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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中介绍了常见的见诸于公众的气象各类符号、灾害预警信息符号；各类气象灾害信息的获取渠
道；泉州市气候状况分析，着重围绕造成泉州市各种灾害性天气及其在工、农等各行各业经济生产与
社会生活中的相应防范措施等方面进行综合阐述，其中整理、分析了1884-2007年一百多年的台风资料.
总结了影响泉州市台风的活动规律。
　　《泉州市天气知识和气象防灾手册》系统地阐述了泉州的气候特征，地方性较为浓郁，对于各行
各业具有较高的实用性价值。
所介绍的气象科学基础知识，与泉州本地天气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其中尤对泉州市的天气气候规律、
气候资源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泉州市天气知识和气象防灾手册》是一部面向泉州市各级党政部门、广大气象用户和社会公众的气
象知识技术手册，旨在普及公众气象防灾知识、提升防灾水准。
　　《泉州市天气知识和气象防灾手册》亦可供农业、林业、牧业、渔业、水利、交通、电信、旅游
业、环保、地质、防灾减灾以及城市建设等部门的技术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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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加春，男，籍贯福建惠安，1966年1月出生，1988年毕业于青岛海洋大学海洋气象专业，同年9
月进入泉州市气象局从事天气预报与服务工作。
曾先后完成十余项科研课题，获得多项科技奖励。
2002年，主建“泉州气象网”，推出国首张网上“台风路径图”曾有多篇技术论文参加全国、全省气
象学术交流及发表在气象核心刊物上。
2008年获“泉州市第二届青年科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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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前言第一章 绪论一、泉州市情简介二、天气符号表三、福建省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及防御指南四、
随心所欲知天气五、关于“泉州气象网”第二章 地球、大气与地理常识一、天气、气候与极端天气二
、天文地理三、大气层——空气与大气运动四、天气要素和天气系统五、地理常识六、积温、二十四
节气与季节划分第三章 泉州气候一、气温二、降水三、气压四、风（大风、风灾、风压）五、日照、
云、雾六、湿度、蒸发量第四章 泉州防台风知识一、台风与人类二、创建“泉州台风网”有感三、了
解台风四、云图在台风路径预报中的应用五、影响泉州台风的一些结论六、如何防范台风——防台措
施七、历史台风回顾与相关文章第五章 福建省灾害性天气预报经验一、福建四季天气和主要影响系统
二、常见灾害性天气预报技术第六章 气象灾害成因及防御避险一、气象灾害及其特点二、暴雨洪涝灾
害防范三、雷电防范四、其他灾害防范第七章 气象与生活第八章 闽南语天气谚语一、引言二、闽南
语（泉州）天气谚语特征三、依时间顺序的闽南语天气方言汇编（时间与节气）四、关于“云”的民
间谚语五、关于“雾与晴雨”的民间谚语六、关于“霜与晴雨”的民间谚语七、关于“雷”的民间谚
语八、关于彩虹（霓）、华、晕等天气现象九、关于风与晴雨十、“动物”预报“雨”十一、地理位
置“预报”雨第九章 泉州农业与气象一、农业虫害与气象条件的关系二、各月气候背景三、主要农作
物生长常识四、水稻与气象五、泉州市农业生产与气象灾害的关系及防范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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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午12时，当地面太阳辐射强度达到最大时，地面获得的热量大于地面长波辐射损失的热量，地
温升高。
午后一段时间内，虽然地面得到的太阳辐射强度不断减少，但地面得到的热量仍比地面长波损失的热
量多，所以地温仍不断升高。
一般正午后1小时左右，地面得到的热量与地面损失的热量达到基本相等，此时，地温达到最高值。
当地温达到最高值时，大气得到的热量大于大气长波辐射损失的热量，大气升温。
在午后2小时左右，大气得失热量达到相等，此时气温最高，之后大气失热大于得热，气温不断下降
，所以气温的日极端最高温出现在午后2小时左右。
　　同样，夜间没有太阳辐射，大气逆辐射也减弱，地面不断失热而降温，直到日出时，地面得失热
量才相等，稍后约1个小时，大气得失热量也相等，为气温最低时刻，之后气温才上升，所以最低气
温不是在午夜时刻。
日出后的1小时左右，地面辐射差额由负转正，这时的地温最低，之后地温升高，同样的，要加热大
气也需一定的时间，通常也是一个小时。
例如，若是早上5：30日出，则最低地温在6：30，最低气温在7：30。
　　地面辐射差额夜间为负，白天为正。
由负值转为正值的时刻一般在日出后的1小时，由正值转为负值的时刻在日落前的1～1.5小时。
地面辐射差额为正值，表示地面向外辐射比接收的太阳辐射少。
　　地面由于吸收太阳总辐射和大气逆辐射而获得能量，同时又以其本身的温度不断向外放出辐射而
失去能量。
　　白天，大气通过辐射、分子运动、湍流及对流运动和潜热输送等方式进行热量交换，使得大气温
度升高；夜间则因地表放射长波辐射而冷却，使得大气温度下降，由此引起气温的日变化。
　　一个概念的理清或理解：“夜晚地面辐射强烈”，那么放出的热量多，应该使大气增温才对，即
夜间的大气气温应升高，这是个误区。
应该理解的是，地表和近地层大气都在放射长波辐射而降温，大气吸收的地面长波辐射少，同时夜间
无太阳短波辐射，所以夜间大气一直在降温，特别是在凌晨，降温最厉害，易形成逆温。
　　白天，总辐射起主要作用；夜间，地面长波有效辐射起主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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