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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２０１７年３月大气环流的主要特征是极涡偏强且呈单极型分布，中高纬环流呈４波型，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度较

常年偏弱，南支槽强度较常年偏强。３月全国平均气温４．５℃，较常年同期偏高０．４℃；全国平均降水量３６．２ｍｍ，比常年同期

（２９．５ｍｍ）偏多２２．７％。月内我国东部地区有２次中等强度冷空气过程；南方地区有３次区域性暴雨天气过程；北方地区有

２次沙尘天气过程；江苏、湖南等省局地遭受风雹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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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３月为冬春之交，我国气候特征是，北方冷空气

逐渐减弱，但仍有一定势力，随着气温回升，地表解

冻，北方开始出现沙尘天气。同时，西南暖湿气流增

强，华南开始出现“回南天”。北方冷空气与暖湿气

流在江南、华南交汇，降水逐渐增多，并导致风雹、短

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我国北方地区降水较少，

一些区域常有旱情发展（胡宁和孙军，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年３月，极涡主体略偏向北美大洲一侧，

东亚大槽显著偏东表现为鄂海地区的切断低涡，导

致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势力偏弱，全国平均气温

４．５℃，较常年同期（４．１℃）偏高０．４℃。西太平洋

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副高）的强度较常年同期偏

弱，南支槽强度较常年略偏强，利于孟加拉湾的水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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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我国输送，导致全国平均降水量３６．２ｍｍ，较常

年同期（２９．５ｍｍ）偏多２２．７％，为１９９９年以来同

期最高。

１　天气概况

１．１　降水

２０１７年３月（图１），全国平均降水量３６．２ｍｍ，

较常年同期（２９．５ｍｍ）偏多２２．７％，为１９９９年以

来同期最高（赖芬芬和孙军，２０１５；胡宁和孙军，

２０１６）。从空间分布来看，江南、华南和云南西北部

等地降水量有５０～１００ｍｍ，其中江南南部、华南北

部超过１００ｍｍ；全国其余大部地区降水量普遍在

５０ｍｍ以下，其中西北大部、西藏大部、东北地区、

内蒙古、华北地区及黄淮等地不足１０ｍｍ，西北大

部、内蒙古西部等地几乎无降水（国家气候中心，

２０１７）。

与常年同期相比，华北西部、江汉西部、江南南

图１　２０１７年３月全国降水量分布（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

ｉｎ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７（ｕｎｉｔ：ｍｍ）

图２　２０１７年３月全国降水量距平

百分率分布（单位：％）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７（ｕｎｉｔ：％）

图３　２０１７年３月全国平均气温

距平分布（单位：℃）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７（ｕｎｉｔ：℃）

部、华南北部、西南西部、西北中东部及西藏大部、内

蒙古中部和东部等地偏多两成至两倍，内蒙古东部、

青海、西藏等省（区）的部分地区偏多两倍以上；东北

大部、华北大部、黄淮、江淮及内蒙古西部、新疆大部

等地偏少２～８成，局部偏少８成以上（图２）。

１．２　气温

２０１７年３月（图３），全国平均气温４．５℃，较常

年同期（４．１℃）偏高０．４℃。从空间分布看，东北大

部、华北大部、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及内蒙古、新疆

东部等地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１～２℃，其中黑龙江

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北京南部、天津南部、河北南

部、江汉、江淮、江南东北部等地偏高２～４℃；贵州

西南部、云南东北部、四川中部、新疆北部、西藏东南

部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０．５～１℃，其中新疆北部局

部偏低２～４℃；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接近常年同期。

２　环流特征和演变

图４给出２０１７年３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平均高

度及距平的水平分布，与常年平均相比较，３月有以

下特点。

２．１　极涡呈单极偏心型分布

３月，北半球极涡呈单极偏心型分布（图４ａ），略

偏向北美一侧，极涡中心强度低于５００ｄａｇｐｍ。此

外，在鄂霍次克海附近存在另一个切断低压，中心强

度低于５２８ｄａｇｐｍ。极涡附近有明显的负距平，负

距平中心值达到－１０ｄａｇｐｍ（图４ｂ），表明极涡较常

年同期偏强。而鄂霍次克海切断低压在距平场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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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１７年３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平均

