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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年７月大气环流和天气分析

孔铃涵　符娇兰
国家气象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提　要：２０２４年７月北半球极涡呈绕极分布，较常年同期偏强；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较常年同期强度偏强，位置偏西、偏

北。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１３９．９ｍｍ，较常年同期偏多１５％，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三多，有３３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日降水

量达到或突破历史极值；出现７次区域性暴雨天气过程，受台风格美及其残余环流影响，２４—２８日台湾、福建东北部、广东东

部、湖南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先后出现特大暴雨。月内有２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偏少。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３．２℃，较常年

同期偏高１．０℃，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浙江大部、江苏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南中部等地月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２～４℃；出现持续性高温过程，南方共有５３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历史极值；高温日数较常年同期明显

偏多，江南局地高温日数超过２５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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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天气概况

１．１　降　水

２０２４年７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１３９．９ｍｍ，较

常年同期（１２１．６ｍｍ）偏多１５．０％（国家气候中心，

２０２４），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三多（仅次于

１９９６年和１９９８年）。从降水量空间分布看（图１），

东北大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大部、黄淮、江淮、江

南大部、华南、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东南部、青海南

部、西藏中东部等地累计降水量超过１００ｍｍ，其中

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东部、黄淮大部、江淮西部、江

南西部及东部沿海、华南南部、四川盆地、云南南部

和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达到２５０～

４００ｍｍ，吉林东南部、辽宁中东部、河北东北部、山

东中南部、河南东部和南部、安徽东北部和中南部、江

苏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东部沿海、广西

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超过４００ｍｍ。其中河南南阳

社旗（３８４．７ｍｍ）、湖南衡阳衡山（３４４．７ｍｍ）、山东临

沂平邑（３０６．９ｍｍ）等３３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日降

水量达到或突破历史极值。

　　相较于常年同期，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东北

部、黄淮大部、江淮中西部、江汉西部、江南西部及东

部沿海、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南疆

盆地北部和西部以及青藏高原中部等地降水量偏

多，其中吉林南部、辽宁大部、河北东部、北京中北

部、山东大部、河南大部、湖北西北部、湖南东南部、

陕西南部、四川北部以及新疆南疆盆地北部等地降

图１　２０２４年７月全国降水量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Ｊｕｌｙ２０２４

水量偏多１～２倍，局地偏多２倍以上。另外，新疆

南疆盆地南部、西藏西北部、甘肃大部、青海北部、内

蒙古西部、陕西北部、黑龙江西部、云南中北部、贵州

大部、江西中部以及浙江西部等地降水量偏少２～

５成，局地偏少８成以上（图２）。

１．２　气　温

２０２４年７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３．２℃，较常年

同期偏高１．０℃，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国

家气候中心，２０２４）。除陕西中南部、甘肃东南部、重

庆北部气温偏低０．５～１℃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平

均气温接近常年同期或偏高，其中，黑龙江、西北地

区大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东部、江淮、江

南、华南北部等地偏高１～２℃，浙江中西部、江苏南

部、江西中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偏高２～

４℃（图３）。

图２　２０２４年７月全国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Ｊｕｌｙ２０２４

图３　２０２４年７月全国气温距平分布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ｙ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Ｊｕｌｙ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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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环流特征与演变

２．１　环流特征

如图４ａ所示，２０２４年７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极涡

呈绕极分布，极涡中心位于格陵兰岛地区一侧，中心

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中心距平值约为－８ｄａｇｐｍ

（图４ｂ）。北半球中高纬环流呈“四槽四脊”的多波

型分布，７０°Ｅ附近中高纬度地区存在明显高空槽，

而９０°Ｅ以东贝加尔湖地区主要受高压脊控制，位势

高度呈正距平。东北亚地区至我国东北、华北以及

黄淮地区受高空槽控制，强度整体与历史同期持平。

高空槽引导冷空气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西北

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称副高）较常年同期偏强，

平均脊线位于３０°Ｎ附近，较历史同期偏北，西伸脊

图４　２０２４年７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ａ）平均

位势高度场和（ｂ）距平场（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４　（ａ）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ｂ）ｉｔｓａｎｏｍａｌｙ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ｉｎ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ｉｎＪｕｌｙ２０２４（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点位于１１０°Ｅ附近，较历史同期偏西，有利于西南暖

