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年前得出的降雹回波移动主要路径对照可以

看出,延安市境内降雹回波产生的源地没有变化,
但从源地产生的对流回波多沿山谷走向移动,南

部子午岭源地产生的对流回波沿南北两条山谷移

动。黄龙山南源地分为东西两条路径,逆山谷而

北上,对流回波移动明显缓慢,发展迅速,生命

史较短。

6 小结与讨论

6.1 延安市中部的宝塔区及南部的洛川是冰雹的

多发区域,每年平均出现降雹日在6d以上。一

年中降雹日主要集中在5—8月,5月降雹主要分

布在延安南部以洛川为中心的富县、黄龙、黄陵

一带地区。进入6—7月,降雹主要区域明显北抬

至宝塔区。8月延安市降雹分布较为均匀,无明

显的降雹集中区域。9—10月形成从洛川至宝塔

南北分布的降雹主要区域带。

6.2 一日中降雹主要发生在14—20时,6月白

天降雹时段较其它月份明显提前3h,而7月降雹

时段较其它月份明显推迟3h,5月、8—10月的

降雹多属午后降雹。在8月有两个降雹集中时段,
一是在午后15—16时,一是在傍晚前后的19—20
时。

6.3 7月是大范围的区域性降雹、连续性降雹过

程高发期。

6.4 降雹高值区呈现两区两带的特点,雹云产生

的主要源地为白于山、子午岭和黄龙山南。降雹

对流单体的移动和传播与地表的地形地貌关系十

分密切,一旦降雹对流单体产生后,随高空环境

风方向移动,主要有5条移动路径。

6.5 强对流回波出现时大多延安测站上空500、

700hPa为一致的西北风,此型占总降雹日数的

80%。当延安测站上空700hPa转为偏南风,对

流回波移动速度受地面地形和近地面流场的影响

明显减小,移动方向一般沿环境风向左偏移。当

延安测站上空500、700hPa为西南风或有偏南风

分量时,初始回波出现较晚,一般在午后形成,
强对流回波尺度大,垂直高度较高,分布也广。
此型一般为静止少动并会常产生短时强降水和下

击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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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气象服务的新手段———手机智能移送客户端

  陕西手机智能移送客户端 (掌上移动气象台)不仅

能够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政府、行业及公众提供11地市

天气实况、常规天气预报、卫星云图、多普勒雷达、全

省自动站实况、各类气象预警信息、森林火险等级预报

等丰富的气象资讯,更以其使用便利性、操作快捷性、

服务针对性、内容精细化等特色优势成为现代气象信息

服务的 “宠儿”。通过 “掌上移动气象台”,能够实现各

类突发事件预警信息的采集,确保预警信息在省、市、

县三级联动发布传输,开辟出了一条畅通、有效的突发

公共事件预警信息发布渠道。目前,陕西省气象局已相

继完 成 了 基 于 Window mobile、JAVA 手 机 系 统 以 及

iPhone版、Android版等智能手机客户端 (掌上移动气

象台)的开发并上线运行。

(徐军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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