高度（ａ）和距平（ｂ）（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ａ）ａ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ｙ（ｂ）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７（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现为正距平，东亚大槽偏弱，不利于冷空气影响我国。

２．２　中高纬环流呈四波型，副高强度较常年偏弱，

南支槽强度较常年偏强

　　从月平均的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和距平场（图４）可

知，３月环流最显著的特点是中高纬由冬季的３波

型演变为４波型，其中欧洲东部槽和北美东岸槽与

常年相近，东亚大槽显著偏东表现为在鄂霍次克海

附近的一个切断低压，中心强度低于５２８ｄａｇｐｍ，低

涡以东白令海附近形成一个阻塞高压，阻塞高压前

部北美西岸常年高压脊的位置出现第四个大槽，在

距平场上表现为北美西岸显著的负距平（超过－１０

ｄａｇｐｍ）。与多年平均相比，亚洲东部地区正距平中

心达到１２ｄａｇｐｍ 以上，东亚大槽偏东，该形势不利

于强冷空气南下，导致本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

常年显著偏高。

低纬地区，副高的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弱，副高的

脊线位于１０°Ｎ附近，西脊点位于１３０°Ｅ附近。南支

槽平均位置位于９０°Ｅ附近（图４ａ），南支槽控制区

域内均为－２～０ｄａｇｐｍ的负距平，表明南支槽强度

较常年略偏强（图４ｂ）（宫宇和孙军，２０１５；江琪等，

２０１６；王和张芳华，２０１６），该环流形势利于孟加拉

湾的水汽向我国输送，导致３月我国青藏高原至我

国中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

２．３　环流演变与我国天气

图５给出了３月上、中、下旬欧亚地区５００ｈＰａ

高度场的平均环流形势。与２月下旬环流形势相

比，３月上旬欧亚大陆中高纬地区大气环流形势仍

为“两槽两脊”型（图５ａ），低槽分别位于巴尔喀什湖

一带和鄂霍茨克海附近，两槽之间为脊区控制，两槽

均形成了闭合的切断低压，且强度均有所增加，环流

经向度增加。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处于槽后，在

西北气流的引导下有利于冷空气南下。

３月中旬，欧亚大陆中高纬地区大气环流形势

依然为“两槽两脊”型（图５ｂ），巴尔喀什湖一带仍受

低槽控制，强度较强，另一槽位于日本以东的太平洋

图５　２０１７年３月上旬（ａ）、中旬（ｂ）、下旬（ｃ）

的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

ｆｏｒ（ａ）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ｂ）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ｃ）ｌａｓｔｄｅｋａｄｓ

ｏｆ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７（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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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面上，强度较弱。与上旬形势相比，环流较为平

直，经向度有所减弱。我国大部分地区受高压脊控

制，旬内１１—１４日，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中部、黄

淮、西北地区东南部、江汉、江淮、江南西部、西南地

区东部、华南等地遭遇一次冷空气过程，上述地区降

温幅度普遍在６℃以上，黄淮、西南地区东部、华南

西南部等地降温幅度超过８℃。我国西北地区东部

也出现明显雨雪天气，其中，甘肃东部和南部、宁夏

南部、陕西中南部、青海南部降水量普遍有５～２５

ｍｍ，其中甘肃东南部和陕西南部有２５～５０ｍｍ。

中低纬地区南支槽整体东移，配合东路冷空气南下，

导致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出现降水天气。

３月下旬，欧亚大陆中高纬地区大气环流形势

变为“两槽一脊”型（图５ｃ），里海附近存在一低槽，

另一槽依然位于鄂霍次克海一带，我国中东部大部

地区处于槽后西北气流的控制下。旬初控制我国的

高压脊逐渐向东北方向发展，我国大部地区处于脊

前西北气流控制下。同时，配合１００°Ｅ附近南支槽

波动，有利于向我国输送西南暖湿气流，冷暖空气交

汇，导致江南和华南西部地区出现区域性暴雨天气

过程。其中，３月２２日江西中部和湖南南部部分地

区日降水量达到５０ｍｍ以上，湖南祁东、衡阳等地

日降水量超过８０ｍｍ。

３　冷空气活动

３．１　概况

３月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２次中等强度冷空气

过程。分别出现在３月１１—１４和２０—２４日。２次

冷空气过程的影响范围和强度详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７年３月主要冷空气过程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犿犪犻狀犮狅犾犱犪犻狉狆狉狅犮犲狊狊犲狊犻狀犕犪狉犮犺２０１７

