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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常规天气图、数值预报产品资料,对2019年台风“利奇马”减弱后的热带低压进行综合分析,主要针对2019年8月10—12日其影响

绥中的一次台风北上过程进行个例研究,结果表明：此次天气过程主要由台风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冷空气和地面气旋共同影响造成的,系统动力

抬升条件好,水汽输送条件好,导致绥中多个站点出现暴雨和大暴雨天气。 

[关键词] 热带低压、暴雨、水汽输送 

 

台风灾害多是由台风暴雨引起的,目前对台风暴雨的研究较为广泛

1。绥中县位于辽宁省西南部,南邻渤海,属于亚湿润区季风型大陆性气

候。由于地形特点,近二十年来受台风直接影响次数较少。2019年受9号

台风“利奇马”影响,绥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此次天气过程是受

北上台风影响的暴雨个例,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分析,以不断积累北上

台风暴雨预报经验。 

1 台风概况 

8月10日01时45分,台风在温岭市城南镇沿海登陆。随后,纵穿浙江、

江苏两省,后移入黄海海面。8月11日20时50分在山东省青岛市沿海再次

登录。后期移入渤海海面并不断减弱。13日14时,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

编号。 

2 降水实况 

10日1时到13日23时全县 大降水量：347.3mm(塔山屯镇天龙寺

港),24个乡镇平均降雨量：199.5mm,乡镇 大降水量：279.7mm(加碑岩),

所有乡镇降水量均超过100毫米,降水量超过200毫米的乡镇12个。 

各乡镇降水量(单位：mm) 

绥中 276.3 加碑岩 279.7 网户 267.6 荒地 224.3 前 卫 221.7 王宝 219.7

高岭 219.0 西平 215.7 大王庙 211.4 高台 208.9 明水 207.0 沙河 203.6

高甸子 197.6 小庄子 190.0 前所 187.2 万家 173.3 西甸子 169.2 塔山 166.2

李家 164.2 葛家 161.8 永安 161.0 秋子沟 160.2 宽邦 154.6 范家 148.9

 

3 环流演变与水汽条件分析 

形成降水的 基本条件有两个,即充沛的水汽和上升运动2。这次台风

大暴雨过程是在热带、副热带、西风带系统共同作用下出现的。台风北上

与西风槽结合,相互的叠加作用给绥中带来强降水。 

10日01时,台风带来的暖湿空气与冷空气结合,在辽西一带形成锋面

系统,12日08时,如图一所示,随西风槽东移南压,热带低压北上与之结合,

系统合并后移动较慢,中心位于山东北部。如图二所示,850hpa低压环流倒

槽已影响辽宁西部,绥中处于倒槽右前方,配合地面倒槽形成辐合(图三),

动力条件非常有利。12日20时,台风外围的东南风急流源源不断的输送水

汽,低层风速在16m/s,从850hPa相对湿度和风场可以看出,绥中地区为主

要的辐合区,随着系统逐渐向东北推进,绥中的水汽通量辐合愈加有利,12

日夜间强降水开始。 

事实上,10日03时降水从绥中西南地区开始,遍布全县范围,11日21

时至12日20时降水加强,全县平均降水量为93.5mm, 大降水量为

153.4mm。小时雨强加强时段为07时至15时,全县 大小时雨强为23.5mm。 

 

图一  12日08时500hpa环流形势 

 

图二  12日08时850hpa环流形势 

 

图三  12日08时地面形势 

 

图四  水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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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林业事业取得了多元化发展,林木种苗培育技术是林业工程建设的主要技术,对林业工程事业持续

健康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就目前我国林木种苗培育技术发展现状而言,还存在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基于此,本文结合理论实践,在简要阐

述林木种苗培育技术重要性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发展现状,并提出此项技术在林业工程建设中的具体应用路径及应用要点,希望我国林业工程

建设发展有一定的参考及借鉴。 

[关键词] 林业工程；林木；种苗；培育技术 

 

引言 

林业工程发展水平,对一个国家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发展林业工程,既能促使我国林业事业长久发展,也可以净化空

