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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大气环流和天气分析

王　慧　高拴柱　曹越男
国家气象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提　要：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大气环流主要特征如下：北半球极涡呈偶极型，中高纬地区西风带为４波型分布，西太平洋副热带高

压呈东西向带状分布，较常年位置偏西偏强。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３６．６ｍｍ，接近常年同期（３５．８ｍｍ）。全国平均气温为

１１．１℃，较常年同期（１０．３℃）偏高０．８℃。１０月我国有两次暴雨天气过程，一次是受台风米娜影响，一次是高空槽及低空切变

线导致。１０月共有４次冷空气活动，分别为２次寒潮天气过程和２次强冷空气过程。我国北部地区出现１次扬沙天气过程。

２０１９年第１９号台风米娜于１０月１日２０：３０在浙江舟山普陀沿海登陆。

关键词：大气环流，暴雨，冷空气，台风，扬沙

中图分类号：Ｐ４５６　　　　　　文献标志码：Ａ　　　　　　犇犗犐：１０．７５１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０５２６．２０２０．０１．０１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９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ｅａｔｈｅｒ

ＷＡＮＧＨｕｉ　ＧＡＯＳｈｕａｎｚｈｕ　ＣＡＯＹｕｅｎ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ｅｎｔｒ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１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９ａｒｅ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

Ｏｖｅｒ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ｔｈｅｐｏｌａｒｖｏｒｔｅｘｓｈｏｗｅｄａｄｉｐｏｌ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

ｆｏｕｒｗａｖ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ｉｎｍｉｄｄｌｅｈｉｇｈ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ｓ．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Ｎｏｒ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ｈｉｇｈｗａ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ｉｎ

ｔｈｅｅａｓｔｗｅｓ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ｍｕｃｈ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ａｎｄｗｅｓｔｗａｒｄｔｈ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ｐｒｅｃｉｐｉ

ｔ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ｗａｓ３６．６ｍｍ，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ｃｌｏｓｅｔｏｔｈｅ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ａｎ（３５．８ｍｍ）．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ａｓ１１．１℃，０．８℃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１０．３℃）．Ｔｗｏｔｏｒｒｅｎｔｉａｌｒａｉ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ｄｕ

ｒｉｎｇｔｈｉｓｍｏｎｔｈ．ＯｎｅｗａｓｌｅｄｂｙＴｙｐｈｏｏｎＭｉｔａｇ，ａｎｄ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ｗａ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ｔｒｏｕｇｈａｎｄｓｈｅａｒ

ｌｉｎｅ．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ｆｏｕｒｃｏｌｄａｉ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ｔｗｏｏｆ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ｃｏｌｄａｉｒ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ｔｗｏ

ｗｅｒｅｓｔｒｏｎｇｃｏｌｄａｉ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ｎｅｂｌｏｗｉｎｇｓａｎｄｗｅａｔｈｅｒｅｖｅｎｔ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Ｔｙｐｈｏｏｎ

ＭｉｔａｇｌａｎｄｅｄｔｈｅｃｏａｓｔｏｆＰｕｔｕｏ，Ｚｈｏｕｓｈａｎｏｆ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ｔ２０：３０ＢＴ１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ｒｒｅｎｔｉａｌｒａｉｎ，ｃｏｌｄａｉｒ，ｔｙｐｈｏｏｎ，ｂｌｏｗｉｎｇｓａｎｄ

１　天气概况

１．１　降水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３６．６ｍｍ，接

近常年同期（３５．８ｍｍ）。从空间分布看，除重庆、湖

北西部、贵州大部、湖南西部、四川东部、广西西北部

等地累计降水量在１００～２００ｍｍ，局地超过２００ｍｍ

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降水量不足１００ｍｍ（图１）。

从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来看（图２），与常年同期

相比，西北地区中部和东部、华北西南部、西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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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全国降水量

分布（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ｉｎ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９（ｕｎｉｔ：ｍｍ）

