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孔期．２０１０年６月大气环流和天气分析［Ｊ］．气象，２０１０，３６（９）：１２０１２５．

２０１０年６月大气环流和天气分析

孔　期
国家气象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提　要：２０１０年６月大气环流主要特征如下：极涡呈两个中心分布并偏离极地；北支锋区偏北，冷空气偏北偏弱；欧亚中高

纬度位势高度偏高；低纬度地区多波动；副热带高压偏西，强度偏强。２０１０年６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９５．０ｍｍ接近常年同

期，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０．５℃，较常年同期偏高１．０℃。月内南方地区出现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共有７次暴雨过程。东北、新疆

部分地区出现罕见高温天气。河北、辽宁、山东、江苏等地遭受风雹灾害。

关键词：南方暴雨，强对流，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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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天气概况

１．１　全国平均降水量接近常年同期

６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９５．０ｍｍ，接近常年同

期（９７．１ｍｍ）。月降水量，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大

部地区及西南中东部等地一般有１００～４００ｍｍ，其

中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部分地区超过

４００ｍｍ；我国其余大部地区降水量一般在１０～１００

ｍｍ之间（图１）。

　　月降水量与常年同期相比，东北大部、华北大

部、黄淮大部、江淮、江汉大部、江南东北部及陕西大

图１　２０１０年６月全国降水量分布图（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ｍｍ）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Ｊｕｎｅ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０日收稿；　２０１０年７月３０日收修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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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内蒙古大部、西藏中南部、云南中部、海南等地偏

少３～８成；江南南部、华南大部、西北中西部偏南地

区及贵州东南部、宁夏北部等地偏多３成至１倍，部

分地区偏多１倍以上；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接近常年

（图２）。与去年同期相比，月降雨量明显增多
［１］。

图２　２０１０年６月全国降水量距平

百分率图（单位：％）

Ｆｉｇ．２　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ｕｎｉｔ：％）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Ｊｕｎｅ２０１０

１．２　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６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０．５℃，较常年同期偏

高１．０℃。月平均气温与常年同期相比，东北大部、

华北西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及内蒙古大部、西藏中部

偏高１～４℃，其中黑龙江、内蒙古东北部偏高达４

～６℃；江南南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及南

疆西部等地偏低１～２℃；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接近常

年（图３）。

图３　２０１０年６月全国气温距

平分布图（单位：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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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环流特征和演变

图４给出了北半球６月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

及距平图，与常年同期的北半球环流形势相比，６月

北半球的环流形势有以下几个特点。

图４　２０１０年６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月平均

位势高度（ａ）和距平（ｂ）（单位：１０ｇｐｍ）

Ｆｉｇ．４　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ｓ（ａ）ａ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ｂ）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Ｊｕｎｅ２０１０（ｕｎｉｔ：１０ｇｐｍ）

２．１　极涡

６月，北半球高纬度地区在格陵兰和白令海附

近各有一高压脊发展至极地，使得极涡呈两个中心

分布并偏离极地，一个中心位于新地岛附近，另一个

中心位于北美洲巴芬岛附近。由于极涡偏离极地，

反映在距平场上，极区存在８０ｇｐｍ 的正距平区。

在新地岛附近对应８０ｇｐｍ的负距平区。亚洲中高

纬度锋区偏北，使得东亚冷空气活动偏北偏弱。

２．２　中纬度呈４波型分布

６月，５００ｈＰａ月平均位势高度场上，中高纬度

环流呈４波型分布，长波槽分别位于乌拉尔山附近、

亚洲东海岸、北美东海岸和欧洲西海岸。东半球在

４０°～６０°Ｎ纬度带内为正距平区，两个中心分别位

于里海北部和我国东北地区，分别对应８０ｇｐｍ的

正距平区。本月欧洲等地出现了罕见的高温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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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中东部高压脊偏强，东北大