气,改善空气质量,实现节能减排。目前我国空气污染非常严重,亟待全

面改革优化。就我国目前林业工程发展现状而言,还存很多问题需要解

决,主要原因在林业工程建设中,多采用传统种植方式,效率比较低。在

科技化时代,将先进的技术应用到林木种苗培育中,可大幅度提升林木

种苗培育的成活率、抗旱性、抗病虫害能力,从而促使我国林业工程事

业持续发展。基于此,开展林业工程建设中的林木种苗培育技术分析就

显得尤为必要。 

1 发展林木种苗培育技术的重要性 

1.1有利于推动林业工程事业持续发展 

在林业工程建设中,需要用到大量优质林木种苗。为提升林业工程建

设效率,需要综合考虑区域地质条件、水文条件、气候条件等, 然后应用

先进的林木种苗培育技术。在我国环境污染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国家越来

越重视林木种苗培育技术,并将此项技术的应用和发展纳入法律制度建设

中,大大提升了林业工程建设步伐,为我国林业工程建设活动实现持续发

展提供了技术支持。 

1.2有利于提升林业工程建设规模 

在林业工程产业化建设发展大环境下,对林木种苗的数量、质量、种

类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对现代化林木种苗培育工作造成了较大影

响。同样,林业工程建设要想实现规模化发展,就必须借助林木种苗培育技

术的优势,以实现综合性发展。促使林业工程建设事业实现产业化升级,

以便更好的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发挥林木防风固沙的作用,也构件生态环

境的主要方式
[1]
。 

1.3有利于构建林业工程生态体系 

近年来,我国林业工程建设发展了极大改变,发展的核心已经不是林

木种植的数量,而且林业种植质量管理为核心,以便更好的优化生态系统,

促使我国林业工程事业持续发展。发展核心的转变,需要优质林木种苗的

支持和保证。 

2 目前我国林木种苗培育技术发展现状 

2.1受到气候环境的影响比较大 

林木种苗培育周期比较长,具有很强的周期性及系统性,对周围环境

的温度、温度有很高的要求。通过当地气候环境发展变化,必然会影响林

木种苗培育的质量及成本,也不利于林木种苗市场竞争力的提升。 

2.2专业度不够 

我国林木种苗培育技术研究和应用起步比较晚,目前仍然处于发展的

初级阶段,一些育种方式比较滞后,多采用先播种,后扦插的方式来育种。并

没有充分应用林木种苗培育专业技术,质量和产量普遍较低,无法满足林

业工程建设高速发展的要求。 

2.3林木种苗培育过程不够规范 

目前我国林木种苗培育的规模普遍比较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

一林木种苗培育技术比较滞后,其二缺乏充裕的资金,也导致林木种苗培

育过程缺乏规范性的主要原因
[2]
。 

2.4生产结构不够平衡 

我国各地林业工程建设中,林木种苗培育主要呈现“裸根苗多,容器苗

少”、“留床苗多,定植苗少”、“普通苗多、经济苗少”的特性。此外,1~3

年生林木种苗比较多,3年以上的林木种苗比较少。 

3 林木种苗培育技术在林业工程建设中的应用路径 

3.1确定林木种苗培育程序 

林木种苗生长需要经历一套程序,主要分为三个生长周期,其一是

幼苗建成期；其二高生长时期；其三是木质化时期。三个生长周期,又

可细分为多到程序,包括：林木种植催芽、育苗基质制备、容器选择、

播种和覆盖、浇水和施肥,控制基质pH值、控制土壤盐渍化等。任何一

道程序控制不当,或者发生问题,都会影响林木种苗培育效果,从而影响

林木种苗的成活率及生长的活力。 

4 结论 

此次降水过程主要由台风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冷空气和地面气旋共同

影响造成的,系统动力抬升条件好,水汽输送条件好,导致绥中多个乡镇出

现暴雨和大暴雨天气。 

台风一方面能带来充足的雨水,成为较大的降水系统,另一方面也具

有破坏力3,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受此次过程影响,绥中部分乡镇大田作

物、设施农业受淹,防洪堤坝损毁,河道冲毁,桥梁、公路受损。因此只有

不断积累和提高台风暴雨预报经验,才能更好的为人民生活和农业生产提

供更精准的气象服务,减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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