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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何金海，徐海明等著的这本《青藏高原大气热源特征及其影响和可能
机制》利用各种再分析资料和日本GAME等资料计算了青藏高原上空及其周
边地区大气视热源并就其合理性和可信性进行了深入比较，特别是应用近
年来有关高原实验的实测资料(尤其是垂直探空资料以及卫星遥感资料)对
高原视热源加热率垂直廓线的合理性进行了客观的检验和判断。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讨论了青藏高原上空大气热源的时空分布和振荡特征及其对东
亚乃至全球天气气候的影响方式和可能机制，同时讨论了不同垂直加热廓
线的加热对我国天气气候的不同影响。
    《青藏高原大气热源特征及其影响和可能机制》着力于以获得较为准
确的青藏高原上空大气热源强度的时空分布特征为基点，以探究其对东亚
乃至全球天气气候的影响和可能机制为目标，进而为天气预报和气候预测
工作者提供重要科学依据。本书可供大气科学研究工作者、气象业务工作
者及高等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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