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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西藏暴雪天气大都出现在每年的 10 月到次年 4 月，是孟

加拉湾、阿拉伯半岛低纬度系统及南支槽的共同影响下产生

的。在南支槽前分布的西南暖湿气流北上的过程中，同北下

的冷空气汇合，极易在西藏地区形成暴雪天气，且降雪强度

很容易达到暴雪、大暴雪，甚至是特大暴雪，进而引发灾害

性天气，会压垮房屋，暴雪天气出现时往往伴随着强降温天气，

进而造成道路结冰中断，厚厚的积雪极易将牧草掩埋，牲畜

因无法觅食而出现死亡等，严重危害着当地人民生命财产、

牧业生产、电力设施、交通运输和通讯系统等。因阿里地区

经济的快速发展，暴雪对当地社会经济生活，尤其是交通运

输的影响较大。因此，对暴雪天气的预报已经引起了当地政

府和居民的高度关注。关于暴雪天气很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对其的发展规律和形成机理都有一定的认识，但是相

关的经验仍旧较为薄弱。基于此，本文利用地面观测资料、

NCEP 再分析资料、台站观测资料等对 2017 年 4 月 6~7 日西

藏阿里地区的暴雪天气过程形成原因和机理进行探讨，并寻

找暴雪天气预报的着眼点，以提升此类天气过程的预报能力。

1. 天气实况及气象服务

2017 年 4 月 6 日上午开始，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出现大

范围降雪天气，其中普兰和扎达一带出现了强降雪天气。西

藏气象部门严密监视，提前准确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全力应对强降雪天气。截至 6 日 18 时，普兰县降水量 9.3 毫米，

积雪深度 4 毫米，狮泉镇降雪量 5.8 毫米。另外，据扎达县

村级气象信息员实测报告，该县底雅乡底雅村积雪深度达 70

至 80 毫米。阿里属于降水稀少的地区，此次出现的大范围降

水天气是近三年来出现的范围最广、强度最大的一次降雪天

气过程，降雪天气虽给当地道路交通和放牧带来一定影响，

但对阿里正在进行的春耕春播和草场返青及改善空气质量非

常有利。预计，此次降雪过程将于 4 月 8 日基本结束，气象

部门将继续严密监视，全力做好预报预警服务工作。

针对此次强降雪天气，自治区气象台于 5 日发布了降水

预报，阿里地区气象局及时向地委、行署和相关部门报送信息，

提请交通、公安等部门做好道路管控工作，并及时通过电视、

电子显示屏、手机短信、微信等向社会公众发布，提醒注意

交通安全、牧民做好降雪降温防御措施。降雪过程期间，自

治区气象台与阿里气象台进行了视频会商，分析研判降雪发

展趋势，及时发布滚动预报。随着降雪持续，6 日 11 时，阿

里地区防灾减灾指挥部发布暴雪黄色预警信号；12 时，普兰、

扎达两县也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同时发布了暴雪黄色预警信号。

两县 23 个行政村的兼职气象信息员向村两委和农牧民群众及

时传递预警服务信息，提醒农牧民提前采取避险措施，各村

兼职气象信息员还实时测量本村积雪深度并定时向本级气象

部门汇报，为气象部门及时了解降雪情况发挥了重要作用。

2. 环流形势

2.1 地面要素分析

西藏境内地域辽阔，海拔高度间有很大差异存在，对该

地 24h 变压进行分析极为重要。强对流天气过程同 24h 变压

线间的联系较为紧密，0 变压线向东移动的过程中，强对流

也随之向东转移。对于出现在西藏阿里地区的这次暴雪天气

来说，0 变压线东西两侧的变压梯度较大，在位于 8~10hPa

支架时，强对流天气随着变压梯度的减小而减弱。在暴雪天

气还没有出现之前，欧亚中高纬度地区呈现出“两槽一脊”

的径向环流形势。两槽分别出现在日本海和西西伯利亚地区，

有一脊则出现在乌拉尔山脉附近。从 4 月 6 日开始，乌拉尔

山脊区东部地区有较为明显的偏北气流出现，且随着冷空气

分裂出去进而向南方地区转移，在途径新疆后开始进入到西

藏北部地区。在伊朗高原中东部地区则有南支槽存在，而在

南支槽前的西南急流区域则是印度中西部地区所在位置。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西伸趋势较为明显，有利于暖湿气流

的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暖湿气流在与冷空气汇合后有利于

降水天气的出现；因地形抬升作用的影响，阿里地区有较为强

烈的辐合上升运动产生，为降雪天气的发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

件。因西风槽逐渐向东转移，从 7 日开始从西藏地区移出，影

响西藏阿里地区的暴雪天气基本结束。阿里地区这次暴雪天气

产生和维持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南支槽缓慢移动造成的。另外，

500hPa 急流可对水汽进行输送，使得降水天气出现之前，西藏

南部的比湿数值增大趋势较为明显。西藏大部分地区的比湿数

值在 60%~90% 之间，区域上空有较为充足的水汽条件，也是

造成西藏阿里地区暴雪天气发生的主要原因。

在 400hPa 位置处，印度半岛有西风槽存在，且呈现出东

2017 年 4 月初西藏阿里地区暴雪天气过程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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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辐合上升运动产生，为降雪天气的发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阿里地区上空 500~300hPa 高空处的相对湿度均在 70% 以上，

