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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纯怡　许映龙
国家气象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提　要：２０１６年８月环流特征如下：北半球极涡呈单极型分布，强度偏强；亚洲大陆中、高纬为两槽一脊型；西北太平洋副热

带高压位置明显偏东偏北、强度偏弱，大陆高压偏强。８月全国平均降水９３．９ｍｍ，较常年同期（１０５．７ｍｍ）偏少１１．２％；全国

平均气温２２℃，较常年同期（２０．８℃）偏高１．２℃，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月内共出现了６次

主要的区域性强降水过程，其中４次是由热带气旋或热带辐合带活动引起。８月共有８个热带气旋（风力８级以上）在西北太

平洋和南海海域活动，其中１６０４号台风妮妲和１６０８号台风电母登陆华南沿海。月内，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高温

天气，东北地区西部和内蒙古东部气象干旱持续。

关键词：大气环流，副热带高压，热带气旋，高温，干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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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天气概况

１．１　降水

２０１６年８月全国平均降水量９３．９ｍｍ，较常年

同期（１０５．７ｍｍ）偏少１１．２％。从空间分布看

（图１），除西北地区大部及内蒙古大部、东北地区西

部、西南地区北部、江淮及江西北部等地降水量不足

１００ｍｍ外，其他大部地区降水量在１００ｍｍ以上，

其中华南大部及云南南部等地降水量为２００～

４００ｍｍ，海南西部在４００ｍｍ以上；与常年同期相

第４２卷 第１１期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气　　　象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ＮＴＨＬＹ
　　 　 　　　　　

　Ｖｏｌ．４２　Ｎｏ．１１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２日收稿；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日收修定稿

第一作者：向纯怡，从事台风预报工作．Ｅｍａｉｌ：ｘｉａｎｇｃｙ＠ｃｍａ．ｇｏｖ．ｃｎ



比（图２），西北地区大部及内蒙古西部、贵州中部、

广西地区大部、广东、海南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２成至１倍，局部偏多１倍以上；东北地区大部、黄

淮大部、江淮及内蒙古东部、河北、甘肃东南部、陕西

南部、四川、西藏东部、湖北北部、江西北部和浙江等

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２～５成，部分地区偏少５成

以上（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６）。

图１　２０１６年８月全国降水量分布（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

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６（ｕｎｉｔ：ｍｍ）

图２　２０１６年８月全国降水量距平百分比分布（单位：％）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ａｎｏｍａｌ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６（ｕｎｉｔ：％）

１．２　气温

２０１６年８月，全国平均气温２２℃，较常年同期

（２０．８℃）偏高１．２℃，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

（与２００６年并列）。从空间分布来看（图３），全国大

部气温偏高，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北地

区大部、黄淮、江淮、江汉及内蒙古大部、江西北部、

浙江北部等地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１～２℃，其中西

北地区东南部及四川北部、内蒙古中部部分地区气

温偏高２～４℃；新疆西部、黑龙江北部部分地区气

温较常年同期偏低０．５～１℃，局部偏低１℃以上。

（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６）。

图３　２０１６年８月全国平均气温距平分布（单位：℃）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６（ｕｎｉｔ：℃）

２　环流特征与演变

２．１　环流特征

图４为２０１６年８月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

及距平分布图，与常年同期的环流形势对比，２０１６

年８月的北半球环流形势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２．１．１　极涡呈单极型分布，亚洲中高纬度呈两槽一

