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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天气业务（套装共2册）》重点阐述了灾害性天气监测和短时临近预报、中期天气和延伸
期预报以及台风、暴雨、强对流、大雪、大雾、沙尘暴、寒潮、冰冻、高温等灾害性天气和气象要素
预报，同时对现代天气动力学理论和应用也作了简要的介绍。
海洋气象、交通气象、水文气象、环境气象、健康气象、能源与电力气象等专业气象及气象灾害预报
是天气预报业务的重要延伸，本分卷对近些年来这些专业气象及气象灾害预报的进展进行了全面的总
结和提炼，阐述了它们所使用的技术和方法。
《现代天气业务（套装共2册）》不仅可以作为预报员的业务用书，而且对于从事天气和专业气象研
究和教学的人员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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