部、内蒙古东部等地出现了大范围罕见高温天气，降

水明显偏少，气温异常偏高。温高少雨也使得这些

地区旱象露头并发展。

２．３　低纬度地区多波动

本月，我国低纬度地区多波动，反映在距平图

上，我国青藏高原—西南地区—长江沿线为东西走

向的负距平区。低纬度多波动东移，有利于我国西

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出现持续性的强降

雨天气。

２．４　副热带高压偏西偏强

常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西脊点在１２０°Ｅ附

近，今年６月，副热带高压明显偏西，西脊点位于

１１０°Ｅ附近。另外从距平图上可以看出，西太平洋

为正距平区，副高偏强，说明本月赤道辐合带偏弱，

这就造成本月无登陆我国的编号热带气旋。

２．５　环流演变与我国天气

图５给出了６月上、中、下旬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

高度场。６月上旬，亚洲中高纬度的环流形势呈两

脊一槽型，两脊分别位于里海附近以及我国东北地

区。一槽位于贝加尔湖西部地区。从距平场上（图

略）看到，在４０°～６０°Ｎ纬度带上，为强的正距平区，

最强中心位于东北地区，达到１００ｇｐｍ。上旬，我国

北方的冷空气势力弱，极地的冷空气被高压坝阻挡，

东北地区出现了高温天气。在２０°～４０°Ｎ纬度带

上，为负距平区，可见在我国低纬度地区多波动，有

利于江南华南等地的持续性降雨天气。副热带高压

脊线位于１０°Ｎ附近，西脊点位于１００°Ｅ附近，有利

于水汽向华南地区输送。

　　中旬环流形势明显调整，欧亚中高纬度为一槽

一脊型。我国东北地区由上旬的脊区变为槽区，脊

区位于里海东部地区。从距平场上可以看到，位于

４０°～６０°Ｎ附近的正距平区出现了断裂，极地有冷

空气南下，我国东部地区的冷空气活动较上旬明显

加强。高原上多波动东移。副热带高压明显西伸北

抬。整个雨带也有所北抬，主要位于江南大部、华南

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由于冷空气的势力明

显加强，暴雨过程频繁且强度大，并且多伴随有短时

强对流天气。中旬期间，强对流天气的发生明显增

多。６月１４日，辽宁省遭受冰雹袭击。１５日，河北

图５　２０１０年６月欧亚５００ｈＰａ上（ａ）、中（ｂ）、
下（ｃ）三旬平均位势高度（单位：１０ｇｐｍ）

Ｆｉｇ．５　Ｔｈｅ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ｓ
（ｕｎｉｔ：１０ｇｐｍ）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ｍｉｄｄｌｅ（ｂ）

ａｎｄｌａｓｔ（ｃ）ｄｅｃａｄｅｍｅａｎｏｆＪｕｎｅ２０１０

省遭受冰雹袭击。１７日，山东省遭受大风和冰雹袭

击。１８日，江苏省遭受冰雹袭击。

下旬欧亚环流形势再次调整，呈两槽两脊型。两

槽分别位于巴尔喀什湖附近以及日本海附近。两脊

分别位于里海北部以及我国东北地区。从距平图上

可以看到，内蒙古东北部和东北地区有明显的正距平

大值区，另一个正距平区位于里海北部。因此下旬东

北等地的高温再次露头并发展。而在我国新疆西部

为负距平区，因此新疆地区在下旬降水明显增多。高

原上多低值系统活动。副热带高压明显东退，西脊点

位于１１８°Ｅ附近，脊线北抬至２０°Ｎ附近。我国江南、

华南以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仍然持续。

３　降水天气过程

３．１　降水概况

本月我国南方地区出现了持续性强降水过程，江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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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南、福建等省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本

月共有降水过程８次，其中暴雨过程７次，暴雨频次

高，降雨强度强，累积雨量大（表１）。从５００ｈＰａ高度

场沿１１０°Ｅ的时间剖面图（图６）可以看出，在低纬度

地区不断有波动东移，因此我国南方出现持续性强降

雨。６月１８—２２日强降雨过程范围最广、强度最强。

下面针对此次暴雨过程进行简要分析。

表１　２０１０年６月主要降水过程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犿犪犻狀狆狉犲犮犻狆犻狋犪狋犻狅狀狆狉狅犮犲狊狊犲狊犻狀犑狌狀犲２０１０

过程起止时间 影响系统 影响区域及降水强度

５月３１日至６
月２日

高原槽、西南涡、切

变线、低空急流

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大部、江南南部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中部和东部出现大暴雨，

局地特大暴雨［２］

６月７—９日

高空槽、高原槽、西

南涡、切变线、低空

急流、江淮气旋

西北地区东部、黄淮西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贵州北部、重庆等地出现了大到暴

雨，其中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广东沿海等地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６月１０—１２日 高空槽、切变线 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贵州、广西、广东等出现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

６月１３—１５日
低涡、切变线、高空

槽、低空急流

江南南部、华南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福建

中部等地出现大暴雨

６月１６—１８日
华北低涡、切变线、

高空槽、低空急流

江南大部、华南北部、贵州、重庆、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中

北部、福建中北部等地出现大暴雨

６月１８日夜至

２２日

西南涡、切变线、高

空槽、低空急流

江南大部、广西中北部、四川盆地东部、重庆南部、贵州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中

北部、江西中北部、福建北部等地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６月２３—２６日

西南涡、切变线、低

涡、低空急流、高空

槽

重庆东南部、贵州、江南大部、福建、广西南部和北部、广东中南部出现大到暴雨，其中

重庆东南部、湖南中部和西南部、赣中西部和赣北东南部、福建北部、广西南部局地、广

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６月２７—２９日
低涡、高空槽、切变

线、低空急流

云南东部、贵州、广西、广东、湖南南部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其中贵州西南部、云南东部

