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张峰，何立富．２０１３．２０１３年６月大气环流和天气分析．气象，３９（９）：１２２７１２３２．

２０１３年６月大气环流和天气分析
�

张　峰　何立富
国家气象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提　要：２０１３年６月大气环流特征为：北半球极涡呈单极型，中心位于格陵兰岛附近，较常年偏弱，我国中高纬地区多高空

槽活动；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副高）强度较常年偏弱，西段位置多变。６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９９．９ｍｍ，接近常年同

期（９９．３ｍｍ）；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０．７℃，较常年同期（２０．０℃）偏高０．７℃。月内我国主要天气气候事件有：全国发生７次大范

围强降雨过程，多站出现极端日降水量，部分地区洪涝灾害较重，２３日起长江中下游地区相继进入梅雨期，２９日出梅；南方出

现今年首次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热带风暴贝碧嘉登陆，登陆时间偏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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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１３年６月全国平均降水量接近历史同期，平

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０．７℃，南方大部出现今年

首次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月内降水过程频繁，影

响范围较大，四川、甘肃、湖南、安徽、新疆、江西等地

发生暴雨洪涝、滑坡泥石流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长

江中下游地区２３日入梅，２９日出梅；热带风暴贝碧

嘉登陆海南，给海南和广西南部带来较大风雨天气。

１　天气概况

１．１　降水

２０１３年６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９９．９ｍ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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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常年同期（９９．３ｍｍ）（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３），较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０８．５ｍｍ）偏少（曹勇，２０１２）。空间

分布上，除西北地区西部、黄淮大部以及内蒙古西

部、西藏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降水量不足５０ｍｍ以

外，其余地区普遍在５０ｍｍ以上。其中，华北北部

以及南方大部在１００ｍｍ以上；江南东部、华南中东

部及江西北部等地在２００～４００ｍｍ（图１ａ）。

降水量与常年同期相比（图１ｂ），黄河以北地区

降水以偏多为主，以南地区偏少为主，其中西北西

部、东北中部、华北大部、江南东北部及宁夏、内蒙古

大部、四川盆地、西藏大部等地降水偏多２成至２

倍，部分地区偏多２倍以上。西南东部、华南大部、

江南中西部、黄淮及陕西中部、青海大部、辽宁西北

部、黑龙江中部等地降水偏少２～８成，黄淮局部偏

少８成以上（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３）。

　　６月，新疆降水量为历史同期次大值。上旬，四

川降水量为历史同期次大值。中旬，新疆降水量为

历史同期最大值；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南降水

量为历史同期最小值。

图１　２０１３年６月全国降水量（ａ，单位：ｍｍ）

和全国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分布（ｂ，单位：％）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ｕｎｉｔ：ｍｍ）

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ｙ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ｂ，ｕｎｉｔ：％）

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Ｊｕｎｅ２０１３

１．２　气温

２０１３年６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０．７℃，较常年

同期（２０．０℃）偏高０．７℃（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３）。

在空间分布上，除新疆中部和北部、内蒙古东北部和

华北中东部局部地区气温偏低１～２℃外，全国其余

大部地区气温偏高或接近常年同期。其中，西南大

部、江南西部、东北东部及青海和陕西南部等地气温

偏高１～２℃，部分地区偏高２℃以上（图２）。

６月，青海、云南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值，

贵州为次高值。中旬，云南、贵州、四川平均气温为

历史同期最高值，湖北、重庆、西藏为次高值。下旬，

云南、贵州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次高值。

图２　２０１３年６月全国平均气温

距平分布（单位：℃）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ｙ（ｕｎｉ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Ｊｕｎｅ２０１３

２　环流特征和演变

２．１　环流特征

图３给出２０１３年６月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

和距平图，与常年同期的北半球环流形势相比较，本

月的环流形势有以下主要特点。

２．１．１　极涡呈单极性且强度较常年略偏弱

２０１３年６月极涡呈单极型，中心位于格陵兰岛

附近，强度较常年同期相比偏弱。围绕极涡为中心，

中高纬度西风带表现为３个槽，分别位于阿留申群

岛附近、加拿大东海岸以及新疆北部至西西伯利亚

东部一带。欧亚中高纬表现为两脊一槽，远东地区

的高压脊较常年略偏弱，东欧地区的高压脊较常年

偏强，我国中高纬地区位于两脊之间的槽区，这片区

域位势高度为负距平，低槽强度较常年偏强，这种环

流形势有利于北方冷空气东移南下影响我国，给华

北和南方地区带来降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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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１３年６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平均

