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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２０１３年７月环流特征如下：欧亚中高纬呈西低东高异常分布型，我国中高纬多短波槽活动，西太平洋副高强度较常

年偏强，西南季风较常年偏强。７月全国平均降水量１３８．９ｍｍ，较常年同期（１２０．６ｍｍ）偏多１５．２％，为１９５１年以来第四多

雨年；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２．４℃，较常年同期（２１．９℃）偏高０．５℃。月内共出现１１次强降水过程，多站出现极端日降水量。７

月共有４个热带气旋在南海和西北太平洋活动，并有“温比亚”、“苏力”、“西马仑”等３个热带气旋登陆。江南、江淮、江汉及重

庆等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全国１００个气象观测站发生极端高温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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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Ｐ４４８，４５８　　　　　　文献标志码：Ａ　　　　　　犱狅犻：１０．７５１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０５２６．２０１３．１０．０１８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Ｊｕｌｙ２０１３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ｅａｔｈｅｒ

ＬＩＮＹｕｃｈｅｎｇ　ＸＵＪｕｎ　ＺＨＡＮＧＦａｎｇｈｕ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ｅｎｔｒ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１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Ｊｕｌｙ２０１３ａｒｅ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ｎｕｎｕｓｕ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ｏｖｅｒ

Ｅｕｒａｓｉ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ｔｒｏｕｇｈｓｗｅ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ｈｉｇｈｗａｓ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ｔｈ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ｗａｓ１３８．９ｍｍ，ｗｈｉｃｈｉｓ１５．２％ 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ｎｏｒｍａｌ

（１２０．６ｍｍ）．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ａｓ２２．４℃，ｂｅｉｎｇ０．５℃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

１１ｈｅａｖｙ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ｗｉｔｈｅｘｔｒｅｍ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ｔｓｏｍ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ｕｒ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

ｃｌｏｎｅｓ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ｏｖｅｒ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ｗｉｔｈｔｈｒｅｅｏｆｔｈｅｍｌａｎｄｅｄｏｎ

Ｃｈｉｎａ．Ｌｏｎｇｌａｓｔｉｎｇ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ｉｎｓｏｕｔｈ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ｗｈｉｌｅｅｘｔｒｅｍｅ

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ｅｖｅｎｔｓｈａｐｐｅｎｅｄａｔ１００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ｎｓｏｏｎ，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ｈｉｇｈ，ｔｏｒｒｅｎｔｉａｌｒａｉｎ，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引　言

２０１３年７月全国平均降水量偏多，为１９５１年

以来同期第四多雨年；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０．５℃，江南、江淮、江汉及重庆等地出现持续高温天

气。月内暴雨过程频繁，四川、陕西、甘肃、山西等省

部分地区出现较为严重的洪涝或滑坡、泥石流等地

质灾害；风雹和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频繁发生，华南、

黄淮大部以及新疆北部、四川大部、云南大部、湖北

西北部等地不同程度受灾；热带气旋温比亚、苏力、

西马仑登陆，给华南和江南东部带来强风雨天气。

１　天气概况

１．１　降水

７月，全国平均降水量１３８．９ｍｍ，较常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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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６ｍｍ）偏多１５．２％，为１９５１年以来第四多

（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３ａ）。华南中部和南部、云南南

部和西部、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部和南

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大部和内蒙古东部等地月降

水量超过２００ｍｍ，其中华南南部沿海、四川盆地西

部、陕西中部和辽宁东部等地达４００ｍｍ以上。而

贵州、重庆东部、江南西部和北部、新疆、西北地区西

部、内蒙古中部和西部等地降水量则不足１００ｍｍ

（图１）。与常年同期相比（图２），东北地区大部、华

北西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大部、四川盆地、南疆盆

地、华南沿海等地月降水量偏多两成以上，其中四川

盆地、山西和陕西中部、山东北部、南疆盆地和内蒙

古东部等地偏多一倍以上，局地偏多两倍以上。而

江南北部和西部、江淮大部、贵州、云南中部和东部

等地月降水量偏少两成以上，其中贵州中部和东部、

湖南中部、浙江中部等地偏少一倍以上。

图１　２０１３年７月全国降水量分布（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ｉｎＪｕｌｙ２０１３（ｕｎｉｔ：ｍｍ）

