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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８月大气环流和天气分析

王　!　张　玲
国家气象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提　要：２０１８年８月大气环流的主要特征是极涡呈单极型分布且强度偏强，亚欧洲大陆中高纬为多波型，西北太平洋副热

带高压西脊点偏西，强度接近常年略偏强。８月全国平均气温２１．９℃，较常年同期偏高１．１℃，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第四

高；全国平均降水量１２７．７ｍｍ，比常年同期（１０５．３ｍｍ）偏多２１．３％，与历史同期相比呈现中部偏少的分布特征。月内我国

有１１次区域性暴雨天气过程，多站出现极端日降水量。８月共有１０个热带气旋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活动，其中１８１２号台风

云雀、１８１４号台风摩羯、１８１６号台风贝碧嘉、１８１８号台风温比亚登陆，生成和登陆个数较常年偏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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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全国平均降水量１２７．７ｍｍ，较常

年同期（１０５．３ｍｍ）偏多２１．３％，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

史同期第三多。从空间分布来看（图１），除西北地

区中西部及内蒙古西部、山西东南部、河南西部、湖

北北部等地降水量不足５０ｍｍ外，全国大部地区降

水量都在５０ｍｍ以上，其中东北东南部、黄淮东部、

江淮中部、华南大部及浙江北部、云南南部等地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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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８年８月全国降水量分布（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８（ｕｎｉｔ：ｍｍ）

量达 ２００～４００ ｍｍ，海南、广东沿海等地超过

４００ｍｍ（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８ａ）。

与常年同期相比（图２），除东北北部及河南中

西部、陕西南部、湖北、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四川东

部、重庆北部等地降水量偏少２～５成，部分地区偏

少５成以上外，全国其余大部分地区接近常年同期

或偏多，其中西北大部、东北东部、黄淮东部、江淮中

部、江南东北部及海南、广东中部、西藏西部等地偏

多５成以上。全国有１３６站日降水量达到极端事件

标准，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河北、山

东、安徽、甘肃等省，其中河南商丘（３６３．６ｍｍ）、河

北孟村（２７３．３ｍｍ）等３０站日降水量达到或突破历

史极值（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８ａ）。

１．２　气温

２０１８年８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１．９℃，较常年

同期（２０．８℃）偏高１．１℃，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

第四高。从空间分布看（图３），除黑龙江东部、广东

图２　２０１８年８月全国降水量距平

百分率分布（单位％）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ｏｍａｌｙ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

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８（ｕｎｉｔ：％）

图３　２０１８年８月全国平均气温

距平分布（单位：℃）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８（ｕｎｉｔ：℃）

东部和广西南部的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

０．５～１℃，局部地区偏低１℃以上外，全国其余大部

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或偏高，其中华北、西北中东

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及内蒙古大部、四川、

重庆等地偏高１℃以上，部分地区偏高２℃以上。月

内，全国有９４站发生极端高温事件，主要出现在吉

林、辽宁、内蒙古、山东、四川、湖北等省（区），其中内

蒙古巴林左旗（４０．８℃）、辽宁本溪县（３９．６℃）、吉林

辽源（３８．９℃）等３７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或突破历史

极值（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８ａ）。

２　环流特征和演变

２．１　环流特征

２０１８年８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平均高度及距平

的水平分布（图４）表明，８月北半球环流形势有以下

特点。

２．１．１　极涡呈单极型分布且强度偏强，亚洲大陆为

两槽一脊型

８月，北半球极涡呈单极型分布（图４ａ），极涡中

心位于北极圈内，略偏向北美洲一侧，极涡中心强度

低于５３６ｄａｇｐｍ，同时极涡附近有明显的负距平，负

距平中心值为－１０ｄａｇｐｍ（图４ｂ），另外在格陵兰岛

东南也存在一负距平中心，强度为－６ｄａｇｐｍ，表明

北半球极涡较常年同期偏强，极地冷空气势力较常

年偏强。北半球中高纬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呈

４波型分布，除西西伯利亚的槽区外，其余３个槽区

都有较强的负距平相对应，表明极地冷空气向南的

扩散较强。亚洲受“两槽一脊”的环流型控制，且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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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１８年８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平均

