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主编语——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气象业务现代化的进

程全面开启，一直延续至今，不断推进。近年来，随着硬

件设施具备了一定基础，现代化的重心更多侧重于科技内

涵的提升，不仅在国家级业务单位要以国际先进水平为

目标，对于承上启下的省级气象业务体系的建设，现代化

的步伐也在加快。本期封面报告推出了“浙江省气象业务

现代化”栏目，两篇文章分别介绍了该省预报业务中基于

WRF模式和ADAS同化系统建立的浙江省快速更新同化系

统(P6)，评估显示该系统在日常降水和台风暴雨预报业

务中效果显著；另一篇文章对发生在桐乡市的龙卷风强

对流事件的分析诊断(P13)，反映了浙江基层气象科技

人员在分析总结局地强对流天气、提升预报和预警方面

所做出的努力。本期特写文章通过采访这两篇文章的作

者及相关科研人员，从特定视角给出了一些与推进气象业

务现代化相关的思考(P66)。

快速城市化是现代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特征之一，

而城市化对气候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广为人知的城市

热岛效应上，近数十年来的许多外场试验和观测事实表

明，城市的迅速发展同样也影响着城市降水的时空分

布。本期文章(P17)通过回顾城市化降水效应的有关研

究进展，概述了城市化进程通过改变城市下垫面属性、

城郊热平衡差异、局地环流等因素，从而对降水造成的

影响。同城市化造成的降水效应相比，对于城市气候中城

市冠层内部的一些微尺度气象或环境问题的研究，如城

市风环境、热环境及空气污染，计算流体力学技术的应

用则体现了其独特的优势(P23)。

在西北太平洋热带地区，台风活动总会受到不同时

空尺度的天气气候系统(如HJ0)的影响，它们对台风生

成、结构强度变化和路径都有重要影响，如何从观测或

者再分析资料中分离出台风环流及其环境气流是此类研

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期文章(P31)使用了一种分

离台风环流的多尺度窗口变换(MWT)方法，有助于研究复

杂的多时间尺度环流相互作用过程。

与浙江省气象业务现代化栏目相呼应，本期“基层

现代化”栏目的4篇文章(P42一P60)，介绍了不同地区的

基层气象部门，包括气象局系统外的气象从业人员，在强

天气过程分析等方面做出的一些有特色的工作。另外，基

层预报人员对一些气象行业标准的思考和疑问(P61)尤

为值得关注。

大气科学类科技期刊作为大气科学学术交流、成果

发布的重要载体，越来越受到气象业务和科研机构的

重视，本期“论坛”文章(P63)选取了总被引频次、影响

因子等关键指标，对我国34种大气科学类期刊进行了评

价，其结果可为广大气象科研工作者、决策管理者、期刊

主办单位了解期刊状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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