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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乔全明、阮旭春主编的《天气分析》教材，在气象专业及相关专业院校单位广泛使用，得到了
气象类学员和广大气象工作者的普遍好评。
我们在教学使用本书过程中，在基本天气图、天气系统、天气过程分析方面又积累了新的成果和经验
。
适逢该书获准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机，在解放军理工大学气象学院及业界同
仁的关怀和支持下，我们遵循教学规律，依据天气学的发展，在乔全明、阮旭春主编的《天气分析》
教材基础上，又修编而成了现教材。
其主要修编内容包括：增加了有关高压、低压、鞍形场、槽线、切变线、锋附近气压场等典型天气系
统的分析，与降水相关的物理量、准地转矢量、锋生函数等物理量的诊断，逐步订正客观分析方法的
详细介绍及其技术问题解决方案，广泛使用的统计最优插值客观分析方法，资料客观质量控制的主要
方法，实例锋面分析的具体步骤、锋面强度变化分析方法，气压系统结构实例分析，热带气旋的观测
及热带气旋定位，各种稳定度指数分析大气稳定度的方法，新绘制和更换、修整了部分插图，全面整
编了附录和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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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气学分析》是在总结教学实践经验，结合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修订编写而成的。
其主要内容包括天气图分析的基本知识，图分析技术，诊断分析技术，基本天气、天气系统、天气过
程分析方法以及天气分析实习和练习。
《天气学分析》可作为高等院校气象专业及相关专业的专业实习教材，也可作为气象、航空、航海、
农林、水利、地理、环境等学科相关专业的实习教材、实习教学参考书，对相关部门科研业务人员也
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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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高空图上注意分析以下几点：　　1）高空槽本身的结构变化，高空槽发展的同时，摩擦作用
也同时加大。
从能量观点看，要求斜压不稳定发展所释放的位能，必须超过摩擦减弱效应才能使气旋和高空槽发展
。
因此，高空槽后强而宽广的冷平流是使之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特别对北方气旋更为重要。
　　2）分析高空槽上、下游系统以及南北支系统的位置。
　　从能量频散观点可知，上游长波的发展会引起下游一个长波槽的发展，而对一个波长以内的低槽
发展不利。
同样，下游的长波槽也会抑制其上游一个长波内的槽发展。
相反上、下游半波高压脊的发展将有利于低槽的发展。
　　由于青藏高原的影响，西来低槽多是分裂的短波槽，它们主要有从高原以北东移的北支槽，和高
原以南东移的南支槽。
这两支低槽的位相和移速的差异，对气旋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南北支槽由于移速差异同相叠加过程，往往引起一次强烈气旋发展，如南北支出现反相叠加则会使气
旋消亡。
　　在卫星云图上注意分析以下几点：　　1）云形发展阶段。
气旋的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云形特征（图34－3c－g），根据云形特征判断气旋生命阶段，则很
容易得出能否继续发展的结论。
　　2）分析气旋云系的亮度变化和云系前部辐散状卷云的变化。
云系亮度反映云中凝结量多少和云的性质。
对南方气旋来说，潜热特别是对流潜热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时即使高空槽不很明显时，气旋也能得到较大发展。
这时高空槽反而成了气旋发展的结果，所以要特别着重分析它。
　　辐散状卷云反映高空锋区和急流的强度，它是气旋上空辐散气流的外流通道。
这一通道一旦被截断，气旋便迅速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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