高度（ａ）和距平（ｂ）（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４　Ｔｈｅ５００ｈＰａ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ａ）ａ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ｙ（ｂ）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８（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脊的南北径向度均较大，两支高空槽分别位于西西

伯利亚地区和日本以东，槽区分别对应－２ｄａｇｐｍ

的弱负距平区和－６ｄａｇｐｍ的负距平区，表明８月

南下影响我国的冷空气不断，但是势力不强；贝加尔

湖西部至亚洲大陆东北部为副热带高压脊区，对应

４ｄａｇｐｍ的显著正距平区，表明本月西太平洋副热

带高压（以下简称副高）的强度较历史同期明显偏

强。与此相应的，本月西北大部、东北东部等地低槽

活动频繁，降水量较常年偏多，而西北中东部、内蒙

古大部、华北等地气温偏高。

２．１．２　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北偏西，强度偏强

８月，西太平洋副高西脊点位于３２°Ｎ、１２３°Ｅ附

近（图４ａ），副高强度较常年同期阶段性偏强（图４ｂ），

较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以及多年气候平均偏西，强度偏强

（向纯怡和许映龙，２０１６；张芳和张芳华，２０１５；国家气

候中心，２０１８ｂ），但较２０１７年偏弱（谢超和马学款，

２０１７）。副高脊线阶段性偏北，平均偏北５个纬距，中

旬偏北最甚，约偏北９个纬距；副高西伸脊点较常年

平均偏西１５°。从而导致８月登陆华东的台风活动明

显偏多，且登陆后北上的台风影响华北、东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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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度场的旬平均环流形势。上旬（图５ａ），欧亚大陆

中高纬地区大气环流为较弱的多波型，亚洲西部及

鄂霍次克海地区存在低压槽，欧洲东部、贝加尔湖以

东地区存在高压脊。我国中纬度地区环流总体较为

平直，副高呈块状分布，西伸脊点平均在１０５°Ｅ附

近，东部与西太平洋洋面上的副高主体相断裂，控制

我国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地区及江淮地区，导致上述

地区出现持续高温天气过程。上旬主要的天气过程

有：８月１—２日，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重庆西南

部、湖南西北部及广西西北部等地出现分散性大到

暴雨，四川绵阳、雅安、乐山、泸州和广西百色、湖南

张家界等地大暴雨（１００～１６９ｍｍ），中东部高温闷

热天气持续；８月２—４日，受台风云雀登陆的影响，

图５　２０１８年８月上旬（ａ）、中旬（ｂ）、

下旬（ｃ）的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

高度（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５　Ｔｈｅ５００ｈＰａ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ｍｉｄｄｌｅ（ｂ）ａｎｄｌａｓｔ

（ｃ）ｄｅｋａｄｓ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８（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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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浙江北部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４—８日，受

低层切变影响，河南、安徽、湖南、贵州及京津冀等地

部分地区出现分散性暴雨；６日起东北地区中南部

和华北的高温趋于结束，黄淮、江南和江淮等地的高

温范围逐渐增大；９—１０日，受南海热带系统的影

响，海南岛大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中旬（图５ｂ），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的高压脊发

