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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８月大气环流和天气分析

周冠博　高拴柱
国家气象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提　要：２０１９年８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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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偏

北，大陆高压偏强。８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１１０．５ｍｍ，较常年同期（１０５．３ｍｍ）偏多５．０％；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１．６℃，较常年同

期（２０．８℃）偏高０．８℃。月内共出现了５次主要的区域性强降水过程，其中３次降水活动与台风有关。８月共有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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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帕”、“利奇马”、“白鹿”共３个台风登陆我国。月内，东北及四川等

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长江中下游气象干旱发展；南方出现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多省（区、市）遭受风雹袭击，部分地区受灾

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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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天气概况

１．１　降水

２０１９年８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１１０．５ｍｍ，较

常年同期（１０５．３ｍｍ）偏多５．０％。从空间分布看

（图１），东北大部、内蒙古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

淮江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大部、西

藏中部以及华南等地的降水量在１００ｍｍ以上，其

中吉林西南部、辽宁东北部、山东中部、浙江东部、四

川盆地西部、广东和广西的南部以及海南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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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９年８月全国降水量分布（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９（ｕｎｉｔ：ｍｍ）

在４００ｍｍ以上；与常年同期相比（图２），东北大部

及内蒙古东部、黄淮、江淮东部、华南南部及浙江东

北部、新疆西北部、西藏西部等地降水量偏多２成至

１倍，黑龙江东部、辽宁中部、山东东部的部分地区

偏多１～２倍，黑龙江、吉林平均降水量为１９６１年以

来历史同期最多；江南大部、华南北部、江淮西部、江

汉大部、西南东部、西北中北部等地降水偏少２～８

成，江西局地偏少８成以上；江西平均降水量为

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次少（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９）。

１．２　气温

２０１９年８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１．６℃，较常年

同期（２０．８℃）偏高０．８℃。从空间分布来看（图３），

西北大部、西南中部和东南部、黄淮西部、江汉、江南

大部、华南北部等地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１～２℃，

湖北、湖南、新疆局部地区偏高２～４℃，云南平均气

温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湖南、江西、新疆次

高；东北西部和北部、内蒙古东部等地偏低０．５～

图２　２０１９年８月全国降水量距平

百分比分布（单位：％）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ａｎｏｍａｌｙ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

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９（ｕｎｉｔ：％）

图３　２０１９年８月全国平均气温

距平分布（单位：℃）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９（ｕｎｉｔ：℃）

２．０℃（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９）。

２　环流特征与演变

２．１　环流特征

与常年同期对比，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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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位于伊

丽莎白女王群岛附近，极涡中心低于５４４ｄａｇｐｍ，并

伴有８ｄａｇｐｍ的明显负距平，表明北半球极涡较常

年同期偏强，冷空气势力较常年偏强。北半球中高

纬西风带呈５波型分布，高空槽分别位于乌拉尔山

至巴尔喀什湖、中西伯利亚至我国东北部、堪察加半

岛至太平洋中部、哈德孙湾至密西西比平原以及冰

岛至伊比利亚半岛地区。亚洲中高纬为两槽一脊的

环流形势，一脊位于中西伯利亚高原地区，两槽分别

位于乌拉尔山至巴尔喀什湖、中西伯利亚至我国东

北部一带，并分别伴有１２ｄａｇｐ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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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部

地区为大陆高压控制，并伴有２～４ｄａｇｐｍ的正距

平区，因此，我国西部地区气温偏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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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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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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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

ａｃｏｎｔｏｕｒ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ｏｆ４ｄａｇｐｍ）（ａ）ａｎｄｍｏｎｔｈｌ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ｗｉｔｈａｃｏｎｔｏｕｒ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ｏｆ２ｄａｇｐｍ）（ｂ）

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９（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附近，较常年气候平均位置（３０°Ｎ、１３４°Ｅ）（向纯怡

和许映龙，２０１６；谢超和马学款，２０１７；王!