湿气流向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部以及华北、黄

淮、东北地区输送（罗琪和张芳华，２０２３；徐成鹏和于

超，２０２２；赵威和孙军，２０２１）。

２．２　环流演变与我国天气

图５为２０２４年７月欧亚大陆上旬、中旬和下旬

的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上旬（图５ａ），３０°Ｅ以

东欧亚大陆中高纬地区呈现“两槽两脊”型环流分

布，西西伯利亚至中亚地区、鄂霍次克海至我国华北

南部地区分别存在明显的低槽，而东欧平原地区和

东西伯利亚南部至我国东北地区西部各存在一个高

压脊。副高显著西伸，西伸脊点在９７°Ｅ附近。受东

亚大槽东移影响，３—６日我国东北地区南部出现明

显强降水过程。另外，青藏高原有两次高原槽东移，

图５　２０２４年７月（ａ）上旬、（ｂ）中旬、（ｃ）下旬

欧亚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５　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ｔ５００ｈＰａ

ｏｖｅｒＥｕｒａｓｉａｉｎｔｈｅ（ａ）ｆｉｒｓｔ，（ｂ）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

（ｃ）ｌａｓｔｄｅｋａｄｓｏｆＪｕｌｙ２０２４（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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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副高外围强盛的西南急流，在西南地区东部、西