展，我国中纬度地区环流总体较为平直，略有西高东

低之势。副高呈带状分布，主体位于西太平洋洋面

上，北界位于３７°Ｎ附近，副高西脊点至１２５°Ｅ附近，

热带气旋活动频繁，登陆华东的台风北上，北方渗透

南下的冷空气配合副高外围偏南暖湿气流的水汽输

送，致使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出现较强降雨过程。

中旬主要的天气过程有：８月１２—１６日，台风摩羯

登陆华东地区，受其残余环流及低层切变的影响，浙

江中北部、江苏大部、上海、山东大部、安徽中北部，

北京东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中部、河北东部出现暴

雨，部分站点大暴雨，台风贝碧嘉华南沿岸回旋及登

陆，雷州半岛、海南岛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１６—２１

日，台风温比亚登陆华东，上海、浙江北部、江苏、安

徽和山东大部、河南中东部、辽宁和吉林东部出现暴

雨到大暴雨，其中河南东部、山东北部、安徽北部局

地出现特大暴雨，导致部分地区农作物和经济作物

受灾、道路和堤坝等基础设施损坏、多地出现严重内

涝、房屋倒塌及人员溺亡事件；江苏徐州和安徽滁州

还出现大风灾害。

下旬（图５ｃ），新疆西北部的高空槽加深东移，

与西伯利亚地区形成切断低压，我国东北地区、华北

地区北部有高空槽活动，副高脊线南落至３１°Ｎ附

近，较常年仍略偏北（图略），副高西缘东退至１３０°Ｅ

附近，但副高主体位置西移，形态逐渐由带状向块状

过渡，台风苏力在副高西侧西北行在朝鲜半岛登陆，

以后移入日本海向东北方向移动。东北地区南部受

东北低涡和“苏力”外围环流的共同影响出现降水过

程。下旬主要的天气过程有：８月２１—２３日，受冷

槽影响，甘肃东部、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云南

东部和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

２３—２４日，受东北地区上空高空槽槽前冷空气与台

风苏力外围环流相互作用的影响，吉林东部、黑龙江

南部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２４—２６日，台风苏力及

其残余环流给黑龙江南部带来暴雨天气，福建近海

的热带低压致使福建东北部、浙江东南部出现暴雨，

局地大暴雨；２７—３１日，受低压及切变线的影响，福

建东部和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

福建、广东沿海部分站点出现特大暴雨。

３　主要降水过程

３．１　概况

８月全国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主要的

降水过程有１１次（表１），其中热带气旋活动造成的

强降水过程比例高，北上台风活跃，导致东北东南

部、黄淮及江淮地区等地出现２００～４００ｍｍ的累计

表１　２０１８年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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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狌犵狌狊狋２０１８

降水时段 主要影响系统 影响区域及降水强度

８月１—２日 低层切变 四川中东部出现暴雨，少数站点大暴雨

８月２—４日 台风云雀 上海，浙江北部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

８月４—５日 低层切变
河南中部和东部、安徽北部、湖南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南部、广西西部、广

东东北部、福建中南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部分站点大暴雨

８月５—８日 低层切变 河北中部出现暴雨，河北中部少数站点和北京南部有大暴雨

８月９—１０日 南海热带系统 海南岛大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８月１２—１６日
台风摩羯及其残余环流，

低层切变，台风贝碧嘉

浙江中北部、江苏大部、上海、山东大部、安徽中北部、北京东南部、辽宁东

部、吉林中部、河北东部出现暴雨，部分站点大暴雨；雷州半岛、海南岛出

现暴雨，局地大暴雨

８月１６—２１日 台风温比亚
上海、浙江北部、江苏、安徽和山东大部、河南中东部、辽宁和吉林东部出

现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河南东部、山东北部、安徽北部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８月２１—２３日 冷槽
甘肃东部、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云南东部和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

短时强降水，小时雨强２０～５０ｍｍ，其中四川东部、重庆中部等地出现暴雨

８月２３—２４日 高空槽及台风苏力外围环流 吉林东部、黑龙江南部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

８月２４—２６日
台风苏力及其残余环流，

热带低压
黑龙江南部出现暴雨；福建东北部、浙江东南部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

８月２７—３１日 低压、切变线
福建东部和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建、广东沿海部

分站点出现特大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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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量，华南受台风及低压系统的影响致使海南、广