脊型

从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空间分布和距平场上看

（图４），８月北半球极涡呈单极型分布，主体位于北

极圈内，极涡中心低于５２８ｄａｇｐｍ，并伴有－１６ｄａｇ

ｐｍ的明显负距平，表明东半球极涡较常年同期偏

强，冷空气势力较常年偏强。北半球中高纬度西风

带呈５波型分布，高空槽分别位于西西伯利亚地区、

俄罗斯远东到太平洋西部、太平洋中部、北美东海岸

和欧洲中部地区。亚洲中高纬度为两槽一脊的环流

形势，两槽分别位于西西伯利亚至中亚一带和俄罗

斯远东至日本海一带，并分别伴有１４ｄａｇｐｍ的正

距平区和弱的负距平区，表明８月影响我国的西路

冷空气势力较弱，冷空气影响我国以东路冷空气为

主；贝加尔湖至我国东北地区为弱的高压脊区，我国

中东部地区为大陆高压控制，并伴有２～６ｄａｇｐｍ

的正距平区，因此，８月我国中东部地区气温偏高，

降水偏少，一些地方气象干旱持续发展。

２．１．２　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位置明显偏东偏北

８月，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副高）

主体位于１５０°Ｅ以东地区，西脊点位于３５°Ｎ、１５０°Ｅ

附近，较常年气候平均位置（３０°Ｎ、１３４°Ｅ）（杨舒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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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２０１３；杨超等，２０１４；张芳等，２０１５）明显偏东偏

北。而常年副高控制的日本以南海域为宽阔的槽

区，并伴有２～４ｄａｇｐｍ的负距平区，表明８月副高

强度也较常年偏弱。副高位置明显偏东、偏北导致

月内台风的生成源地也偏东、偏北，月内生成的７个

热带气旋中，６个在１３９°Ｅ以东的海域生成，仅有１

个台风在南海北部海域生成；同时也使得月内热带

气旋多以远海北上路径为主，主要登陆或影响日本

及其以东海域。

图４　２０１６年８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

平均高度场（ａ）和距平场（ｂ）

（单位：ｄａｇｐｍ，平均场等值线间隔４ｄａｇｐｍ，

距平场间隔２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４　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

（ｗｉｔｈａｃｏｎｔｏｕｒ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ｏｆ４ｄａｇｐｍ）（ａ）

ａｎｄ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ｗｉｔｈａｃｏｎｔｏｕｒ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ｏｆ

２ｄａｇｐｍ）（ｂ）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６（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２．２　环流演变与我国天气

图５给出了８月上、中、下旬欧亚地区５００ｈＰａ

平均高度场的环流演变。８月上旬（图５ａ）欧亚大陆

中高纬度呈现两槽两脊型：乌拉尔山至里海附近受

高压脊控制；西西伯利亚至巴尔喀什湖一带为深厚

的槽区，且位置稳定少动，位于槽前的我国新疆西部

和南部多降水天气，局部地区发生洪涝灾害；贝加尔

湖到我国东北地区为宽广的弱高压脊，新疆东部、内

蒙古大部至东北西部地区降水偏少，气温持续偏高；

鄂霍次克海至日本海一带受低槽区控制，同时旬内

副高位置偏东偏北，其西脊点位置位于３５°Ｎ、１５０°Ｅ

附近，因此旬内生成的１６０５号台风奥麦斯和１６０６

号台风康森均在日本以东的远海转向。从逐日环流

演变（图略）上看，旬内前期，副高西伸加强，导致７

月下旬末期生成的１６０４号台风妮妲在副高南侧东

南气流的引导下，西行登陆广东深圳大鹏半岛，受

“妮妲”和南下冷空气的共同影响，８月１—４日，华

南大部及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等地出现暴雨，局地

大暴雨天气。

图５　２０１６年８月上旬（ａ）、中旬（ｂ）、下旬（ｃ）

欧亚地区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５　Ｔｈｅ５００ｈＰａ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ｏｖｅｒＥｕｒａｓｉａ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

ｓｅｃｏｎｄ（ｂ）ａｎｄｔｈｉｒｄ（ｃ）ｄｅｋａｄｓｏｆ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６（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８月中旬（图５ｂ）欧亚中高纬度仍维持两槽两脊

的环流形势。旬内，乌拉尔山至里海附近高压脊进

一步加强，导致巴尔喀什湖附近的低槽较上旬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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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略有加深，我国新疆西部和南部仍多降水天气，局