图２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全国降水量

距平百分率（单位：％）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

ｉｎ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９（ｕｎｉｔ：％）

东部及内蒙古中部、河南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降水偏

多２成至１倍，部分地区偏多１倍以上，四川降水量

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重庆降水量为１９６１

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二多；东北大部、江淮大部、江南

中部和东部、华南东部及山东东部、海南、云南大部、

西藏西部、新疆大部等地偏少２～８成，其中江苏南

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西藏西部、新疆南部偏少

８成以上（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９）。

１．２　气温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１１．１℃，较常年

同期（１０．３℃）偏高０．８℃。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

高，江南中东部及黑龙江中东部、吉林大部、云南东

部、西藏西部、青海西部和东南部、新疆东北部和西

南部等地偏高１～２℃（图３）（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９）。

图３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全国平均

气温距平（单位：℃）

Ｆｉｇ．３　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９（ｕｎｉｔ：℃）

２　环流特征

图４为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及

距平，与常年同期北半球环流形势相比，１０月北半

球环流形势有以下主要特点。

２．１　极涡呈偶极型分布

由月平均高度场可见，１０月北半球极涡呈偶极

型分布，一个极涡中心位于北极中心，中心位势高度

为５２４ｄａｇｐｍ，对应的距平值为２～６ｄａｇｐｍ，较常

年平均略偏弱；另一个较小极涡位于新地岛附近，中

心位势高度也为 ５２４ｄａｇｐｍ，对应的距平值为

－４ｄａｇｐｍ，较常年平均略偏强。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中

高纬度环流呈４波型分布，长波槽分别位于大西洋

中部、北美洲中部、中太平洋和北亚到东亚一带。亚

洲中高纬为比较平直的纬向环流形势，并且均为０

～１ｄａｇｐｍ的正距平区，表明影响我国的西路冷空

气势力同常年平均相差不大，略微偏弱。

２．２　副热带高压明显偏西偏强

１０月，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副高）

呈东西向狭长的带状，西脊点位于１９°Ｎ、８０°Ｅ附

近，与常年平均副高西脊点位置（２２°Ｎ、１２８°Ｅ）（杨正

龙和高拴柱，２０１６；张夏坤等，２０１７）大约偏西４８°左

右，明显偏强。副高脊线位于１９°Ｎ附近，比常年同期

偏南２个纬度左右。副高明显偏西、位置偏南，阻断

了南部西南水汽向北输送。综合分析可知，１０月的

环流特征导致江淮、江南、华南、海南等地降水比常年

平均偏少，气象干旱持续，气温较常年平均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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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平均

位势高度（ａ）及距平（ｂ）（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４　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ｓ（ａ）

ａ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ｂ）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９（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２．３　环流演变与我国天气