东沿海等地累计降雨量超过４００ｍｍ。

３．２　台风温比亚变性过程与强降水过程

台风温比亚自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５日１４时在东海

南部偏东海域开始编号（热带风暴级），而后逐渐向

西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加强，穿过舟山群岛于１７

日凌晨进入杭州湾，并在上海浦东新区南部沿海登

陆。登陆后“温比亚”以２５ｋｍ·ｈ－１左右的速度向

西偏北方向移动，１７日先后穿越上海、江苏南部、安

徽中部等地，移速逐渐减慢，强度逐渐减弱，并于１８

日０３时前后移入河南省东部，随后于当天１４时在

河南省东部减弱为热带低压。在随后的１天时间里

“温比亚”移速减小至５～１０ｋｍ·ｈ
－１，一直在河南

东部地区滞留，并逐步与北侧中纬度槽发生相互作

用（图６），１９日开始加速向东北方向移动，并于傍晚

前后移出河南省，进入山东省境内。“温比亚”在山

东省境内移速较快，约每小时移动３０～４０ｋｍ，逐渐

变性为温带气旋，于２０日０５时变性为温带气旋。

而后０６：３０前后从山东省河口县沿海移入渤海。进

入渤海后“温比亚”开始转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

基本维持，先后穿过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等海

区，并于２１日凌晨在黄海偏东海域明显减弱。

在“温比亚”移向东北方向的过程中，逐渐与其

北侧的中纬度槽相互作用（图６），冷空气呈气旋式

卷入“温比亚”内部，中低层热力结构逐渐向冷暖参

半的“杂合”结构转变（图７ｂ），２００ｈＰａ高度位于高

空急流入后区的右后方（图７ａ），高空辐散条件有利

于“温比亚”的陆上维持，台风变性过程伴随的风区

扩大的特征也有体现，在２０日早晨“温比亚”进入渤

海后，江苏东部沿海、山东半岛沿海、辽东半岛沿海

及附近岛屿出现１０～１２级大风。

受“温比亚”影响，浙江北部、上海、江苏、安徽、

河南、山东以及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出现暴雨

或大暴雨，河南东部、苏皖北部、山东中西部及辽宁

大连等地出现特大暴雨（图８）；河南商丘和周口、山

东济宁、泰安、淄博、临沂、潍坊、东营以及安徽宿州

和淮北、江苏徐州、辽宁大连等地累计降雨量３００～

４８０ｍｍ，河南商丘柘城最大降雨量达５５４ｍｍ。沪

浙及苏皖南部的降雨主要出现在１６日夜间至１７

日，豫鲁和苏皖北部等地的降雨主要出现在１８—１９

日，吉辽等地降雨出现在２０—２１日。

　　“温比亚”在河南东部地区滞留时，山东东南部沿

海、江苏东部沿海存在明显的向岸输送的水汽通道

（图９），水汽通量超过０．０５ｇ·ｃｍ
－１·ｈＰａ－１·ｓ－１，

水汽在鲁豫皖三省交界处辐合，位于底层环流中心

北侧，最大水汽通量散度达到－３．７×１０－７ ｇ·

ｃｍ－２·ｈＰａ－１·ｓ－１，这与地面站记录到的降水大值

区（河南商丘）符合良好。此次台风过程对应的水汽

通量散度较大，高于２０１５年台风杜鹃的降水过程

（王
!

和高拴住，２０１５），强烈的水汽辐合作用与后期

冷空气结合降水使得“温比亚”降水范围广、影响严

重。

图６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８日０８时（ａ）５００ｈＰａ

位势高度场（等值线，单位：ｄａｇｐｍ）、

２００ｈＰａ风场（阴影，单位：ｍ·ｓ－１）和

８５０ｈＰａ风场（箭头），（ｂ）５００ｈＰａ假相当

位温场（阴影，单位：Ｋ）和５００ｈＰａ（实线）

３３６Ｋ假相当位温等值线

（台风符号表示台风温比亚底层中心的位置）

Ｆｉｇ．６　（ａ）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ｃｏｎｔｏｕｒ，

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２０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ｓ（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