冷空气时段 冷空气强度 影响范围和降温幅度 降水强度和影响范围

１１—１４日 中等强度

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中部、黄淮、西北地区

东南部、江汉、江淮、江南西部、西南地区东

部、华南等地降温幅度普遍在６℃以上，黄

淮、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地区西南部等地降

温幅度超过８℃

青海东部、甘肃中东部、宁夏南部及黑龙江东南

部、吉林东部等地出现降雪或雨夹雪天气，甘肃

中东部、宁夏南部局地出现大雪或暴雪；陕西中

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江汉、江南中北部等地出

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２０—２４日 中等强度

东北地区中部、华北地区中部、西南地区东

部、江南东南部、华南等地降温幅度普遍在

６℃以上，其中西南地区东部、华南等地降温

幅度超过８℃

广西中部和北部、广东北部、贵州南部、湖南中部

和南部、江西中北部、福建中部及浙江西南部等

地出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东部及华北地区出现

小雨雪天气，内蒙古中部出现较强降雪、雨或雨

夹雪

３．２　３月１１—１４日冷空气过程分析

３月１１—１４日的过程为一次中等强度冷空气

天气过程，影响我国东北地区中部、华北地区中部、

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东南部、华南等地，带来降温和

雨雪天气（表１）。从天气形势演变来看，３月１０日

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乌拉尔山东部逐步建立一高压脊，

且高压脊不断加强东移，此时地面在这一地区对应

１０４０ｈＰａ的高压中心。贝加尔湖以东有阶梯槽缓

慢东移南压，且伴随有落后于冷槽的－４０℃冷中心。

３月１１日２０时（图６ａ），乌拉尔山东部的高压脊后

暖平流促使高压脊不断加强，脊前偏北气流不断引

导冷空气往槽内堆积。冷槽继续东移南落，且贝加

尔湖东部有冷槽补充南下。在槽后脊前的西北气流

引导下，冷槽后部的冷空气不断南下，同时地面图上

配合出现闭合低压中心和冷锋系统，影响我国东部

大部地区。

３月１２日０８时，在槽后冷平流的作用下，槽不

断加深，并在我国东北北部形成一个闭合的低压中

心。地面冷高压略有东移南压，地面冷锋系统北段

已经移至我国东北地区东部，南段南落至我国黄淮

地区。槽后西北气流继续引导冷空气入侵我国内蒙

古、东北、华北、黄淮等地。

３月１３日２０时（图６ｂ），第一个槽已经移出东

北地区，但其后部阶梯槽已下摆至东北地区，并继续

加深东移南掉，１４日２０时在日本北部发展成切断

低压（图略），阶梯槽引导地面补充冷空气并入先期

冷空气整体南下影响我国江南、华南一带。其后随

着日本切断低涡整体东移，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冷

高压逐渐东移减弱，此轮冷空气过程逐渐趋于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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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１日２０时（ａ）和１３日２０时（ｂ）

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等值线，单位：ｄａｇｐｍ）、

８５０ｈＰａ风场（风向杆，单位：ｍ·ｓ－１）

和海平面气压场（填色，单位：ｈＰａ）

Ｆｉｇ．６　Ｔｈｅ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ｃｏｎｔｏｕｒ，

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ｓ（ｗｉｎｄｂａｒｂ，

ｕｎｉｔ：ｍ·ｓ－１）ａｎｄ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ｕｎｉｔ：ｈＰａ）ａｔ２０：００ＢＴ１１（ａ）