说明暴雪天气出现时有充足的水汽条件；因西南急流不断向东部地区转移，抽吸作用强度有所减弱。低层处的冷空气侵袭使得

辐合抬升作用加强，为西藏阿里地区暴雪天气的出现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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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升气象服务与综合业务的应对措施

3.1 提高气象预报精准度

现代农业的生产发展离不开准确、及时的天气预报和监

控数据，在农牧地区又增设了一个全天气象要素监测网点，

采集各种天气要素的值，通过多项数据的分析计算可以得出

一个较为精准的天气预报数据。定期地组织人员开展了业务

学习和培训，不断提高了我县的气象观察队伍的工作人员专

业技术能力水平，增强了我县观测队伍的工作人员专业和道

德修养，做到了爱岗敬业，认真负责，全面提高了我县观测

队伍的工作人员专业和综合能力。加强重大自然灾害天气事

件进行的过程性会商，把推进气象防灾、减灾工作作为各项

重要任务和工作重点，实现了将精准的自然灾害气象预报和

灾害减灾预警工作作为现代化农牧业的服务功能。

3.2 开发式多样的气象为农服务产品

根据囊谦县推进现代农牧业技术和发展的要求，气象及

其他农牧业科学技术服务工作人员应深入到农牧区，了解掌

握当地农牧民群众对于气象预报技术和产品的实际需要，针

对实际情况研究制作专门的气象服务和产品，增加农牧业气

象预报技术服务的方式和产品类型，切实为当地农牧业的发

展提供了精细化、合理性的气象服务，确保了气象技术和服

务能够跟上现代化畜牧业的生产要求。

3.3 完善气象信息的发布手段和渠道

在农牧区建立气象信息预警大喇叭，人员密集场所设立

LED 显示屏，日常开展天气预报信息及农牧服务信息播报，

遇突发性灾害天气，及时发布气象预警信息，提高气象信息

时效性，特别是农事季节，通过及时准确预报预警，使农民

有足够时间做好气象灾害预防工作。由地方政府支持，以政

府主导、气象部门协作，规范气象信息员队伍，确保气象服

务信息进村入户，使气象信息尽可能在农牧区畅通传播，扩

大信息覆盖面，解决气象服务信息最后一公里问题。

3.4 建设长效气象为农牧业服务机制

气象部门要与政府等相关部门加强联动，提高农牧业生

产气象防灾减灾重要性认识，争取政府部门及社会支持，推

进气象与各涉农牧业部门联动工作，增大建设资金，构建气

象为农牧业服务体系，使气象为农牧业服务工作获取有力的

科技及充足资金、人员支撑，提高农牧区气象灾害综合防御

能力。

4. 结语

新形势下，提高囊谦县气象服务与综合业务工作至关重

要，对于稳定农牧业生产意义重大，气象部门要通过多种途

径提高气象服务水平，保障社会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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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北抬的趋势，且槽前的西南急流强度较大。该现象说明了

区域内的有深厚的西风槽存在，低层则存在强度较大的西南

急流，对于水汽输送则较为有利。

3. 物理量诊断分析

3.1 水汽条件

对于强降雪天气来说，其出现时需要大量的水汽输送，

通过分析阿里地区相对湿度的时间 - 空间剖面图，不难发

现在 4 月 6 日 11 时到 7 日 10 时这段时间内，阿里地区上空

500~300hPa 高空处的相对湿度均在 70% 以上，说明暴雪天

气出现时有充足的水汽条件；而在 6 日 18 时到次日 10 时，

500hPa~400hP 高度处的相对湿度超过了 85%，同阿里地区降

雪天气出现的时间始终保持一致。

3.2 动力条件

强降雪天气影响范围和强度同低层辐合场及高层辐散场

之间有很好的对应关系。6 日 20 时 500hPa 高度处，阿里地

区位于正涡度区内，而 200hPa 高度处则属于负涡度区，这种

高空辐散、低层辐合的高空形势，有利于高空西南急流的抽

吸作用，对于暴雪天气的发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另外，

因西南急流不断向东部地区转移，抽吸作用强度有所减弱。

低层处的冷空气侵袭使得辐合抬升作用加强，为西藏阿里地

区暴雪天气的出现提供了有利条件。

4. 结论

（1）暖湿气流在与冷空气汇合后有利于降水天气的出现；

因地形抬升作用的影响，阿里地区有较为强烈的辐合上升运

动产生，为降雪天气的发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2）阿里地区上空 500~300hPa 高空处的相对湿度均在

70% 以上，说明暴雪天气出现时有充足的水汽条件。

（3）因西南急流不断向东部地区转移，抽吸作用强度有

所减弱。低层处的冷空气侵袭使得辐合抬升作用加强，为西

藏阿里地区暴雪天气的出现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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