图２　２０１３年７月全国降水量

距平百分率分布（单位：％）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Ｊｕｌｙ２０１３（ｕｎｉｔ：％）

１．２　气温

７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２．４℃，较常年同期

（２１．９℃）偏高０．５℃。从空间分布看，除陕西北部、

新疆北部的部分地区偏低１～２℃外，全国大部地区

气温偏高或接近常年同期，其中黄淮大部、江淮、江

汉、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北部及青海南部等地普遍

偏高１～２℃，部分地区偏高２℃以上（图３）（国家气

候中心，２０１３ａ）。

图３　２０１３年７月全国平均气温

距平分布（单位：℃）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Ｊｕｌｙ２０１３（ｕｎｉｔ：℃）

２　环流特征与演变

图４为２０１３年７月５００ｈＰａ平均高度及距平

的水平分布，与常年同期相比较，本月北半球的环流

形势有以下几个特点。

２．１　环流特征

２．１．１　欧亚中高纬呈西低东高异常分布型

７月，极涡中心位于极点附近，较常年同期相比

略偏强。环绕极涡中心，中高纬的西风带表现为４

个槽，分别位于欧洲东部、中西伯利亚、太平洋中部

和北美东部。欧亚中高纬呈西低东高异常分布型，

欧洲东部至亚洲北部为宽广的低压槽控制，鄂霍次

克海高压脊显著偏强，其高压中心位势高度达５６８

ｄａｇｐｍ以上，位势高度距平超过２ｄａｇｐｍ，东亚中纬度

地区为位势高度正距平控制（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３ｂ），

这种环流形势有利于北方和西部地区多降雨。

２．１．２　副热带高压偏强

７月，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简称副高）西段强

度较常年同期偏强，西脊点位于１２０°Ｅ附近，接近常

年同期（周宁芳，２０１２；于超，２０１１），副高脊线位于

２７°Ｎ附近，较常年同期偏北。副高在月内相对比较

稳定，７月上旬和下旬都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强偏西，

０８３１　　　　　　　　　　　　　　　　　　　 　气　　象　　　　　　　　　　　　　　　 　　 　　　第３９卷　



７月中旬有所减弱东退。副高脊线位置在上半月显

著偏北，４候起有所南落（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３ｂ）。

这种形势有利于北方降水增多而江南一带受副高控

制出现持续高温少雨天气。

图４　２０１３年７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平均

高度（ａ）和距平（ｂ）（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４　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ｓ

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ａ）ａ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ｂ）ｉｎ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Ｊｕｌｙ２０１３（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２．１．３　西南季风偏强