和张玲，

２０１８）明显偏北。这导致月内台风的移动路径也以

偏北移动为主，月内生成的５个热带气旋中有２个

远海转向，１个北上路径（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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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高纬呈现两槽一脊型：西伯利亚平原至地中海地

区一带为深厚的槽区；贝加尔湖附近受高压脊控制；

我国内蒙古至我国中东部地区受浅槽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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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内副高位置偏北，其西脊点位置位于

３５°Ｎ、１２５°Ｅ附近，因此旬内生成的台风范斯高和罗

莎均在日本西南部的远海转向，“利奇马”在登陆我

国之后一路北上影响我国东北地区。从逐日环流演

变看（图略），８月１日受高空槽、低层切变线的影

响，河南北部、安徽北部、山东南部和西北部出现暴

雨，局地大暴雨；２—４日受高空槽、低层低涡切边

线、低空急流的影响，四川西部、甘肃东部、陕西大

部、山西中部、河北中部、北京东部、辽宁东部、吉林

中部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

８月中旬（图５ｂ）欧亚中高纬仍维持两槽一脊的

环流形势。旬内，西伯利亚平原受高压脊控制；地中

海的低压区维持；中西伯利亚至我国东部地区为宽

广深厚的槽区；旬内副高明显东退，并且由带状高压

转变为块状高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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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内，我

国西部地区为大陆高压控制，气温偏高，降水偏少，

一些地方气象干旱持续发展。９—１５日，受“利奇

马”的影响，浙江大部、安徽东部和南部、江苏大部、

山东大部、河北东部、辽宁大部、吉林中部、黑龙江东

图５　２０１９年８月上旬（ａ）、中旬（ｂ）、下旬（ｃ）

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ｓｅｃｏｎｄ（ｂ）ａｎｄｔｈｉｒｄ（ｃ）

ｄｅｋａｄｓ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ｔ５００ｈＰａ

ｏｖｅｒＥｕｒａｓｉａ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９（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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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８月下旬（图５ｃ），中高纬环流形势有明显的调

整，前期受高压脊控制的西伯利亚平原转为受低压

槽控制；贝加尔湖地区转为受高压脊控制；我国东北

地区为低槽区；副高和大陆高压均明显发展，加强打

通连为一体，受副高西伸的影响，旬内生成的台风白

鹿和杨柳均以偏西行路经为主。从逐日环流演变看

（图略），旬内我国南方地区气温偏高，降水偏少；

２５—２７日，受台风白鹿的影响，广东大部、广西东

部、江西南部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３　主要降水过程

３．１　概况

８月，山东、浙江、黑龙江等地共９６站发生极端

日降水事件，其中山东临朐（３８６．７ｍｍ，８月１１日）、

青州（３５３．９ｍｍ，８月１１日）等２７站日降水量突破

历史极值；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等地１０７站发生

极端连续降水日数事件，其中黑龙江庆安（２０ｄ）、鸡

东（１８ｄ）等１４站连续降水日数突破历史极值（国家

气候中心，２０１９）。共出现５次较大范围的暴雨天气

过程，其主要影响系统、影响区域和降水强度见表１。

３．２　台风利奇马降水过程分析

９—１５日，受台风利奇马影响，江南东部、江淮

东部、黄淮东部、华北东部、东北东部等地累计降水

量一般为５０～２５０ｍｍ，山东中部超过２５０ｍｍ，浙

江和山东局地超过４００ｍｍ。山东、浙江、江苏、安

徽、上海等地共有４６个国家站的日降水量达到或超

过极端阈值，其中山东临朐（３８６．７ ｍｍ）、青州

（３５３．９ｍｍ）、广 饶 （３４７．８ ｍｍ）和 浙 江 北 仑

（２９１ｍｍ）等１９个国家站的最大日降水量突破历史

极值。

　　此次降水过程主要是由“利奇马”的本体环流和

西风槽带来的冷空气相互作用造成的，主要的强降

水发生在台风眼壁和外围螺旋雨带附近，影响范围

大、生命史长，我国东部１１个省（市）受到影响，最强

降水时段发生在台风登陆时及登陆后两天内，在浙

江省的降水主要是台风本体降水，呈现出明显的热

带系统降水特征，而在山东省的降水主要呈现出明

显的锋面降水特征。

台风登陆前，“利奇马”受到副高西南侧气流引

导，以西北行路径移动，移速稳定且较为缓慢，近海

增强，出现了明显的双眼墙结构，以超强台风级别登

陆，台风本体的降水强度大。９日夜间（图６ａ），“利

奇马”登陆前受到台风眼壁环流和外围螺旋雨带移

动的影响，浙江东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风雨影响；１０

日凌晨，“利奇马”登陆后强度迅速减弱，但台风的东

北象限的低空急流一直维持（图６ｂ），且受到地形抬

升辐合作用明显，台风出现明显的非对称结构，强降

水主要发生在台风登陆点的右侧，即浙江东北部及

长江口地区。

　　随着“利奇马”向北移动，影响范围扩大。虽然

台风环流明显减弱，但受到台风北侧倒槽及冷空气

的共同影响，强降水范围扩大。１０日夜间至１１日

凌晨，台风东南气流水汽输送在山东中部引起强水

汽辐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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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０－７ｇ·ｃｍ
－２

