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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７月大气环流和天气分析

张夕迪　孙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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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２０１８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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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年明显偏强，位置较常年明显偏北。７月全国平均气温２２．９℃，较常年同期偏高１．１℃，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三高；全

国平均降水量１３３．８ｍｍ，比常年同期（１２０．６ｍｍ）偏多１１％，与历史同期相比呈现北多南少的分布特征。月内我国有７次区

域性暴雨天气过程，多站出现极端日降水量。７月共有５个热带气旋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活动，并有“玛莉亚”、“山神”、“安

比”３个台风登陆，生成和登陆个数均较常年偏多。我国中东部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同时强对流天气频发，影响范围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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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天气概况

１．１　降水

２０１８年７月，全国平均降水量１３３．８ｍｍ，较常

年同期（１２０．６ｍｍ）偏多１１％，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

同期第七多。从空间分布来看（图１），除西北大部、

黄淮中部以及西藏西部、内蒙古西部、辽宁大部、贵

州中部、湖南西南部等地降水量不足５０ｍｍ外，全

国大部地区降水量在１００ｍｍ以上，其中华南南部

以及黑龙江西南部、北京、天津、河北东北部、江苏中

部、四川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降水量达

１００～２００ｍｍ，四川局部超过６００ｍｍ（国家气候中

心，２０１８）。

与常年同期相比（图２），降水总体呈现北多南

少态势，其中东北北部、华北大部、西北东部、四川盆

地西部、青藏高原大部及内蒙古、新疆西南部、海南、

图１　２０１８年７月全国降水量

分布（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ｉｎＪｕｌｙ２０１８（ｕｎｉｔ：ｍｍ）

图２　２０１８年７月全国降水量距平

百分率分布（单位％）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Ｊｕｌｙ２０１８（ｕｎｉｔ：％）

江西中部等地偏多２成至１倍，部分地区偏多１倍

以上；东北中南部、黄淮大部、江淮西部、江汉西部和

东部、云贵高原及重庆大部、湖南南部、广东东部、新

疆中东部等地偏少２～５成，部分地区偏少８成以

上。黑龙江、内蒙古、北京、甘肃、宁夏、青海、四川等

地共有９２站出现极端日降水事件，其中四川广汉

（３２１．９ｍｍ）和 彭 州 （２５３．４ｍｍ）、湖 南 安 乡

（１８４．５ｍｍ）等１６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国家

气候中心，２０１８）。

１．２　气温

２０１８年７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２．９℃，较常年

同期（２１．８℃）偏高１．１℃，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

第３高。从空间分布看（图３），全国大部地区气温

接近常年同期或偏高，其中东北的东南部及内蒙古

东南部、山东西部、河南东部、重庆中部、贵州北部等

地偏高２～４℃。月内，全国有９４站发生极端高温

事件，主要出现在甘肃、湖北、吉林、辽宁、山东等省，

其中辽宁本溪（３９．２℃）、吉林集安（３８．４℃）等２４

站日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国家气候中心，

２０１８）。

２　环流特征和演变

２．１　环流特征

２０１８年７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平均高度及距平

的水平分布（图４）表明，７月北半球环流形势有以下

特点。

２．１．１　极涡呈单极型分布，强度偏强

７月，北半球极涡呈单极型分布（图４），中心略

图３　２０１８年７月全国平均气温

距平分布（单位：℃）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ｙ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Ｊｕｌｙ２０１８（ｕｎ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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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１８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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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Ｊｕｌｙ２０１８（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偏向北美洲一侧，极涡主体位于北极正中地区，中心

强度低于５３６ｄａｇｐｍ。此外，在欧洲东部和太平洋

中部分别存在一个低压环流，中心强度分别为５７２

和５６４ｄａｇｐｍ。相比历史同期，极涡中心强度有明

显的负距平，负距平中心值达到－８ｄａｇｐｍ，表明极

涡较常年同期偏强。欧洲东部的低压系统强度与常

年同期持平，而太平洋中部的低压较常年同期偏弱，

在距平场上同样表现为较大的正距平，达６ｄａｇｐｍ。

２．１．２　中高纬环流呈４波型，副热带高压较常年明

显偏强

２０１８年７月，北半球中高纬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

呈４波型分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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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西伯利亚和北美