北地区东部至江淮、黄淮等地造成持续性强降水。

四川东部、陕西南部、河南大部、江苏北部、山东大

部、吉林南部、辽宁大部等地累计降水量较常年同期

偏多１～２倍，山东南部等地局地偏多４倍以上（图

略）。

中旬（图５ｂ），中高纬度地区环流形势总体与上

旬类似，但槽、脊强度较上旬略偏弱，经向度偏小，我

国东北地区至黄淮地区存在低槽活动。１０—１３日，

副高较上旬有所东退，整体强度有所减弱，在此期

间，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东部等地出现强

降水过程，局部出现大暴雨。１４日，副高明显西伸

北抬，雨带也随之北移，受高空槽和副高的共同作

用，１４—２０日我国出现更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过

程，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南部等地

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河南南阳社旗大冯营

６ｄ（１４—１９日）累计降水量达８７２ｍｍ。

下旬（图５ｃ），环流有所调整，中高纬度低涡维

持于西西伯利亚地区，中西伯利亚至俄罗斯远东地

区存在阻塞高压。我国中高纬度高度场较为平直，

华北、黄淮等地低槽经向度进一步减小。副高明显

北抬，副高脊线移至黄淮北部地区，２２日华北雨季

开始，较常年偏晚４ｄ。受台风格美登陆西北行影

响，副高在下旬后期北抬东退，其北界到达华北、东

北地区南部等地。“格美”登陆减弱后的低压环流与

西南季风共同作用，导致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出

现大范围暴雨，上述地区共有９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

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另外，高空槽控制黄淮至东

北地区，配合“格美”东侧水汽远距离输送，使得黄淮、

东北地区中南部也出现了强降水，辽宁、吉林东南部

多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累计降水量超过５００ｍｍ。

３　高　温

３．１　概　况

７月，我国出现持续性高温过程，平均气温

（２３．２℃）创１９６１年有观测以来新高，南方共有５３个

国家级气象观测站日最高气温突破或持平历史极值。

其中湖南慈利（４１．６℃）、湖北通山（４１．５℃）、浙江丽

水（４１．５℃）等地出现４１℃以上高温天气。高温日

数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主

要集中在新疆盆地地区、内蒙古西部、西南地区东

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其中新疆南疆盆地东部和

吐鲁番盆地、江南中部和南部等地高温日数达到

２０ｄ以上，局地超过２５ｄ（图６）。贵州、云南月平均

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湖南、江西、浙江、福建、西藏

为历史同期第二高。单日最高气温出现在新疆托克

逊站（４７．３℃）。

３．２　高温天气特征及影响

从７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距平场可以看

出（图４ｂ），我国东部地区到西北太平洋一带位势高

度呈明显正距平，表明副高明显偏强。同时，伊朗高

压阶段性西伸、大陆高压脊阶段性发展（图５），为持

续高温天气创造了有利环流条件。高压脊控制地区

的辐射增温、下沉增温明显，共同导致了月内我国的

持续大范围高温天气。

受副高影响，７月３日高温天气从华南、江南地

区开始发展，范围阶段性扩大至江淮、黄淮、西南地

区东部、陕西南部等地；１０日开始，副高东退，南方

高温范围有所减小，受大陆高压脊东移影响，内蒙古

中西部、陕西北部、华北大部出现一次高温过程；１７

日大陆高压脊再次发展东移，北方迎来更大范围高

温天气，内蒙古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大部、黄

淮北部、辽宁西部出现３５℃以上高温，与此同时南

方地区也转为大陆高压脊控制，南方、北方高温范围

合二为一；２４日开始，受台风格美带来的降雨影响，

南方高温区域西移，江南中东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高

温天气暂停，北方大范围高温天气结束；２８日开始，

高温天气在江南东部地区重新建立，并受副高北抬

影响，范围逐渐扩大至江淮东部、黄淮东部、华北东

图６　２０２４年７月全国高温日数分布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ａｙｓ

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Ｊｕｌｙ２０２４

４８２１　　　　　　　　　　　　　　　　　　　 　气　　象　　　　　　　　　　　　　　　 　　 　　　第５０卷　



部等地。

持续性高温天气导致南方部分地区早稻出现

“高温逼熟”，对一季稻幼穗分化、棉花开花以及晚稻

育秧产生不利影响（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２４）。

４　热带气旋

７月，西北太平洋及我国南海海域共有２个台

风生成（表１），较常年同期（３．７个）偏少，均登陆我

国。第３号台风格美于７月２０日１４：００（北京时，

下同）在菲律宾以东洋面生成，之后强度不断增强，

并向西北方向移动，２４日受台湾高山地形影响，登

陆前在台湾以东洋面打转。２５日００：００前后，“格

美”在台湾宜兰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达１５级（４８ｍ·ｓ－１，强台风级），之后进入台湾海峡

并减弱为台风级，于１９：５０前后在福建莆田秀屿沿

海再次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持

续减弱，气旋中心先后经过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南

部，最终于２８日０８：００湖北境内停止编号。“格美”

影响范围广，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降水量大。受其

影响，台湾、福建、浙江、江西、湖南、广东、辽宁大部、

吉林南部等地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辽宁、湖

南等地１４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

极值。

第４号台风派比安于７月２１日０５：００在我国

南海中部海面上生成，２０：００加强为强热带风暴，２２

日０１：３０前后在海南万宁沿海登陆，成为２０２４年第

二个登陆我国的台风。２２日０５：００减弱为热带风

暴，进入北部湾后再次加强为强热带风暴，２３日

０６：１０前后在越南广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后强度迅

速减弱，于２３日２０：００停止编号。受“派比安”影响，

２１—２３日，海南岛大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出

现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

表１　２０２４年７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概况

犜犪犫犾犲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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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

