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内也有适宜的地方，生产上应具体掌握，科学
安排。

榆林南部米脂、子洲、绥德、清涧、子长尽
管果实颜色、风味俱佳，但生长期降水量普遍偏
少，成品果果个较延安、渭北果区明显偏小，影
响其市场竞争。建议有灌溉条件（滴灌或集雨措
施灌溉）的地方适时灌溉，解决果实小的问题。同
时选择适合当地的品种，既增加陕西苹果产品类
型，也增加其市场竞争力。
４２１综合评价最适宜范围的甘泉甘泉山地
是林区，川道人均面积大，苹果主要集中在洛河
川道。虽然甘泉主要气象条件在最适范围，但因
湿度较大，常致苹果果锈较明显；同时花期冻害
发生频率高，低温强度大，日最低气温≤－２ｏＣ出
现频次为１３９次燉ａ，其中能引起严重冻害最低气
温≤－４ｏＣ出现频次为０４２次燉ａ，花期冻害风险
属重度风险区［４］。甘泉县苹果园选择一定要根据
地形特点，因地制宜，尽量不要将果园建在低温
冻害严重的谷地，且每年花期要做好防御霜冻工
作。
４２２气候评价属适宜区的吴起和志丹吴起和
志丹属白于山区，９０％以上地区海拔在１３００ｍ以
上，虽光照条件好，但气温偏低，降水不足。气象

灾害除干旱外，还有大风、冰雹和霜冻危害。尤其
是春季花期冻害（属重度风险区），是苹果生产的主
要气象灾害。花期冻害不仅频次最多，日最低气温
≤－２ｏＣ出现频次分别为１７３次燉ａ和１９３次燉
ａ；且强度最大，能引起严重冻害最低气温≤－４ｏＣ
出现频次分别为０５０次燉ａ和０６９次燉ａ；此外幼
果期遭遇冻害的频次也最多，分别为０５３次燉ａ和
０８９次燉ａ。白于山区是果树花期冻害重度风险区，
也是当地发展果业生产必须考虑的问题。

谷底和川道极易发生冻害，建议根据当地地形
特点，选用一些耐寒品种，在小气候条件较适宜坡
地小范围种植，并将种植高度控制在海拔１４００ｍ
以下，同时要重视果树花期冻害预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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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气象站Ｊ文件丢失数据的修补方法
随着自动气象站的投入使用，台站已基本实

现基本气象要素自动化观测，但是由于配套的软
件运行有时不稳定，发生Ｊ文件丢失数据的情况。
现结合工作实践，简单探讨Ｊ文件丢失数据的修
补方法。

Ｊ文件发生丢失，要利用自动气象站数据质
量控制软件（ＡＷＳＤａｔａＱＣ）来实现数据的修补，
通过该软件文件菜单中的“保存、另存为、数据
导入、导出”实现。

步骤一打开“自动气象站数据质量控制软
件”，在“文件”菜单中选择”打开”，则会弹出查
找范围（Ｉ）ＡｗｓＳｏｕｒｃｅ文件夹存放的所有数据文
件，然后在文件类型（Ｔ）框中寻找缺测项目分钟
数据的文件名。如：某站５３７８４，２００８年４月１日

的分钟气压文件（Ｐ）丢失，则找回步骤：在
ＡｗｓＳｏｕｒｃｅ文件夹中打开气压要素缺测数据文
件，选中缺测区域，点击文件，选择数据导入，在
文件路径中选择ＡＷＳ５３７８４２００８０４０１ＲＴＤ的
存放路径，对话框会显示该文件是否存在，显示
“有”，点击“确定”后数据会自动导入所选缺测
区域相应的分钟数据表格中，在自动站数据质量
控制界面的文件菜单中选择“保存”，弹出管理员
操作对话框，输入口令后点击“确定”，弹出提示
界面为“数据文件已保存在Ｃ：燋ＯＳＳＭＯ２００４燋
ＡＷＳＤａｔａＱＣＦｉｌｅ燋ｐ５３７４８０４００８文件中！”，点击
“确定”后退出该操作系统，提示“是否保存在Ｃ：
燋ＯＳＳＭＯ２００４燋ＡｗｓＳｏｕｒｃｅ燋ｐ５３７４８００８的更
改”？点击“是”，弹出验证口令，点击“确定”弹