ａｎｄ２０：００ＢＴ１３（ｂ）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７

冷空气造成我国东北地区中部、华北地区中部、西南

地区东部、江南东南部、华南等地降温幅度普遍在

６℃以上，其中西南地区东部、华南等地降温幅度超

过８℃。此外，南下冷空气与南支槽前暖湿气流交

汇，造成我国中东部地区在出现大范围降温的同时，

也出现明显雨雪天气。

４　主要降水过程

４．１　概况

２０１７年３月我国主要的降水过程有３次（表２），

江淮南部、江汉、江南、华南北部多阴雨天气。

４．２　３月２１—２２日降水过程分析

３月２１—２２日，受南支槽不断东移加深影响，

西南暖湿气流发展强盛，配合东路冷空气南下，江南

和华南西部地区低层暖式切变线发展，出现区域性

暴雨天气过程。其中，３月２２日，江西中部和湖南

南部部分地区日降水量达到５０ｍｍ以上，湖南祁

东、衡阳等地日降水量超过８０ｍｍ。强降水导致湖

南和江西部分地区出现洪涝、滑坡等灾害，造成一定

财产损失。

表２　２０１７年３月主要降水过程

犜犪犫犾犲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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犕犪狉犮犺２０１７

降水时段 主要影响系统 影响区域及降水强度

９—１０日 短波槽、低空急流 广东北部、江西南部出现暴雨

１９—２０日 南支槽、短波槽、低涡切变线
湖北东南部、安徽西南部、江西东北部出现暴雨。华南沿海部分地区出现

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东南部局地出现大暴雨

２１—２２日 南支槽、暖式切变线、低空急流
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中部和东部、江西中北部及浙江西南部等地出现

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部、江西中北部出现暴雨

　　２１日２０时高空图（图７）可见，从东路南下的冷

空气自海上回流至江南、华南，与西南暖湿气流在江

南对峙，５００ｈＰａ南支槽较深，动力强迫作用显著，

配合槽前暖湿平流，低空急流发展，８５０ｈＰａ急流中

心风速达到１２ｍ·ｓ－１以上，７００ｈＰａ急流中心风度

超过２０ｍ·ｓ－１，配合回流的偏东风冷空气，形成自

贵州至江南东部的准东西向大尺度暖式低空切变

线，８５０ｈＰａ切变线位于江南北部，９２５ｈＰａ切变线

位于江南南部到华南北部，表明两层切变线之间的

区域低层辐合抬升运动较强，配合充沛的水汽条件

（图８中，江南、华南整层可降水量超过３０ｍｍ），２２

日江南、华南西部出现暴雨天气（朱乾根等，２０００）。

２２日白天，５００ｈＰａ南支槽逐渐东移，低层的西

南急流和暖式切变线也逐渐东移北抬，强度逐步减

弱，冷空气也逐渐减弱，降水过程基本结束。

５　其他灾害天气

５．１　概况

３月，北方地区共出现２次沙尘天气过程。１２

日，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等

地出现扬沙浮尘天气；２３日，新疆南疆盆地、甘肃

河西、内蒙古西部、宁夏北部出现扬沙天气，其中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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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１日２０时５００ｈＰａ

