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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６月大气环流和天气分析

刘海知　何立富
国家气象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提　要：２０１９年６月大气环流主要特征是：北半球高纬度地区极涡呈单极分布且偏强，亚洲中高纬为“两槽一脊”的环流形

势，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偏南为主，强度略偏强。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０．６℃，较常年同期（２０．０℃）偏高０．６℃，全国平均降水

量为９９．８ｍｍ，基本与常年同期（９９．３ｍｍ）持平。月内，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４次大范围强降水天气过程，南方遭受严重暴雨

洪涝灾害；同时，华北、黄淮和云南等地少雨高温，气象干旱持续；华北、黄淮出现阶段性高温；多省（区）遭受风雹袭击，部分地

区受灾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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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１９年６月，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略偏

高，华北大部、黄淮大部及西藏东部等地气温较常年

同期偏高１～２℃，部分地区偏高２～４℃；海南和西

藏平均气温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河北、云

南和山东次高；黑龙江东北部、新疆北部和西部偏低

１～２℃。全国降雨量与常年同期基本持平，主要雨

带偏南，我国南方地区出现４次大范围强降水天气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２０１６ＹＦＣ０４０２７０２）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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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其中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降水量为２００～

４００ｍｍ，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江西中东部局部地

区超过４００ｍｍ，广西桂林最大站点雨量为８３２ｍｍ，

江西吉安最大站点雨量为７５８ｍｍ，江西吉安、上饶

等地遭受严重暴雨洪涝灾害。６月１１—１５日，云

南、华北、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气象干旱持续；

多省（区）遭受风雹袭击，部分地区受灾较重（国家气

候中部心，２０１９）。副热带高压持续偏强、偏南，使热

带西太平洋地区对流活动受到极大抑制，导致６月

台风生成偏少、登陆偏少。

１　天气概况

１．１　降水

２０１９年６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９９．８ｍｍ，与

常年同期（９９．３ｍｍ）持平（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９）。

从空间分布看（图１ａ），除西北地区大部、华北、黄淮

及内蒙古大部、辽宁大部、吉林西部等地降水量不足

１００ｍｍ外，其他大部地区降水量在１００ｍｍ以上，

其中江南、华南及重庆东部、贵州大部等地降水量为

２００～４００ｍｍ。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局部地区超过

４００ｍｍ，其中，贵州省开阳站（３１２．９ｍｍ）和沿河站

（１６７．４ｍｍ）、云南省华坪站（２０４．２ｍｍ）等１１站降

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广西桂林最大站点雨量达

８３２ｍｍ；四川、内蒙古、广东、青海、甘肃、重庆、新疆

等地共４８站出现极端连续降水日数事件。

６月，南方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其中，江

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

多１～２倍。西北大部、内蒙古中西部、黑龙江北部

等地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２成至１倍，西北中西

部部分地区偏多１倍以上；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中

东部、江淮东部，西藏大部等地降水偏少２～８成，局

地偏少８成以上（图１ｂ），受高温雨少影响，华北东

部和南部、辽宁、西藏等地气象干旱持续发展。

１．２　气温

２０１９年６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０．６℃，较常年

同期（２０．０℃）偏高０．６℃（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９）。

全国大部地区接近常年同期或偏高，其中华北、黄淮

大部及西藏东部等地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１～２℃，

部分地区偏高２～４℃；海南、西藏气温为１９６１年以

来历史同期最高，河北、云南和山东为次高；仅东北

地区、新疆西部和南部、青藏高原西部等地气温偏

低，其中黑龙江东北部、新疆北部和西部偏低１～

２℃（图２）。云南、四川、西藏、贵州、河南等地共８８

站出现极端高温，其中，云南省富宁站（４０．３℃）、四

川省得荣站（３７．３℃）、四川省木里站（３５．１℃）等共

图１　２０１９年６月全国降水量分布

（ａ，单位：ｍｍ）和降水量距平

百分率分布（ｂ，单位：％）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

ｕｎｉｔ：ｍｍ）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ｙ

ｐｒｅｃｅｎｔａｇｅ（ｂ，ｕｎｉｔ：％）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

ｉｎＪｕｎｅ２０１９

图２　２０１９年６月全国平均气温

距平分布（单位：℃）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

ｉｎＪｕｎｅ２０１９（ｕｎ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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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站日最高气温超过历史极值；山东、云南、河北等