４ 陕西气象 ２００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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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暴雨个例倾斜涡度发展和干侵入分析
郭大梅，慕建利，刘瑞芳，乔剑

（陕西省气象台，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利用常规观测、ＦＹ２Ｄ相当黑体亮度温度牠ＢＢ、ＮＣＥＰ再分析资料对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０—２１
日发生在陕西西南部的大暴雨诊断分析，结果表明：北涡南槽为大暴雨提供了有利的形势场，暴
雨是多个中尺度对流云团造成的，暴雨区低层具有正压位涡＜０，为斜压位涡＞０的配置，高层湿
位涡下传使得低层位势涡度增大，有利于低层气旋性涡度增长，使降水加强。叠加了相对湿度场
的垂直环流的发展、变化特征能清楚地反映干侵入与强降水的关系，干侵入对中尺度对流云团起
激发作用。
关键词：陕西暴雨；高原涡；倾斜涡度发展；干侵入
中图分类号：Ｐ４５８１２１１ 文献标识码：Ｂ

近年来倾斜涡度发展理论和干侵入被用于暴
雨和其它天气系统的诊断分析，取得了一些成
果［１３］，但用于高原东北侧暴雨的研究较少。２００８
年７月２０—２１日陕西西南部发生暴雨、大暴雨天
气，２０日２０时—２１日２０时关中西部、陕南西南
部出现暴雨１６站，其中７站大暴雨天气，有５个
暴雨中心，分别位于长武、千阳、佛坪及南郑附近，
其中南郑降水量最大１４６２ｍｍ，强降水主要集
中在２１日００时—２１日１５时（北京时，下同）。暴
雨引发洪涝、泥石流、滑坡等造成关中、陕南９个
县（区）、３８个乡镇１６１３万人受灾，紧急转移安
置１２９０人，因灾死亡１０人，失踪２人，受伤６
人；倒塌房屋２０１户５４０间，形成危房６５５０间；

农作物受灾面积９８８０ｈｍ２，绝收１７５０ｈｍ２，冲毁
农田３１０ｈｍ２。本文利用ＮＥＣＰ燉ＮＣＡＲ１°×１°再
分析资料，ＦＹ－２Ｄ卫星０１°×０１°逐小时的１５
分云顶亮温牠ＢＢ以及常规观测和自动雨量站资料，
采用倾斜涡度发展及干侵入理论对此次暴雨天气
进行诊断分析和研究，探讨此次暴雨发生发展的
物理机制，对今后的预报提供有益的理论依据。
环流形势分析

７月１９—２１日５００ｈＰａ天气图（图略）上，欧
亚中高纬度地区维持稳定的两槽一脊，西西伯利
亚、鄂霍次克海地区分别为一低槽，贝加尔湖地
区为一高脊。暴雨发生前，２０日２０时，高原东部
有一低涡，华北—渤海湾有一冷涡，高原南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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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提示数据文件保存在“Ｃ：燋ＯＳＳＭＯ２００４燋
ＡＷＳＤａｔａＱＣＦｉｌｅ燋ｐ５３７４８０４００８文件中！”，点击
“确定”。Ｔ、Ｕ、Ｒ、Ｆ分钟数据文件以类似方法
导入。

步骤二将Ｃ盘下ＡＷＳＤａｔａＱＣＦｉｌｅ文件夹
中的５个分钟数据文件拷贝到Ｃ盘下的
ＡｗｓＳｏｕｒｃｅ文件夹中，退出该操作系统。

步骤三打开地面测报业务软件，选择“数

据维护”菜单下的Ｂ文件→Ａ（Ｊ）文件，再选择
所转换文件年、月，点击“转换”，输入验证口令
后点击“确定”，此时界面弹出“Ｃ：燋ＯＳＳＭＯ２００４
燋ＲｅｐｏｒｔＦｉｌｅ燋Ａ５３７４８－２００８０４ＴＸＴ已经存在，
覆盖该文件吗（除附加信息外）？”，点击“是”退
出该操作。

至此，完成Ｊ文件丢失数据的修补。
（李桂萍，贺亚，钟慧玲）

５２００９（６） 陕西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