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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用天津ＣＩＮＲＡＤ／ＳＡ雷达探测到的边界层辐合线信息，对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６—９月发生在天津地区的边界层

辐合线进行了统计分析，与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海风锋触发形成的局地强对流天气分析相结合，研究结果表明：天津地

区边界层辐合线的雷达低仰角基本反射率因子产品的回波特征一般表现为弱的窄带回波，回波强度仅为１５～

２５ｄＢＺ，宽度一般为３～１０ｋｍ。在合适的层结状态和水汽条件下，这些边界层辐合线的演变和碰撞与强对流天气

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单一边界层辐合线一般不能形成大范围的雷暴天气；两条以上边界层辐合线之间碰撞，一

般在碰撞交叉处能够形成强对流天气。若已存在强对流天气，则强对流天气将加强。

关键词：边界层辐合线；强对流天气；雷达回波特征；海风锋；阵风锋

引　言

多普勒天气雷达经常能够探测到弱窄带回波，

这些弱窄带回波一般对应的是边界层辐合线。在合

适的层结状态和水汽条件下，这些边界层辐合线的

演变与强对流天气形成、发展和消亡密切相关。对

于边界层辐合线的分析和各种规律的认识有利于及

早做出强对流天气的临近预报。关于边界层辐合线

与强对流天气形成的演变规律，国外已开展了许多

相关的研究工作，且已取得许多成果，其中Ｃａｒｂｏｎｅ

等［１］分析了美国堪萨斯州多普勒天气雷达探测到的

由边界层辐合线触发形成飑线的天气个例。Ｗｉｌｓｏｎ

等［２］应用若干美国天气个例统计分析边界层辐合线

之间不同角度和不同方式的碰撞与强对流天气的形

成密切相关，分析表明：如果大气层结有利于对流的

发展，强对流容易形成在边界层辐合线之间的碰撞

交叉处；边界层辐合线的存在使雷暴加强。基于一

系列研究，并且结合其他观测资料和相关临近预报

技术，还研制了强对流天气的临近预警平台。

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做过相关研究［３８］，如刘黎平

等［７］给出了应用多普勒天气雷达资料如何识别边界

层辐合线的方法，漆梁波等［８］应用上海天气雷达和

自动气象站资料分析了弱窄带回波在强对流天气中

的应用，以上相关研究在短时临近预报中具有一定

应用价值。

但是，如何应用边界层辐合线的演变特征分析

其对强对流天气形成和发展作用的研究还不多见。

常规雷达由于探测能力等条件的限制，一般探测不

到边界层辐合线，所以在多普勒天气雷达建立之前，

预报员对边界层辐合线认识不多，但随着多普勒天

气雷达的建设，即使在晴朗的天气状况下，多普勒天

气雷达一般也能在一定距离内探测到边界层辐合

线。随着雷达探测个例的增加，对边界层辐合线的

观测研究已成为可能［９１６］。

天津地处渤海湾西部，受海风锋影响很大。其

中于恩洪、陈彬等［１７１９］应用５次野外观测试验资料

对渤海湾海风锋进行研究，表明渤海湾海风锋对强

对流天气有触发作用。

本文主要应用天津多普勒天气雷达资料，对

２０１１０３１６收到，２０１１０８２６收到再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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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６—９月发生在天津地区的边界层辐

合线天气个例进行统计分析，同时结合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年渤海湾海风锋触发形成的强对流天气相关的典型