地共１８站极端连续高温日数达到极端事件标准，其

中山东茌平（９ｄ）、河北涿州（６ｄ）连续高温日数突

破历史极值。

２　环流特征及演变

２．１　环流特征

图３分别给出了２０１９年６月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

势高度及距平水平分布，由图可见，北半球环流形势

有以下主要特点。

２．１．１　极涡呈单极型分布且强度偏强，中高纬环流

经向度偏大

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及距平分布较

常年同期有如下特点（图３ａ）：北半球极涡呈单极偏

心型分布，主体位于北极圈内，极涡中心位于波弗特

图３　２０１９年６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平均

高度场（ａ）和距平场（ｂ）（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３　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

ａｎｄ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ｏｍａｌｙ（ｂ）

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ｉｎＪｕｎｅ２０１９（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海北侧附近，中心强度为偏向东半球，位于８０°Ｎ以

南，中心强度为５３６ｄａｇｐｍ；高空槽分别位于西西伯

利亚地区、东亚地区、北美东部以及欧洲西部。亚欧

中高纬度呈“两槽一脊”环流形势，两槽分别位于乌

拉尔山地区和亚洲东北部，贝加尔湖至我国西北地

区为高压脊控制。从距平场上看（图３ｂ），极涡控制

范围内，５００ｈＰａ距平高度场以负距平为主，负距平

中心强度达到－６～－２ｄａｇｐｍ，表明极涡较常年同

期偏强。中高纬西风带环极涡中心呈多波动分布，

位于里海附近低槽异常偏强，位于亚洲东北部的高

空槽较常年同期略偏强，这种“西高东低”的环流形

势有利于高纬地区冷空气南下，为梅雨的稳定维持

提供所需的冷空气。

２．１．２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南，强度较常年

同期偏强

６月，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副高）较

常年同期面积偏大，强度偏强（图３ｂ）。副高西脊点

位置较常年同期相比偏南（张芳和何立富，２０１８；李

嘉睿和何立富，２０１７；曹艳察和张涛，２０１６），导致梅

雨雨带位置略偏南，江南华南等地降水较常年偏多。

２．２　环流演变与我国天气

图４是 ２０１９年 ６月上、中、下旬欧亚地区

５００ｈＰａ平 均 高 度 场 的 环 流 演 变。６ 月 上 旬

（图４ａ），亚洲大陆中高纬地区表现为“两槽一脊”环

流形势，槽区分别位于巴尔喀什湖至里海附近、鄂霍

次克海到我国东部海区附近。我国中西部地区受高

压脊控制，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处于槽后。低纬地区，

副高呈带状分布，西脊点位于（１８°Ｎ、１０５°Ｅ）附近。

我国内蒙古东北部为低槽控制，雨带维持在长江中

下游地区。受低槽后部冷空气、副高外围偏南暖湿

气流以及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６—１０日我国西南

地区东部以及江南出现暴雨过程。

６月中旬（图４ｂ），欧亚大陆中高纬地区大气环

流形势仍为“两槽一脊”，里海以西的低槽和日本以

东的低槽强度都有所加强，较６月上旬大气环流形

势经向度增加。我国北部大部分地区受高压脊控

制，导致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地区东部以及内蒙古东

北部等出现连续高温天气。副高脊线相较于６月上

旬北抬，位于２０°Ｎ附近，副高西侧偏南气流与西风

槽后冷空气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至长江中下游交

汇，造成强降水过程。１５—１７日，受高空槽后冷空

气南下以及副高外围偏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低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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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１９年６月上旬（ａ）、中旬（ｂ）、下旬（ｃ）

欧亚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４　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ｓ

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ｏｖｅｒＥｕｒａｓｉａ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