图５ 显示了 １０ 月上、中和下旬欧亚地区

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的环流演变。可以看出，

欧亚地区环流形势整体上以纬向型为主。副高经历

了先西进增强又减弱东退的过程。

１０月上旬（图５ａ），欧亚中高纬度环流呈现两槽

一脊型，高压脊位于西西伯利亚平原中部，欧洲西北

部有一低槽，在东亚我国东北至黄海海域有一浅槽，

导致我国在上旬有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和中东

部大部地区。副高呈东西向带状分布，且断裂成三

个高压带。南海副高的强度偏强、脊线偏北，控制我

国江南、华南地区，导致该地区温度偏高且降水偏

少，１０月上旬，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干旱面积已经发

展到最大。而副高西侧低层有充沛的水汽输送，配

合低空切变线造成了１０月４—５日四川盆地东部的

暴雨过程。南海副高和太平洋副高在１４０°Ｅ附近断

裂，这也是台风海贝思在此北上的重要原因。

１０月中旬（图５ｂ），欧亚中高纬高压脊线由西西

伯利亚平原中部东移到平原东部，东西伯利亚山地

附近的低槽向南伸展到我国东北地区。受东北地区

低槽影响，１１—１２日和１４—１５日，我国北方地区遭

遇两次冷空气过程。副高明显比１０月上旬增强，副

高由之前的三个带状高压带演变为两个块状高压

带，南海副高西脊点西伸到７５°Ｅ附近，脊线南跳到

２０°Ｎ，太平洋副高主体更偏北一些。由于南海副高

西伸加强，控制了我国西南和华南地区，导致上述地

区降水偏少，干旱持续。

１０月下旬（图５ｃ），高压脊已经东移到俄罗斯东

部，在高压脊后部，我国东北地区到江浙一带有一低

槽，槽后维持比较平直的纬向环流，我国中西部大部

地区受西北偏西气流控制。受东北地区低槽影响，

２４—２６日，有一股强冷空气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带

来大风和降温；２７—２８日，又有一次冷空气影响我

国北部地区，带来大风和扬沙天气。南海副高同中

图５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ａ）上旬、（ｂ）中旬、

（ｃ）下旬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５　Ｔｈｅ５００ｈＰａｍｅａｎ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ｍｉｄｄｌｅ（ｂ）ａｎｄｌａｓｔ（ｃ）

ｄｅｋａｄｓｉｎ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９（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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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相比，略微减弱东退，西脊点位于８０°Ｅ附近，脊线

位置变化不大，导致１０月下旬我国华南和西南地区

没有明显降水过程，降水持续偏少，部分地区干旱持

续，云南西南部、福建东南部等地有中到重度气象干

旱。副高西脊点位置偏西是导致整个１０月华南降

水偏少的重要原因，华南大部地区出现轻度到中度

干旱，部分地区出现重旱（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９）。

３　冷空气过程

３．１　概况

１０月，我国共有４次主要的冷空气过程，较常

年同期偏少（曹越男和高拴柱，２０１９），分别是３—６

日（寒潮）、１１—１２日（寒潮）、１４—１５日（强冷空气）

和２４—２６日（强冷空气）。３—６日，累计降温幅度

达到８℃以上的范围最大，寒潮过程影响我国西北

地区大部、内蒙古、东北、华北、黄淮、江淮、江汉、江

南大部等地；２４—２６日，累计降温幅度达到４℃以上

的范围最大，除新疆北部等地外，强冷空气影响我国

大部地区（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９）。

３．２　１０月３—６日寒潮过程

此次寒潮过程影响范围广、降温幅度大，新疆和

内蒙古等地伴有扬沙，华北和云贵川等地区伴有明

显降水天气。

３—６日，受高空槽东移发展影响，一股较强冷

空气从西北向东南侵袭我国大部地区。１日０８时

（图６ａ），５００ｈＰａ我国大陆西北部高空有从东北到

西南方向排列的阶梯槽，一是偏北的贝加尔湖附近

的浅槽，另一个是中段的新疆西北部较深的东北—

西南走向的高空槽，最后为最南部的凯图巴克附近

的南北走向的高空槽。从温度场可以看出，冷气团

中心位于贝加尔湖西北部，高空浅槽后部，中心最低

温度可达－３６℃以下，冷舌向西南方向伸展，与高空

槽叠加，使得新疆伊犁河谷及沿天山一带等地出现

中雨或大雨，并带来８级以上大风天气，同时给新疆

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部分地区造成扬沙，局地出现

沙尘暴。随着高空槽东移发展，３日２０时（图６ｂ），

北段高空槽已经经过东北北部，给内蒙古及东北地

区带来４～８℃降温，黑龙江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

和呼伦贝尔、赤峰及辽宁西部等地降幅达１０～

１３℃，内蒙古、东北地区及华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

现６～８级阵风。北部地区受冷空气和偏南暖湿气

流交汇的影响（图６ｃ），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

出现大雨或暴雨，而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贵州北

部和西南部、云南南部等地受北方冷空气和东南暖

湿气流交汇处切变线的影响出现大雨或暴雨，其中

四川巴中、达州、自贡和贵州安顺等地大暴雨，四川

巴中局地特大暴雨（２６０～３５６ｍｍ），最大小时降雨

量为３０～６０ｍｍ。而中段新疆西北部的高空槽东

移到贝加尔湖以东，并逐渐加深，使得冷空气持续向

东向南发展，所过之处均产生大风和降温天气。截

图６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日０８时（ａ）和

３日２０时（ｂ，ｃ）的（ａ，ｂ）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

（实线，单位：ｄａｇｐｍ）及温度场（虚线，

单位：℃），（ｃ）８５０ｈＰａ风场

Ｆｉｇ．６　（ａ，ｂ）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

（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ｓ，ｕｎｉｔ：℃），（ｃ）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