编号 名称 生成时间／ＢＴ 生成地点 强度极值／ｈＰａ 最大风速／（ｍ·ｓ－１） 登陆信息

２４０３
格美

（Ｇａｅｍｉ）
２０日１４：００

１５．６°Ｎ、

１２７．７°Ｅ
９２５ ５８

２５日００：００前后在台湾宜兰沿海登陆，１９：５０

前后在福建莆田秀屿沿海再次登陆，２８日

０８：００停止编号

２４０４
派比安

（Ｐｒａｐｉｒｏｏｎ）
２１日０５：００

１６．２°Ｎ、

１１１．４°Ｅ
９８２ ３０

２２日０１：３０前后在海南万宁沿海登陆，２３日

０６：１０前后在越南广宁沿海再次登陆，２３日

２０：００停止编号

５　主要降水过程

５．１　概　况

７月，受副高外围强盛的西南暖湿气流及我国

北方活跃的高空槽影响，强降水过程较为频繁，共有

７次较大范围暴雨过程（表２），影响较为集中的区域

为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一带，上述地

区月降水量较历史同期偏多１～２倍，局地偏多２倍

以上。另外，台风格美具有降水范围广、持续时间

长、极端性强、风雨影响大等特点，下文将重点分析

“格美”的影响。

５．２　台风格美强降水过程

受台风格美及其残余环流影响，２４—２９日，台

湾、福建大部、浙江东部、江西中北部和南部、湖南大

部、广东大部、贵州东北部、重庆南部、辽宁大部、吉

林南部等地出现大暴雨，其中台湾岛西南部、湖南东

部和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等地出现特大暴雨。

广东北部、湖南南部等地出现１００ｍｍ以上的小时

降水量，湖南衡山、长沙、湘潭，广东潮州等国家级气

象观测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台风格美在深入

内陆后仍然导致极端强降水，湖南东南部成为仅次

于浙闽沿海的第二大强降水中心。由于内陆地区对

于洪涝灾害的承受能力相对较弱，湖南全省高速公

路因强降水导致阻断６０处，湖南湘潭发生堤坝决口

险情，资兴８个村庄通信中断，衡阳发生山体滑坡，

多地出现不同程度的城乡积涝和山洪、地质灾害，电

力设施受损，多栋房屋倒塌或受损。

依据影响系统和降水配置关系，将此次强降水

过程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７月２４—２５日台

风穿过台湾岛并登陆福建期间。２４日下午“格美”

（超强台风级）在接近台湾岛时转为原地打转，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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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东部沿海出现较长时间强降水。２４日夜间“格

美”登陆台湾后，受高山地形影响，强度明显减弱。

台风登陆期间，从水汽条件和垂直速度场可见

（图７ａ），其附近辐合上升运动十分剧烈。螺旋雨带

南侧水汽条件更好，局部整层可降水量超过９０ｍｍ。

此阶段受台风螺旋雨带以及台湾中央山脉、浙闽粤

海陆不同下垫面影响，台湾、福建东部、浙江东部、广

东东部等地出现大暴雨，局地出现特大暴雨。台湾

西部、浙江温州、福建宁德和福州累计降水量达到

４００～８００ ｍｍ，台湾中南部局地超过 １０００ ｍｍ

（图８ａ）。

第二阶段为７月２６—２７日，“格美”登陆福建后

西北行期间，强度迅速减弱，低压环流结构已逐渐松

散。但在西南季风水汽和对流不稳定能量的持续输

入下，其环流能够基本维持强度并继续向西偏北方

向缓慢移动。台风环流西南侧存在西北风与西南风

切变辐合区，与此同时，南侧西南季风较为强盛，受

西南季风以及低压环流北部东北风输送影响，水汽

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湖南东南部、广东境内的强降

水区。此外，偏北气流进入罗霄山、南岭之后受地形

抬升作用明显，进一步增强了降水强度（符娇兰

等，２０２３；张芳华等，２０２３；付超等，２０１７）。２７日夜

表２　２０２４年７月我国主要降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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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犺犻狀犪犻狀犑狌犾狔２０２４

降水时段 主要影响系统 影响区域

７月３—６日
高空槽、低涡切变、

低空急流

四川东北部和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河南大部、山东大部、安徽北部、天津、河北中部、

辽宁东南部、吉林南部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

７月７—８日
高空槽、低空急流、

切变线

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重庆北部、河南中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出现大暴雨，局地

特大暴雨；山东有４个国家气象观测站突破当地建站以来日降水量极值

７月９—１３日
高空槽、低空急流、

切变线

四川东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东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北