高度（ａ）和距平（ｂ）（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３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ａ）

ａｎｄｉｔｓａｎｏｍａｌｙ（ｂ）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Ｊｕｎｅ２０１３（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２．１．２　西太平洋副高强度较常年偏弱，西段位置多

变

２０１３年６月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较常年同期

略偏弱，副高西段脊线位于２０°～２２°Ｎ附近，较常年

同期平均状态略偏北。副高西脊点位于１２０°Ｅ以东

的位置，与常年同期平均状态相比略偏东（曹勇，

２０１２；黄威，２０１１），月内副高西脊点的位置变化较

大，其大幅度的西进是造成我国南方大范围高温天

气的主要原因之一。

２．１．３　西南季风活动接近历史同期

季风槽位于９０°Ｅ附近以西地区，其以东地区强

度接近历史同期平均值并略偏弱，不利于低纬水汽

向我国的输送，使得我国南方地区降水较常年同期

略偏少。

２．２　环流演变和我国天气

图４给出６月上、中、下旬欧亚地区５００ｈＰａ平

均高度场的环流演变。从上旬可以看到（图４ａ）欧

亚中高纬为两槽两脊型，东欧地区的较强高压脊向

东延伸至西西伯利亚北部，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的

高压脊较弱，从极涡分裂出来的低涡从两脊之间东

移南下，由于南北两侧受到高压脊的挤压，低涡南部

向西延伸，形成深厚的横槽系统，其不断分裂产生短

波槽东移南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在

短波槽提供的动力条件下，配合低层的水汽和不稳

定条件，造成北方地区较多的对流性降水。由于新

疆以北地区为负距平，其分裂南下的低涡较常年偏

强，造成西北和华北地区降水较常年偏多。低纬度

孟加拉湾的水汽随季风槽向北输送，由于副高５８８

线位于１４０°Ｅ附近，强度较弱，而５８４线位置偏西，

不利于暖湿气流向江南地区输送，造成本旬江南地

区降水偏少。

６月中旬（图４ｂ），欧亚中高纬环流逐步调整为

三槽三脊形势，上旬位于东欧北部的高压脊南压至

里海北部，强度有所减弱，巴尔喀什湖以北的低涡系

统较上旬强度有所减弱，由其中心引出的横槽在本

旬转竖，并持续给新疆北部地区带来降水。上旬位

图４　２０１３年６月上旬（ａ）、中旬（ｂ）和

下旬（ｃ）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４　Ｔｈｅ１ｓｔ（ａ），２ｎｄ（ｂ）ａｎｄｌａｓｔ（ｃ）

ｄｅｋａ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ｓ

ｏｖｅｒＥｕｒａｓｉａｉｎＪｕｎｅ２０１３（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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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疆地区的弱高压脊向东发展至贝加尔湖附近，

