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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中部一次区域性暴雨天气过程诊断分析
牛乐田

（咸阳市气象局，陕西咸阳７１２０００）

摘要：利用常规气象观测资料、ＮＣＥＰ１°×１°的６ｈ分析资料和ＦＹ－２Ｃ卫星云顶亮温资料，对
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４—１５日陕西出现的一次区域性暴雨天气过程诊断分析，结果表明：初夏副高西伸并
维持，高原西风带长波槽稳定维持，槽前正涡度平流引导低层西南涡、切变加强东移成为此次暴
雨天气影响系统；三股气流在暴雨区汇合，强烈而持续的上升运动将能量输送到高层，有利于暴
雨的维持；ＦＹ－２Ｃ卫星云顶亮温小于－３２ｏＣ区的演变与ＭＣＳｓ生消有很好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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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入汛后，陕西中部地区一直干旱少
雨，气温偏高，旱情严重，对夏收夏播带来一定
的影响。６月１３—１６日，受西风带低槽和西南暖
湿气流共同影响，陕西自北向南出现一次明显降
水过程，强降水主要出现在陕北南部、关中西部
和北部，陕北１０～１１４ｍｍ，其中富县１１４１ｍｍ，
延长１０６１ｍｍ；关中１３～１２３ｍｍ，最大岐山１２３
ｍｍ；陕南１０～７３１ｍｍ，最大石泉７３１ｍｍ。陕
西中部地区降水主要在１４日夜间—１５日白天，
共出现６站暴雨，一站大暴雨。本文通过诊断分
析这次暴雨过程，试图揭示出陕西初夏干旱转折
天气（暴雨）形成的机理，以提高今后对该类天
气的预报准确率。

大环流形势及影响系统分析
１１５００ｈＰａ形势

６月中旬以来，高纬度地区维持两槽一脊形
势，贝加尔湖及以东为高脊，鄂霍次克海到日本
岛维持有冷涡，整个乌拉尔山地区、西西伯利亚
到新疆北部有宽广的深槽，副高５８８ｄａｇｐｍ脊线
稳定维持在２５°Ｎ。在其阻挡下，东部鄂霍次克海
到日本岛的冷涡维持，乌拉尔山到新疆地区冷空
气缓慢东移并有所加强，其前部高压脊在两者挤
压下变长。中纬度地区高原上空高度场逐渐增加，
河西到高原以东地区处于一致的西北气流之中。
３０°Ｎ以南地区形成一个宽广的西北—东南向西
风带高压坝，随后新疆冷涡底部不断分裂小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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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２计算机屏幕未出现监控软件或业务
软件的操作窗口，在桌面上双击软件图标打开软
件时提示“软件已经运行”。出现这种状况时监控
软件或业务软件无法操作。

处理方法这种情况出现在非正点时，可以
重新启动计算机，一般都会恢复正常运行。如果
重新启动后出现“问题１”，可按“问题１”的处
理方法解决。出现在接近正点时，为了保证正点

观测、发报，首先同时按下Ｃｔｒｌ＋Ａｌｔ＋Ｄｅｌ这三
个键，启动Ｗｉｎｄｏｗｓ任务管理器，选择“进程”，
在“进程”中找到ＳＡＷＳＳｅｘｅ或ＯＳＳＭＯｅｘｅ，
然后点击“结束进程”，关闭Ｗｉｎｄｏｗｓ任务管理器
后再启动监控软件或业务软件，软件就会恢复正
常运行，操作时注意不要把其他不该结束的运行
程序结束，否则会造成更大的麻烦。

（林彩艳，高志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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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人口总数的３８５％，主要分布在榆林西部、
延安西部，人口密度４２人燉ｋｍ２。
结论
４１陕西年均爤ＴＨ及年均爦均呈现明显的南北
地区差异，整体表现为由南向北、自东向西递减
的趋势。
４２综合分析考虑爤ＴＨ及爦，陕西１１月到来年３
月均处于人居环境气候不舒适期，４—１０月各地
不同，但４—１０月爦显示陕西都处于舒适区。通
过分析气候舒适期的长短，参考平均温度的特征
值，发现陕西省总体不存在人居环境气候高度适
宜地区和气候不适宜地区。
４３陕西省人居环境气候适宜度与人口分布有
着明显的相关性，表明气候条件是影响人口分布
的重要因素，全省人口明显集中分布于人居环境
气候适宜程度较高的地区。其中比较适宜地区主
要分布在渭南、西安、商洛、咸阳南部、宝鸡南
部、汉中、安康北部地区等；一般适宜地区主要
分布在榆林、延安、铜川、宝鸡北部、咸阳北部
地区、安康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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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气象站运行异常的处理方法
问题１自动气象站ＳＡＷＳＳ软件或

ＯＳＳＭＯ软件打开失败，或虽然打开了但无法正
常运行。这种情况一般会出现在软件升级后、参
数修改或自动站维护后重新启动软件时。

处理方法首先，将有故障的软件卸载，重
新安装，如果有升级包，只需点击升级。其次，打
开备份的系统软件安装文件夹ＳｙｓＣｏｎｆｉｇ，找到台
站参数数据库文件ＳｙｓＬｉｂｍｄｂ和台站辅助参数

数据库文件ＡｕｘＤａｔａｍｄｂ，将其复制后覆盖到安
装后的系统软件安装文件夹ＳｙｓＣｏｎｆｉｇ中，重新
启动计算机。最后，计算机启动后不要立刻启动
软件，先进入系统软件安装文件夹ＳｙｓＣｏｎｆｉｇ中，
打开系统运行配置文件ＳｙｓＰａｒａｉｎｉ，将第４行的
ＳｔａｒｔＴｉｍｅ（系统启动的开始时间）和第５行的
ＲｕｎＴｉｍｅ（系统运行时间）修改为当前时间，再
启动软件，软件就会恢复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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