·ｈＰａ－１·ｓ－１（图７ａ），另外多条带状对流持续发

展，形成列车效应，主要降水落区集中在苏皖北部及

山东中部地区，局地出现短时强降水。１１日下午，

西风带的高空槽带来的干冷空气从台风西南部侵

入，但台风减弱后的残余环流一直在渤海西南部海

面上徘徊，影响时间长，台风倒槽中的水汽输送依然

明显，最大水汽通量散度达到－０．６×１０－７ｇ·ｃｍ
－２

·ｈＰａ－１·ｓ－１（图７ｂ），冷暖空气对峙时间长，造成

山东中部偏北地区的锋区一直维持，主要强降水分

表１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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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降水时段 主要影响系统 影响区域及降水强度

７月３１日至８月２日 台风韦帕 海南大部、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出现暴雨，局地出现大暴雨

８月１日 高空槽、低层切变线 河南北部、安徽北部、山东南部和西北部出现暴雨，局地出现大暴雨

８月２—４日
高空槽、低层低涡切变线、

低空急流

四川西部、甘肃东部、陕西大部、山西中部、河北中部、北京东部、辽宁

东部、吉林中部出现暴雨，局地出现大暴雨

８月９—１５日 台风利奇马
浙江大部、安徽东部和南部、江苏大部、山东大部、河北东部、辽宁大

部、吉林中部、黑龙江东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８月２５—２７日 台风白鹿 广东大部、广西东部、江西南部出现暴雨，局地出现大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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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２０１９年８月（ａ）９日２０时和（ｂ）１０日０８时的８５０ｈＰ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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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ｈｅ８５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ａｎｄ

ｌｏｗｌｅｖｅｌｊｅｔ（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１２ｍ·ｓ
－１）ａｔ２０：００ＢＴ９（ａ）ａｎｄ

０８：００ＢＴ１０（ｂ）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９

图７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１日（ａ）０２时和（ｂ）１４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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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线，单位：１０－９ｇ·ｃｍ

－２·ｈＰａ－１·ｓ－１）

Ｆｉｇ．７　Ｔｈｅ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ｆｌｕｘ（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ｕｎｉｔ：１０
－４
ｇ·ｃｍ

－１·ｈＰａ－１·ｓ－１）

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ｆｌｕｘ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ｕｎｉｔｓ：１０
－９
ｇ·ｃｍ

－２·ｈＰａ－１·ｓ－１）

ａｔ（ａ）０２：００ＢＴａｎｄ（ｂ）１４：００ＢＴ１１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９

布在山东中部偏北的局部地区。

４　热带气旋活动

８月，南海及西北太平洋共有５个台风生成，生

成个数较常年同期（５．８个）偏少０．８个；其中“利奇

马”在浙江和山东、“白鹿”在台湾和福建登陆，另外，

７月３１日在南海生成的“韦帕”于８月１日凌晨在

海南文昌登陆，总登陆个数较常年同期（１．９个）偏

多１．１个。

４．１　“韦帕”三次登陆我国，路径曲折

７月３０日１７时，南海北部有南海热带低压生

成，３１日０８时加强为２０１９年第７号台风韦帕，８月

表２　２０１９年８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生成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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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编号 台风名称
生成时间及位置

时间／ＢＴ 纬度／°Ｎ 经度／°Ｅ

强度极值

气压／ｈＰａ 风速／ｍ·ｓ－１

１９０８ 范斯高（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２日０８时 ２０．１ １５２．８ ９５５ ４２

１９０９ 利奇马（Ｌｅｋｉｍａ） ４日１７时 １７．１ １３１．５ ９１５ ６２

１９１０ 罗莎（Ｋｒｏｓａ） ６日１４时 １８．４ １４２．８ ９５０ ４５

１９１１ 白鹿（Ｂａｉｌｕ） ２１日１４时 １５．７ １３２．２ ９８０ ３０

１９１２ 杨柳（Ｐｏｄｕｌ） ２７日０８时 １４．９ １２６．６ ９３０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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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日０１：５０前后在海南文昌翁田镇沿海登陆，登陆时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９级（热带风暴级，２３ｍ·ｓ－１），