７月季风槽位于８５°Ｅ附近，影响印度半岛和孟

加拉湾一带，较常年同期偏强，有利于低纬水汽沿副

热带高压向北输送，造成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

华北地区等地降水增多。

２．２　环流演变与我国天气

图５给出７月上、中、下旬欧亚地区５００ｈＰａ平

均高度场的环流演变。上旬（图５ａ），亚洲中高纬为

两槽一脊环流型，巴尔喀什湖以西和东北地区分别

为一低压槽，贝加尔湖至蒙古高原为弱高压脊控制，

逐日演变中表现为低压槽频繁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和

华北一带，低涡影响东北地区。副热带高压西脊点

位于１１４°Ｅ附近，５８８０ｇｐｍ等位势高度线控制江南

东部，江南、江汉出现持续高温天气。高空槽后冷空

气与副高西侧偏南暖湿气流结合，在西北地区东部、

华北东部、黄淮北部和江淮大部造成强降雨，上述地

区累积降水量超过１００ｍｍ。受冷涡持续影响，东

北地区中部和西部降水量超过１００ｍｍ，其中黑龙

江西南部较常年同期偏多两倍以上。另外，西南地

区为一短波槽，在副高西侧的东南风和西南季风的

充沛水汽输送背景下，配合低层切变辐合，四川盆地

７月８—１１日出现持续性强降水天气，上旬四川盆

地累积降水量普遍有 １００ ｍｍ 以上，局地超过

４００ｍｍ，比常年同期偏多一倍以上，局地偏多两倍

以上。

７月中旬（图５ｂ），欧亚中高纬度环流逐步调整，

西西伯利亚阻高建立，贝加尔湖附近有一低压槽，副

高东退北抬，西脊点位于１２０°Ｅ附近，其西段脊线北

移至２７°Ｎ附近。逐日演变中表现为贝加尔湖切断

低压建立，副高东退北抬，低压槽频繁影响东北地

区、华北、黄淮和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槽后冷空气与

图５　２０１３年７月上（ａ）、中（ｂ）、下旬（ｃ）

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５　Ｔｈｅ１ｓｔ（ａ），２ｎｄ（ｂ）ａｎｄｌａｓｔ（ｃ）ｄｅｋａ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ｓｏｖｅｒＥｕｒａｓｉａ

ｉｎＪｕｌｙ２０１３（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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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高西侧暖湿气流交汇于此，为上述地区带来４次

强降雨天气过程。另外，高原槽东移影响四川盆地、

西北地区东部等地，造成上述地区降水较常年同期

偏多一倍以上。

７月下旬（图５ｃ），西伯利亚阻高加强，并向东西

方向扩展，亚洲中高纬为宽广的低值系统控制，副高

有所西伸南落，西脊点位于１１５°Ｅ附近，西段脊线位

于２５°Ｎ 附近。青藏高原至孟加拉湾一带为季风

槽，为西南地区、江汉和华南等地降水提供了有利的

水汽条件。旬内分别受活跃的东北冷涡、西风槽和

高原槽等系统的影响，西南地区、西北地区、江汉、华

北、东北地区等地出现了两次较强的降雨过程。

３　主要降水过程

３．１　概况

７月我国北方、西南和华南地区暴雨频繁，降水

强度大，其中北方地区日降水量≥５０．０ｍｍ的站日

有２８２个，比常年同期（１６０．３个）偏多７５．９％，为

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３ａ）。

月内较强暴雨过程有１１次（表１），其中３次分别由

登陆热带气旋温比亚、苏力和西马仑造成。其他降

水过程则受西风带低涡低槽、高原槽和副热带高压

表１　２０１３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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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狀犱犮狅狀狏犲犮狋犻狏犲狑犲犪狋犺犲狉狆狉狅犮犲狊狊犲狊犱狌狉犻狀犵犑狌犾狔２０１３

降水时段 主要影响系统 降水区域及降水强度

１—３日
１３０６登陆台风 温比亚及其外围

环流影响
海南、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出现暴雨，局地出现大暴雨

３—８日
高空冷涡、高空槽、低层切变线、

副高边缘

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西南地区东部、黄淮东部、江淮大部、江汉地区

东南部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山西南部、四川盆地中东部、重庆、湖北东南

部、江淮大部出现暴雨，局地出现大暴雨

８—１３日
高空槽、低层切变线、低空急流、

副高

四川盆地西部、西北东部、华北大部、黄淮北部、辽宁中部和辽东半岛南

部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四川都江堰和大邑出现特大暴雨

１３—１４日 台风苏力及其外围环流影响 广东东部、福建、江西中部和南部、浙江南部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

１４—１５日
高空槽、低层切变线、低空急流、

副高

内蒙古南部、华北北部、河北西南部和山东西北部出现了暴雨，河北南部

局部大暴雨

１７—１９日
高空槽、高空冷涡、低层切变线、

副高

四川盆地中部和南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中部和华北西南部出现了暴

雨，其中四川盆地中部和黄淮中部局地出现了大暴雨

１８—１９日 台风西马仑 福建南部沿海出现了暴雨，局地大暴雨

１９—２１日 高空槽、低涡切变
四川盆地东北部、江汉地区东部、黄淮、江淮出现了暴雨，其中四川盆地

东北部、黄淮局部出现了大暴雨

２１—２３日 高空槽、低涡切变、副高
四川盆地北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等地出现了暴雨，其中四川盆地

北部、华北东部局地出现了大暴雨

２５—２８日 高空槽
华北东部、内蒙古东北部、山东半岛北部出现了暴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