ｓｅｃｏｎｄ（ｂ）ａｎｄｔｈｉｒｄ（ｃ）ｄｅｋａｄｓ

ｏｆＪｕｎｅ２０１９（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形成低涡切变系统，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

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强降水过程。

６月下旬（图４ｃ），亚洲大陆中高纬环流持续维

持“两槽一脊”的形势，巴尔喀什湖附近低槽减弱，鄂

霍次克海低槽强度变化不大，副高明显东撤，东亚槽

位于我国东部海区，副热带地区多短波系统活动，

２０—２５日，受低涡切变影响，黄淮南部、江淮西部、

江汉、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出现区域性暴雨过

程。

３　主要降水过程

３．１　概况

６月出现４次主要的区域性强降水过程（表１），

分别在６月４—５、６—１３、１５—１７和２０—２５日。降

水过程主要集中在我国南方等地，基本受低层切变

线系统影响。６—１３日，贵州中南部、广西北部、江

西中东部、湖南西南部、广东东北部、福建西北部、浙

江南部暴雨、江西和福建局地出现大暴雨，本次强降

雨过程导致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重

庆、贵州等地遭受洪涝、风雹、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其中，江西、广西、广东灾情较为突出，广西桂林漓江

水位暴涨，江西多地河流发生超警戒洪水。６月

２０—２５日，四川达州、重庆南川、云南德宏、贵州遵

表１　２０１９年６月主要降水过程

犜犪犫犲犾１　犕犪犼狅狉狊犲狏犲狉犲狉犪犻狀犳犪犾犾犲狏犲狀狋狊犻狀犑狌狀犲２０１９

降水时段 主要影响系统 影响区域及降水强度

４—５日 低涡切变
四川东部暴雨，山东西南部、河南和安徽大部分地区、江苏北部、湖北西北

部和东部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

６—１３日 低涡切变、低空急流
贵州中南部、广西北部、江西中东部、浙江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福建西北

部、广东东北部出现暴雨，江西和福建局地大暴雨

１５—１７日 高空槽、低涡切变
贵州中部、广西西北部、湖南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出现