强度大大加强，阻挡了冷空气的南下，造成本旬降水

过程偏少。东北地区的低槽加深发展，形成东北冷

涡，给东北地区带来较强的持续降水过程，鄂霍茨克

海上空的高压维持并略有西移。副高５８４线北移至

长江流域，其西段位置较上旬有所东退，５８８线稍有

北抬，雨带位置随之转移至江南地区。由于受副高

控制，并缺少来自北方的冷空气交汇，本旬我国南方

大范围地区出现高温天气过程。

６月下旬（图４ｃ），欧亚中高纬地区环流继续调

整为两槽两脊型，乌拉尔山以西地区为高压脊控制，

贝加尔湖以西至巴尔喀什湖以北发展为一个宽广的

低槽系统，有利于冷空气自西北方向南下，影响江淮

和江南地区，东北地区及其以北为一个高压脊控制，

本旬降水较少。东亚大槽东移至鄂霍茨克海上空，

取代原来高压脊的位置。３５°～４５°Ｎ为较为平直的

西风带。这种环流形势与形成梅雨的“双阻型”环流

形势较为一致。本旬副高有明显的西进，西脊点位

于福建南部沿海，５８４线较上旬继续略有北抬，在热

带和副热带地区北上的暖湿气流与自西北方向南下

的冷空气共同作用下，本旬降水过程频繁，２３日起

江淮地区各省市陆续进入梅雨期，２６日以后雨带南

压至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至广西北部和贵州东南

部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２９—３０日雨带北至

华北地区，梅雨结束。受热带气旋及其外围环流影

响，２２—２４日华南东南部沿海、海南南部和云南出

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３　降水天气过程

３．１　概况

２０１３年６月我国出现了７次明显的降水过程，

表１给出了降水过程的起止时间、影响系统和主要

落区。从表１可以看到本月南方降水过程较多，影

响范围广，２３日起长江中下游地区各省市相继进入

梅雨期，长江中下游强降水过程明显；短时强降水频

发，部分地区洪涝灾害较重；华北及内蒙古、辽宁等

地的旱情得到缓解。下面将对６月２６—３０日的降

水过程进行简单分析。

表１　２０１３年６月主要降水过程

犜犪犫犾犲１　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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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降水时段 主要影响系统 影响区域及降水强度

１—２日 高空槽、副高、切变线、低空急流 华南西北部、江南西南部及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出现大暴雨

５—７日 高原槽、低涡、切变线、低空急流
西南东部、江汉南部、江淮南部和江南北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出

现特大暴雨

８—１２日 高空槽、低涡、低层切变线、低空急流 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北部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出现大暴雨

１８—２１日 高原槽、低涡、副高边缘、冷空气
四川盆地西侧、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地区南部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出现

大暴雨

２２—２４日 热带风暴及其外围环流 华南东部沿海、海南南部、云南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出现大暴雨

２３—２５日 高空槽、低空切变线、副高边缘
江淮大部、黄淮南部、江汉大部、四川盆地东北部、江南西北部和东北

部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出现大暴雨

２６—３０日 高空槽、低空切变、副高边缘 广西北部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３．２　６月２６—３０日降水过程分析

２６—３０日，我国南方发生了一次明显的系统性

强降水过程。此次过程为典型的梅雨期降水过程，

降水范围集中，降水强度大，过程雨带呈狭长的带状

分布且呈现出东北—西南走向。主要雨带位于长江

中下游地区向西南延伸至广西北部和贵州东南部，

出现了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２６日０８—

２０时强降水开始，并主要位于江西北部和湖北东南

部以及贵州东南部地区，主要降水时段在２６日２０

时至２８日２０时，强降水雨带迅速向偏东和西南两

个方向扩展，强度明显增强，呈现东北—西南走向，

最后覆盖整个长江中下游和广西北部，２９日２０时

至３０日２０时雨带强度减弱并迅速北抬至华北地

区，此次过程结束。

２６日２０时（图５ａ）欧亚中高纬地区为两脊一槽

形势，乌拉尔山以西为高压控制，贝加尔湖以西为远

东地区西北部的低涡分裂南下形成的低压槽，内蒙

古东部存在低涡系统，东北北部至鄂霍茨克海以北

存在一个较强的高压脊，从而阻挡了其西侧两个低

值系统的东移，使得贝加尔湖低槽稳定维持并发展

为一个低涡，中纬度地区多短波槽活动，有利于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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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的弱冷空气沿西北路径南下，这种环流形势与

