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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我国降水周题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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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是与国民握济有紧密联系的一种天气
,

降水量的时简与地区分布的变化很大

不同的基本建殷与生产部阴
,

对降水情报的要求因而也不一样
,

时简有长有短
,

地区有大

有小 解放以来
,

我国气象工作者对于降水简题做了不少工作
,

取得了互大成精 不仅在

一定程度 满足了基本建毅与生产部四的要求
,

还使我佣对降水现象与趁程有远较十年

前为清楚的概念
,

对降水镇报也比从前有把握

十年来关于降水简题的研究工作
,

可以分为下述几种类别

第一类是从满足短期渭报的任务出发
,

以钝粹天气学的观点与方法
,

来从事降水研究

工作的
,

其重点在 于降水的地区分布与天气系兢的关系 冷空气活动与降水的关系
,

我国

劳动人民已积累了几千年的握脸
,

二十多年前竺可植 郎曾自近代气象学观点
,

根据当时

稀少的豁录
,

加以渝征 解放后
,

国民握济恢复时期
,

我国气象工作者利用逐年增加的地

面观测及高空测风靓录
,

进一步衬渝了冷空气活动与降水的关系
,

出现了不少这方面的渝

文 陈汉耀
、

廖洞置冈关于雷雨分型的工作
,

李明 熙
、

牟推丰
、

赵国藏  关于高空流型与华

中华南降水的工作
,

椽蕴初〔月 关于降水中心的位置与移动方向及其与高空槽的关系工作
,

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陈
、

廖二人指出 与冷锋
、

冷涡有关的雷雨次数最多
,

张度也较大

李
、

牟
、

赵等人所得出的夏季降水天气系兢有切变袋
、

高空涡旋
、

锋面低压
、

静止锋
、

冷锋等

的拮输
,

在当时气象靓录的条件下
,

是卓越的成果 楼蕴初所指出的降水中心位于高空槽

的东方
,

并随高空气流运行的现象
,

不仅对三推降水天气桔构有所揭露
,

还阐述了运动与

发展周题

在这一时期中
,

我国气象工作者还对长期以来郎受到重视的梅雨简题
,

作了进一步的

研究卜 ,, ,

使我俩对于梅雨与天气系兢的关系
,

梅雨季节降水情况的时简分布
,

有了比较

明确的款藏

低释度系兢如东风波与中高释度的西风槽简的交互作用
,

对于中国降水的互大影响
,

也开始注意了 

年曾对全国炎害性降水进行了尉渝  ,

总桔了各种根据地面图
、

测风及少数探空

靓录从事降水分析预报的事实与握麟
,

是集前几年工作之大成

年后
,

由于探空祀录的增加
,

比较糊致的三推分析有了可能 榭义炳等 〔 衬渝

了引起夏半年降水的五种天气系兢郎冷锋
、

暖锋
、

阻塞高压与切断低压
、

季风低压与赤道

锋
,

及台风等的温压锡三推桔构与演变过程
,

是这一类工作的开端 后徐达生等 , ’刀的工

作
,

使我俩对于长期以来郎曾注意的华北回流降水天气的三推桔构与过程的概念
,

得以澄

清 刘匡南
、

董克勤网 关于台风拮构 与降水分布的研究
,

是关于登陆台风相当韧致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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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夏以后
,

关于降水天气系兢与短期过程的研究不仅涉及的简题更广泛
,

并且

逼近了中分析范畴 这一类工作的代表作是陶爵言
、

章淹
、

陈文琦 ,
‘ 、

陶爵言
、

归佩兰  !
、

张玉玲
、

陈秋士
、

张缭  ! 等人所指导的工作粗的工作 现在这些工作都还在推覆进行中

第二类是从满足中长期预报的任务出发
,

自中长期天气过程或大气环流观点来从事

降水研究工作的 涂长望
、

牛天任 ! 关于中国夏季水旱的研究
,

是利用远不完善的靓录而

获得良好拮果的范例 联合 中心 ! 曾应用苏联 自然天气周期的概念
,

贰做我国夏季降水渭

报
,

是学习苏联的代表作 后新义炳
、

曾庆存  ! 关于盛夏中国降水天气控制因素与中期过

程的工作
,

陶待言
、

赵煌佳
、

陈晓敏叫关于梅雨季节大气环流较长期过程的工作
,

陈踢章囚

关于应用赤道天气图研究台风发生发展的工作
,

都有其一定的创造性晃解 自大气环流的

季节变化观点
,

直接从事预报工作的
,

则有李选周网 关于云南雨季开始时期的预报
,

及

榭义炳
、

王耀生
、

陈受钧
、

戴武僳等所指导的工作粗关于长江中上游雨期雨量的 中长期

预报曰周 后者的重点在于西风及南北交换年指数的准守恒性
,

关键地区气压形势锡变

化的规律性
,

大中小型天气系兢
,

长中短天气过程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制拘的规律性
,

是

关于大气环流演变过程及其在天气预报的应用方面此较全面的工作
,

现在还在糙擅进行

中
。

第三类工作
,

可以禽是属于天气气候学及兢豁学方法的
,

其目标也是为了满足长期

预报的需要 吕炯叫 关于海水温度与水旱简题的研究
,

根据历史 海洋水温的靓录研究

其与中国水旱的关系
,

是由海洋学与气象学观点研究长期天气过程的尝贰
,

可惜这一类

工作做得太少了 福跌初刚 从气候学观点以挽爵学方法从事长期预报的研究
,

在当时的

昆录条件下
,

是一件卓越的工作 其方法曾为广大台站预报 鼠所采用
,

并将其方法拮合各

地的具休条件与简题
,

推广补充
,

八年来在国 民拯济建殷中
,

起了良好的作用 章淹
、

戴武

僳叫 关于降水的客观预报方法
,

是利用兢舒学方法处理天气学概念
,

从事短期降水预报

的
,

也为各地台站采用补充
,

在生产上起了‘定的作用 朱炳海 ! 关于降水弦度
,

高由禧
、

郭其蕴关于秋雨 ! 等工作
,

也可供将来这方面工作的参考

第四类是从不同的模式出发来研究最大降水可能性简题 叶篇正
、

徐淑英 ! 曾斜算

出华北五分钟降水最大弦度可超过 毫米
,

这对于水土保持工作
,

及水康管理方面是一

个有用的参考青料 谢义炳
、

唐知愚
、

王作述等指导的工作粗 !
,

以中长期天气过程观点
,

从事长江上游地区 天的最大降水量的研究
,

在国民握济建殷中
,

起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
,

还有由水汽循环观点
,

来研究降水成因的 这方面的工作此较少 徐淑英 ! 舒

算了月平均值
,

谢义炳
、

戴武僳刚卦算 个例
,

肯定了水汽下层输送大与大陆是水汽来源之

一等事实 还有根据数理航爵理萧
,

来考虑年雨量分布特性的
,

如徐尔激网的工作
,

这对

进一步定量处理降水分布是有帮助的 数值降水预报工作也已开端  !

自学科观点看来
,

降水简思的根本解决
,

应包括海洋与大陆表面的水分蒸发
,

湍流与

对流的垂直传送及水平翰送与顿合
,

水汽的凝桔与降落等不同大小的长短的过程
,

简题是

极端复杂的 十年来虽然我国气象工作者做过了不少工作
,

发表过的渝文及油印文件在

百篇以
,

也初步满足了一部分国民握济建殷的需要
,

但离全部解决简题的阶段
,

还有不

小的距离 粗掀力量
,

整体考虑
,

分工协作
,

当能加速这个重大简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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