的局地有大暴雨

图６　２０１０年６月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沿

１１０°Ｅ时间剖面图（单位：１０ｇｐｍ）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ｔｉｍｅ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ｕｎｉｔ：１０ｇｐｍ）

ａｌｏｎｇ１１０°ＥｉｎＪｕｎｅ２０１０

３．２　６月１８—２２日降水过程分析

６月１８日夜间至２２日，受高空槽和西南涡东

移的影响，四川盆地东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江南

大部、广西等地自西向东出现了大到暴雨，湖南中北

部、江西中北部、福建北部等地出现大暴雨、局地特

大暴雨。过程累积雨量普遍达５０～１００ｍｍ，强降

水中心集中在江西中部到福建西北部一带，达２５０

～４００ｍｍ，江西资溪、余江，福建武夷山、光泽等地

超过４００ｍｍ。最强的降水出现在１９日，从１９日

０８时至２０日０８时，湖南、江西、福建等地多站出现

大暴雨，江西和福建的部分站出现特大暴雨，其中江

西的进贤３２９ｍｍ、东乡３２８ｍｍ、余江３２１ｍｍ、资

溪３１８ｍｍ、南昌县２７８ｍｍ，福建的武夷山市３２４

ｍｍ、光泽２６８ｍｍ。此次暴雨过程影响范围广、降

雨强度强、累积雨量大。

６月１８—２２日５００ｈＰａ平均高度场显示出，我

国中高纬度为一槽一脊型，脊区位于新疆北部地区，

槽区位于我国东部地区，呈西高东低的形势。低纬

度地区多短波槽活动，有利于引导西南涡的东移。

副热带高压脊线大致位于１８°Ｎ，其北界位于２２°Ｎ

附近，副高北侧冷暖空气交汇，西南涡移出后，以偏

东路径为主。对流层高层２００ｈＰａ，江南大部对应

强烈的高空辐散气流。对流层低层７００ｈＰａ和８５０

ｈＰａ上可以看到西南涡东移（图７）。１８日２０时，西

南涡中心位于贵州西部，暖式切变位于贵州北部和

湖南北部地区。１９日０８时，西南涡进一步东移，中

心位于贵州北部，切变线仍维持，西南低空急流加

大，同时北方的冷空气有所加强。１９日２０时，西南

暖湿气流维持强劲，北方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交汇

剧烈，低涡东移至湖南偏东地区，切变线转为冷式切

变，位于江西北部至湖南中部一线。２０日０８时，低

涡移至江西境内，冷式切变位于湖南南部至广西北

部地区，暖式切变位于江西北部至浙江一线，西南低

空急流强劲，出现了２０ｍ·ｓ－１的西南风。２０日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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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低涡东移至浙江境内，低空急流明显减弱，仍然

有明显的切变线维持。此后低涡逐渐东移出海，强

降水也逐渐减弱。

 

图７　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９日０８时８５０ｈＰａ风场、５００ｈＰａ
高度场以及低涡１８日２０时至２０日２０时动态图

Ｆｉｇ．７　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ｏｖｅｒ８５０ｈＰａａｎｄ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ｏｖｅｒ５００ｈＰａａｔ０８ＢＴＪｕｎｅ１９，２０１０ａｎｄ
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ｄｕｒｉｎｇＪｕｎｅ１８－２０

　　２０日０８时，沿强降雨落区所在纬度２８．５°Ｎ作

纬向垂直剖面（图８），在１１５°～１１８°Ｅ附近有强烈的

上升运动，上升运动中心位于１１６°Ｅ附近的对流层

中低层即６００～９００ｈＰａ之间，最大上升速度达到了

－１．８Ｐａ·ｓ－１。可见暴雨中心垂直上升运动非常

强。散度场上也看出，暴雨区对应着低层强烈辐合

和高层强烈辐散，有利于整层的动力抬升，具备了强

降雨发生的动力条件。从１９日０８时至２０日２０时

平均的８５０ｈＰａ水汽通量和水汽通量散度（图９）可

以发现，本次过程的水汽主要源地为南海、副热带高

压西侧的偏南水汽输送以及孟加拉湾水汽经中南半

岛向北输送。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大部为一条东西

走向的水汽辐合带，强的辐合中心位于江西北部和

福建西北部，这也是本次暴雨过程中出现特大暴雨

最多的区域。水汽源地清晰，水汽含量充沛，为强降

图８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０日０８时沿２８．５°Ｎ垂直

上升运动（阴影，单位：１０－２Ｐａ·ｓ－１）

和散度场（线条，单位：１０－６ｓ－１）

Ｆｉｇ．８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ｍｏｔｉｏｎ（ｓｈａｄｅｄ，ｕｎｉｔ：１０
－２Ｐａ·ｓ－１）