位势高度场（等值线，单位：ｄａｇｐｍ）、

８５０ｈＰａ风场（风向杆，单位：ｍ·ｓ－１）

和相对湿度（阴影，单位：％）

Ｆｉｇ．７　Ｔｈｅ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ｃｏｎｔｏｕｒ，

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ｓ（ｗｉｎｄｂａｒｂ，

ｕｎｉｔ：ｍ·ｓ－１）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ｓｈａｄｅｄ

ａｒｅａ，ｕｎｉｔ：％）ａｔ２０：００ＢＴ２１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７

图８　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１日２０时９２５ｈＰａ

风场（风向杆，单位：ｍ·ｓ－１）

和整层可降水量（阴影，单位：ｍｍ）

Ｆｉｇ．８　Ｔｈｅ９２５ｈＰａｗｉｎｄｓ（ｗｉｎｄｂａｒｂ，

ｕｎｉｔ：ｍ·ｓ－１）ａｎｄ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

ｗａｔｅｒ（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ｕｎｉｔ：ｍｍ）ａｔ

２０：００ＢＴ２１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７

干里克和塔中地区出现沙尘暴，最小能见度不足

５００ｍ，此次沙尘过程持续时间较长，给当地居民生

产生活、出行及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不利影响。此外，

江苏、湖南、云南、四川、贵州、宁夏、甘肃、广西、海南

等省（区）局地遭受风雹灾害。其中，１日江苏大部

分地区出现７级以上大风，盐城阜宁风速最大，达

１０级；１９日，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遭受风雹灾害；２７

日，云南省普洱市、西双版纳市出现瞬时大风、短时

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３１日，四川、云南、湖南、江

西、广西、广东、海南等地局部地区出现大风、冰雹、

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引发风雹灾害。

５．２　３月３１日强对流过程分析

３月３０午后至３１日上午，西南地区东南部、江

南南部、华南等地自北向南逐渐出现了短时强降水、

雷暴大风和冰雹天气，其中小时最大雨强达到４０～

６５ｍｍ。此次过程是一次高空锋区南压配合低层暖

湿气流发展使得华南等地静力不稳定发展和水汽积

聚，在地面南下冷锋的触发下发生的较大范围强对

流天气过程。

３０日午后（图９ａ），５００ｈＰａ高空冷涡已经逐渐

移出我国东北地区，冷涡后部的横槽下摆，高空锋区

南压，影响我国长江以南大部地区。此时南支槽也

较为活跃，槽前西南暖湿气流与北方冷空气在江南、

华南一带交汇，在江南形成明显的东北—西南走向

的低层切变系统，切变线以南地区由于高空锋区南

压的冷平流和低层暖平流共同作用，不稳定条件得以

快速发展；此外，８５０ｈＰａ西南急流达到１６ｍ·ｓ－１以

上，在急流的作用下，江南、华南的低层水汽条件不

断加强，整层可降水量达到３０ｍｍ以上，湖南东部、

江西和华南局地超过４０ｍｍ。从（图１０）可以看到，

午后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南部和华南地区的对流

图９　２０１７年３月３０日１４时（ａ）和３１日０２时（ｂ）

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等值线，单位：ｄａｇｐｍ）、

８５０ｈＰａ风场（风向杆，单位：ｍ·ｓ－１）

和整层可降水量（阴影，单位：ｍｍ）

Ｆｉｇ．９　Ｔｈｅ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ｃｏｎｔｏｕｒ，

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ｓ（ｗｉｎｄｂａｒｂ，

ｕｎｉｔ：ｍ·ｓ－１）ａｎｄ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

（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ｕｎｉｔ：ｍｍ）ａｔ１４：００ＢＴ３０（ａ）ａｎｄ

ａｔ０２：００ＢＴ３１（ｂ）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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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２０１７年３月３０日１４时犆犃犘犈

（等值线，单位：Ｊ·ｋｇ
－１）、８５０ｈＰａ

风场（风向杆，单位：ｍ·ｓ－１）和犅犔犐

（阴影，单位：℃）

Ｆｉｇ．１０　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ｔｏｕｒ，ｕｎｉｔ：Ｊ·ｋｇ
－１），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ｓ

（ｗｉｎｄｂａｒｂ，ｕｎｉｔ：ｍ·ｓ－１）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ａｌ

ｌｉｆｔｉｎｇｉｎｄｅｘ（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ｕｎｉｔ：℃）ａｔ

１４：００ＢＴ３０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７

有效位能（ＣＡＰＥ）值超过２００Ｊ·ｋｇ
－１，其中湖南南

部、江西南部、广西和广东的ＣＡＰＥ值达到８００Ｊ·

ｋｇ
－１以上，上述地区的最优抬升指数（ＢＬＩ）＜－

４℃，广西局地ＢＬＩ＜－６℃，同时ＣＡＰＥ值、ＢＬＩ和

低空急流的大值中心都有很好的对应关系，表明西

南地区东南部、江南南部和华南具备了水汽条件和

不稳定条件，而较强的中低空急流也使得该地区形

成较强的垂直风切变，为上述地区提供了较好的对

流潜势。

　　３０日起（图９ｂ），随着冷空气南下，配合低空急

流和地形，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和华南地区等地

先后触发了对流，并在前述较强的不稳定、水汽和垂

直风切变环境条件下得以发展和维持，最终造成云

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西、广东

等地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和局地雷暴大风天气，云南

贵州交界处局地产生冰雹天气。随着冷空气主体东

移入海，南支槽也逐渐东移减弱，低空西南急流消

失，此次强对流天气过程逐渐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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