东部的低压槽较常年略微偏强。我国中高纬地区受

低压槽的控制，有利于引导冷空气南下形成降水天

气，从而导致本月我国北方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

显著偏多。

低纬地区，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副

高）的强度较常年同期显著偏强，偏强幅度达８

ｄａｇｐｍ；副高脊线位于３０°Ｎ以北，较常年明显偏北；

西脊点位于１２０°Ｅ附近，与常年接近（霍达等，２０１７；

权婉晴和何立富，２０１６；沈晓琳等，２０１５；唐健和代

刊，２０１４），从而导致我国南方大部降水明显偏少，北

方大部尤其东北等地的气温明显偏高、干旱严重。

２．２　环流演变与我国天气

图５给出了７月上、中、下旬欧亚地区５００ｈＰａ

高度场的旬平均环流形势。７月上旬欧亚中高纬地

区环流型为多波型，欧洲东部、贝加尔湖以及鄂霍茨

克海地区存在明显低压槽，远东地区存在一阻塞高

压，西西伯利亚地区存在高压脊。我国中纬度地区

环流总体较为平直，略有西高东低之势。在南方地

区，副高呈带状分布，主体位于西太平洋洋面上，北

界位于３５°Ｎ附近。北方渗透南下的冷空气配合副

高外围西南暖湿气流的水汽输送，使得我国中南部

地区出现３次明显的强降雨过程。１—３日受西北

图５　２０１８年７月上旬（ａ）、

中旬（ｂ）、下旬（ｃ）的５００ｈＰａ平均

位势高度（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ｍｉｄｄｌｅ（ｂ）ａｎｄｌａｓｔ

（ｃ）ｄｅｋａｄｓｏｆＪｕｌｙ２０１８（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２７３１　　　　　　　　　　　　　　　　　　　 　气　　象　　　　　　　　　　　　　　　 　　 　　　第４４卷　



路南下的冷空气和低空急流的共同影响，我国中西

部地区出现较强降雨过程，甘肃南部、四川东部和陕

西中南部出现暴雨，其中四川东部降水量超过

１００ｍｍ；４—７日，在低空急流和江淮气旋的影响

下，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南东

南部、安徽大部、湖北中东部、贵州中北部、重庆东

部、湖南大部、江苏大部、江西中北部、广西北部、广

东中北部出现暴雨，其中河南东部、安徽大部、江苏

大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出现大暴雨，江西北部个

别站点特大暴雨；８日开始，副高大幅度西伸，其外

围的暖湿气流与北方南下东移的冷空气在接下来的

３天内先后在四川东部、山东东部和南部、甘肃东南

部、陕西西部和北部、山西西部产生暴雨到大暴雨，

其中四川广汉、彭州、青川日降水量突破建站以来历

史极值。同时，副高南侧的第８号台风玛莉亚不断

西行靠近我国。

７月中旬，欧亚大陆中高纬地区大气环流依然

维持较弱的多波型，黑海、里海附近和我国西北地区

以及日本以东洋面位于槽区控制。与上旬形势相

比，环流经向度有所减弱。西太平洋副高呈带状分

布且位置较上旬更加偏西偏北，其北界位于４０°Ｎ

以北地区，西脊点位于１１０°Ｅ附近。１１—１４日，台

风玛莉亚登陆后的残余环流在副高西侧北上并与东

北冷涡结合，福建中北部、浙江南部、江西中部、湖南

中北部、华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

其中华北东南部出现大暴雨；１５—１７日，受副高外

围低空急流的脉动以及北方冷空气的影响，华北地

区普遍出现２５～１００ｍｍ 的降水，部分地区超过

１００ｍｍ，其中北京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

程。１９—２０日，副高进一步北抬，受北方南下冷空

气影响，我国内蒙古中部、河北西北部、北京、山西西

部、黑龙江中南部以及四川中东部出现暴雨到大暴

雨。受副高控制，７月９日开始，我国中东部地区出

现大范围高温天气。

７月下旬，欧亚大陆中高纬地区转为西高东低

的环流形势，高低压系统位置与中旬变化不大，但强

度有所增强。副高的位置较中旬进一步北抬，北界

达到４５°Ｎ以北地区。台风安比于７月２２日中午登

陆上海崇明岛，地点明显偏北，这主要和副高的异常

偏北有直接关系。２１—２５日，受台风山神停编后的

热带低压系统东移以及台风安比登陆后的影响，海

南、广东西部、广西南部、上海、江苏东部、山东中部、

河北东部、天津、北京东部、辽宁西部、内蒙古东部、

吉林北部、黑龙江西部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

３　主要降水过程

３．１　概况

７月全国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空间上

主要表现为北多南少的特征。其中四川东部和南部

地区遭遇多轮持续性降雨过程，累计雨量超过

６００ｍｍ。本月我国主要降水过程有７次（表１），主

要分布在华南、四川、华北、东北等区域。

表１　２０１８年７月主要降水和强对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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犻狀犑狌犾狔２０１８

