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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务院关于加快气象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3号，以下简称“国务院3号文件”）明确
要求，新时期气象事业发展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坚持公共气象的发展方向，按照一流装备、一流技术、一流人才、一流台站的要求，进一步强化
观测基础，提高预报预测水平，加快科技创新，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气象现代化体系，提升气象
事业对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与支撑能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提供一流的气象服务。
到2020年，建成结构完善、功能先进的气象现代化体系，使气象整体实力接近同期世界先进水平，若
干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发展现代气象业务，是气象现代化体系建设的中心任务。
为此，中国气象局党组认真总结中国特色气象事业发展改革的经验，深入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气
象事业发展的需求，坚持“公共气象、安全气象、资源气象”发展理念，扎实推进业务技术体制改革
，加快推进现代气象业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国务院3号文件提出的实现气象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并
下发了《中国气象局关于发展现代气象业务的意见》（气发[2007]477号）。
现代气象业务体系主要由公共气象服务业务、气象预报预测业务和综合气象观测业务构成，各业务间
相互衔接、相互支撑。
现代气象业务体系建设要以公共气象服务业务为引领、气象预报预测业务为核心、综合气象观测业务
为基础。
做好现代气象业务体系的顶层设计，扎实推进现代气象业务体系的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气象
现代化体系建设，推动气象事业科学发展的重点任务。
而编写一套能够体现现代气象科技水平和成果的《现代气象业务丛书》（以下简称《丛书》），以满
足各类从事气象业务、科研、管理以及教育培训等人员的实际需要，是中国气象局党组推进现代气象
业务体系建设的具体举措。
《丛书》遵循先进性、实用性和前瞻性的原则，紧密围绕建设现代气象业务体系的总体要求，以适应
新形势下气象业务技术体制改革需要和以提高气象业务科技水平和气象服务能力为宗旨，立足部门，
面向行业，总结分析了国内外现代气象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和先进的业务技术体制与流程。
《丛书》的编写过程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国务院3号文件的具体实践，也是科学推进现代气象业
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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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气物理与人工影响天气（套装上下册）》介绍了：国内外大气物理与人工影响天气的科技和
业务成果，以满足我国在大气物理与人工影响天气业务、科研等方面的需求。
全书分12章。
第1章对大气物理与人工影响天气的发展历程、现状及新进展进行阐述；第2章介绍了大气物理学的基
础；第3章讲述云降水物理学；第4章阐述人工影响天气的科学原理；第5章介绍数值模式研究；第6章
讲述了人工增雨和人工防雹的催化作业技术；第7、8章分别讲述人工影响天气催化剂、实验技术及业
务；第9、10章分别介绍了人工影响天气的监测、作业装备和技术；第11章介绍了人工影响天气的效果
检验技术和方法；第12章是对现代大气物理与人工影响天气的展望。
　　《大气物理与人工影响天气（套装上下册）》可作为人工影响天气业务人员培训教材，也可为高
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相关专业的学生及科研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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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3大气热力学空气状态的变化和大气中所进行的各种热力过程都遵循热力学的一般规律，所以
热力学方法及结果被广泛地用来研究大气，称为大气热力学。
本节首先简要回顾热力学的基本原理，介绍热力学函数在大气中应用的具体形式；然后讨论对流层中
常见的几种大气热力过程，其中最主要的是干绝热过程以及和云雾形成有关的湿空气的绝热上升过程
；其次是与水物质相变有关的其他热力过程，如与露和雾形成有关的等压降温过程、等压绝热蒸发过
程等。
由于地球大气的温度、密度、水汽等性质在垂直方向有明显变化，所以大气是一种层结流体，和一般
流体不同。
空气的垂直运动能否发展以及发展的激烈程度涉及到云雾降水、雷暴、冰雹等重要天气现象，它和大
气层结的不同类型密切相关。
这就是大气稳定度问题，是本节要讨论的一个重点。
2.3.1热力学基本定律2.3.1.1基本概念（1）开放系和封闭系热力学中常用到“系统”和“外界”两个词
，“系统”即指所研究的给定质量和成分的任何物质，而其余与这个系统可能发生相互作用的物质环
境称之为“外界”或“环境”。
大气热力学中所讨论的系统主要是两类：a）未饱和湿空气系统，指通常的大气，可当成是由干空气
和水汽组成的二元单相系；b）含液态水（或冰）的饱和湿空气系统，是指由水滴或冰晶组成的云和
雾，它含有干空气和水物质（水汽、液态水和固态水），所以是二元多相系。
依据系统与外界是否交换物质分为“开放系”或“封闭系”。
大气热力学中所研究的仅是大气中发生变化的那部分空气（湿空气），因此显然是开放系，然而为了
简单起见，常把它当成封闭系处理。
这是因为：a）若所研究的那部分空气容积足够大，则其边缘与外界空气的混合对系统内部特性影响
极小，可以忽略；b）若所研究的是被包含在大块空气中的一小部分空气，由于特性相同，混合作用
不影响该系统的特性。
这两个条件在多数情况下是可以满足的，所以封闭系是一个很好的近似。
不过，对于那些与外界湍流混合交换强烈而发生变化的空气，或正在消失的积云单体，封闭系的假设
就不大合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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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气物理与人工影响天气(套装上下册)》：现代气象业务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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