中心最低气压为９８５ｈＰａ；１日１７：４０前后在广东省

湛江市坡头区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

风力达９级（２３ｍ·ｓ－１）；２日２１：２０前后在广西防

城港沿海第三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仍

达９级（２３ｍ·ｓ－１）。之后向西偏南方向移动，３日

晚上在越南河内省境内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停

止对其编号。“韦帕”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１）路径曲折，多次登陆。先后经历三次登陆，

登陆点分别为海南文昌市翁田镇、广东省湛江市坡

头区、广西防城港沿海，其中登陆文昌后在其境内滞

留打转长达８ｈ，之后出海转向偏北方向移动。

（２）移速慢，生命史长。在南海北部生成后直

至登陆文昌市翁田镇前，平均时速为２０ｋｍ左右；

之后移速减慢，平均时速为５～１０ｋｍ；整个生命史

长达３．５ｄ。

（３）风雨强，过程雨量大。“韦帕”云系结构对

称、眼区清晰，７月３１日至８月３日，海南岛西部和

北部、广东西南部和沿海、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累计

雨量达２００～３００ｍｍ，海南岛东方、广东江门、阳江

和茂名、广西防城港和钦州局地降雨量为４００～４８４

ｍｍ（图２），最大小时降雨量达６０～１１２ｍｍ。同时，

海南岛中北部、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出现７～

９级大风，局地阵风１０～１１级。

４．２　“利奇马”以超强台风级登陆我国浙江

“利奇马”是２０１９年以来登陆我国最强的台风，

给华东及环渤海等地造成了严重风雨影响。“利奇

马”于８月４日生成，７日晚上加强为超强台风，１０

日０１：４５前后在浙江省温岭市沿海登陆，登陆时中

心附近最大风力为１６级（５２ｍ·ｓ－１，超强台风级），

中心最低气压为９３０ｈＰａ；之后，“利奇马”穿过浙江

和江苏后移入黄海西部海域，１１日２０：５０前后在山

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

最大风力达９级（２３ｍ·ｓ－１，热带风暴级）；穿过山

东半岛后进入渤海，并于１３日０８时减弱为热带低

压；中央气象台１３日１４时停止对其编号。“利奇

马”具有以下特点：

（１）登陆强度强、陆地滞留时间长。“利奇马”

以超强台风级登陆，在１９４９年以来登陆我国大陆地

区的台风中强度排名第五强，在登陆浙江的台风中

排名第三。“利奇马”登陆后移动缓慢，在陆地时间

长达４４ｈ，其中滞留浙江２０ｈ，为滞留浙江时间最

长的超强台风。

（２）降雨强度大、极端性显著。受“利奇马”影

响，浙江、江苏、山东等地均出现极端强降雨天气，浙

江全省平均降雨量为１６５ｍｍ，其中，临海括苍山过

程雨量达８３３ｍｍ，为登陆浙江台风第二位（第一

位：乐清砩头９１６ｍｍ，由０４１４号台风云娜所致）；

山东平均降雨量为１５８ｍｍ，超过了２０１８年“温比

亚”带来的降雨（全省平均为１３５．５ｍｍ），为山东有

记录以来的过程降雨量最大值。期间，浙江、山东等

地共３５个气象观测站日降雨量突破当地８月历史

极值，其中２４个站点突破当地日降雨量的历史极

值，以山东省突破极值的站点数最多。

（３）大风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福建、浙江、上

海、江苏、安徽、山东及河北、天津、辽宁等地沿海地

区均出现８级以上阵风，其中，浙江沿海风力普遍有

１２～１４级，部分沿海岛屿达１５～１７级；沿海１０级

以上大风持续近３６ｈ，１２级以上大风持续２０ｈ左

右；风速最大为温岭石塘镇三蒜岛（６１．４ｍ·ｓ－１，１７

级以上），实测风速为登陆浙江台风第二位（第一位

为６８．０ｍ·ｓ－１，０６０８号台风桑美）。

（４）暴雨洪涝及次生灾害影响重。受“利奇马”

影响，浙江、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

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滑坡等灾害。据应

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统计，“利奇马”共计造成河

北、辽宁、吉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９

省（市）５９市３５３个县（市、区）１４０２．４万人受灾，因

灾死亡失踪７０人，紧急转移安置２０９．７万人，直接

经济损失为５１５．３亿元。

４．３　“白鹿”两次登陆我国

“白鹿”于８月２１日中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

生成，２４日中午在台湾省屏东县沿海登陆（１１级，强

热带风暴级），２５日早晨在福建省东山县沿海再次

登陆（１０级，强热带风暴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

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２５日上午减弱为热带风暴，

２５日中午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２６日早晨

停止对其编号。“白鹿”具有以下特点：

（１）移动路径稳定，两次登陆。“白鹿”的生命

史有５ｄ，生命史内移动路径稳定，总体朝西偏北方

向移动，并先后登陆台湾省屏东县满州乡和福建省

东山县。登陆福建后台风强度快速减弱，短短７ｈ

内由登陆时的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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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移速较快，登陆后快速西行。登陆福建前