降水时段 主要影响系统 影响区域及降水强度

１—３日
冷空气、切变线、

低空急流
甘肃南部、四川东部、陕西中南部出现暴雨，其中四川东部出现大暴雨

４—７日 切变线、低空急流

河南东南部、安徽大部、湖北中东部、贵州中北部、重庆东部、湖南大部、江苏大部、江

西中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北部出现暴雨，其中河南东部、安徽大部、江苏大部、江

西北部、广西北部出现大暴雨，江西北部个别站点特大暴雨

８—１１日
冷空气、南支槽、

低空急流

四川东部、山东东部和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部和北部、山西西部出现暴雨，其中

四川东部和山东东部出现大暴雨

１１—１４日
台风玛莉亚及其残余

环流与东北冷涡结合

福建中北部、浙江南部、江西中部、湖南中北部、华北东南部、山东北部出现暴雨，其

中华北东南部出现大暴雨

１４—１７日 高空槽、低空急流

四川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山西大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黑龙江中南部出

现暴雨，其中四川东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甘肃东部、陕西西南部、河北东北部、

黑龙江中部出现大暴雨

１９—２０日 高空槽、低空急流
内蒙古中部、河北西北部、北京、山西西部、黑龙江中南部、四川中东部出现暴雨，其

中黑龙江中部、北京东北部、四川中东部出现大暴雨

２１—２５日
热带低压、台风安比及

其残余环流

海南、广东西部、广西南部、上海、江苏东部、山东中部、河北东部、天津、北京东部、辽

宁西部、内蒙古东部、吉林北部、黑龙江西部出现暴雨，其中海南东部、广西南部、山

东中部、天津、内蒙古东部出现大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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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７月１５—１７日华北强降水过程分析