暴雨，湖北、湖南和贵州局地大暴雨

２０—２５日 高空槽、低涡切变、低空急流
河南、安徽、浙江、上海、湖北、江西、湖南、福建、贵州、广西、广东大部地区

和四川东部、陕西南部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

义、湖北孝感、安徽黄山、湖南株洲和长沙、江西吉安

和赣州及上饶、浙江丽水和温州、福建南平和宁德及

福州等局地降雨量达２５０～４０８ｍｍ。两次降水过

程具有强度大、时间长、范围广的特点。

３．２　６月２０—２５日降雨过程分析

２０—２５日（图５），受到高空槽、低层切变线以及

低层急流的共同影响，我国西南地区东南部、黄淮西

部、江汉、江南、华南等地自北向南出现一次区域性

降水过程，主要降水带位于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广

东中部至福建西北部，上述地区过程累积雨量普遍

超过５０ｍｍ，部分地区达１００～２００ｍｍ，局地超过

２００ｍｍ。此次暴雨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影响面积

大的特点。

８３３１　　　　　　　　　　　　　　　　　　　 　气　　象　　　　　　　　　　　　　　　 　　 　　　第４５卷　



在本次过程中，５００ｈＰａ高纬地区始终伴随阻

塞形势，副高呈带状分布，其脊线呈东北—西南走

向。２２日２０时（图６ａ），５００ｈＰａ巴尔喀什湖北部有

稳定的低压槽，我国新疆东部及华北受高压脊控制，

内蒙古中西部和东北北部为冷涡活动区。８５０ｈＰａ

有低涡沿切变线东移，切变系统进一步增强，在西南

地区东部至江南一带形成东西向切变线，影响西南

地区至江南、华南一带。２３ 日 ０８ 时 （图６ｂ），

５００ｈＰａ依然呈现为“两槽一脊”的环流形势，冷涡

维持在东北地区东北部，引导冷空气不断南下与副

高西北部外侧的低层暖湿气流交汇，有利于江南、华

南等地天气系统发生和发展。８５０ｈＰａ冷空气加强

南压，偏北气流增强到１２ｍ·ｓ－１，伴随西南急流持

续输送，南方地区低层暖湿条件不断增强，冷暖空气

在江南一带剧烈交汇，为对流系统的新生和发展提

供了有利的不稳定条件和水汽。兼受８５０ｈＰａ冷空

气南压和暖湿气流输送的影响，江南、华南地区动力

抬升条件较好，辐合上升增强，大气整层可降水量超

过５０ｍｍ（图７ａ）。２３日１４时，８５０ｈＰａ切变线继

续南压，切变线南侧附近对流发展旺盛，江南、华南

地区８５０ｈＰａ比湿达１２～１６ｇ·ｋｇ
－１，华南大部地

区ＣＡＰＥ值超过１０００Ｊ·ｋｇ
－１（图７ｂ），有利于对流

系统的发展和组织化，局地出现５０ｍｍ·ｈ－１以上的

短时强降水。２５日午后，副高西伸北抬，控制我国南

方地区，水汽通道断裂，８５０ｈＰａ低涡减弱东移，切变

线减弱消失，降水主要发生在９２５ｈＰａ切变线附近，

强度和范围逐渐减弱，２５日夜间降水过程结束。

图５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０日０８时至２５日０８时

过程累积降水量（单位：ｍｍ）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０８：００ＢＴ２０ｔｏ０８：００ＢＴ

２５Ｊｕｎｅ２０１９（ｕｎｉｔ：ｍｍ）

图６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２日２０时（ａ）和

２３日０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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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低空

急流（阴影，≥１２ｍ·ｓ－１）

Ｆｉｇ．６　Ｔｈｅ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

（ｃｏｎｔｏｕｒ，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ｓ

（ｗｉｎｄｂａｒｂ，ｕｎｉｔ：ｍ·ｓ－１）ａｎｄｌｏｗｌｅｖｅｌ

ｊｅｔ（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１２ｍ·ｓ
－１）ａｔ２０：００ＢＴ

２２（ａ）ａｎｄ０８：００ＢＴ２３（ｂ）Ｊｕｎｅ２０１９

４　其他灾害天气

４．１　高温天气和干旱

受持续少雨高温影响，云南、华北和黄淮等地气

象干旱发展，华北东南部、黄淮大部等地高温日数达

５～１０ｄ，其中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东北部等

地超过１０～１５ｄ；与常年同期相比，上述地区普遍偏

多１～５ｄ，部分地区偏多５ｄ以上。高温少雨造成

华北和黄淮等地气象干旱发展。高温过程出现在

１１—１５日（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９）。

４．２　强对流天气

６月，我国内蒙古、河南、湖北、陕西、河南、山

东、吉林、江苏、甘肃、河北、新疆、云南、宁夏、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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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３日（ａ）０８时大气整层可降水量（等值线，单位：ｍｍ），（ｂ）１４时

比湿（阴影，单位：ｇ·ｋｇ
－１）和对流有效位能（等值线，单位：Ｊ·ｋｇ

－１）

Ｆｉｇ．７　（ａ）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ａｔ０８：００ＢＴａｎｄ（ｂ）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ｕｎｉｔ：Ｊ·ｋｇ
－１）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ｕｎｉｔ：ｇ·ｋｇ

－１）ａｔ１４：００ＢＴ２３Ｊｕｎｅ２０１９

青海、四川、江西、山西、吉林、黑龙江等省（区）遭受

风雹袭击。２—４日，江汉和黄淮部分地区遭受雷

暴、冰雹和短时强降雨袭击。１３—１４日，新疆部分

地区出现强对流天气，引发风雹和洪涝灾害。１６—

１９日，华北、东北部分地区先后出现大风、冰雹、短

时强降水，冰雹最大直径达３ｃｍ，河北、山西、内蒙

古、辽宁、黑龙江等省（区）受灾。２５—２８日，甘肃、

青海、宁夏等省（区）遭遇强对流（国家气候中心，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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