移速有２５～３０ｋｍ·ｈ
－１，其中心在台湾陆地上的时

间不超过１ｈ；登陆福建后快速向西偏北移动，移速

保持在２０～２５ｋｍ·ｈ
－１，较常年登陆台风移速（１５

～２０ｋｍ·ｈ
－１）明显偏快。

（３）雨势平稳，累计雨量大。虽然“白鹿”与西

南季风系统相连接，具有水汽保障，但因移速较快，

雨势相对平稳，台湾东部和南部累计降雨量有２００

～６００ｍｍ，台东县局地超过７００ｍｍ；浙江沿海、福

建南部、广东中东部、广西东部、江西南部、湖南南

部、广西东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为５０～１５０ｍｍ，广

东广州、珠海、肇庆、揭阳、惠州、河源和广西玉林、贵

港、梧州、贺州等局地达２００～２８４ｍｍ。

（４）大风影响范围广，阵风大。受“白鹿”影响，

台湾省出现８～１０级大风，台东县和南投县局地阵

风达１１～１４级；浙江沿海、福建南部和沿海、广东中

部和东南部沿海、江西南部、湖南南部等地出现８～

１０级大风，福建沿海局地阵风达１１～１３级，最大风

力达３９ｍ·ｓ－１（泉州台商投资区张坂镇大坠岛）。

福建沿海８级以上大风持续时间达２０～４９ｈ。

５　其他极端天气

５．１　东北及四川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

除台风降雨过程外，以８月２—４日这次暴雨过

程影响较大，降雨集中在东北南部、山西大部、陕西

大部、四川东部等地，其中四川、陕西受灾较重。

东北及内蒙古东部８月以来降水频繁，降水日

数普遍有１２～２０ｄ，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超过

２０ｄ，与常年同期相比，东北中东部以及内蒙古东部

偏多４～１０ｄ。黑龙江和吉林累计降水量为１９６１年

以来同期最多，辽宁为同期第四多。黑龙江北安

（１３６．９ｍｍ）、杜蒙（１１７．６ｍｍ）和虎林（１０４ｍｍ）３

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东北地区共１９８站发生

极端连续降水量事件，１４站超历史极值。降水导致

松花江、嫩江等部分干流河段和支流水位上涨，超警

戒水位，发生洪水，部分地区遭受暴雨洪涝灾害。持

续低温阴雨天气对作物生长发育不利。

１８—２３日，四川盆地西部出现强降雨天气过

程。最大日降水量出现在都江堰，达１５５．９ｍｍ，最

大过程降水量出现在芦山县，达３１６．３ｍｍ。强降

水导致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滑坡灾害，造成道路、通

信、电力中断和人员伤亡。

５．２　长江中下游气象干旱发展

８ 月，长 江 中 下 游 地 区 降 水 量 普 遍 不 足

１００ｍｍ，其中湖北东部、湖南东部、江西中北部等地

仅为１０～５０ｍｍ，与常年同期相比，这些地区降水

普遍偏少５～８成，局部偏少８成以上，湖北、湖南、

江西降水量分别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同期第五少、第五少

和第二少，加上同期出现持续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气

温明显偏高２～４℃，导致土壤失墒迅速，长江中下

游气象干旱发展快。湖北大部、湖南北部、江西北

部、安徽南部等地普遍有中到重度气象干旱，湖北东

部局部有特旱。干旱对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社会经

济生产造成一定影响，其中湖北受灾较重。２７日，

受台风白鹿外围环流影响，干旱出现不同程度缓解，

范围有所缩小。

５．３　南方出现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

８月，南方出现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高温日数

多、强度强，影响范围广。江南大部、华南大部、江汉

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高温日数普遍有１０～２０ｄ，

其中江西大部、湖南东部、湖北东南部超过２０ｄ，与

常年同期相比，普遍偏多５～１０ｄ，江西、湖南、湖北

东南部超过１０ｄ。鄂川渝湘赣浙闽粤桂等９省（区、

市）平均高温日数为１４．２ｄ，较常年同期偏多７．７ｄ，

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同期最多，其中江西、湖南为１９６１年

以来同期最多，湖北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同期第二多，持

续高温对电力供应造成一定影响。

５．４　多省遭受风雹袭击，部分地区受灾较重

海南、湖北、新疆、安徽、河南、江苏、内蒙古、湖

北、青海、云南、重庆、辽宁、黑龙江等２０多个省（区、

市）遭受大风、冰雹、雷击、龙卷风等强对流灾害袭