７月１５日夜间开始，华北地区出现持续性强降

雨天气，其中，北京出现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本

次降雨过程具有持续时间较长、阵性特征明显、局地

雨强大、累计降水量大的特点。北京从１５日２０时

首先从西南部地区开始出现降雨，截至１８日０６时

降雨共持续５８ｈ。本次过程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

达１０３ｍｍ，城区平均达１２７．２ｍｍ；全市４５３个气

象站中有２２１ 个雨量超过 １００ ｍｍ，１６ 个超过

２００ｍｍ；密云有３个测站雨量超过３００ｍｍ，分别是

西白莲峪（３５１．３ｍｍ），捧河岩村（３２３．５ｍｍ）和云

蒙山（３０３．３ｍｍ）。在整个降雨过程中，对流发展较

为旺盛，降水效率高、短时雨强大。其中１６日０２—

０３时，密云西白莲峪１ｈ降雨量达１１７ｍｍ，雨强超

过了２０１２年“７·２１”暴雨的单点极值（１００．３ｍｍ，

平谷挂甲峪），仅次于２０１１年“６·２３”暴雨的单点极

值（１２８．９ｍｍ，石景山模式口）。此次降雨过程密

云、怀柔、昌平、石景山至房山一带（北京山前地区）

降雨相对明显，东北部平均降雨１３４．９ｍｍ，西南部

９２．５ｍｍ，东南部７８．３ｍｍ，西北部５８．９ｍｍ，空间

分布不均（图６）。

本次降水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１６

日凌晨至傍晚前后，主要是由于沿副高边缘低空急

流的脉动导致的强降水；第二阶段为１７日白天至夜

间，主要是由于高空槽南下与稳定的副高以及低空

急流共同作用导致的强降水。从１６日０２时天气形

势和物理量场（图７）的配置可以看出，副高位置较

为偏西偏北，在河北中南部沿副高外围有低空急流

存在，强度达１４ｍ·ｓ－１，整层大气可降水量达

６５ｍｍ，对流不稳定能量超过２０００Ｊ·ｋｇ
－１。至１６

日１４时，高湿高能区范围进一步扩大且向北传播，

同时低空急流也北传至北京和天津北部地区。低空

急流的存在对于不稳定层结的构建和维持以及河北

南部地区的高湿高能不断北传起到重要作用，同时

低空急流的脉动以及北京北部山前的阻挡共同导致

了第一阶段内极端强降雨的产生。１７日０８时，高

空槽主体南下并与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对峙于华北地

区，８５０ｈＰａ从河南北部至河北东北部皆为低空急

流控制区域，最强强度超过２０ｍ·ｓ－１，且华北地区的

能量和大气可降水量依然分别维持在１２００Ｊ·ｋｇ
－１

和６５ｍｍ以上，伴随高空槽的东移产生了第二阶段

的强降水。在整个降水过程中，从单站要素来看，北

京地区２００ｈＰａ散度最大值接近６０×１０－６ｓ－１、

８５０ｈＰａ散度最小值接近－６０×１０－６ｓ－１（图略），均

远超出历史概率分布区间，表明北京地区存在异常

强的辐合辐散；从物理量场的分布来看，低层的急流

强度、整层水汽含量、水汽输送以及能量的异常值均

达到或超过３σ（图略），表明有利于强降水发生的大

尺度环境条件非常好；同时由风廓线雷达组网观测

（图略）可以发现低空急流脉动存在逐步北传的现象，

再配以山地地形的抬升阻挡作用，三者共同导致了本

次华北地区持续时间长、降水强度强的极端过程。

图６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５日２０时至

１８日０６时累计降水量

（阴影，单位：ｍｍ）

Ｆｉｇ．６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２０：００ＢＴ１５Ｊｕｌｙｔｏ０６：００ＢＴ

１８Ｊｕｌｙ２０１８

（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ｕｎｉｔ：ｍｍ）

图７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６日０２时５００ｈＰａ

位势高度场（等值线，单位：ｄａｇｐｍ）、

８５０ｈＰａ风场（风向杆，单位：ｍ·ｓ－１）

和整层可降水量（阴影，单位：ｍｍ）

Ｆｉｇ．７　Ｔｈｅ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

（ｃｏｎｔｏｕｒ，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ｓ

（ｗｉｎｄｂａｒｂ，ｕｎｉｔ：ｍ·ｓ－１）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

ｕｎｉｔ：ｍｍ）ａｔ０２：００ＢＴ１６Ｊｕｌｙ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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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台风安比强降水过程

台风安比于７月２２日登陆后一路北上，先后经

过上海、江苏、山东、河北、天津、辽宁、内蒙古７个省

（市、区）。受其影响，２１—２５日浙江、上海、江苏、山

东、河北、天津、北京以及内蒙古、东北三省等地的部

分地区出现暴雨，其中天津市区、河北承德和秦皇岛

的个别站点出现特大暴雨（图８）。总体而言，降水

呈现北多南少的分布特征，首先，台风登陆前期，其

移动路线靠近海岸线，这使得“安比”有一半结构留

在海上而另一半在陆地，因此其影响陆地的范围有

限，同时海洋上源源不断的水汽输送和良好的环境

有利于台风维持其本体结构，为其北上并深入内陆

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第二，台风所经过的江苏、山东

大部地区以平原丘陵为主，地势平坦，对台风的削弱

作用有限，因此台风可以长时间维持较强的强度；第

三，台风到达北方地区后和高空槽结合，这种情况下

台风往往会产生很强的降水。历史上，类似于“安

比”这样登陆华东并一路北上的台风还有１９８４年第

７号台风芙瑞达、１９９４年第６号台风提姆、１９９７年

第１１号台风温妮以及２００５年第９号台风麦莎。除

了“麦莎”外，其余３个台风均影响到了黑龙江，也都

给北方地区带来了大量的降水。

图８　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１—２５日累计

降水量（阴影，单位：ｍｍ）

Ｆｉｇ．８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２１ｔｏ２５Ｊｕｌｙ２０１８

（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ｕｎｉｔ：ｍｍ）

４　热带气旋活动情况

７月，南海及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共有５个台

风生成（表２和图９），其中有３个登陆，生成和登陆

个数较常年同期分别偏多１．３和１个。第８号台风

玛莉亚于１１日在福建省连江县登陆，登陆时中心附

表２　２０１８年７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纪要

犜犪犫犾犲２　犛狌犿犿犪狉狔狅犳狋狉狅狆犻犮犪犾犮狔犮犾狅狀犲狊犵犲狀犲狉犪狋犲犱犻狀犖狅狉狋犺狑犲狊狋犘犪犮犻犳犻犮犪狀犱犛狅狌狋犺犆犺犻狀犪犛犲犪犻狀犑狌犾狔２０１８

