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气象２００８年总目次
研究论文·技术报告
天气分析与预报
陕北榆林市一次暴雨过程的诊断分析袁媛等（１：６－１０）
渭北一次强对流天气预报解析 孙田文等（１：１１－１４）
利用机选相似方法建立雷电天气能量概念模型

高菊霞等（１：２２－２５）
陕南一次突发性暴雨过程分析 何可杰等（１：２６－２９）
陕北一次区域性暴雨过程的多普勒雷达回波分析

刘慧敏（１：２９－３２）
陕西中部一次局地暴雪天气过程分析

郭大梅等（１：３６－３９）
秦巴山区一次连阴雨的天气动力学特征分析

周丹等（２：１２－１４）
陕西省汛期降水气候异常成因分析及预测

肖科丽等（２：２０－２２）
陕北系列阵风锋天气过程分析 毕旭等（２：２３－２６）
陕北地区一次突发性暴雨综合分析刘慧敏（２：２７－３０）
一次强雹暴过程多普勒雷达产品特征分析

张小玲等（２：３１－３４）
２００６－０６－０３突发性暴雨预报讨论及成因

李祥林（２：３４－３７）
青藏高原东北侧干旱半干旱地区持续强降水的一种形成
机制 张弘等（３：１－５）
基于ＧＩＳ的西安城市强降水内涝预报预警系统

薛春芳等（３：６－９）
矢量在陕南大暴雨天气过程中的分析应用

党红梅（３：１６－１９）
陕西关中一次强雷暴天气过程分析

孟小绒等（３：２０－２３）
贵州山区山谷地形大气边界层夏季风温廓线结构特征分
析 孙海燕等（４：５－８）
陕西省中尺度模式降水预报效果检验李明等（４：９－１２）
位涡和高空急流在一次强沙尘暴过程中的作用

高维英等（４：１３－１７）
陕西冬季一次大雾天气的数值模拟和生消机制分析

林杨等（４：２４－２８）
２００７－０８－０８渭河流域区域性大暴雨天气过程分析

刘瑞芳等（４：２９－３２）
陕南一次暴雨天气过程的诊断分析赵强等（５：１７－２０）
陕西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９日区域性暴雨天气过程分析

姚静等（６：６－９）
关中初夏一次连阴雨过程的天气学特征分析

肖湘卉等（６：１６－１９）
湿位涡在陕西一次强对流天气中的应用分析

陶建玲等（６：１９－２２）
气候与应用气象
基于ＣＬＭ３模拟的中国区域陆地水资源分析

杜川利等（１：１－６）

南方涛动和热带海温与西北地区东部汛期降水关系分析
任广成等（１：１５－１７）

陕西省日照时数和日照百分率时空分布演变特征
吴林荣等（１：１８－２１）

陕西洪涝灾害与对策 段桂兰等（１：３３－３６）
榆林枣树开花期气象条件分析 陈焕武（１：４２－４３）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山地与川地气温对比分析

曲静等（１：４９－５２）
陕北丘陵区陡坡柠条林地与荒坡的土壤水分变化研究

白光明等（２：１－５）
陕西省４０年雪灾特征分析 葛徽衍等（２：６－８）
Ｐａｌｍｅｒ干旱指数与降水距平在陕西对比应用

乔丽等（２：９－１２）
连翘适宜气候条件与高产栽培技术

陈明彬等（２：３８－３９）
陕西交通气象服务效益个例调查评估报告

刘宇等（２：４０－４１）
商南县山洪灾害解释预报 张后发等（３：２４－２６）
西安大雾气候特征及成因分析 李建科等（３：２７－２９）
近５０年宝鸡暴雨气候特征 李建芳（３：３０－３２）
咸阳高影响天气事件风险评估方法罗慧等（３：３３－３６）
陕西沙尘暴时空变化特征与环流背景分析

王越等（４：１－５）
西安近５７年降水量变化分析 邓芳莲（４：２１－２３）
石化行业雷击风险评估技术方法应用

赵东等（４：３２－３５）
２００７年陕西气候特征及影响分析方建刚等（４；３６－３９）
陕西省干旱影响评估业务系统 张树誉等（４：４０－４３）
长春地区雷暴云起电活动的数值模拟研究

王芳等（５：５－８）
陕北地区近４７年降水小波变换分析

张桂梅等（５：９－１２）
陕西苹果主产区日最低（最高）气温的空间插值

郭兆夏等（５：２４－２６）
陕西省公路交通气象预报服务系统吕红等（５：２７－２９）
核桃高接换优增产技术 阮士文等（５：３０）
ＧＰＳ水汽探测原理及应用 周敏等（５：３１－３３）
地闪过程与降水量及雷达回波相关性特征分析

高菊霞等（６：１－６）
法门寺合十舍利塔防雷装置设计审核探讨

王仲文（６：２３－２４）
短期气候预测质量评估方法与业务考核办法

雷向杰（６：２５－２８）
大气物理及探测
一次飞机人工增雨作业效果分析马振华等（１：４０－４２）
汉台区酸雨特征及成因初探 孟茹等（１：４４－４６）
陕西自动气象站与人工气象站０～２０厘米地温对比分析

