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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怀着崇敬和欣喜的心情，编辑出版傅抱璞先生的文集。
傅抱璞先生是我国小气候学研究的开拓者，数十年来，他以其独到的科学洞察力和深邃的数理功底，
在山地气候学、辐射气候学、水文气象学和农业气候学等诸多领域独树一帜。
他以毕生精力辛勤耕耘，献身于学术研究与教书育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小气候学是气候学和应用气象学领域的传统学科，又是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
19世纪后期，人们开始对生存环境周围的小气候进行系统研究。
20世纪中叶以来，研究日益精进。
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拓展了小气候学的研究视野，也不断提供新兴的检测技术和数理解析
模式；小气候学研究更得益于一系列原创性研究的滋养，因而日益具有现代科学的品格。
其渐趋丰满的研究内涵及精密的监测手段与数理解析方法的不断更新，被许多新兴的相关学科和研究
领域迅速汲取，并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均取得长足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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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论著目录一、科技论文二、专著三、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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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同地形下辐射收支各分量的差异与变化　傅抱璞　（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南京210093） 摘要
：本文给出了确定山区辐射收支各分量的方法，并根据计算结果分析了在不同纬度和季节各种地形下
辐射收支各分量的差异及其随坡地倾角或谷地周围地形遮蔽角的变化规律。
　关键词：地形 辐射收支 分量 变化规律 　　1 引言 　　在山区，由于地形不同，其下垫面上的辐射
收支各分量相差很大，且在不同纬度和季节的差异情况也大不相同。
在以往的工作中，关于坡地对太阳辐射的影响研究较多较深，且有一定实际观测资料（ropoAOB1938
，Fu1959，傅抱璞1958，roⅡy60Ba1966，Kondratyev1977，Temps1977，左大康等1991）；对于其他地
形下的辐射收支各分量，虽然也有不少研究，但这些研究一般都只是探讨理论计算模式（傅抱璞1964
，1983，1989，1994;李占清1987），很少给出辐射收支各分量随地形变化的具体计算和分析，还不能
满足生产实际的需要。
本文是在作者过去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地形在不同纬度和不同季节的辐射收支各分量，根据计
算结果绘成图表进行分析比较，以揭示其变化规律与差异对比。
　　2 计算模式和方法　　山地的地形是千变万化的，我们不可能对每一种具体地形都进行计算，只
能选择一些典型地形做代表。
因为比较常见的地形是各种不同坡向的坡地、不同走向的谷地（包括长谷、河谷和峡谷等）和近乎圆
形的山谷或盆地。
为此我们就以东、南、西、北坡及东西走向谷地、南北走向谷地和圆形山谷作为一些常见地形的代表
，通过计算结果来分析各种坡地的坡面上及谷地中心的平地上辐射收支各分量日总量的差异及其与开
阔平地上的对比。
为计算和相互对比方便起见，我们假定：①各种走向谷地两边的地形高度相同，且互相平行，其对谷
地中心的正交可蔽视角（即两边地形对谷地中心的最大遮蔽角）均为a；②圆形山谷周围地形高度相
同，其各方位对山谷中心的遮蔽角或可蔽视角均为a；③坡地的坡度与以上两种谷地的可蔽视角相同
，也为a。
山地地面的辐射收支方程为B。
一（S。
+D。
+R）（l-a）一（Em-Gn一E）一Qm-Fm式中B。
为山地研究面上的净辐射；Sm为直接太阳辐射；D。
为天空散射辐射；为由周围地形下垫面向研究地点反射来的短波辐射或简称之为外反射辐射；a为下
垫面的反射率；E。
为研究点地面向外发射的长波辐射；G。
为大气逆辐射；E1为来自周围地形下垫面的长波辐射；Qm～Sm+Dm+RI，Fm一Em-Gm-El分别为山地
总辐射和有效辐射，其与空旷平地不同之处是前者多了一项外反射辐射，后者多了一项来自周围地形
下垫面的长波辐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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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傅抱璞，195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气象系。
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南京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国气象学会气候与长期预报专业委员会第二十、二十一届副主任委员
，中国地理学会气候专业委员会第四届副主任委员，江苏省气象学会气候与长期预报专业委员会第六
至八届主任委员。
九三学社社员。
专于小气候学，对山地气候尤有系统研究。
提出推算山地气候资料的新方法。
著有《山地气候》等。
由他编著的这本《傅抱璞论文选集》选录了其气候学方面的论文60篇，内容主要涉及：山地气候、农
业气候、水域气候、陆面蒸发及其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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