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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重大活动多，气象灾害多，突发事件多。
区域性极端暴雨、阶段性严重干旱、局地性强风飑线、高频次登陆台风以及初冬季节华北暴雪等严重
气象灾害接连发生。
首都国庆60周年庆祝活动、济南第十一届全运会等重大活动的气象保障服务，要求高、挑战大。
全国广大气象工作者以高度的责任心，齐心协力，扎实工作，经受住了各种困难考验，圆满完成了各
项气象服务任务，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胡锦涛总书记在2。
09年12月中国气象局建局60周年的贺信中强调：广大气象工作者要努力探索和掌握气候规律，大力推
进气象科技创新，不断提高气象预测预报能力、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开发利用气
候资源能力，进一步推进我国气象事业实现更大发展。
提高气象预测预报能力，特别是提高灾害性天气预报能力，是党中央、国务院对各级气象部门的最基
本要求，也是社会各界对气象工作者的最基本要求。
广大气象工作者一定要努力提高气象预测预报准确率和精细化水平。
提高气象预测预报能力，重点要提高灾害性天气预报能力。
一要重视对灾害性天气发生发展规律的研究和认识。
天气预报员既要有比较扎实的大气科学理论知识，特别是动力气象等方面的基本理论，也要善于总结
灾害性天气过程，更好地把握好灾害性天气发生发展规律。
二要重视各种观测资料的综合分析和应用。
天气预报业务是典型的研究型业务，只有不断地对灾害性天气过程进行技术总结，积累经验，提高认
识，综合分析和应用卫星、雷达、飞机、自动气象站、风廓线仪、闪电定位仪等各种气象观测资料，
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认识灾害性天气发生发展规律。
三要重视对飑线、冰雹、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识别和临近预报技术的研发，加快建立
国家和省级定量降水估测和预测业务，提高灾害性天气预报的定量化和精细化水平。
最近，中国气象局正在组织对灾害性天气短时临近预报预警系统SwAN的研发，并推进在各级气象台
的本地化应用工作，推进建立全国中尺度天气分析业务，开展台风路径和强度预报、台风风雨精细化
预报业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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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9年灾害性天气预报技术论文集》围绕2009年的天气气候、暴雨与强对流、台风、低温冰冻
雨雪天气等灾害性天气发生发展成因、预报难点、预报技术，以及异常天气气候分析等进行了疑难预
报个案分析和总结，提炼了灾害性天气的预报难点和需要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提出了可供预报业务
借鉴的预报着眼点和结论。
　　《2009年灾害性天气预报技术论文集》适用于从事天气预报业务的预报员和业务技术管理人员、
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阅读。
不仅可推动业务人员开展重大灾害性天气、转折性天气的研究，而且可拓宽研究人员的研究思路，同
时对如何提高重大灾害性天气的预报能力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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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008／2009年冬季，北半球中高纬500hPa高度距平场波型分布清晰，自欧洲西南部向东到北太
平洋的距平为“一+一+”的波列分布，北太平洋北部、亚洲中西部至俄罗斯西部以及北美西南至东北
太平洋海域上空为高于40gpm的正高度距平控制，其中北太平洋东北部的正距平中心超过160gpm；北
非局部及欧洲南部和俄罗斯东南部局部上空为低于一40gpm的负高度距平控制，其余大部分地区接近
正常。
2009年春季，北半球500hPa位势高度距平场上，北太平洋北部大部、加拿大东北局部至大西洋北部局
部、欧洲中西部部分地区等地上空为高于40gpm的正高度距平控制，北太平洋北部部分地区中心值高
于80gpm；俄罗斯西部局部和格陵兰岛以南局部海域等地上空为低于一40gpm的负高度距平控制，其余
大部分地区高度场接近正常。
2009年夏季，北半球500hPa季平均位势高度场上，中高纬度环流多短波槽活动。
距平场上，极区偏西为一高于80gpm正距平中心，并向南伸展至加拿大东北部；加拿大西海岸50。
N附近和黑海西北部为两个高于40gpm距平区。
日本海附近有一明显的负距平区，中心低于～40gpm，北大西洋中高纬度有一明显的负距平区，中心
低于一80gpm。
其余大部分地区高度场接近正常。
我国除东北为负距平控制外，其余大部地区为正距平控制。
2009年秋季，北半球500hPa季平均位势高度距平场上，乌拉尔山脉附近、喀拉海、北美东北部上空为
高于40gpm正距平中心。
东北太平洋有一负距平区，中心低于一40gpm。
其余大部分地区高度场接近正常。
我国为北低南高的距平分布。
3.1高纬度环流系统2009年，北半球高纬度地区位势高度场以偏高为主，北半球极涡强度偏弱，除夏季
极涡面积偏大外，其他季节面积均偏小；亚洲区的极涡面积与北半球极涡有相似的特征（图2），极
涡中心强度春季偏强，其他季节偏弱；北半球极涡中心位置冬季和夏季在东半球，春季和秋季在西半
球。
2008／2009年冬季亚洲高空西风急流偏弱，纬向环流占优势，虽然东亚槽位置偏西，但强度偏弱，冷
空气活动总体偏弱；春季和秋季200hPa西风急流接近常年同期或偏强，夏季西风急流偏强，位置偏北
。
夏季东亚500hPa环流的显著特征是120。
E附近从低纬到高纬为“+一+”的距平分布，其中高纬的负距平中心在黑龙江东北部，是由于东北低
涡持续活跃，导致该地区500hPa高度距平异常偏低；另外，6月、7月的北极涛动AO指数异常偏低，表
征极涡的扩大及向南扩张，表现为东北低涡的活跃。
用西风环流指数来表示欧亚或亚洲西风带环流是以经向还是纬向环流占优势，当指数≤0时，表示西
风带纬向环流占优势，反之为经向环流占优势。
2009年欧亚和亚洲西风环流指数（图3）在2月、3月、5月和9月为正值，其他时间为正常至负值，其
中2月、5月、9月亚洲区纬向环流优势明显，对整个欧亚区只有5月和9月纬向环流优势明显；2008年12
月整个欧亚区经向环流优势明显，6月和10月亚洲区经向环流优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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