编号 台风命名
台风生成

时间／ＢＴ

纬度／

°Ｎ

经度／

°Ｅ

强度极值

气压／ｈＰａ

风速／

ｍ·ｓ－１
登陆时间和地点

１８０８
玛莉亚

（Ｍａｒｉａ）
７月４日２０时 １２．４ １４６．２ ９２０ ６０ ７月１１日，福建连江黄岐半岛

１８０９
山神

（ＳｏｎＴｉｎｈ）
７月１７日０８时 １９．４ １１８．４ ９８３ ２３ ７月１８日，海南万宁万城镇

１８１０
安比

（Ａｍｐｉｌ）
７月１８日２０时 １８．９ １２９．２ ９８０ ２８ ７月２２日，上海崇明岛

１８１１
悟空

（Ｗｕｋｏｎｇ）
７月２３日２０时 ２７．１ １５９．４ ９８０ ３０ 未登陆

１８１２
云雀

（Ｊｏｎｇｄａｒｉ）
７月２５日０５时 ２０．５ １３７．０ ９６０ ４０

７月２９日，日本本州岛，

８月３日，上海金山区

近最大风力有１４级（４２ｍ·ｓ－１），中心最低气压为

９６０ｈＰａ。第９号台风山神于１８日在海南省万宁市

万城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９级

（２３ｍ·ｓ－１），中心最低气压为９８３ｈＰａ。第１０号

台风安比于２２日在上海崇明东部登陆，登陆时中心

附近最大风力１０级（２８ｍ·ｓ－１），中心最低气压为

９８２ｈＰａ。

　　“玛莉亚”是１９４９年以来首登福建第四早的台

风，在其生命史中，超强台风强度维持时间达１０７ｈ，

登陆时达强台风等级，是７月登陆福建的最强台风。

受其影响，７月１０—１３日，福建中南部、广东东部、

浙江东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中北部累计降水量５０

～１００ｍｍ，沿海部分地区超过１００ｍｍ；福建、浙江

等沿海地区出现１０～１３级阵风，沿海岛屿１４～１６

５７３１　第１０期　　　 　　　　 　　　　　　 　张夕迪等：２０１８年７月大气环流和天气分析　 　　　　　　　　　　　　　　



图９　２０１８年７月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路径

Ｆｉｇ．９　Ｔｒａｃｋｓｏｆ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ｉｎＪｕｌｙ２０１８

级，福建霞浦三沙极大风速最大达５９．３ｍ·ｓ－１（１７

级），福鼎沙埕镇为５８．８ｍ·ｓ－１（１７级），罗源和宁

德城区极大风速破历史极值；浙江最大苍南流岐岙

村为５７．８ｍ·ｓ－１（１７级），在近４０年浙江省的台风

大风实测记录中排第五位。

台风山神自７月１６日在菲律宾以东洋面生成

后一路快速西行，其移动速度最高达到４５ｋｍ·ｈ－１，

于１８日凌晨登陆海南省万宁市万城镇并在横穿海

南岛后继续西行进入北部湾，随后再次登陆越南。

然而，自２１日开始台风山神的残余环流改受赤道辐

合带南侧的偏西风引导，移动方向改向东移并重新

进入北部湾，在西南季风和北部湾高海温的作用下

残余云系重新组织发展，多国气象部门把“山神”的

残余低压环流于２１日重新确定为热带低压。该热

带低压随后于２２日晚上在海南岛西部再次登陆，成

为罕见的在海南岛西部登陆的热带气旋。

台风安比为１９４９年以来直接登陆上海的第三

个台风（前两个直接登陆上海的台风分别出现在

１９７７年和１９８９年），具有陆地维持时间长、影响范

围广的特点。“安比”自登陆以来，在陆地上存活了

将近６２ｈ，先后经过上海、江苏、山东、河北、天津、

辽宁、内蒙古７个省（市、区），最终在内蒙古境内受

冷空气影响变性为温带气旋。受“安比”及其残余环

流的影响，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北京、天津、河北、

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１１省（市、区）发生较

强降水。

５　全国高温范围广，持续时间长

７月，全国平均高温日数达６．１ｄ，比常年同期

多２．１ｄ，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第四多。中旬开

始我国中东部出现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过程，具有

高温强度强、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的特征。黄淮及其

以南大部分地区极端日最高气温有３５～３８℃，黄淮

中部及重庆大部、湖北西部和东部、湖南中北部、浙

江中部等地达３８～４０℃，局部超过４０℃，四川叙永

和重庆丰都最高气温达４２．３℃。其中，２０日高温影

响范围最广，３５℃以上高温面积达１５９．８万ｋｍ２，

３８℃以上高温面积达１３．４万ｋｍ２。最长连续高温

日数普遍有５～１０ｄ，重庆中部、湖北西部和东部、湖

南西北部、江西西北部、河南东南部等地超过１０ｄ，

四川古蔺高达２３ｄ。如此大范围长时间的高温天气

与副高的异常偏北并稳定维持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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