形成梅雨的“双阻型”环流特征极为相符；副高边缘

位于广东和福建的北部，５８４线南移到长江以南地

区，副高西侧与季风槽相互配合，共同促使西南气流

加强，来自孟加拉湾的水汽与北方不断南下的弱冷

空气相互作用，形成降水，强降水主要发生在５８４线

附近。这样的形势在之后的 ３ 天内稳定少变

（图５ｂ），有利于降水稳定维持在江南北部地区。

在低空８５０ｈＰａ上，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沿长江

南岸附近形成一条明显的低空切变线，并向西南方

向延伸，直至贵州东南部和广西交界处，强降水主要

发生在长江中下游切变线附近的南侧以及华南西北

部切变线的东南一侧。至２８日０８时，长江中下游

的切变线稳定维持，造成江南中部和北部的强降水，

华南西北部的切变线随副高东退缓慢向东移动，造

成广西北部的强降水。此外，两条切变线的位置一

直处于５００ｈＰａ槽前附近，受到有利的动力抬升条

件影响，利于强降水的发生。

强的降水过程离不开源源不断的水汽供应，切

变线南侧的西南气流，风速逐渐加大至１６ｍ·ｓ－１

以上，达到低空急流标准，且在这次过程中江南和

华南切变线以南湿舌区的８５０ｈＰａ比湿大于１５

图５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６日２０时（ａ）和２８日

２０时（ｂ）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单位：ｄａｇｐｍ）

和８５０ｈＰａ风场（单位：ｍ·ｓ－１）

Ｆｉｇ．５　Ｔｈｅ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ｓ

（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ａｎｄ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

ｖｅｃｔｏｒｓ（ｕｎｉｔ：ｍ·ｓ－１）ａｔ２０：００ＢＴ２６

Ｊｕｎｅ２０１３（ａ）ａｎｄ２０：００ＢＴ２８Ｊｕｎｅ２０１３（ｂ）

ｇ·ｋｇ
－１（图略），水汽条件良好，配合西南急流，形

成较强的低层不稳定条件和水汽辐合，有利于中尺

度对流的触发和发展，进而形成强降水过程。

２８日２０时（图５ｂ）中层５００ｈＰａ环流形势未有

大的变化，但中纬地区逐渐转为平直西风，不利于冷

空气自西北路径的南下，８５０ｈＰａ切变线有所南压

并明显减弱，长江以北地区已经转为南风控制，江南

地区的降水范围随之南移并逐渐减弱。

４　热带气旋活动概况

６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有３个热带风暴生

成（图略），其中只有一个登陆我国。

６月２１日０８时，第５号热带风暴贝碧嘉生成

于南海北部洋面，并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６月２２

日１１时，“贝碧嘉”在海南省琼海市登陆。登陆时中

心附近最大风力为９级（２３ｍ·ｓ－１），中心最低气压

为９８４ｈＰａ。这是２０１３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热带

风暴，登陆时间较常年平均（６月２９日）偏早７天

（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３）。

　　受“贝碧嘉”影响，２１日０８时至２３日１４时，海

南中西部和南部、广西西南部、广西南部降雨５０～

１００ｍｍ，海南万宁、陵水、三亚、琼中、五指山、保亭、

乐东降雨１５０～２６８ｍｍ。广东沿海、海南和广西南

部出现６～８级瞬时大风，局地风力９～１０级，海南

万宁沿海岛屿上瞬时风力达１２级。此次台风造成

海南和广西约２０．４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２４．７万

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５８９２万元。

５　高温天气

６月，日最高气温≥３５℃的高温日数全国平均

为１．９ｄ，较常年同期（１．５ｄ）偏多０．４ｄ（国家气候

中心，２０１３）。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西部、江汉、

江南、华南东部以及重庆、四川东部、云南中部、新疆

中南部、陕西南部等地高温日数在３～５ｄ，其中重

庆、湖北西部、江西西部、湖南东部、新疆中南部在５

～１０ｄ，局部超过１０ｄ；与常年同期相比，四川东部、

重庆、湖北西南部、湖南大部、江西大部和新疆西南

部偏多３～５ｄ，局部偏多５～７ｄ。全国有２０站达到

极端高温事件标准，主要发生在云南、贵州、重庆、海

南、湖北和青海６省（市），其中云南福贡（４０．２℃）和

贵州雷山（３５．９℃）突破历史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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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１６—２１日，我国南方大部出现２０１３年首

次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高温范围广，部分地区持续

时间长，突破历史极值多。重庆、湖北、湖南和江西

４省（市）平均高温日数为４．１ｄ，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

史同期最多；其高温站日数为１２３２站日，也为１９６１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造成这次大范围高温的天气

