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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部气温偏高　“莫拉克”肆虐东部沿海

————２００９年８月———

赵　伟　刘　涛

（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２００９年８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０．９℃，

较常年同期（２０．３℃）偏高０．６℃。福建、广

西平均气温为１９５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次高值。

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１００．５ｍｍ，接近常年同

期。浙江平均降水量为１９５１年以来历史同

期次多值。月内，热带风暴天鹅、台风莫拉克

先后登陆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吉林西部、辽

宁西部等地气象干旱严重；长江中下游及其

以南地区出现持续高温天气；重庆、云南、河

北、内蒙古、山东、四川、安徽等地遭受暴雨、

冰雹、雷击等强对流天气。

１　天气概况

１１　降水

　　８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１００．５ｍｍ，接

近常年同期（图１）
［１］。月降水量，西北地区

西部及西藏西部、内蒙古中部和西部、吉林西

南部、辽宁西南部、河北北部、湖南北部、广西

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不足５０ｍｍ；江南东

部、华南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有２００～

６００ｍｍ；全国其余地区在５０～２００ｍｍ之间

（图１）。与常年同期相比，东北中南部、内蒙

古中东部、华北北部、西北西部、江汉东部、江

南西部及广东北部、广西、贵州南部等地降水

普遍偏少３～８成；西北中东部、西南地区东

北部、江南东部、华南南部及河南中北部、内

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降水偏多３

成至１倍，浙江降水为１９５１年以来同期次高

值；其余地区接近常年同期（图２）
［１］。

图１　２００９年８月全国降水量（单位：ｍｍ）

图２　２００９年８月全国降水量
距平百分率（单位：％）

１２　气温

８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０．９℃，较常年同

期偏高０．６℃（图３）
［１］。与常年同期相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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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东部局地气温偏低１～２℃以外，全

国大部分地区气温接近常年或偏高，其中内

蒙古中东部、吉林西南部、辽宁西部、华北北

部、江南西部、华南大部及西藏南部和新疆西

南部偏高１～２℃，内蒙古中东部局地偏高

２℃以上。福建、广西平均气温为１９５１年以

来同期次高值。

图３　２００９年８月全国气温距平（单位：０．１℃）

２　环流特征

从北半球８月５００ｈＰａ平均高度场（图

４ａ）和距平场（图４ｂ）可以看到５００ｈＰａ环流

场有以下主要特征。

２１　极涡偏强

北半球极涡中心略偏向东半球，中心强

度５３６０ｇｐｍ，较常年同期偏强。

２２　中高纬环流较为平直

本月亚欧大陆中高纬度环流较为平直。

从距平图上来看，西亚长波槽对应一个

４０ｇｐｍ的负距平中心，在新地岛对应一个

４０ｇｐｍ的正距平中心，鄂霍次克海为负距

平，我国东北地区为弱高压脊控制，这是我国

内蒙古中部、吉林西南部、辽宁西部、华北北

部降水偏少、温度偏高的主要原因。

图４　２００９年８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平均

高度（ａ）和距平（ｂ）（单位：１０ｇｐｍ）

２３　副热带高压偏强偏北

今年８月西太平洋副高西伸脊点位于

９５°Ｅ，脊线位于２７°Ｎ，而面积和强度指数分

别为３８和７３，明显偏北偏强。副热带高压

偏强是江南、华南及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气

温偏高的主要原因。

３　环流演变与我国天气

８月上旬，亚洲中高纬度环流比较平直，

短波槽活动较多，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势力较

弱。上旬前期，在巴尔喀什湖以北地区有切

断冷涡存在，新疆西部有短波槽向东快速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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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而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的短波槽受到东北

