＢＴ５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２２

位于槽后脊前的西北气流中，冷空气大举南下，并与

副高北侧的暖湿气流交汇，造成明显降雨天气。５

日，东亚大槽继续东移并远离我国，此次冷空气过程

趋于结束。

５　热带气旋活动

５．１　概　况

１０月，西北太平洋及南海共有５个台风（指中

心附近最大风力在８级及以上的热带低压，下同）生

成（图７，表２），生成个数较常年同期（３．８个）偏多

１．２个，其中无台风登陆我国，登陆个数较常年同期

（０．６个）偏少。台风桑卡、纳沙、尼格，先后进入南

海，影响我国南海、海南岛和华南地区。台风海棠和

榕树对我国无影响。

图７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路径

Ｆｉｇ．７　Ｔｒａｃｋｓｏｆ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ｉｎ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２２

５．２　２２２０号台风纳沙

１０月１５日，菲律宾以东洋面热带低压于１４时

加强为台风纳沙，之后在副高南侧偏东气流的影响

下，以每小时１５ｋｍ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

强度逐渐加强；１６日１４时移入南海海面并加强为

表２　２０２２年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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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犮狋犻狏犲犻狀狑犲狊狋犲狉狀犖狅狉狋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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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犮狋狅犫犲狉２０２２

编号 名称
生成时间及位置

时间／ＢＴ 位置

强度极值

气压／ｈＰａ 风速／（ｍ·ｓ－１）

２２１９ 桑卡（Ｓｏｎｃａ） １４日１４时 １４．２°Ｎ、１１１．４°Ｅ ９９８ １８

２２２０ 纳沙（Ｎｅｓａｔ） １５日１４时 １８．７°Ｎ、１２４．０°Ｅ ９５５ ４２

２２２１ 海棠（Ｈａｉｔａｎｇ） １８日１７时 ３０．５°Ｎ、１５９．０°Ｅ ９９８ １８

２２２２ 尼格（Ｎａｌｇａｅ） ２７日０８时 １１．７°Ｎ、１３２．０°Ｅ ９７５ ３３

２２２３ 榕树（Ｂａｎｙａｎ） ３１日１４时 ７．６°Ｎ、１３３．０°Ｅ ９８８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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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级（３３ｍ·ｓ－１），之后继续增强，并于１７日早上

转为西南方向移动，向海南岛南部海面靠近；２０时

加强为强台风级（４２ｍ·ｓ－１），从２０时的红外云图

（图８）可以看出，台风密闭云区对流发展旺盛，同时

由于冷空气活跃，“纳沙”云系向东北伸展至东海南

部海域与冷锋云系连接，在维持了１６ｈ的强台风级

后，强度开始缓慢减弱；１８日１４时减弱为台风级；

１９日０２时再次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并转为偏西

方向移动，台风中心距离海南三亚市最近仅为

１２０ｋｍ左右；２０日０５时，在南海中西部海面减弱

为热带低压。受“纳沙”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浙江沿

海、福建沿海、广东沿海、海南沿海、台湾沿海及西沙

群岛、中沙群岛等地出现７～９级阵风、局地达１０～

１１级；广东西部沿海、广西西部、海南岛中东部出现

大雨或暴雨，海南文昌和琼海等局地大暴雨。

５．３　２２２２号台风尼格

第２２号台风尼格于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７日上午在

菲律宾以东洋面生成，在副高南侧偏东气流影响下，

以每小时２０ｋｍ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２９日

早晨在菲律宾吕宋岛东南部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

附近最大风力有１１级（３０ｍ·ｓ－１，强热带风暴级）；

３０日０７时进入南海海面，强度逐渐增强；３１日０９时

加强为台风级（３３ｍ·ｓ－１），此时，由于冷空气和台

风的共同作用，副高断裂，在东段副高西侧偏南气流

影响下，台风以每小时１５ｋｍ左右的速度向北移动；

１１月１日２２时，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等级（３０ｍ·

ｓ－１），由于此时冷空气逐渐南压，在东北风的影响

下，台风逐渐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靠近华南沿海，强

度继续减弱；２日傍晚降至热带风暴级（２３ｍ·

ｓ－１）；３日早晨减弱为热带低压，并在广东珠海香洲

区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７级；中央气象

图８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１７日２０时ＦＹ４Ａ红外云图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ｉｍａｇｅｏｆＴＹ４Ａ