部等地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

７月１４—２０日
高空槽、低空急流、

切变线

四川中东部、陕西南部、河南大部、山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等地出现大暴雨，局地特

大暴雨；河南南阳社旗县大冯营６ｄ（１４—１９日）累计降水量达８７２ｍｍ

７月２２—２４日
高空槽、低空切变、

台风派比安

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山东东部、河北中部、北京西南部、辽宁东部、吉

林西部、海南、云南南部等地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７月２４—２９日

台风格美及外围云

系和远距离水汽输

送

台湾、福建大部、浙江东部、江西中北部和南部、湖南大部、广东大部、贵州东北部、重庆南

部、辽宁大部、吉林南部等地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辽宁、湖南等地１４个国家级气象

观测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

７月２９日至８月１日

台风残涡远距离水

汽输送、高空槽、低

空急流、切变线

北京、河北东北部、天津北部、山西南部、辽宁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及陕西东南部、重

庆、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广西等地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

注：紫线所示区域垂直速度小于－０．７Ｐａ·ｓ－１（上升运动强）。

图７　２０２４年７月（ａ）２５日２０：００，（ｂ）２７日２０：００，（ｃ）２８日２０：００的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等值线，单位：ｄａｇｐｍ）、

８５０ｈＰａ风场（风矢）和整层可降水量（填色）

Ｆｉｇ．７　Ｔｈｅ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ｃｏｎｔｏｕｒ，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ｗｉｎｄｖｅｃｔｏｒ）ａｎ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ｃｏｌｏｒｅｄ）ａｔ（ａ）２０：００ＢＴ２５，（ｂ）２０：００ＢＴ２７ａｎｄ（ｃ）２０：００ＢＴ２８Ｊｕｌｙ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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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２０２４年７月（ａ）２４日０８：００至２６日０８：００，

（ｂ）２６日０８：００至２８日０８：００，

（ｃ）２８日０８：００至３０日０８：００累计降水量

Ｆｉｇ．８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ａ）０８：００ＢＴ２４ｔｏ０８：００ＢＴ２６，（ｂ）０８：００ＢＴ

２６ｔｏ０８：００ＢＴ２８，（ｃ）０８：００ＢＴ２８ｔｏ

０８：００ＢＴ３０Ｊｕｌｙ２０２４

间湖南东部地区上空整层可降水量超过８０ｍｍ，垂

直速度小于－０．７Ｐａ·ｓ－１（图７ｂ）。有利的动力抬

升、异常充沛的水汽等导致江西南部和中北部、湖南

大部、广东中东部出现大暴雨，其中湖南中南部出现

特大暴雨。由图可见，此阶段的台风强降水表现出

明显的非对称性，其东侧和北侧的倒槽区域降水偏

弱，而西南侧及与西南季风相关的尾流区降水较强。

短时强降水同样更多出现于台风环流的南侧，广东

北部和中东部、湖南南部和江西南部等地多个站点

小时雨强超过８０ｍｍ·ｈ－１。

　　第三阶段为７月２８—２９日，此阶段“格美”已停

止编号，但由于副高大幅西伸至１０５°Ｅ以西，且强度

明显偏强，因此台风残涡继续维持缓慢西行状态。

该阶段南方大部分地区已不具备极端强降水发生条

件，但由于残涡北侧的副高减缓其移动，湖南南部和

湖北北部仍有较好的水汽条件和强烈的辐合上升运

动（图７ｃ）。２８—２９日湖南东南部和江西的降水强

度明显减弱，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湖南中北部、贵州东

北部和重庆南部，上述地区出现大暴雨。

此外，７月２９日副高开始逐渐东退，台风残涡

东侧偏南风远距离水汽输送以及副高外围西南暖湿

气流的水汽输送能力进一步北上增强，西风槽东移

至陕西附近，暖湿气流进入北方后与东移的西风槽

汇合，新一轮大范围降水过程开始。受其影响，７月

２９日至８月１日，北京、河北东北部、天津北部、山

西南部、辽宁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及陕西东

南部、重庆、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广西等地出现暴

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辽宁中西部多站小时雨

强超过５０ｍｍ·ｈ－１，辽宁、吉林多站累计降水量超过

５００ｍｍ，辽宁朱家房站累计降水量达到６５０．３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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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架