部地区发生洪涝灾害；内蒙古东部到东北地区为低

槽区控制，从逐日环流演变看（图略），华北、东北地

区多短波槽活动，多阵性降水天气，持续高温天气得

到缓解，其中８月１７—１９日，受高空槽配合低涡切

变东移，从内蒙古河套地区至山东半岛自西向东出

现了一次暴雨、局地大暴雨过程。中旬，大陆高压较

上旬明显南压，西北地区东部、江淮、四川盆地和江

南北部等地晴热少雨、气温持续偏高。旬内，热带辐

合带趋于活跃，自印度半岛至南海北部到菲律宾以

东洋面维持一条准东西向的热带辐合带，先后有

１６０７号台风灿都、１６０８号台风电母和１６０９号台风

蒲公英等３个热带气旋生成，但由于副高持续偏东

北抬，“灿都”和“蒲公英”先后分别远海转向或登陆

日本，而只有在南海北部生成的“电母”登陆广东湛

江雷州，受其影响，１８—２０日海南岛大部、广东雷州

半岛和东部沿海、广西南部、云南南部等地出现大暴

雨，海南岛大部出现特大暴雨。此外，受热带辐合带

北抬影响，１１—１３日华南地区出现持续性强降水。

　　８月下旬（图５ｃ），中高纬度环流形势略有调整，

前期乌拉尔山一带的高压脊减弱，巴尔喀什湖至中

亚仍维持低槽区，新疆西部和南部仍多降水天气；大

陆高压进一步南压并西伸，控制西北地区东部、西南

地区及华南西部等地，旬内前期南疆东部、陕西南

部、江汉、江南、华南及四川盆地等地出现高温天气；

我国东北地区到台湾以东洋面则为低槽区，由于大

陆高压的西伸，我国中东部地区演变为西高东低的

形势，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黄淮及南方大部等

地多降水天气，其中２１—２５日，受到高空槽配合低

涡东移影响，我国北方自西向东出现一次降水过程，

其中青海东部、甘肃中南部、宁夏北部和南部、陕西

中北部、山西中部等局地出现大暴雨；旬内，西太平

洋副高较前期有所西伸南落，西脊点位于２０°Ｎ、

１４０°Ｅ附近，受副高西伸的影响，１６１０号台风狮子山

登陆日本后西折进入我国东北地区，８月２９日至９

月２日，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古东北部地区出

现了强风雨天气。

３　主要降水过程

３．１　概况

８月，总体上看全国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１

成，但受到多个台风及短波槽活动的影响，局地降水

强度较大。全国共有６６站出现极端日降水量事件，

主要分布在东北东部、华北西部、西北、华南等地；全

国有５７站出现极端连续降水量事件，主要分布在东

北东部、华北、西北、海南等地，其中海南临高（１０８３

ｍｍ）、吉林图们（２３５．２ｍｍ）、陕西吴堡（２２８ｍｍ）等

１０站的连续降水量超过历史极值（国家气候中心，

２０１６）。８月主要出现了６次强降水过程，其主要影

响系统、影响区域和降水强度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６年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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犲狏犲狀狋狊犻狀犃狌犵狌狊狋２０１６

降水时段 主要影响系统 影响区域及降水强度

１—４日 台风妮妲
广东中西部和东部沿海、福建东南部、广西中东部、贵州东南部和云

南西部等地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

１１—１３日 热带辐合带 江南南部、华南北部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

１６—２０日 台风电母
海南岛大部、广东雷州半岛和东部沿海、广西南部、云南南部等地大

暴雨，海南岛大部出现特大暴雨

１７—１９日 低涡切变线 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辽宁、河北、天津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

２１—２５日 高空槽、低涡切变、低空急流
青海东部、甘肃中南部、宁夏北部和南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部等