ｕｎｉｔ：ｍ·ｓ－１）ａｎｄ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ｓ（ｖｅｃｔｏｒｓ），

（ｂ）５００ｈＰ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ｐｓｅｕｄｏ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ｕｎｉｔ：Ｋ）ｗｉｔｈ３３６Ｋ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ａｔ

０８：００ＢＴ１８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８

（Ｔｙｐｈｏｏｎｓｙｍｂｏ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ｌｅｖｅｌ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ＴｙｐｈｏｏｎＲｕｍｂ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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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同图６，但为８月２０日０８时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６，ｂｕｔｆｏｒ

０８：００ＢＴ２０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８

图８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６日０８时至

２１日０８时累计降水量（单位：ｍｍ）

Ｆｉｇ．８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０８：００ＢＴ

１６ｔｏ０８：００ＢＴ２１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８（ｕｎｉｔ：ｍｍ）

４　热带气旋活动情况

８月，南海及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表２、图１０），

共有９个生成，较常年同期偏多３．２个，较２０１７年

明显活跃（王
!

等，２０１８），另外，于７月２５日生成的

台 风云雀持续活跃至８月３日。８月内有４个台风

图９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８日０８时８５０ｈＰａ水汽通量

（箭头，单位：１０－４ｇ·ｃｍ
－１·ｈＰａ－１·ｓ－１）和水汽

通量散度（阴影，单位：１０－９ｇ·ｃｍ
－２·ｈＰａ－１·ｓ－１）

Ｆｉｇ．９　Ｔｈｅ８５０ｈＰａ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ｆｌｕｘ（ｖｅｃｔｏｒｓ，

ｕｎｉｔ：１０－４ｇ·ｃｍ
－１·ｈＰａ－１·ｓ－１）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ｆｌｕｘ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

ｕｎｉｔ：１０－９ｇ·ｃｍ
－２·ｈＰａ－１·ｓ－１）

ａｔ０８：００ＢＴ１８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８

登陆我国，登陆个数较常年同期偏多２．１个。１２号

台风云雀于８月３日在上海市金山区沿海登陆，登

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９级（２３ｍ·ｓ－１），中心最

低气压为９８５ｈＰａ；１４号台风摩羯于８月１２日在浙

江省温岭市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１０

级（２８ｍ·ｓ－１），中心最低气压为９８０ｈＰａ；１６号台

风贝碧嘉于８月１５日在广东省雷州市沿海登陆，登

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９级（２３ｍ·ｓ－１），中心最

低气压为９８５ｈＰａ；１８号台风温比亚于８月１７日在

上海市浦东新区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

力有９级（２３ｍ·ｓ－１），中心最低气压为９８５ｈＰａ。８

月台风平均登陆强度（２４．３ｍ·ｓ－１）偏弱，但“摩羯”

和“温比亚”在移入内陆的过程中造成大范围风雨影

响。此外，１９号台风苏力没有登陆我国，但其外围

环流为东北地区带来强降水影响。

４．１　台风摩羯和温比亚登陆后北上，风大雨强影响广

　　“摩羯”结构不对称，强度加强缓慢，热带风暴等

级维持了９８ｈ，登陆前７ｈ在近海加强为强热带风

暴，登陆时强度达到最强。“摩羯”登陆浙江后进入

安徽，给浙江、安徽、江苏、山东、河北等地带来强降

雨，其减弱后的残留云系还导致渤海湾及辽宁、山东

和河北等地的沿海地区出现大风。受其影响，８月

１２—１５日，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东北部、江苏西北

部、山东中西部、河北南部和东部等地出现１００～

２００ｍｍ 降雨，安徽六安和安庆、江苏徐州、山东

潍坊、河北沧州等地２５０～３８０ｍｍ，徐州贾汪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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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８年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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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犮狋犻狏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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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狌犵狌狊狋２０１８

台风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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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陆时间地点及强度