局地出现了大暴雨

２５—２８日 季风低压 华南南部出现了暴雨，其中广西南部和海南局部出现了大暴雨

等系统的影响，降水区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西北地

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和东北地区等地。其中７

月８—１３日，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部分地区、华

北南部及黄淮北部等地出现强降水过程，累积雨量

普遍有１００～２５０ｍｍ，四川都江堰最大累积雨量达

到７５１．５ｍｍ（其中９日日雨量达４１６．０ｍｍ）。本

次强降水过程中，１００ｍｍ以上地区有３５．３万ｋｍ２，

是７月影响范围最大的一次暴雨天气过程（国家气

候中心，２０１３ａ）。下面将对致灾最为严重的四川盆

地西部７月８—１１日持续性强降水过程进行重点分

析。

３．２　７月８—１１日四川盆地西部持续性强降水分

析

　　７月８—１１日四川盆地西部出现持续性强降水

过程，８日０８时至１２日０８时最大累积雨量为

７３１．３ｍｍ（都江堰站）。最强降水发生在８—９日，

最大小时雨量达９３ｍｍ，都江堰站９日０８时２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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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达２９２ｍｍ，大邑站１０日２０时２４ｈ雨量达２８０

ｍｍ，强降水具有持续时间长、降水强度大、强降水

落区集中于盆地向高原过渡区的特点（图略）。

此次暴雨过程较为符合典型的四川盆地西部暴

雨天气形势分布，高空急流分流区、副热带高压、东

移高原槽和西南暖湿气流等天气系统的适当空间配

置为持续性强降水的发生提供了有利的天气背景：

副高和东移高原槽相持，提供了稳定的天气背景。

２００ｈＰａ为风速辐散区，东移高原槽前低层为低涡

切变，高层辐散、低层辐合有利于深对流的产生和维

持；低层低涡切变南侧为７００ｈＰａ低空急流（大风速

带），为强降水区提供了充沛的水汽和不稳定能量。

从水汽和不稳定等环境条件上看，８—１０日四川盆

地西部整层可降水量均超过６０ｍｍ，８５０ｈＰａ假相

当位温都达到３６０Ｋ，８日２０时温江站探空犆犃犘犈

达到８４３Ｊ·ｋｇ
－１，这些物理量条件也都达到产生强

降水所需的一般性阈值。

具体分析表明，８—１０日副高西脊点位于１２０°Ｅ

附近，位置较为稳定。５００ｈＰａ上从青藏高原先后

有两个短波槽经过四川盆地，其中８日夜间至９日

的东移短波槽较强（图６），维持时间较长，对应盆

地西部ＭＣＳ集中爆发期，也是降水最强的时段。

图６　２０１３年７月９日０８时（ａ），１１日２０时（ｂ）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单位：ｄａｇｐｍ）和７００ｈＰａ风场

Ｆｉｇ．６　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ａｎｄ７００ｈＰａｗｉｎｄ

ａｔ０８：００ＢＴ９Ｊｕｌｙ（ａ）ａｎｄ２０：００ＢＴ１１Ｊｕｌｙ２０１３（ｂ）

７００ｈＰａ在盆地西侧始终维持较为清楚的偏南急

流，９日白天７００ｈＰａ偏南风速达到１６ｍ·ｓ－１；８５０

ｈＰａ上盆地内为东南风，与地形相互作用下，８日２０

时至１０日２０时平原向高地形过渡的地区风速辐合

中心散度低于－２×１０－５ｓ－１、水汽通量散度中心低

于－２×１０－８ｇ·（ｃｍ
２·ｈＰａ·ｓ）－１（图７），其中，１０

日０８时风速辐合中心散度达－４×１０－５ｓ－１、水汽

通量散度中心低于－６×１０－８ｇ·（ｃｍ
２·ｈＰａ·

ｓ）－１，并且风速辐合区位置与强降水落区较为一致。

１１日副高西进，５００ｈＰａ短波槽向北收缩减弱，

四川盆地西部系统性强降水天气结束。

４　热带气旋活动概况

７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有４个热带气旋活

动（图８），其中“温比亚”于６月２８日生成，７月２日

登陆我国，“苏力”和“西马仑”和“飞燕”为７月生成，

生成个数接近常年同期（３．７个）（周宁芳，２０１２），月

内共有３个热带气旋在我国登陆。热带气旋登陆个

图７　２０１３年７月９日０８时整层可降水量

（填色，单位：ｍｍ）８５０ｈＰａ风场、８５０ｈＰａ水汽

通量散度（虚线，单位：１０－８ｇ·（ｃｍ
２·ｈＰａ·ｓ）－１）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ｓｈａｄｅｄ，