局地大到暴雨

８月２９日至９月２日 台风狮子山及温带气旋 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辽宁北部出现暴雨，吉林东部局地大暴雨

３．２　台风妮妲降水过程分析

８月１日１４时至４日０８时，受台风妮妲影响，

广东中西部和东部沿海、福建东南部、广西中东部、

贵州东南部和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

有１００～２３０ｍｍ，其中广东珠三角地区和上川岛局

地达２５０～３１９ｍｍ；台风登陆前后局地短时雨强

大，广东西部和珠三角地区、广西南部等地的局部地

区最大小时雨强达８０～１０７ｍｍ。

此次降水过程主要是由台风妮妲的本体环流和

弱冷气相互作用造成的，主要的强降水发生在台风

眼壁和外围螺旋雨带附近，降水的主要时段发生在

台风登陆后的２４ｈ内。台风登陆前，我国中东部地

区受到副高控制，地面气温较高，不稳定能量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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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妮妲受到副高西南侧气流引导，以西北行路径

移动，移速稳定。８月１日夜间至２日凌晨（图６ａ），

受到台风眼壁环流和外围螺旋雨带移动的影响，强

图６　２０１６年８月２日０２时（ａ）和２０时（ｂ）

的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实线，单位：ｄａｇｐｍ）和

８５０ｈＰａ风场（风向杆）、急流（阴影，单位：ｍ·ｓ－１）

Ｆｉｇ．６　Ｔｈｅ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ａｎｄｌｏｗｌｅｖｅｌｊｅｔ（ｓｈａｄｅｄ，≥１２ｍ·ｓ
－１）

ａｔ（ａ）０２：００ＢＴ（ｂ）２０：００ＢＴ２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６

降水主要发生在台风登陆点的右侧，即珠江口以东

地区；８月２日白天至３日白天（图６ｂ），随着“妮妲”

向内陆移动，台风环流减弱，但影响范围扩大，受到

台风北侧东路回流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强降水范围

扩大，主要降水落区集中在广东大部、广西中东部、

贵州东南部和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出现短时强降水。

８月３日夜间到４日凌晨（图略），台风减弱后的残

余环流从广西移动到云南南部，主要强降水分布在

贵州南部和云南局部地区。

　　此次影响我国华南和西南地区的强降水过程，

主要的水汽通道是来自于孟加拉湾和南海地区西南

或偏南季风的输送，水汽通量达到０．０２ｇ·ｃｍ
－１·

ｈＰａ－１·ｓ－１，水汽通量散度的中心与低层环流中心

基本吻合，最大水汽通量散度达到－５×１０－７ｇ·

ｃｍ－２·ｈＰａ－１·ｓ－１（图７）。登陆后，受到地形抬升

辐合作用明显，为强降水的发生提供了有利条件。

图７　２０１６年８月２日０８时８５０ｈＰａ风场（箭头）、

水汽通量（阴影，单位：１０－４ｇ·ｃｍ
－１·ｈＰａ－１·ｓ－１）和

水汽通量散度（等值线，单位：１０－９ｇ·ｃｍ
－２·ｈＰａ－１·ｓ－１）

Ｆｉｇ．７　Ｔｈｅ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ｆｌｕｘ

（ｓｈａｄｅｄ，ｕｎｉｔ：１０－４ｇ·ｃｍ
－１·ｈＰａ－１·ｓ－１）

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ｆｌｕｘ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ｕｎｉｔ：１０－９ｇ·ｃｍ
－２·ｈＰａ－１·ｓ－１）