ａｔ２０：００ＢＴ１７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２２

台３日０８时对其停止编号。虽然“尼格”并不强，但

在“尼格”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下，造成了大范围的

大风及降雨天气。１０月３０日至１１月３日，浙江东

南部、福建东北部和中部、广东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

累计降水量有２５～５０ｍｍ，广东梅州、揭阳、汕尾、

惠州和深圳等地局地达８０～１９７ｍｍ；台湾岛东部

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达１５０～４００ｍｍ，东北部局地

超过６００ｍｍ，宜兰局地达８００～１２８６ｍｍ；浙江、福

建、广东、广西、海南岛、台湾岛等地的沿海及三沙群

岛出现７～９级、局地１０～１３级阵风，东沙群岛部分

岛屿岛礁达１４级。

６　其他灾害天气

６．１　高温天气

１０月，全国有２４８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突

破或持平秋季极值，其中安徽青阳（４０．９℃）、湖北阳

新（４０．６℃）等２６个站超过４０℃。全国共有７７个

国家气象站日降水量突破１０月极值，其中云南麻栗

坡（３４４．７ｍｍ）突破历史极值，山东博兴（１５５．６

ｍｍ）、陕西安康（１２６．１ｍｍ）等１０个站突破秋季极

值（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２２）。

６．２　气象干旱

１０月１—９日，河南、湖北北部、苏皖北部等长

江以北地区出现明显降水，上述地区气象干旱缓和

或缓解，长江以南地区由于受偏西、偏强的副高控

制，气象干旱持续。气象干旱对南方地区农业、水资

源调度、能源供应、生态系统、社会生活都造成了一

定的影响。３１日气象干旱监测显示，浙江中南部、

安徽南部、湖北南部、福建、江西、湖南、贵州大部、广

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和中部、重庆南部和四川南

部等地存在中度至重度气象干旱，浙江南部、福建北

部至中部、江西中部至南部、湖南中南部、广西东北

部、广东中北部、贵州东南部和重庆东南部的部分地

区有特旱（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２２）。

致谢：感谢国家气象中心向欣提供的降水量、降水距

平和温度距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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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奕武，董林，刘达，等，２０２２．２０２１年１０月大气环流和天气分析

［Ｊ］．气象，４８（１）：１２２１２８．ＨｕａｎｇＹ Ｗ，ＤｏｎｇＬ，ＬｉｕＤ，ｅｔａｌ，

２０２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２１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ｗｅａｔｈｅｒ［Ｊ］．ＭｅｔｅｏｒＭｏｎ，４８（１）：１２２１２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聂高臻，高拴柱，２０２１．２０２０年１０月大气环流和天气分析［Ｊ］．气象，

４７（１）：１２７１３２．ＮｉｅＧＺ，ＧａｏＳＺ，２０２１．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０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ｅａｔｈｅｒ［Ｊ］．ＭｅｔｅｏｒＭｏｎ，４７

（１）：１２７１３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慧，高拴柱，曹越男，２０２０．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大气环流和天气分析［Ｊ］．

气象，４６（１）：１３８１４４．ＷａｎｇＨ，ＧａｏＳＺ，ＣａｏＹＮ，２０２０．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９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ｅａｔｈｅｒ［Ｊ］．

ＭｅｔｅｏｒＭｏｎ，４６（１）：１３８１４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本文责编：何晓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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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架

《塔克拉玛干沙漠大气边界层和沙尘暴探测研究》

王敏仲，明虎 等 著

该书系统介绍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大气边界层特征、沙漠

腹地大气边界层风场变化、沙漠大气边界层高度与陆面参数

的关系、沙漠对流边界层大涡模拟、沙漠极端深厚边界层过

程对区域环流的反馈作用等内容，并首次利用边界层风廓线

雷达、毫米波雷达开展了沙尘暴探测试验研究，计算归纳了

沙尘暴的回波强度，定量反演了沙尘暴质量浓度，构建了雷

达回波强度与沙尘质量浓度之间的关系式。该书提供了塔

克拉玛干沙漠大气边界层的基本特征与观测事实，可为该区

域数值模式边界层参数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拓展了风廓

线雷达与毫米波雷达的探测应用范围。该书可供从事大气

科学、环境科学、自然地理学、电磁波传输等领域的科技工作

者和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参考。

　 １６开　定价：１２６．００元

《冬奥气象服务相关技术及应用》

郑江平 唐卫 主编

该书主要依托国家重点专项“科技冬奥”项目《冬奥气象

专项影响预报及智能化气象服务技术研究与应用》的最新研

究成果撰写而成，系统介绍了课题在冬奥场地交通、应急救

援、公众服务保障技术及专项预报预警产品，及利用云计算、

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的数据服务引擎、产品加工和可视化等冬

奥智慧气象服务系统情况。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分

析总结了冬奥气象服务面临的需求与挑战，以及围绕需求课

题开展的前期工作情况；第二部分围绕冬奥公众观赛指数、

直升机救援、轨道交通和公路交通、智能化图文表产品加工

及三维可视化推演等众多研究领域，详述气象服务关键技术

及方法研究情况；第三部分介绍了课题研发以来形成的专项

服务产品、信息系统成果情况；第四部分汇集了课题研发参

与人员４年来的感悟，为难得的冬奥回忆。希望该书能为参

与重大赛事活动保障的气象部门、科研院所及广大科技工作

者进一步了解冬奥气象服务相关研究、开展业务工作提供帮

助和参考。

　 １６开　定价：７５．００元

《智能网格预报技术论文集》

毕宝贵等 主编

为了总结智能网格预报技术研究进展，促进智能网格预

报技术交流和成果共享，推进新技术新方法的业务应用，该

书精选了近年来有关智能网格预报技术的相关论文编纂成

册。其内容不仅包括智能网格预报技术的综述，还涉及具体

的预报技术和预报方法，以及天气预报预警技术应用和平台

建设等，既有新方法新理论，又结合实际应用，达到科研致用

的目的。该书可供全国气象部门从事天气气候预报预测的

业务、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阅读，也可供其他气象相关专业

人员参考。

　 １６开　定价：１２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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