天气个例，探讨如何应用边界层辐合线的演变特征

分析强对流天气的形成和发展。

１　资　料

本文分析资料选自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６—９月天津

多普勒天气雷达（ＣＩＮＲＡＤ／ＳＡ）探测到的１００天海

风锋天气个例；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同部雷达探测到的１４

次典型海风锋触发形成的强对流天气个例。这些资

料主要来自天津雷达采用ＶＣＰ２１模式获取低仰角

（０．５°或１．５°）的基本反射率因子产品。

另外，还选取天津上述时段相应的自动气象站

逐时观测资料，主要应用了气温、风向和风速变化特

征；并结合应用北京８５０ｈＰａ以上探空资料构成新

的诊断资料。

２　边界层辐合线的多普勒天气雷达基本特征

Ｗｉｌｓｏｎ等
［２］指出，所谓边界层辐合线可以是天

气尺度的冷锋或露点锋，也可以是中尺度的海风锋，

还包括雷暴前沿的阵风锋（出流边界）等。

多普勒天气雷达具有以下特征一般被认为是边

界层辐合线：雷达基本反射率因子回波产品中的低

仰角（０．５°或１．５°）中均表现为弱的窄带回波，回波

强度仅为１５～２５ｄＢＺ，回波宽度一般为３～１０ｋｍ，

长度随着天气背景场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多普勒天

气雷达探测到的边界层辐合线结合当地自动气象站

气象要素变化特征，可将边界层辐合线分为３类：海

风锋、阵风锋和局地地形引起的辐合线。

阵风锋和海风锋在多普勒天气雷达产品中的特

征都表现为弱窄带回波（边界层辐合线），具有以下

相同点：①两者在０．５°或１．５°仰角的ＰＰＩ雷达基本

反射率因子产品特征中均表现为强度为１５～

２５ｄＢＺ，宽度一般为３～１０ｋｍ的弱窄带回波；②两

者与其他弱窄带回波呈一定角度碰撞时，在合适的

层结状态和水汽条件下，在碰撞交叉处，能够形成强

对流天气。但两者又有不同之处：①两者带来的气

象要素变化有差异，海风锋经过时，气温降低，湿度

增加，风向一般由偏北风或者西南风转为东南风；而

阵风锋经过时，它的显著特征是风速突增、气温骤降

和湿度降低；②移动路径有所不同，海风锋形成后，

一般平行于渤海湾向内陆缓慢推进，而阵风锋基本

与雷暴主体的移动方向一致；③两者形成的机制有

差异，海风锋是由于海陆温差不同形成的，而阵风锋

是雷暴的下沉气流到达地面向四周扩散气流的前缘

带［１８］。

３　渤海湾海风锋特征与强对流天气

３．１　渤海湾海风锋基本特征

渤海湾海风锋一般是在晴朗的天气情况下，地

面形势处于鞍形场中，或者在均压场的控制下，容易

被雷达探测到，对于低仰角（０．５°或１．５°）的基本反

射率因子产品，渤海湾海风锋的前沿表现为强度弱、

基本平行于渤海湾、移动缓慢的窄带回波，强度一般

仅维持在１５～２５ｄＢＺ，长度约为１００～３００ｋｍ，移

动速度约为１５ｋｍ／ｈ，抬高仰角，窄带回波则减弱消

失；对于低仰角（０．５°或１．５°）的基本速度产品，海风

锋前沿常表现为非常窄的零速度带。

当海风锋经过时，自动气象站风向一般由偏北

风或者西南风转为东南风；气温呈降低趋势，降低幅

度由海风锋的强度决定，同时湿度呈上升趋势。

对比雷达资料和自动气象站资料发现，两种资

料获取海风锋的起始生消时间有所不同：它们探测

到的海风锋起始时间基本同步，但消失时间不同，雷

达探测海风锋的消失时间早于自动气象站资料显示

的消失时间。这时由于雷达波束随距离的增加而增

高，不能探测到低层的海风锋信息，而自动气象站仍

能继续探测海风锋。

３．２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渤海湾海风锋统计特征

２００９年６—９月天津多普勒天气雷达探测到４４

个渤海湾海风锋个例，其中６月观测到９次海风锋

（图１ａ），７月１７次（图１ｂ），８月１６次（图１ｃ），９月

探测到２次海风锋天气个例（图１ｄ）。另外，分析

２００９年６—９月资料表明：有８次强对流天气的形

成与渤海湾海风锋密切关系。

２００８年６—９月天津多普勒天气雷达共获得海

风锋天气个例５６次，其中６月观测到１７次海风锋，

７月１８次，８月１９次，９月只探测到２次海风锋的

天气个例。其中，６月１日—７月１９日有２５次海风

锋，频率较稀疏，７月２０日—８月１５日有２３次海

风锋的活动，８月１６日—９月１５日只出现８次海风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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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海风锋的活动规律可知，海