１８１２
云雀

（Ｊｏｎｇｄａｒｉ）
７月２５日０５时 ２０．５ １３７．０ ９６０ ４０

８月３日登陆上海金山区沿海；

２３ｍ·ｓ－１，９８５ｈＰａ

１８１３
珊珊

（Ｓｈａｎｓｈａｎ）
８月３日０８时 １８．０ １５０．８ ９５５ ４２ 未登陆

１８１４
摩羯

（Ｙａｇｉ）
８月８日１４时 １９．４ １３３．５ ９８０ ２８

８月１２日登陆浙江温岭沿海；

２８ｍ·ｓ－１，９８０ｈＰａ

１８１５
丽琵

（Ｌｅｅｐｉ）
８月１１日２３时 ２０．２ １４３．６ ９８２ ２８ 未登陆

１８１６
贝碧嘉

（Ｂｅｂｉｎｃａ）
８月１２日１４时 ２１．１ １１２．２ ９８２ ２８

８月１５日登陆广东雷州沿海；

２３ｍ·ｓ－１，９８５ｈＰａ

１８１７
赫克托

（Ｈｅｃｔｏｒ）
８月１４日０２时 ２５．８ １７９．３ ９９５ ２０ 未登陆

１８１８
温比亚

（Ｒｕｍｂｉａ）
８月１５日１４时 ２８．１ １２６．６ ９８２ ２５

８月１７日登陆上海浦东新区沿海；

２３ｍ·ｓ－１，９８５ｈＰａ

１８１９
苏力

（Ｓｏｕｌｉｋ）
８月１６日０８时 １５．１ １４３．０ ９４０ ５０ 未登陆

１８２０
西马仑

（Ｃｉｍａｒｏｎ）
８月１８日２０时 １４．４ １５３．３ ９４５ ４８ 未登陆

１８２１
飞燕

（Ｊｅｂｉ）
８月２８日０８时 １５．４ １５７．０ ９０５ ６５ 未登陆

图１０　２０１８年８月西北太平洋

热带气旋路径

Ｆｉｇ．１０　Ｔｒａｃｋｓｏｆ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ｓ

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８

４４３ｍｍ，期间华东沿海出现７～９级阵风。１５日渤

海湾及山东北部沿海、河北东部沿海、辽宁南部沿海

等地出现７～９级阵风，部分地区达１１～１３级，“摩

羯”残留涡旋多个对流单体内产生的龙卷风给沿途

受影响地区带去重灾。

“温比亚”具备陆上维持时间长、降雨强度大、影

响范围广及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严重的特点。它自

１７日０４时登陆到２０日０５时前后在山东北部进入

渤海，在陆地上维持时间长达７３ｈ，历史少见。虽

然登陆强度不强（９级，２３ｍ·ｓ－１），但风雨影响范

围广、强度大，给浙沪苏皖豫鲁辽等地带来强降雨和

大风，最大累计降雨量超过５００ｍｍ。累计降雨量

１００ｍｍ以上和２５０ｍｍ以上的面积分别达３６万、４

万 ｋｍ２。其 中，山 东 省 此 过 程 平 均 降 雨 量 达

１４１ｍｍ，创下１９５１年以来历史最高纪录。

４．２　台风贝碧嘉近海回旋，琼粤强降水

“贝碧嘉”路径复杂，登陆海南后近海回旋超过

２圈，且在南海维持热带风暴强度的时间长达５ｄ，

超过南海台风一般３～４ｄ的生命史，造成的强降雨

集中、降雨落区重叠。受其影响，８月９—１６日，广

东西南部和雷州半岛南部、海南岛中北部累计降雨

量有２００～５００ｍｍ，海南岛北部及广东珠海６００～

７００ｍｍ，海南海口达９３４ｍｍ、临高为９１５ｍｍ，期

间，广东阳江阳东新洲镇最大小时降雨量达１４８

ｍｍ，临高县南宝镇２４ｈ降雨量达４６５．４ｍｍ。强降

雨时段主要出现在９—１１日及１５日。广东中西部

沿海、广西沿海、海南岛沿海出现７～９级阵风，部分

岛屿达１０～１１级。

４．３　台风云雀路径复杂，移速缓慢

“云雀”是今年第二个登陆上海的台风，历史上

（１９４９—２０１７年）仅有６个台风登陆上海，今年以来

已有“安比”、“云雀”和“温比亚”３个台风登陆上海，

为历史罕见。“云雀”具备生命史长、路径复杂、移速

缓慢的特点，由于引导气流弱，“云雀”在日本西南部

海面和东海东北部海面两次回旋，生命史长达９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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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其影响，８月２—４日安徽、江苏西南部、浙江北