ｕｎｉｔ：ｍｍ），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

ｆｌｕｘ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ｕｎｉｔ：１０
－８
ｇ·（ｃｍ

２·ｈＰａ·ｓ）－１］

ａｔ０８：００ＢＴ９Ｊｕｌｙ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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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比常年同期（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平均登陆２．０个）偏

多（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３）。初步统计，３个登陆热带

气旋共造成４０２．６万人受灾，７人死亡，直接经济损

失６３．９亿元（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３）。

今年第６号强热带风暴温比亚于６月２８日在

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７月１日加

强为强热带风暴，７月２日在广东省湛江麻章区湖

光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２８ｍ·ｓ－１，

中心气压为９７６ｈＰａ。２日２０时在广西河池市减弱

为热带低压。受其影响，７月１日０８时至３日０８

时，广东中南部、广西中南部、云南南部及海南东北

部等地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降大暴雨，累积雨量

有５０～１５０ｍｍ，海南文昌、广东湛江和广西钦州局

地２００～２５０ｍｍ。广东中西部、海南东部、广西东

南部等地及沿海出现８～１０级、阵风１１～１３级大

风，广东湛江东海岛最大风速为４４．７ｍ·ｓ－１。

今年第７号强台风苏力８日０８时在西北太平

洋洋面上生成，１０日０２时加强为超强台风，１３日

０３时在台湾省新北市与宜兰县交界处登陆，登陆时

中心附近风速达４５ｍ·ｓ－１，中心气压９４５ｈＰａ。１３

日１６时在福建连江县黄岐半岛再次登陆，登陆时中

心附近风力达３３ｍ·ｓ－１，中心气压９７５ｈＰａ。尔后

由福建进入江西，强度迅速减弱。受其影响，１３日

００时至１５日２０时，福建中南部和沿海地区、浙江

图８　２０１３年７月南海和

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路径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ｔｒａｃｋｓｏｆ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ｓ

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ｉｎＪｕｌｙ２０１３

沿海和南部、江西东北部和中南部、广东东北部等地

累 积降雨量有５０～１５０ｍｍ，局地２００～３００ｍｍ；

１２—１３日台湾中北部累积降水２００～５００ｍｍ，新竹

县五峰乡达９６３ｍｍ。台湾东部和北部沿海地区出现

１２级以上大风，彭佳屿瞬时风速达５７．５ｍ·ｓ－１。

　　今年第８号热带风暴西马仑于７月１７日０８时

在巴士海峡生成，于１８日２０时３０分在福建省漳浦

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２０ｍ·ｓ－１，

中心最低气压为９９５ｈＰａ。受“西马仑”影响，１８—

１９日，福建东南部出现强降雨，累积降水量达１００～

１５０ｍｍ，局地２００～３２０ｍｍ甚至达５００ｍｍ以上。

广东东部沿海、福建中南部沿海出现６～７级大风，

阵风８～９级。

５　江南、江淮、江汉及重庆等地出现持

续高温天气

　　７月上旬和下旬副高都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强偏

西，副高脊线位置在上半月显著偏北，黄淮大部、江

淮、江汉、江南以及重庆等地受稳定的副高环流控

制，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江南、江汉、黄淮中部以及

重庆、贵州东北部等地高温日数有１０～２５ｄ，浙江北

部、湖南中部等地高温日数超过２５ｄ。与常年同期

相比，湖南中北部、浙江北部、江苏南部、上海及重庆

西南部等地高温日数偏多１０ｄ以上。湖南、上海的

平均高温日数分别为２０．８和２０．５ｄ，均为１９５１年

以来同期最多。江南及重庆等地最长连续高温日数

普遍有５～１０ｄ，其中长沙、衡山、安仁等地达３１ｄ

（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３）。

致谢：感谢国家气象中心张立生提供的降水量、降水

距平和温度距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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