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期-延伸期天气预报原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期-延伸期天气预报原理>>

13位ISBN编号：9787030338129

10位ISBN编号：703033812X

出版时间：2012-6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钱维宏

页数：410

字数：514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期-延伸期天气预报原理>>

内容概要

　　本书涵盖短期、中期、延伸期天气预报和短期气候预测中大气变量物理分解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大气变量物理分解完善和扩展了先前人们对大气定常波，如大气活动中心、季风气候槽、大气涛动的
认识；揭示了用大气传播型低频振荡信号预测极端气候事件的思路；提出了中期一延伸期极端气象事
件预报的扰动天气图方法。
本书中有一个新突破，即五天至月的极端天气和异常气候是可以试验性预报的；一个新概念，认识气
候及其变化是天气预报的基础；一个新原理，大气变量可以物理分解成日循环、年循环的气候分量和
天气扰动分量；一个新方法．瞬变和低频扰动天气图是预报极端天气事件的有用工具。
本书可供从事天气预报和气候预测的人员阅读．也可供从事气象科学研究的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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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区域持续性旱和区域持续性涝并非1～2日有无降水的结果，而是长期无降水和持续
性大降水的结果。
2011年从春季到夏季，降水量随季节增大的过程中，又出现了较大的波动性。
明显地存在三次降水波动或降水过程，分别出现在3月中旬、4月底至5月初和6月，以5月底到6月初的
旱涝急转最为突出。
干旱更关注无降水的持续时间，而雨涝除了关注降水的持续时间外，还与降水量大小有关。
 中国中央气象台的分析认为，进入6月以来的旱涝急转，主要形成原因是大气环流的改变。
6月随着季风爆发，从孟加拉湾输送来的西南暖湿气流加强，水汽条件改善。
与此同时，经常有弱冷空气从青藏高原东侧向南移动。
丰沛的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交汇，带来了降雨。
另有解释认为，气象学上有一个术语叫“6月突变”，是指每年6月，东亚大气环流会有一个突然的调
整，随着南海夏季风暴发、暖湿气流北进，雨带会从华南向北推进到长江流域。
从大气环流和水汽条件分析，2011年的旱涝急转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进入6月，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位置和强度转换快；南海季风由弱转强，青藏高原对流活动异常活跃并东移；长江中下游水汽输送和
水汽收支状况发生根本性转变。
这些原因也是气候季节循环的基本特征，因此问题是怎样找到为预报所用的旱涝急转前期信号。
 5月14日至6月2日和6月3～22日的两段20天，观测的850hPa上前（后）20天平均风场和气候20天风场及
其观测与气候的差在图5. 18中给出。
前20天，长江中下游地区850hPa上几乎为静风，而在后20天里西南风在江南上空发展起来。
在850hPa气候风场上，前20天来自南海和孟加拉湾的西南气流只到达华南地区，对应江南雨季。
前20天平均的850hPa距平风场上，江南异常的东北风阻碍西南暖湿气流到达长江中下游地区。
气候的后20天，来自南海的西南气流也只到达江南地区，对应江南雨季，西北太平洋的东南气流到不
了我国大陆地区。
气候上，长江中下游的梅雨在6月后半月开始（钱维宏等，2009），可是，2011年6月初开始的后20天
西南气流已经到达长江中下游，一条西南气流与偏东气流的辐合线就出现在沿江一线，而且来自太平
洋的东南气流已经到达中国东南沿海大陆地区。
从后20天850hPa距平风场上看，一个异常副热带高压脊控制了华南沿海地区，江南地区在异常强盛的
西南气流覆盖下。
在如此分布的异常西南气流前部，异常的大降水必然会出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在前、后20天之间，长江以南的850hPa距平气流发生了由东北气流向西南气流的大转变，干湿也发生
了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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