地区到日本海的高压脊阻挡，东移速度较慢。

受其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天

气。上旬中期以后，巴尔喀什湖以北地区切

断冷涡逐渐减弱，低涡槽东移。在我国南方，

随着台风莫拉克的西北移登陆，副高被打通，

副高主体东退，另外残留的一部分控制大陆

中西部，中纬度槽在东移过程中受高压影响

变平直。受其影响，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出

现明显降雨过程。东北、华北地区主要在高

空脊区控制之下，温度偏高旱情严重。受“天

鹅”和“莫拉克”的影响，华南、江南等地出现

了大到暴雨。

中旬，极地冷涡逐渐控制亚洲高纬地区，

冷涡底部的中纬度地区经向环流特征明显，

呈两槽两脊型，低槽分别位于巴尔喀什湖以

北地区和东北地区中部，后者后期发展成一

深厚的低涡系统，受其影响，内蒙古东部、黑

龙江北部和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而乌拉尔

地区和贝加尔湖东部地区则为暖性高压脊

区。受此高压脊区的影响，华北平原以及内

蒙古中部、辽宁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３５～

３６℃的高温天气，其中北京和河北中部的局

部地区有３７℃左右。受巴尔喀什湖以北地

区低槽分裂东移的冷空气影响，新疆北部多

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由于“莫拉克”低压环流

的继续减弱及其向东北方向移动，西太平洋

副高明显西伸加强，控制江南和华南地区大

部，西脊点到达四川东部和云南东部。受其

影响，江南大部、华南大部等地有３５℃以上

的高温，其中，江南中西部、华南北部等地的

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３７～３８℃。高原上

低值系统较为活跃，受其影响，西南地区多降

水天气。

８月下旬，亚洲中纬度为弱的两槽一脊

形势，脊区位于贝加尔湖附近，内蒙古东北部

和东北地区北部为东北低涡控制，亚洲中高

纬度地区维持一宽广的低涡区，低涡内不断

有短波槽分裂东移。咸海附近低槽受巴尔喀

什湖高压脊阻挡移动缓慢；位于新疆北部的

低槽东移到西北地区东部并与高原槽结合，

北侧低槽东移速度较快，南侧高原槽受副高

阻挡移动速度较慢。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

度维持，控制华北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黄

淮以及南方大部地区，南方高温仍持续。随

着冷空气的东移南下，副高逐渐东退南撤，重

庆、贵州东部的高温逐步缓解。受低槽携带

冷空气和副高外围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

响，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

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北部有一次明显的降

雨过程。受副高南侧东风波的影响，华南西

部和南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４　主要降水过程

４１　概况

月内，我国共有９次降水过程，详见

表１。下面就２８—３０日降水过程做具体分

析。

４２　２８—３０日降水过程环流背景及其影响

系统

　　２８—３０日，亚欧中高纬度表现为两槽一

脊形势，贝加尔湖以西为高压脊所控制，巴尔

喀什湖附近的低槽稳定少动，鄂霍次克海附

近及东北地区为高空槽。随着贝加尔湖以西

高压脊的东移，脊前不断有冷空气东移南下。

另外，高原上有高原槽东移，随着高原槽的东

移和冷空气的南下，受冷空气和高空槽前及

副高西侧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２８—３０日，

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江

汉、黄淮、江淮、江南大部经历了一次明显的

降雨过程。其中，四川东南部、河南东南部的

部分地区及云南东北部、重庆西南部、安徽西

部的局部地区降１００～１４０ｍｍ的大暴雨，２４

小时最大降雨量为安徽望江太慈镇１７８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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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０９年８月主要降水过程

起止时间／日 影响系统 降水范围

１—６ 西风槽，切变线

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四川南部和盆地、重庆、云南北部和东部、贵州以及湖北、湖南、广西大到暴
雨，重庆东部、贵州东部部分地区大暴雨。江南东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太湖流域中雨。

华北东部和南部、东北三省的中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１］

４—７ 热带风暴天鹅 华南南部有强降雨。广东中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７—１２ 台风、西风槽、切变线

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北部自西向东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青藏高原大部、四川、云南有阵雨或
雷阵雨，局地大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台湾大部、福建大部、浙江大部、上海、江西东北部、安徽
东南部、江苏南部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部、福建东部、台湾南部有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
暴雨。雷州半岛、海南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北部和西部有大暴雨

１０—１３ 高原低值系统
西南地区多降水天气，其中，四川南部和东部、云南西部和北部、重庆、贵州北部将先后有中到大
雨、局地暴雨

１３—１５ 切变线
广西东部、广西西部、长江下游沿江地区以及四川南部、云南北部和西部、贵州北部等地的部分
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并伴有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１６—２０
高空低涡、副高西侧暖湿
气流

甘肃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

２１—２４
切变线、副高西侧暖湿气
流

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大部、华北、黄淮西部、四川中西部、云南中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
区有暴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２５—２７
东北冷涡、副高西侧暖湿
气流