击，其中海南、湖北、新疆、安徽、云南等地受灾重。３

和１２日，湖北省两次遭受风雹灾害，造成２５．６万人

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４．０亿元。

致谢：感谢国家气象中心李佳英提供的降水量、降水

距平和温度距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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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架

《“一带一路”未来极端天气气候预估研究》

张井勇 等 著

该书聚焦于“一带一路”主要合作区域的气候变化风险

管理能力提升，回顾了“一带一路”极端天气气候预估、影响

及适应的研究进展；评估了１８个全球模式降尺度结果对研

究区域历史时期１２个指数表征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模拟

能力；对未来“一带一路”温度与降水表征的极端天气气候变

化开展了系统预估；以瓜达尔港为例研究了当前与未来“一

带一路”合作项目所在地平均与极端气候变化及影响，并提

供了相应的对策建议；简要总结了研究的结果并给出了对未

来的展望。该书可供政府决策部门、“一带一路”与气候变化

领域学者、高校师生、企事业管理与技术人员以及感兴趣的

各界人士参考。

　 １６开　定价：１１０．００元

《“一带一路”气象服务保障》

王志强　张洪广 主编

该书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天气气候情况和气

候风险，为“一带一路”建设者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分析研

究了“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现行气象服务能力和水平，以及

“一带一路”气象保障建设合作进展；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下，提出了“一带一路”气象保障建设愿景。该书可供参与

“一带一路”的建设决策者、气象服务参与者、自然灾害风险

研究者和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天气气候人士阅读参考。

　 １６开　定价：６５．００元

《西藏气候变化监测公报（２０１８）》

杜军 主编

由西藏自治区气候中心、西藏高原大气环境科学研究所

编写，以更好地总结西藏自治区气候变化监测最新成果。公

报共分四章，分别从大气圈（气温、降水、极端气候事件指数、

天气现象）、冰冻圈（冰川、积雪、冻土）和陆地生态（地温、湖

泊、植被、生态气候）等方面揭示了近５８年（１９５１—２０１８年）

与西藏自治区气候变化相关联的科学事实，可为政府有效制

定气候变化政策、提升气候变化业务能力、开展应对气候变

化宣传提供科学依据。可供各级政府部门决策参阅，也可供

气象、农牧业、林业、水利、环保等部门从事相关学科的专业

技术和管理人员参考。

　 １６开　定价：５０．００元

《内蒙古生态气象综合监测与评估（２０１８年度）》

杨志捷　李云鹏 主编

该书全面收集遥感、野外监测台站网络及野外综合考察

等多方面资料，运用地理学和生态学研究的理论、技术、模型

和方法，分析了２０１８年气候状况及主要气象灾害对内蒙古

各生态系统的影响与反馈，在区域尺度上评估了主要生态系

统状况，为进一步调整土地利用结构、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等

提供指导，也为制定内蒙古各生态系统的气候变化应对对

策、减缓气候变化风险提供依据。该书适合从事生态气象、

卫星遥感等工作的业务人员参考，也可供相关科研人员和高

等院校学生阅读。

　 １６开　定价：４８．００元

《中国气象灾害年鉴（２０１８）》

国家气候中心 编著

该书重点描述和分析２０１７年重大气象灾害和异常气候

事件及其成因；按灾种分析年内对我国国民经济产生较大影

响的干旱、暴雨洪涝、热带气旋、局地强对流、沙尘暴、低温冷

冻害和雪灾、雾、雷电、高温热浪、酸雨、农业气象灾害、森林

草原火灾、病虫害等发生的特点、重大事例，并对其影响进行

评估；分别从月和省（区、市）的角度概述气象灾害的发生情

况；给出了防灾减灾重大气象服务事例。附录给出气象灾害

灾情统计资料和月、季、年气候特征分布图以及港澳台地区

的部分气象灾情。该书可供从事气象、农业、水文、地质、地

理、生态、环境、保险、人文、经济以及灾害风险评估管理等方

面的业务、科研、教学和管理决策人员参考。

　 １６开　定价：１５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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