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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气候、农业气象技术与应用》

内容概要

《辽宁省优秀自然科学著作:天气、气候、农业气象技术与应用》讲述我国幅员辽阔，气候和自然环境
条件差异较大；各种极端气象灾害频繁发生，影响范围较广，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严重的
损失。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气象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气象工作越来
越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尤其是近年来，气象部门提供的超前、及时、准确的决策气象服务信息
已成为政府部门指挥气象防灾减灾的重要依据。

Page 2



《天气、气候、农业气象技术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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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刚，1961年生，现任辽宁省阜新市生态与农业气象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高校硕士研究生特聘
导师。长期从事气象业务与科学研究工作。发表科技论文14篇，其中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9篇。2008年
获辽宁省科学技术二等奖、辽宁省气象科学技术成果一等奖；2012年获辽宁省优秀自然科学专著奖
；2005年获辽宁省林业科学技术成果二等奖；2012年获阜新市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2009
年获沈阳第三届全国冰雪论坛一等奖；2009年获国家软件著作权证书。参加了由中国气象局组织编写
的《2008年年初中国南方持续性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天气分析》一书；主持编制了《阜新干旱地方标准
》；独立开发了阜新决策气象服务综合业务技术平台。2010年获辽宁省第七届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2011年被辽宁省气象局命名为全省骨干气象服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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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所以，强对流天气的预报、预警服务对预防灾害影响将起到重要作用。在强对流天
气服务过程中，应把提前24 h的落区及强度的短期预报或趋势预报放在重要位置。民众只有获得超前
的预报信息，才能更合理、更科学地安排工作、出行，减轻或不受强对流天气的影响。同时，气象预
报服务部门，在强对流天气监测预报中，要特别关注前期高空冷空气的强势，中低空水汽的分层、离
散、湿舌——冷气流中的离散湿区，近地面微风、增温等特征，这些对致灾强对流天气预报尤为重要
。同时，在对流天气预报过程中，特别要注意局地强降水的预报和影响。 1.3暴雨天气监测预报 一般
从宏观物理条件来说，产生暴雨的主要物理条件是充足的水汽、强盛上升运动和大气层结构的不稳定
。大、中、小各种尺度的天气系统和下垫面，特别是地形的有利组合可产生较强的暴雨。我国大范围
暴雨的天气系统主要有锋面、气旋、切变线、低涡、高空槽、台风等。此外，在干旱与半干旱的局部
地区，热力性雷阵雨也可造成短时、局地的暴雨和特大暴雨。当前，在暴雨的日常业务预报当中，在
天气形势预报上，多以数值预报产品为主，且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其中，数值预报在气旋、台风等相
对较稳定的天气系统降水量趋势预报上也有一定的参考性。但很多情况下，降水量级预报还需结合本
地一些经验和方法。所以，多年来，各地都在研究能够满足当地预报需求的诊断分析与预报技术。现
代天气预报要求进一步提高预报产品的精度，达到定时、定点、定量。从暴雨预报角度，通过对影响
暴雨的两个重要因子——K2指数和低空急流进行了前期预报特征分析，探讨二者与暴雨强度、落区的
基本预报特征关系，以找出对区域性暴雨强度和落区预报有重要指示意义的、并且是可业务化的指标
、方法，为防灾减灾提供技术支撑。 1.3.1暴雨天气监测 暴雨天气的监测主要分直接监测和间接监测。
直接监测指：①上游发生暴雨或大暴雨，分析降水量大小、分布及未来发展趋势，尤其是将对本地的
影响。②本地已发生或正发生暴雨或大暴雨，分析降水量大小、分布、未来趋势及已经产生的影响，
提供即时服务。间接监测指对产生暴雨或大暴雨天气的重要物理量（实时资料及数值预报产品）进行
监测分析，并了解动态，为未来暴雨预报提供依据。 1.3.2暴雨天气预报 重点介绍暴雨落区基本概念模
型的建立。分析资料来自MICAPS实时气象业务系统的历史气象资料。主要有2010年4月30日至6月1日
高空、地面气象要素及2010年5月1日至6月2日暴雨天气实况资料等。气象上将24 h降水量50～100 mm
定义为暴雨，100～200 mm为大暴雨，200 mm以上为特大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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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辽宁省优秀自然科学著作:天气、气候、农业气象技术与应用》详细介绍了作者在30年一线气象预报
服务业务岗位实践中取得的气象技术研究成果和积累的丰富业务工作经验。内容主要包括：重大灾害
性天气监测预报、气候监测预测、重大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测、气象灾情调查、气象服务信息编写方
法及决策气象服务综合业务技术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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