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ｆｉｅｌｄ（ｌｉｎｅｓ，ｕｎｉｔ：１０
－６ｓ－１）

ａｌｏｎｇ２８．５°Ｎａｔ０８ＢＴｏｎＪｕｎｅ２０，２０１０

图９　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９日０８时—２０日２０时
平均８５０ｈＰａ水汽通量（ｇ·ｓ

－１·ｃｍ－１·ｈＰａ－１）
和水汽通量散度（１０－７ｇ·ｓ

－１·ｃｍ－２·ｈＰａ－１），
阴影为高度大于１５００ｍ区域

Ｆｉｇ．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ｆｌｕｘ（ｕｎｉｔ：ｇ·ｓ
－１·ｃｍ－１·ｈＰａ－１）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ｆｌｕｘａｔ８５０ｈＰａ
（ｕｎｉｔ：１０－７ｇ·ｓ

－１·ｃｍ－２·ｈＰａ－１）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ｆｒｏｍ０８ＢＴ，Ｊｕｎｅ１９ｔｏ２０ＢＴＪｕｎｅ２０．Ｔｈｅ
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ｈｏｗｓ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１５００ｍ

雨的发生提供了充沛的水汽条件。

４　东北等地高温天气

６月，我国东北中北部、华北大部、黄淮、江淮、

江汉及新疆、内蒙古等地均出现３５℃以上的高温天

气。６月９—１１日，东北大部出现高温天气，黑龙江

中部、吉林西部最高气温超过３５℃，吉林、黑龙江６

月上旬平均最高气温为有气象记录以来同期最高

值。６月２３—２８日，东北大部再次出现大范围罕见

高温天气，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大部日最高气温超

过３５℃。黑龙江呼玛（４０．５℃）等４８个县（市）的

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内蒙古大兴安岭、吉林汪清

等站也突破历史最高纪录。如此大范围高温天气是

近年来少见的［３４］。

下面对６月２３—２８日高温天气过程做一简要

分析。

６月２３日开始，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内蒙古

东北部首先出现了３５℃以上的高温天气。此后高温

范围进一步扩大，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大部、吉林大

部以及辽宁北部等地均出现了３５℃以上的高温天

气，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的部分

地区出现了３８℃以上的高温，局地超过４０℃。

从５００ｈＰａ的环流形势场上可知，中高纬度为

两槽一脊型，两槽分别位于巴尔喀什湖和日本海附

近，中间为宽广的高压脊区，西风带暖高脊缓慢东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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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随着日本海低槽的东移，副热带高压加强，形成

南北跨度很大的块状高压，并且向东北北部伸展，与

西风带暖高脊打通。５００ｈＰａ上５８４０ｇｐｍ线控制

了我国东北大部及内蒙古东部地区，高压脊内较强

的干绝热下沉增温使得东北地区持续多日高温天

气。从８５０ｈＰａ温度场上可以看到，位于蒙古国东

部的暖高脊向东扩展，控制内蒙古东部及东北中北

部地区，２５日０８时，内蒙古东北部暖中心达到了

２８℃以上（图１０），在此暖中心区域出现了４０℃以

图１０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５日０８时８５０ｈＰａ温度

场 及２５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３５℃以上站点

Ｆｉｇ．１０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ｔ８５０ｈＰａａｔ０８ＢＴ

Ｊｕｎｅ２５，２０１０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ｏｆ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Ｊｕｎｅ２５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３５℃

上的高温，整个３５℃以上高温区域也都在８５０ｈＰａ

的２０℃以上温度区域内。此后暖高脊稳定维持，高

温天气持续。２８日后，华北低涡逐渐向东北方向移

动，在东北地区形成东北低涡，高温天气结束。此次

高温过程是受大陆暖高压控制，空气湿度小，天气以

晴热为主。

５　其他灾害性天气

６月除了南方地区持续性暴雨、东北等地的罕

见高温外，河北、辽宁、山东、江苏等地还遭受风暴灾

害。６月份全国有２０多个省（市、区）先后遭受雷雨

大风、冰雹或龙卷风袭击，其中河北、辽宁、山东、江

苏等省局部受灾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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