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中南部、四川盆地、东北地区东南部明显降雨

２８—３０
冷空气、西风槽、副高西
侧暖湿气流

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北部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四川兴文１６１ｍｍ、珙县１５７ｍｍ、湖南吉首

９９ｍｍ、花垣９８ｍｍ，云南文山州７９ｍｍ，贵州

印江７５ｍｍ、浙江文成１０８ｍｍ。

　　２８日０８时高原槽位于１００°Ｅ附近的高

原东部，５００ｈＰａ层甘肃东部有一切断低涡

（图略）。受冷空气和贝加尔湖以西高压脊区

南部偏东气流的影响，２７日０８时至２８日０８

时，西北地区中部偏东地区有小到中雨天气；

２９日０８时高原槽东移至１１６°Ｅ附近（图５），

脊前冷空气与副高西侧偏南暖湿气流交绥于

图５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９日０８时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

（单位：１０ｇｐｍ）和８５０ｈＰａ高空观测

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汉、江淮西部地区、西

南地区东部等地，这些地方雨量都在中到大

雨量级，局地达到暴雨量级；３０日０８时，随

着高原槽的继续东移，副高东退，雨区相应东

移（图略）。槽后冷空气与副高西侧暖湿气流

交绥于黄淮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大部、西南

地区东部和南部，这些地方出现了中到大雨。

其中，重庆、贵州、江西交界地区、江淮西部地

区、江南中部地区局地出现了暴雨。３１日之

后，随着高原槽的继续东移，副高继续东退，

此次过程对我国的影响结束。

　　从物理量的角度看，２８日０８时，２００ｈＰａ

上，西北地区中部偏东地区处于高原槽前辐

散气流控制下，低空８５０ｈＰａ辐合中心位于

青海省玛沁县附近，这种低空辐合、高空辐散

的结构有利于气流的抬升。从高空观测来

看，２８日０８时张掖站８５０ｈＰａ的比湿达到

１３ｇ·ｋｇ－１，７００ｈＰａ的比湿达到８ｇ·ｋｇ－１，

湿度条件有利于降水的发生；２９日０８时，低

空８５０ｈＰａ辐合中心东移并分裂为两个，一

个位于湖北省恩施市附近，另一个位于贵州

省遵义市附近，８５０ｈＰａ西南低空急流速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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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１４ｍ·ｓ－１，有利于水汽向北输送。辐合中

心高空２００ｈＰａ受大陆高压控制，辐散条件

良好，进一步加强了上升运动。此时，辐合

中心附近８５０ｈＰａ观测到的比湿在１５～１９

ｇ·ｋｇ－１之间，７００ｈＰａ在１０～１２ｇ·ｋｇ－１之

间。从当时的犓指数可以看出，在西南地区

东部、江汉、江淮地区沿江地带犓指数达３６

～４０℃，大气呈不稳定状态。水汽、上升运

动、不稳定状态这三者都有利于强降水的发

生。３０日０８时，随着高空槽的东移，低层

８５０ｈＰａ辐合中心亦向东南移动，北侧辐合中

心东移入海，南侧辐合中心移至湘、黔、桂三

省交界。高空（２００ｈＰａ）仍为大陆高压控制，

西南急流明显减弱。不稳定区域南移至华南

西部、江南南部一带（犓 指数为３７～３９℃），

为这一带的强降水提供了有利条件。

５　热带气旋活动概况

８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共有５个

台风和热带风暴生成，生成个数较常年同期

（５．６个）偏少；其中登陆２个，登陆个数较常

年同期（２．０个）持平
［２］。

５１　登陆热带系统

第７号热带风暴天鹅（ＧＯＮＩ）于８月３

日夜在南海北部海面生成。之后，“天鹅”中

心缓慢地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逐渐向广东珠

江口附近海面靠近，强度缓慢加强，并于８月

５日６时２０分在广东省台山市沿海登陆，登

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９级（２３ｍ·ｓ－１），

中心最低气压９９０ｈＰａ，登陆后“天鹅”向偏西

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６日凌晨，“天鹅”