风锋在每日形成的时间不同，其中最早形成时间为

０９：３０（北京时，下同），最晚在１６：００。海风锋维持

时间长短也各有不同，其中最长维持时间约６．５ｈ，

最短仅有１ｈ（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５日）。另外，海风锋伸

展到内陆的距离一般为７０～８０ｋｍ，最远能推至

１２０ｋｍ；它的伸展最高一般约为１．５ｋｍ。对比分析

表明：从海风锋日数分布特征看，２００９年共探测到

４４次海风锋活动日，与２００８年相比减少了１２次。

从逐月的分布情况看，２００９年６月共探测到９次海

风锋，与２００８年同期１７次海风锋日数相比，少了８

次海风锋的活动；２００９年７月共探测１７次海风锋

的活动，基本与２００８年同期持平；２００９年８月共探

测到１６次海风锋，２００８年同期探测到１９次；２００８

年９月和２００９年９月均只探测到２次。另外，探测

渤海湾海风锋形成和维持时间的特征与２００８年基

本相同。此外，２００９年６—９月海风锋触发形成了８

次强对流天气，而２００８年同期海风锋触发形成了

１７次强对流天气。

图１　２００９年６月（ａ）、７月（ｂ）、８月（ｃ）和９月（ｄ）渤海湾海风锋与强对流天气形成统计特征

Ｆｉｇ．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ｅａｂｒｅｅｚｅｆｒｏ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ｍｓ

ｉｎＢｏｈａｉＢａｙｆｒｏｍＪｕｎｔｏＳｅｐｉｎ２００９（ａ）Ｊｕｎ，（ｂ）Ｊｕｌ，（ｃ）Ａｕｇ，（ｄ）Ｓｅｐ

３．３　渤海湾海风锋与强对流天气

３．３．１　海风锋影响特征

多普勒天气雷达产品完整监测了２０１０年７月

４日渤海湾海风锋形成演变过程的特征（如图２所

示）。０．５°仰角的基本反射率因子产品，１４：００沿渤

海湾形成了平行于海岸线的弱窄带回波，回波强度

仅有１５～２０ｄＢＺ（如图２ａ中红色箭头所示）；回波

形成后缓慢向内陆推进，至１６：３０窄带回波移到宁

河经北辰至西青一线（如图２ｂ中红色箭头所示），

回波强度保持不变，继续维持在１５～２０ｄＢＺ，宽度

不足１０ｋｍ，长度维持约１５０ｋｍ，高度在１．５ｋｍ以

内；１７：３０海风锋继续向内陆推进，强度降至５～

１０ｄＢＺ，以后回波逐渐消失。海风锋消失有两个可

能原因：一个是海风锋真实的减弱消失，还可能是雷

达波束随距离增加而增高导致低层海风锋信息探测

不到。根据文献［１３］，渤海湾海风锋向内陆伸展距

离一般为７０ｋｍ，而此时海风锋距渤海约５０ｋｍ。

整个过程海风锋移动速度非常缓慢，基本维持在１０

～１５ｋｍ／ｈ。０．５°仰角的基本速度产品中海风锋表

现为准静止的零速度窄带回波，缓慢向内陆推进。

应用自动气象站资料分析海风锋的演变特征，

海风锋经过后有气温下降和风向的转变。如塘沽自

动气象站观测显示０９：００—１２：００为偏北风，最大风

速为３．３ｍ／ｓ；并且气温持续升高，１２：００气温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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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８℃。１３：００气温继续升至３４．５℃，这时风向转