ａｔ０８：００ＢＴ２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６

４　热带气旋活动

８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有７个编号热带气

旋生成（表２），比常年同期（５．８个）偏多１．２个；其

中２个登陆我国沿海地区，接近常年同期（１．９３

个），１６０４号台风妮妲登陆广东省深圳市大鹏半岛，

１６０８号台风电母登陆广东省湛江市。

４．１　台风妮妲登陆广东，风雨范围广

１６０４号台风妮妲于７月３０日１７时在菲律宾

以东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之后向西北方向移

动，强度逐渐加强，３１日夜间加强为台风，８月２日

凌晨加强为强台风级，并于２日０３：３５在广东省深

圳市大鹏半岛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级，中心附

近最大风速为４２ｍ·ｓ－１（１４级），中心最低气压为

９６０ｈＰａ，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于８月３日

００时在广西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于０８

时停止对其编号。“妮妲”主要特点为：

（１）风雨范围较广。受“妮妲”和弱冷空气影响，

台湾、广东、福建、海南、广西、贵州和云南等地先后出

现强降水；广东中东部、福建东部沿海、广西南部沿海

等地出现８～１０级瞬时大风，广东东部沿海局地出现

１１～１４级阵风。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南等地直

接经济损失５．２亿元（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６）。

（２）移速快。从进入南海到登陆广东深圳，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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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妲平均移速约２６ｋｍ·ｈ－１，明显超过南海台风平

均移速（１５ｋｍ·ｈ－１）。

（３）登陆强度强。受高海温和有利的大气环流

影响，“妮妲”登陆前１２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

级，并且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深圳大鹏半岛，且登陆

后在陆上维持时间长。

表２　２０１６年８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活动简表

犜犪犫犾犲２　犜狉狅狆犻犮犪犾犮狔犮犾狅狀犲狊犪犮狋犻狏犲犻狀犖狅狉狋犺狑犲狊狋犲狉狀犘犪犮犻犳犻犮犪狀犱狋犺犲犛狅狌狋犺犆犺犻狀犪犛犲犪犻狀犃狌犵狌狊狋２０１６

