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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6年在杭州召开了“教育部大气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
会议，在此会议期间，许多教授、学者就面向21世纪大气科学人才培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
研讨。
会上还就天气学的教学与教材建设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同时，还推荐我来主持编写一本面向21世
纪、适用于大学本科生、符合教学改革精神的“天气学原理”教材，由于本人才疏学浅，同时天气学
也非本人所长，实在感到困难重重。
在许多气象院校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多次讨论，共同商定了编写大纲。
最后，邀请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理工大学气象学院（原空军气象学院）的多名专家、教授参加
编写。
　　本书编写小组经过多次的讨论，逐渐明确了编写目的和要求。
编写小组一致认为，我国许多学者已经编写过多种很好的天气学方面的教材，这为我们的撰写提供了
很好的基础。
我们应在此基础上，结合近代天气学的新发展和教学改革的新要求，进行编写。
　　现代大气探测技术的发展，揭示了许多新的观测事实，新的天气学教材应尽可能地反映这些新的
观测与分析结果。
同时，由于现代大气动力学的发展，动力学与天气学的结合趋于紧密，所以，在本书中也应力求反映
出这一进展。
此外，现代天气分析与预报的方法已从过去单纯的天气图分析方法，发展为包括运用统计分析、动力
诊断、数值模式产品、卫星、雷达数值图像等多种手段的综合分析方法。
尽管上述内容已各自构成了独立的课程，但在现代天气学教材中也应能反映出这一发展趋势。
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让学生建立起天气系统的三维立体的概念模型是天气学教学的重要内容，
也是我国天气学教材的传统特色。
因此，在本书的编写中，对每一类天气系统均按该系统的定义、结构（概念模型）、天气特征、发生
发展规律和运动机理这一线索编写。
在教材中还注意尽量用简明物理概念说明问题，尽可能避免用复杂的数学运算，力图使学生掌握问题
的物理本质。
由于参加编写的人员较多，在内容的取舍、文笔风格等方面也是各有特色，于是编写小组又进行了多
次的研讨，统一了认识，经过多次的调整，有时甚至于逐字逐句的推敲，才形成了本书初稿。
尽管在诸多方面作了很多努力，但是，由于编者的学识所限，谬误仍在所难免，我们热诚希望大家能
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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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是面向2l世纪
课程教材和国家级重点教材。
本书以国内外现代天气学发展趋势为思路，结合经典的天气学理论与80年代以来天气学研究新成果，
阐述现代天气学的基本原理。
本书主要内容：天气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研究方法；大气环流；中纬度天气系统：低纬天气系统；亚洲
季风和中国主要的天气过程；中尺度天气系统：天气形势和气象要素预报。
　　本书为大气科学类大气科学专业、应用气象学专业的本科生教材，可作为地理、农林、水利、环
境等学科中相关专业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亦可供气象科研和业务工作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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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4.2.3 温带气旋的结构和概念模型1.温带气旋概念模型的现代发展自高空探测出现后
，人们对气旋的三维结构和演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在气象卫星发射以后，人们又通过卫星云图发现了许多经典气旋模式不能解释的事实。
人们对温带气旋的发展，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
在动力学上人们从波动的角度出发，把气旋发展看成是斜压气流不稳定发展的产物；在天气学上人们
往往从涡度变化出发，用流场中涡度的生成来说明气旋的发展。
近年来人们还从位涡的观点来讨论气旋的发生发展问题。
当然现代的观念没有放弃挪威学派的气旋模式，而是通过总结新的观测事实来丰富和发展气旋概念模
式。
人们认识到许多气旋的发生发展不是锋面上不稳定的产物，提出了类型不同的气旋发生发展机制，
如Petterssen曾根据气旋发生发展的环流和天气形势，将气旋的发生发展分为A类和B类。
A类与经典的锋面波动发展成气旋的过程类似，与平直斜压锋区的斜压不稳定有关。
在气旋初生阶段，低层有较强的温度梯度，高空表现为平直环流，但没有明显的高空槽，因此涡度平
流很小，低层先出现温压场扰动，然后逐渐向高空发展，才有高空槽出现。
在气旋发展阶段高空槽与地面气旋保持相对稳定的距离，发展的最终结果达到经典的锢囚气旋，发展
中具有明显的锋生现象，温度平流在这类气旋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B类气旋的发生发展的启动机制主要在高空，在气旋发生前有高空槽移来，高空槽前的强涡度平流，
叠加在低层弱的锋区或暖平流区，而后地面气旋产生，在气旋发展过程中，高空槽与地面气旋的距离
迅速减小，当气旋中心轴线近于垂直时，气旋发展到最强盛阶段，高空涡度平流开始时很大，接近气
旋最强时平流量减小。
温度平流的作用开始较小，随低层气旋的加强而增加。
发展的最终结果也变成与经典锢囚气旋类似的热力结构。
应该说以上两类气旋的发展是具有共同点的，如气旋性闭合环流都是由低层向高层自下而上发展，气
旋轴线都是由向西倾斜过渡到垂直，在气旋发展阶段都是高空温度场落后于高度场，最后变为近于重
合。
所不同的是触发机制，一个是从低层到高层，另一个是从高层到低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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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天气学原理》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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