为东风，风速达２ｍ／ｓ。但１４：００风速已转为东南

风３ｍ／ｓ，尽 管 天 空 保 持 晴 朗，气 温 还 是 降 至

３４．１℃。东丽气象站位于塘沽偏西方向约３０ｋｍ，

记录到１６：００气温随之下降，从１５：００的３５．８℃下

降到了１６：００的３５．０℃，风向由偏北风转为东南

风，即１６：００海风锋经过东丽气象站，其他气象站在

海风锋经过后也有同样的特点。

这表明多普勒天气雷达能够探测渤海湾海风

锋，并且单一海风锋仅能改变气温和风向等气象要

素特征，一般不能形成大范围的雷暴天气，这与于恩

洪等的研究结果［１７］相吻合。在雷达低仰角基本反

射率因子产品中，渤海湾海风锋的特征是平行于渤

海湾的、弱的窄带回波，回波强度仅维持在１５～

２０ｄＢＺ，回波高度一般在１．５ｋｍ以内。在低仰角

的基本速度产品中，海风锋表现为非常窄的零速度

区。配合自动气象站资料分析，渤海湾海风锋经过

时气象要素有变化：风向的转变和气温的降低。风

向一般由西南风或者偏北风转为东南风；气温降低，

降温的幅度和东南风的风速有关，东南风的风速越

大，降温幅度越明显。

图２　２０１０年７月４日１４：００（ａ）和１６：３０（ｂ）海风锋０．５°仰角

基本反射率因子（相邻圈距离为５０ｋｍ）

Ｆｉｇ．２　０．５°ＰＰＩｂａｓ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ｍａｇｅｏｎ４Ｊｕｌ２０１０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ｃｉｒｃｌｅｓｉｓ５０ｋｍ）（ａ）１４：００，（ｂ）１６：３０

３．３．２　海风锋触发形成的强对流天气

分析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６—９月海风锋触发形成的

强对流天气（图１），以及分析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典型海

风锋触发形成的强对流天气（表１），得出以下规律：

单一海风锋一般不能形成大范围的雷暴天气；但是，

若渤海湾海风锋与来自不同方向的边界层辐合线碰

撞，碰撞的方式不同，产生的结果也有所不同：若边

界层辐合线来源于东北方向，与渤海湾海风锋相互

碰撞（呈４５℃），一定在碰撞的交叉处，有新的雷暴

形成，这个研究结果与 Ｗｉｌｓｏｎ
［２］是一致的。若是两

条或多条海风锋追赶碰撞时，一般没有强对流天气

形成；若是两条边界层辐合线（不同性质的）平行碰

撞时，情况较为复杂，有时强对流加强，有时强对流

减弱，则与该日的天气背景条件有密切关系，需进一

步研究。

　　另外，分析上述海风锋触发强对流天气过程的

物理量特征，初步分析表明：出现强对流天气时，一

般是地面气温梯度较大的地方，５００ｈＰａ与８５０ｈＰａ

的气温差值大于２８℃的区域里，并且０～３ｋｍ高度

范围内垂直风切变大于３ｍ／ｓ。统计分析还表明：

出现强对流天气时，犓 指数大于２８℃的比例占

７７．３％，其中犓 指数增长较快，６ｈ犓 指数的增幅在

４℃以上的比例为６４．３％；对流有效位能大于

５００Ｊ／ｋｇ的比例占６７％，其中６ｈ对流有效位能变

化大于６０９Ｊ／ｋｇ的比例占５０％，０～３ｋｍ高度范

围内垂直风切变大于３ｍ／ｓ的比例占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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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渤海湾海风锋与其他边界层辐合线碰撞触发形成强对流天气统计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狋犺犲犻狀犻狋犻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狌狀犱犲狉狊狋狅狉犿狊狋狉犻犵犵犲狉犲犱犫狔狋犺犲犮狅犾犾犻狊犻狅狀