王小宁（２：１５－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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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新一代天气雷达冰雹云识别指标分析
刘子林等（２：１８－２０）

陕西人工气象站与自动气象站气压差异分析
阴秀菊（２：４２－４４）

自动气象站与人工气象站风速差异及原因分析
张红娟（２：４４－４６）

陕西人工气象站与自动气象站气温对比分析
曾英（２：４７－４８）

一次提前防雹试验及效果分析 李金辉等（３：９－１２）
ＶＩＬ产品在人工防雹中的应用 李秀琳等（３：１３－１４）
渭北人工防雹的研究与思考 樊鹏（４：１７－２０）
六种ＨＦＣｓ的辐射强迫与全球增温潜能

吴金秀等（５：１－５）
利用温度层结做冰雹单站预报 梁谷等（５：２１－２４）
多普勒雷达产品人工防雹应用技术指标

李秀琳等（６：１０－１２）
相关矩阵在风资料重建中的应用分析

陈建文等（６：１３－１５）
环境影响评价低空探测数据处理系统

毛明策等（６：４０－４２）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机房的电磁屏蔽 王百朋等（１：５４）
基于ＭａｐＧｕｉｄｅ技术的人影ＷｅｂＧＩＳ平台开发

罗俊颉（３：３６－３８）
陕西省气象远程网络教育培训系统建设及应用

董长林（３：４０－４１）
陕西省畜牧业气象服务网站的开发李美荣（３：４２－４４）
基于ＷＥＢＧＩＳ技术的陕西省气象信息共享系统设计

刘安麟等（５：１３－１７）
基于ＭＩＣＡＰＳ系统数据接口的０ｏＣ和－２０ｏＣ层高度计算
方法 毕旭等（５：３７－３９）
其它
温控风杯防冻仪的研制 白水成等（５：３９－４０）
自动气象站故障智能诊断器的设计

姜小云等（６：３０－３２）
气象科技论文中单位的规范表达 乔旭霞（６：３３－３６）
陕西地震灾区防雷援建避雷装置设计施工

米天明（６：３７－３８）
经验交流
大气探测
雷达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及故障处理杨艳（１：４６－４７）
夜间观云的辅助方法 罗利民（１：４８－４９）
自动气象站与人工气象站蒸发量对比分析

李亚丽（１：５２－５３）
浅析雷暴相关电码的编报难点 杨勇等（１：５６）
气候变化研究使用气候资料受影响的可能性分析

杨勇等（１：４９－５１）
汶川地震对陕西部分气象站地面气象观测的影响分析

邓芳莲等（６：２８－２９）
ＧＴＳ１型数字式探空仪检查与故障分析和排除

唐承乾（６：３９－４０）
湿度检定设备常见故障分析及排除方法

鲁物婷等（６：４３）

计算机应用
用ＶＢ＋Ａｃｃｅｓｓ设计车辆管理系统孟凯（２：４８－４９）
电脑死机原因分析及故障排除 王晓东等（２：５０－５４）
用ＡＪＡＸ技术实现陕西气象信息网页无闪自动局部刷新

景东侠等（４：４４－４６）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一代气象预报服务业务平台

齐军岐（５：４１－４２）
局域网ＡＲＰ病毒及防范 陈百川等（５：４６－４７）
其它
３７ｍｍ高炮跳梭子故障的分析与排除

马官起等（３：３９－４０）
１２１２１气象电话异常数据快速处理方法

李芬等（５：３３－３５）
市级“公路气象”栏目的策划与设计

赵小宁等（５：３５－３６）
台站园地
影响小麦条锈病的气候因子回归分析

赵婷等（４：４６－４７）
地面气象观测中存在的几个误区 杨建利（４：４８）
浅谈有关云的记录 马耀绒（５：４３）
如何正确理解大风连续跨日界编报之规定

韩莹等５：（４４－４５）
处理编报软件无法正常获取降水量的方法

祁宗敏（５：４５）
ＧＴＳ１型数字式探空仪施放前的准备工作

王雯燕等（５：４７－４８）
日照自记纸正确涂药漂洗方法 雷军奇（６：３２）
季节转换时Ｏｓｓｍｏ２００４软件的应用

高娟等（６：４４－４５）
工作研究
以提高天气预报准确率为核心的地市天气预报预测系统
建设的思考 朱海利等（２：５２）
提高管理水平促进防雷工作健康发展

杨增军（３：４４－４５）
面向“三农”需求着力提升服务能力

杜军（３：４６－４８）
气象科技服务财务监管有关问题思考

乐博琴（３：４９－５０）
建设人工影响天气高炮作业标准化炮站

刘芳等（４：５１－５２）
榆林１２１２１气象电话服务的发展韩姗姗等（６：４５－４６）
陕西人工影响天气地面作业安全管理

贾玲等（６：４７－４８）
陕西县级农业气象服务调查及思考

王建萍等（６：４８－５１）
赴日本气象业务服务考察体会 杜军（６：５２－５４）
报道
《陕西气象》２００７年度优秀论文和好文章 （４：２３）
陕西省气象部门新增正研级气象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人
员业绩介绍 刘海英（５：４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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