《暴雨年鉴（２０２１）》

中国气象局 编

该书共分为４章。第１章对２０２１年全国降水及暴雨概

况进行统计分析并加以综述；第２章从单站暴雨、连续性暴

雨、区域性暴雨、主要暴雨过程等几个方面对２０２１年的暴雨

进行索引；第３章对２０２１年３２次主要暴雨过程的基本天气

形势和降水演变特征进行概述；第４章对２０２１年１０次重大

暴雨事件从雨情、灾情及天气形势等几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书后的附录给出１９９１—２０２０年全国暴雨气候概况。该书比

较全面地反映和记录了２０２１年我国的暴雨状况，为气象部门

开展暴雨的监测预报、科技攻关、灾害评估、预报总结等提供

基础性检索资料。该书可供从事气象、水文、农业、生态、环境

等方面的科研业务、教育培训、决策管理及相关人员参考。

　 １６开　定价：１６０．００元

《有效天气预警的必经之路———跨学科合作和沟通》

布雷恩·戈尔丁 著

该书将预警过程描述为一条通道（ｐａｔｈｗａｙ），通过一组

跨越相关组织与专业知识鸿沟的五座桥梁，将观测到天气预

报、灾害预测、社会经济影响预测、预警信息和保护决策联系

起来。每座桥梁都代表信息从一个专业领域传递到另一个

专业领域，并最终传递给决策者时需要的沟通、解释和解说。

如果在预警过程的每个阶段所涉及的学科或组织之间没有

有效的合作，信息就会丢失或被扭曲。使整个系统有效运作

还需要各个部门聚集在一起的政策结构中的参与方建立合

作，这些部门包括政府、私营企业、民间社会和志愿部门。当

我们探索基于每座桥梁的合作时，会关注每个合作伙伴带来

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他们之间沟通的挑战，以及建立有效合

作的结构和工作方法。我们选择按照决策者至上的“第一英

里”范式来组织这本书，然后通过预警和预测，回溯到观测结

果，强调了协同设计和协同工作的重要性。

　 １６开　定价：１５０．００元

《中国主要农业气象灾害规律与图集》

孙忠富 郑飞翔 主编

该书全面、详细地展示了我国东北地区、黄淮海平原、长

江中下游地区的１３个主要产粮省（区）冬小麦、水稻、玉米等

气象灾害指标和灾害发生频率图。书中图谱在全国多年气象

观测资料基础上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处理，通过科学的数理计

算，结合现代化信息技术编制而成，有２８１个序列图，全书彩

图超过６００幅，该书科学性和实用性强，具有较高的实用价

值。有助于气象防灾减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支撑农业生

产、推进气象为农服务更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气象趋利避害

的双重作用，为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粮食安全及生态文明建

设提供科技支撑。该书可供农业管理人员、农业科技工作者、

农业气象科研人员阅读使用。

　 １６开　定价：１６０．００元

《三峡工程成库以来阶段性气候效应评估（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巢清尘 姚金忠 高荣 王海 陈鲜艳 李帅 著

该书面向长江经济带建设和长江大保护的国家战略需

求，围绕三峡水库蓄水产生的下垫面变化的气候效应，利用

多源观测资料开展长江三峡成库以来气候要素时空分布特

点分析和气象灾害发生规律及变化特征分析。从三峡地区

的气候特征、三峡地区天气气候事件、三峡水库局地气候效

应、水库气候效应的模拟评估、三峡地区重大异常气候事件

成因几个方面介绍三峡工程成库以来阶段性气候效应的评

估结果，揭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背景下三峡成库以

来对周边气候环境的可能影响，旨在面向长江经济带建设和

长江大保护的国家战略需求，为三峡库区的自然生态资源有

效保护和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１６开　定价：１８８．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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