犫犲狋狑犲犲狀狊犲犪犫狉犲犲狕犲犳狉狅狀狋狊犪狀犱犫狅狌狀犱犪狉狔犾犪狔犲狉犮狅狀狏犲狉犵犲狀犮犲犾犻狀犲狊犳狉狅犿２００２狋狅２００７

海风锋个例编号 碰撞时间 有无强对流天气 碰撞地点 边界层辐合线路径

１ １５：００ 雷暴形成 天津宁河 东北

２ １７：００ 雷暴加强 天津宝坻 东北

３ １３：３０ 雷暴形成 天津宁河 东北

４ １７：３０ 雷暴形成 天津蓟县 西南

５ １７：３０ 雷暴加强 天津蓟县 西北

６ １９：００ 雷暴减弱 天津市区 西北

７ １７：３６ 无 天津武清 西北

８ １６：００ 无 天津北辰 东南

９ １６：００ 无 市区天津 东南

１０ １４：４９ 无 天津武清 准静止

１１ １３：３０ 无 天津北辰 西北

１２ １５：００ 无 天津东丽 东南

１３ ２０：００ 雷暴加强 天津宝坻 西北

１４ １６：００ 雷暴加强 天津宝坻 西北

４　阵风锋与强对流天气

阵风锋在雷达低仰角基本反射率因子产品中常

表现为雷暴主体前部的一条弱窄带回波。对于０．５°

仰角ＰＰＩ产品，阵风锋表现为强回波主体前部的一

条弱窄带回波，一般呈弧状，强度维持在 １５～

２５ｄＢＺ，宽度约为 ３～７ｋｍ，长度范围为 ３０～

１００ｋｍ，与回波主体保持最远距离约５０ｋｍ，生命史

约为１～３ｈ。１．５°以上的高仰角ＰＰＩ产品中，阵风

锋探测不到。阵风锋一般产生于强回波的强盛阶

段。

４．１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阵风锋统计特征

２００８年天津地区阵风锋的雷达基本反射率因

子产品有如下统计特征（图３ａ）：２００８年天津地区共

有１１次阵风锋的活动，阵风锋主要出现在７—９月，

其中７月出现４次，８月出现４次，９月出现３次。

出现的时间段主要在下午到夜间，其中０８：００—

１２：００出现阵风锋的仅有１次，占９％；１２：００—

２０：００出现的比例最高，占６４％；２０：００—２４：００出

现阵风锋占２７％。阵风锋最长维持时间为４ｈ，其

维持时间长短与回波主体的强弱有关系，主体回波

越强，阵风锋的维持时间也越长。通过分析这１１次

阵风锋的形成特点，其中有３次带状回波形成阵风

锋，路径来源都是西北方向；另外８次均为局地对流

风暴形成的阵风锋，局地对流风暴的路径来源具有

多样性，有来自西北方向，来自东北方向，还有从南

部移入天津。

２００９年天津地区阵风锋的雷达基本反射率因

子产品有如下统计特征（图３ｂ）：２００９年天津地区共

有９次阵风锋活动，阵风锋主要出现在６—８月，其中

６月出现２次，７月出现５次，８月出现２次。阵风锋

出现的时间段主要在下午到夜间，其中０８：００—１２：００

出现阵风锋的仅有１次，占１１％；１２：００—２０：００出现

的比例最高，共８次，占８９％；２０：００—２４：００没有阵

风锋出现。阵风锋最长维持时间为４ｈ。

图３　２００８年（ａ）、２００９（ｂ）年天津多普勒天气雷达探测阵风锋天气个例统计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ｇｕｓｔｆｒｏｎｔ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ＤｏｐｐｌｅｒｒａｄａｒｉｎＴｉａｎｊｉｎｉｎ２００８（ａ）ａｎｄ２００９（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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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阵风锋触发形成的强对流天气