编号 台风名称
生成时间及位置 强度极值

时间／ＢＴ 纬度／°Ｎ 经度／°Ｅ 气压／ｈＰａ 风速／ｍ·ｓ－１

１６０４ 妮妲（Ｎｉｄａ） ７月３０日１７时 １６．１ １２５．５ ９６０ ４２

１６０５ 奥麦斯（Ｏｍａｉｓ） ８月４日１４时 １８．９ １４８．８ ９８０ ３０

１６０６ 康森（Ｃｏｎｓｏｎ） ８月９日００时 １７．３ １５９．３ ９８２ ２８

１６０７ 灿都（Ｃｈａｎｔｈｕ） ８月１４日０２时 １９．８ １４１．７ ９８８ ２３

１６０８ 电母（Ｄｉａｎｍｕ） ８月１８日０５时 ２１．０ １１２．２ ９７８ ２５

１６０９ 蒲公英（Ｍｉｎｄｕｌｌｅ） ８月１９日２０时 １８．６ １４０．９ ９８０ ３０

１６１０ 狮子山（Ｌｉｏｎｒｏｃｋ） ８月２０日０２时 ３２．４ １３９．８ ９３５ ５２

１６１１ 圆规（Ｋｏｍｐａｓｌｄ） ８月２０日０８时 ３２．６ １４７．６ ９９５ １８

４．２　台风电母登陆粤西，海南持续强降水

１６０８号台风电母于８月１８日０５时在南海西

北部近海海面上生成，之后受到南亚高压南侧偏东

气流的影响以西行路径移动，８月１８日１５：４０在广

东省湛江市登陆，登陆时强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

近最大风速为２０ｍ·ｓ－１（８级），中心最低气压为

９８２ｈＰａ。登陆后“电母”穿过雷州半岛进入北部湾，

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８月１９日１３：５０在越南海防

市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速为２５ｍ

·ｓ－１（１０级），中心最低气压９７８ｈＰａ，之后进入越

南北部减弱消失。

受“电母”影响，１６日０８时至２０日０８时，海南

岛大部、广东雷州半岛和东部沿海、广西南部、云南

南部等地出现大暴雨，其中位于台风南侧的海南岛

大部出现特大暴雨，海南岛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

区雨量有５００～９９０ｍｍ，临高、儋州、昌江、白沙局

地达１０００～１０８３ｍｍ，１６日２０时至１８日１４时，临

高县降水量累积为７３２．５ｍｍ，打破当地８月极值

纪录，临高１７日日降水量（５３８ｍｍ）突破历史极值，

临高局地１ｈ雨强１０１ｍｍ（１７日０９—１０时），昌江

局地３ｈ雨强２２３ｍｍ（１８日０８—１１时）。台风电母

共造成广东、广西、海南、云南４省（区）３人死亡，直

接经济损失１７．７亿元（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６）。

４．３　台风狮子山路径复杂，影响东北地区

１６１０号台风狮子山于８月２０日０２时在日本

东南部洋面上生成，之后受到西太平洋副高、大陆高

压共同影响，并与其东侧的１６０９号台风蒲公英发生

双台风相互作用，使得其移动路径复杂，先是以西南

方向移动，在１３０°Ｅ附近发生打转后再以东北行路

径移动，２８日下午加强为超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

大风速为５２ｍ·ｓ－１（１６级），中心最低气压为９３５

ｈＰａ，之后强度逐渐减弱，２９日夜间鄂霍次克海阻

高建立（图８），“狮子山”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并于

８月３０日１６：５０在日本本州北部沿海登陆，登陆强

度为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速为３０ｍ·

ｓ－１（１１级），中心最低气压为９６５ｈＰａ；由于鄂霍次

克海阻高的阻挡，３０日晚“狮子山”折向偏西方向移

动，８月３１日０４：３０在俄罗斯海参崴附近沿海登陆，

登陆强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速为２３ｍ

·ｓ－１（９级），中心最低气压为９７５ｈＰａ，随后于０７：５０

前后进入吉林东部，逐渐减弱变性为温度气旋。

图８　８月２９日２０时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

（实线，单位：ｄａｇｐｍ）和８５０ｈＰａ风场

（风向杆）、急流（阴影，单位：ｍ·ｓ－１）

Ｆｉｇ．８　Ｔｈｅ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

ａｎｄｌｏｗｌｅｖｅｌｊｅｔ（ｓｈａｄｅｄ，≥１２ｍ·ｓ
－１）

ａｔ２０：００ＢＴ２９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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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狮子山”外围环流和温带气旋的共同影

响，８月２９日１４时至９月２日０６时，黑龙江东部和

南部、吉林大部、辽宁中部和北部、内蒙古东部等地

累计降雨量超过５０ｍｍ，吉林延边、白山、通化和黑

龙江鹤岗、佳木斯、七台河、鸡西、牡丹江等地局地有

１００～１７０ｍｍ，吉林延边东部达１８０～２３９ｍｍ。内

蒙古东部及东北地区气象干旱得到缓解。

５　我国中东部出现高温、北方地区干

旱持续

　　８月中旬至下旬，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受到大

陆高压控制，并伴有２～６ｄａｇｐｍ的正距平，受其影

响华南、江南、江汉及四川盆地、陕西南部、南疆东部

等地出现了日３５℃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日最

高温度达到３７～３９℃，高温日数较常年同期偏长，

其中重庆、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大部等地高温

日数达１５～２０ｄ，局部地区超过２０ｄ。中央气象台

于８月１１—２５日连续发布高温预警。与此同时，我

国北方地区持续受高压脊控制、中高纬度地区多以

纬向气流为主，冷空气势力较弱，东北西部及内蒙古

东部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３～８成，同时上述地区气

温偏高１～２℃，内蒙古东部和吉林西部出现持续高

温天气，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超过４０℃。高温少雨

致使内蒙古东部和东北西部气象干旱发展。８月末

９月初，受到台风狮子山外围环流和温带气旋的共

同影响，东北和内蒙古部分地区的旱情有所缓解。

致　谢：感谢国家气象中心张永恒提供的降水量、降水距平

和温度距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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