部、上海南部等地累计降雨５０～１５０ｍｍ，浙江嘉

兴、宁波等地达２００～２７５ｍｍ。

５　高温天气

８月，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

江南、江汉及四川盆地、新疆中东部部分地区等地均

出现了日最高气温≥３５℃的高温天气，其中四川盆

地东部、湖北大部、江西大部、浙江南部、福建大部等

地高温日数达１０～２０ｄ，新疆西部局部地区高温日

数达２０ｄ以上；与常年同期相比，四川盆地、陕西东

南部、湖北、河南东北部、山东西南部、浙江南部、福

建东北部等地高温日数普遍偏多５～１０ｄ，局部地区

偏多１０ｄ以上，重庆奉节（４２．２℃）、开县（４２．０℃）、

巫溪（４１．５℃）、丰都（４０．３℃）等地极端最高气温超

过４０℃。如此大范围长时间的高温天气与８月上

旬副高的异常偏北并稳定维持有直接关系。

致谢：感谢国家气象中心天气预报室张夕迪、张芳为

本文提供８月降水量和温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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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架

《“一带一路”主要地区气候变化与极端事件时空特征研究》

张井勇 等 著

本书系统研究了最近几十年“一带一路”主要地区气候

变化及极端事件的演变特征及规律。主要介绍了相关的研

究现状和进展；提供了数据源、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系统分

析了这些主要地区平均气候及极端气候的时空变化特征和

趋势，揭示变化的关键区，并给出总结和展望。本书有望为

“一带一路”主要地区有序应对气候变化、防灾减灾和加强气

候灾害风险管理提供科学参考。

　 １６开　定价：３５．００元

《气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研究》

王志强主编

本书汇总了２０１３年以来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开展的有关

气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的各项研究成果，包括国家战略与气

象保障总报告，以及“一带一路”建设气象保障、京津冀协同

发展气象保障、长江经济带战略气象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气

象保障、乡村振兴战略气象保障和其他区域发展战略与气象

保障等６个专题报告。本书可帮助读者了解相关重大战略

的意义内涵、目标定位、发展现状和未来愿景，适合气象相关

行业及从事发展战略研究的学者、管理者等参阅。

　 １６开　定价：８０．００元

《台风预报与服务》

钱燕珍 等 编著

本书在总结台风预报服务经验和相关科研工作基础上，

探索了对宁波影响比较大的台风的路径预报、强度预报、风

雨影响预报、灾害及风险评估、决策与公众服务等方面工作，

特别是对一些严重影响台风个例展开预报思路、预报服务的

需求与难点等分析，可以为相似台风预报服务工作提供经

验。本书可以作为预报员学习材料及业务手册，有利于提高

台风精细化预报服务水平。

　 １６开　定价：７０．００元

《基于多源空间数据的重庆市干旱监测模型构建》

吴建峰　张凤太　嵇　涛　李　威 著

本书以重庆为研究区，利用多源遥感数据分析各致旱因

子对研究区干旱反应情况，综合考虑干旱发生发展过程，基

于植被生长状态、土壤水分胁迫、气象降水盈亏等致旱因素

的综合干旱监测模型，构建了重庆市干旱时空信息，对研究

区近十几年来发生的干旱进行了定量监测，并利用线性空间

趋势分析方法，研究重庆干旱变化趋势。本书可供气象及相

关行业、部门，以及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参考。

　 １６开　定价：４５．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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