下面以２０１０年７月３１日天气个例为例分析阵

风锋触发形成的强对流天气特征。受副热带高压和

高空低涡的共同影响，１２：００—１４：００天津地区自西

北向东南陆续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这种局地强对

流天气的形成提醒预报员注意到这类天气的发生发

展特点，这次局地强对流天气是阵风锋和海风锋之

间相互碰撞，在碰撞周围处，形成局地的强对流天

气。

０．５°仰角的雷达基本反射率因子产品演变特征

见图４。１２：００西北方向的强回波主体在向东南移

动过程中，形成一条阵风锋（图４ａ蓝色箭头），阵风

锋逐渐向东南移动，同时宁河附近有一条海风锋在

活动（图４ａ红色箭头），１２：４０阵风锋和海风锋在宁

河周围相遇后立即有强对流天气形成（图４ｂ红色箭

头）。上述雷达资料分析表明：阵风锋和海风锋之间

碰撞，在碰撞周围处，有强对流天气形成。

中尺度天气分析能够较好地反映不同层次天气

系统的叠加和配置特征。经过前期天气系统的调整

和变化，０８：００天津地区处于西风带中的偏南气流

中，风速由前日２０：００的８ｍ／ｓ增大到１４ｍ／ｓ；

７００ｈＰａ温度露点差形成了小于４℃的湿区内部；

８５０ｈＰａ不但有密集的等温度露点线，还存在有明

显的风切变，且５００ｈＰａ与８５０ｈＰａ的气温差值为

２８℃。这种形势为本次降水提供了充分的动力条

件。

分析这次天气过程的天气背景和物理参数特征

表明：其中强对流天气产生前犓 指数变化较快，６ｈ

变量达到６℃，并且犓 指数最高达到３２℃，这意味

着大气越暖，水汽越充分，层结越不稳定。从对流有

效位能的时间演变和水平分布情况来看，２０１０年７

月３１日０８：００为３８００Ｊ／ｋｇ，１２：００迅速增加到

４８００Ｊ／ｋｇ，同时形成强对流天气区域对流有效位能

中心值最大达到５１００Ｊ／ｋｇ，显著高于其他区域；与

之相对应的对流抑制能量处于显著低值区内，０８：００

对流抑制能量为２５Ｊ／ｋｇ，１２：００又降低到５Ｊ／ｋｇ，

同时形成强对流天气区域位于较大的对流有效位能

和对流抑制能量较低的共同区域里。

图４　２０１０年７月３１日１２：００（ａ）、１２：４０（ｂ）和１３：００（ｃ）

０．５°仰角的雷达基本反射率因子产品（相邻圈距离为５０ｋｍ）

Ｆｉｇ．４　０．５°ＰＰＩｂａｓ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ｎ３１Ｊｕｌ２０１０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ｄｊａｎｃｅｎｔｃｉｒｃｌｅｓｉｓ５０ｋｍ）（ａ）１２：００，（ｂ）１２：４０，（ｃ）１３：００

５　小　结

１）天津地区边界层辐合线的雷达回波特征表

现为弱的窄带回波，雷达基本反射率因子仅有１５～

２５ｄＢＺ，宽度一般为３～１０ｋｍ，包括渤海湾的海风

锋、阵风锋和局地地形引起的辐合线。在不同的天

气形势下，这些边界层辐合线的演变和碰撞与强对

流天气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２）单一边界层辐合线一般不能形成大范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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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暴天气，两条以上边界层辐合线之间碰撞，一般在

碰撞交叉处形成强对流天气。若已存在强对流天

气，强对流天气将加强。

３）阵风锋和海风锋的相互碰撞，在碰撞交叉

处，有强对流天气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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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应用气象学报》

《应用气象学报》是由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国家气象中心、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国家气候中心、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和中国

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联合主办的大气科学理论与应用研究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应用气象学报》将向您提供有关我国大气科

学领域内研究和应用成果的最新论文、资料、方法等大量信息，内容包括气象预报、卫星气象、农业气象、海洋气象、航空气象、

环境气象、人工影响天气、应用气象、大气探测、遥感技术以及计算机应用技术等学科；还将向您介绍国内外现代科技的新理

论与新技术在大气科学中应用的研究论文及信息。主要栏目有论著、短论、综合评述、业务系统、学术论坛、研究简报、书刊评

介等。本刊被《中文核心要目总览》确认为大气科学（气象学）类核心期刊，并已首批入选“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ＳＣＤ），中国

科学技术期刊文摘（ＣＳＴＡ）国家数据库（英文版）收录的刊源名单，并被美国气象学会“气象与地球天体物理学文摘”（ＭＧＡ）和

美国国际科学应用协会（ＳＡＩＣ）以及中国科学文摘（英文版）等多种文摘摘录。本刊还首批入选“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万

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和“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应用气象学报》面向广大的气象科研、业务技术人员、在校有关专业的

研究生、大专院校师生等专业人员。

《应用气 象 学 报》为 双 月 刊，逢 双 月 出 版，可 以 随 时 汇 款 订 阅 或 购 买 （户 名：中 国 气 象 科 学 研 究 院，账 号：

１１００１０２８６０００５６０８６０１３，开户行：建行北京白石桥支行）。２０１２年６期（每期定价３０．００元），总订价１８０．００元（含邮资）。

订阅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４６号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应用气象学报》编辑部；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８１。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８４０７０８６，６８４０８６３８。网址：ｑｋ．ｃａｍｓ．ｃｍａ．ｇｏｖ．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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