于在广东省阳江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最

大风力有７级（１６ｍ·ｓ－１），并继续缓慢向偏

西方向移动，后转为西南方向，强度缓慢减

弱。７日上午，“天鹅”进入北部湾东部海面，

随后强度加强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西南方

向缓慢移动，而后转向偏东方向，绕海南岛逆

时针打转，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于９

日下午５时停止对其编号。

受“天鹅”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巴士

海峡、巴林塘海峡、台湾海峡南部、南海大部

相继出现了７～９级大风，部分海域阵风可达

１０～１１级；另外，福建东南部沿海、广东沿

海、广西沿海、海南东部沿海、琼州海峡、北部

湾也相继出现了６～８级，阵风可达９～１０级

的大风。

第８号热带风暴莫拉克（ＭＯＲＡＫＯＴ）８

月４日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中心

附近最大风力有８级（１８ｍ·ｓ－１）。生成后，

“莫拉克”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

于８月５日凌晨加强为强热带风暴，并继续

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加强。８月５日

下午“莫拉克”加强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

力有１２级（３５ｍ·ｓ－１）。“莫拉克”于７日２３

时４５分在台湾花莲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风

力１３级（３８ｍ·ｓ－１），中心最低气压９６０ｈＰａ，

为台风强度。８日上午９时左右“莫拉克”移

入台湾海峡海面，后缓慢向北偏西方向移动，

强度有所减弱。９日１６时２０分“莫拉克”在

福建省霞浦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

大风力有１２级（３３ｍ·ｓ－１），中心最低气压

９７０ｈＰａ，登陆时为台风强度。登陆后向偏北

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于９日晚上和１０

日凌晨在福建省境内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和热

带风暴。之后继续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

渐减弱。１１日下午３时前后由江苏省盐城

市进入黄海西部海面，并继续向东北方向移

动，强度继续减弱。１１日晚上“莫拉克”在黄

海南部海面减弱为热带低压。之后，“莫拉

克”在黄海南部海面继续减弱，并逐渐变性为

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１２日凌晨２时对其

停止编号。

台风莫拉克造成了较为严重的风雨灾

害。受台风莫拉克环流影响，自“莫拉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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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花莲登陆以来，“莫拉克”台风造成台湾

４６１人死亡、１９２人失踪、４６人受伤。福建、

浙江沿海等地出现了１０～１２级，局部１３～

１５级的大风。福建、浙江、安徽、江苏、上海

等地出现强降水，福建东部、浙江大部、江苏

中南部及安徽南部等地过程降水量普遍有

１００～３００ｍｍ，福建东北部和浙江东南部达

３００～５００ｍｍ，福建柘荣达７０８．０ｍｍ；福建、

浙江、安徽、江西的部分站点过程雨量超过

５０年一遇。

５２　未登陆热带系统

第９号热带风暴艾涛（ＥＴＡＵ）于９日晚

上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中心附近最大

风力有８级（１８ｍ·ｓ－１）。生成后向偏北方

向移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１２日２０时

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

第１０号热带风暴环高（ＶＡＭＣＯ）于１８

日早晨在西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中心附近最

大风力有８级（１８ｍ·ｓ－１）。生成后，“环高”

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于１９日

凌晨加强为强热带风暴，上午加强为台风。

２０日上午，“环高”于加强为强台风，中心附

近最大风力有１５级（４８ｍ·ｓ－１），缓慢地向

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加强。２１日下

午，“环高”加强为超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

力有１６级（５３ｍ·ｓ－１），向偏北方向移动，于

２２日上午减弱为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有１５级（５０ｍ·ｓ－１）。２３日凌晨“环高”减弱

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１３级（４０ｍ·

ｓ－１），快速地向东北方向移动，并逐渐变性为

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２５日对其停止编

号。

第 １１ 号 热 带 风 暴 “科 罗 旺”

（ＫＲＯＶＡＮＨ）于８月２８日２０时起编，中心气

压９９６ｈＰａ，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８级（１８ｍ

·ｓ－１），移向西北方向，强度逐渐加强。“科

罗旺”于２９日１８时加强为强热带风暴，中心

附近最大风力有１０级（２８ｍ·ｓ－１），中心气

压９８５ｈＰａ，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有所

加强。３１日以后，“科罗旺”逐渐变性为温带

气旋，中央气象台于９月１日０６时对其停止

编号。

由于距离我国近海较远，“艾涛”、“环高”

和“科罗旺”均对我国近海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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