系统主要是副高，江汉、江淮南部、江南和华南大部

由于副高西伸加强，受下沉辐散气流控制，晴热少

雨，造成这一区域的高温天气。之后受热带气旋影

响，以及随着北方冷空气南下，有较强降水发生，这

一区域的高温天气得到缓解。

参考文献

曹勇．２０１２．２０１２年６月大气环流和天气分析．气象，３８（９）：１１５５

１１６０．

黄威．２０１１．２０１１年６月大气环流和天气分析．气象，３７（９）：１１７８

１１８４．

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３．２０１３年６月气候影响评价

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

檨檨檨檨

檨檨檨檨

殎

殎殎

殎

．

新书架

《低纬高原地区雷电监测预警方法研究与应用》

张腾飞 等著

该书总结了近年来作者对低纬高原雷电特征及雷电监

测预警方法研究成果，内容包括雷电活动空间分布及年、季、

月和日分布特征，雷电形成的典型环流形势和气象条件，雷

暴云的卫星云图结构、演变特征、云顶亮温与地闪活动的关

系，雷暴云回波的结构、演变、特征指标与地闪的关系，地闪

演变规律和演变函数，雷暴云大气电场演变特征和地闪预警

阈值，雷电客观自动预警技术和方法，及雷电客观自动预警

的建立和应用检验等，得出的结论可为强对流天气（尤其雷

电）短时临近预报提供参考和依据。

该书可供从事气象科学研究、短期和短时预报业务人员

及大气科学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１６开　定价：８８．００元

《华东区域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决策者摘要及执行摘要２０１２》

《华东区域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编写委员会 编著

华东区域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

江西省、山东省。《华东区域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由中国气象

局组织华东区域气象中心实施。

《华东区域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包括华东区域的气候变

化基本事实、影响与对策和分省（市）的气候变化影响评估共

三编。第一编包括九章，主要描述华东区域气候变化的基本

事实、主要特征和可能原因，并对未来华东区域气候变化趋

势做出预估；第二编包括七章，针对不同领域对气候变化的

影响进行了评估；第三编共七章，为华东区域的分省（市）报

告。

该书以《华东区域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为基础，凝练出华

东区域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决策者摘要和执行摘要，以供华东

区域内的各级决策部门，以及气候、气象、经济、水文、海洋、

农林牧、地质和地理等领域的科研与教学人员参考使用。

　 １６开　定价：２８．００元

《高空和地面气候变化及影响研究文集》

邹旭恺 等主编

该文集收录了最近几年有关高空和地面气候变化及其

影响的１８篇论文。高空气候变化研究方面主要包括高空探

空资料的均一化检验、高空大气温度变化趋势及其不确定性

等研究以及最新研发的中国高空气候变化监测检测业务系

统介绍。地面气候变化研究方面主要包括基于中国地面观

测资料的极端温度、降水以及干旱、寒潮等重大天气气候事

件变化特征分析，气候变化检测技术在中国和全球气候变化

研究中的应用等，并提供了近些年在国家级和省级气候中心

推广应用的中国极端天气气候监测业务系统介绍。

　 １６开　定价：４５．００元

《云南省风能资源及其开发利用》

朱勇 等编著

该书总结了云南省风能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的业务和科

研成果，全面分析了云南省区域风速的分布特征、风能资源

详查和评价、风电场风能资源的基本特征、山地风电场风能

资源的数值模拟，并从风电场开发的角度介绍了云南省风电

开发的情况、风能资源的表征方法、针对云南省山地风电场

风能资源评估的技术方法以及风电功率预报方法。

该书可供希望了解和掌握云南省风能资源及其开发利

用的相关管理人员、科技工作者阅读，也可为在云南省从事

风电开发建设的工程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提供参考。

　 １６开　定价：５０．００元

　气象出版社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ｍｐ．ｃｍａ．ｇｏｖ．ｃｎ，Ｅｍａｉｌ：ｑｘｃｂｓ＠ｃｍａ．ｇｏｖ．ｃｎ

发行部电话：（０１０）６８４０６９６１／９１９８／９１９９／８０４２，传真：６２１７５９２５

２３２１　　　　　　　　　　　　　　　　　　　 　气　　象　　　　　　　　　　　　　　　 　　 　　　第３９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