ｂａｒｂａｔ（ａ）０８：００ＢＴ１ａｎｄ（ｂ，ｃ）２０：００ＢＴ

３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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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６日，我国东北、华北、黄淮、江淮、江南北部等地

均有不同程度的降温，江汉、江淮西部、江南北部和

西部气温下降４～８℃，河北东部和南部、天津、山东

西部、河南北部及吉林东部降幅达１０～１３℃，华北、

黄淮东部气温降到１０℃以下。受这股冷空气影响，

３日白天至５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

域出现了６～８级、阵风９级的偏北风，其中渤海最

大风力达到９级、阵风１０级。

４　主要降水过程

１０月，我国共有７个站极端日降水量达到极端

事件监测标准，主要出现在浙江省，其中浙江定海

（２８９．１ｍｍ）日降水突破历史极值。河南、四川、陕

西、内蒙古等地共有１７站极端连续降水日数达到极

端事件监测标准，其中内蒙古富河（１４ｄ）和四川渠

县（１８ｄ）２站突破历史极值（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９）。

１０月我国共出现２次较强降水过程（表１），第一次

出现在２日，主要受１９１８号台风米娜影响，第二次

降水过程出现在４—５日，主要受高空槽及低空切变

线系统影响。

５　台风影响

１０月，南海及西北太平洋共有４个台风生成

（表２），生成个数较常年同期（３．８个）多０．２个；其

中台风海贝思在日本伊豆半岛登陆，台风麦德姆在

越南富安登陆。另外，９月２８日生成的台风米娜于

表１　２０１９年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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狆狉狅犮犲狊狊犲狊犻狀犗犮狋狅犫犲狉２０１９

降水时段 主要影响系统 影响区域及降水强度

２日 １８号台风米娜
江南东部有暴雨，浙江东北部、江苏东南部及上海有大暴雨，浙江定海

有大暴雨

４—５日 高空槽、低层低涡和切变线 四川盆地东部有暴雨

表２　２０１９年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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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犮狋犻狏犲犻狀狑犲狊狋犲狉狀犖狅狉狋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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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犮狋狅犫犲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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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１９ 海贝思（Ｈａｇｉｂｉｓ） １０月６日０２时 １５．１ １５８．２ ９１０ ６５

１９２０ 浣熊（Ｎｅｏｇｕｒｉ） １０月１８日０２时 １９．５ １３０．０ ９６５ ４２

１９２１ 博罗依（Ｂｕａｌｏｉ） １０月１９日２０时 １０．８ １５３．８ ９２５ ５８

１９２２ 麦德姆（Ｍａｔｍｏ） １０月３０日０２时 １３．４ １１２．９ ９９２ ２５

１０月１日２０：３０在浙江舟山普陀沿海登陆，并于１０

月２日２０：１０前后二次登陆韩国全罗南道沿海。１０

月总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 （１ 个）较常年同期

（０．６个）偏多０．４个。

台风米娜的详细信息见孙舒悦和董林（２０１９），

不再赘述。受台风米娜影响，９月３０日至１０月２

日，浙江东部、上海、江苏南通及台湾岛中北部等地

累计降雨量超过１００ｍｍ，浙江舟山、宁波和台湾北

部等 地 为 ２５０～３５０ ｍｍ，舟 山 局 地 为 ４００～

４４３ｍｍ；福建东部、浙江东部、上海、江苏东南部等

地沿海出现８～１０级阵风，浙江东部沿海局地出现

１２～１５级，温州平阳县平屿出现１６级大风。

今年第２２号台风麦德姆生成之前，于２９日０２

时在南海东南部海面生成为热带低压，并在３０日

０２时加强为热带风暴，被命名为２２号台风麦德姆。

“麦德姆”生成之后一路西行，强度变化缓慢，在３０

日１７时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于３０日２３：３０前后

在越南富安省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有１０级（２５ｍ·ｓ－１），中心最低气压为９９２ｈＰａ。在

登陆后于３１日０５时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并继续向偏

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３１日中午在柬埔寨境

内减弱为热带低压，１４时停止编号。受冷空气和

“麦德姆”的共同影响，１０月３０日至１１月２日夜

间，南海大部海域、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北部湾和琼

州海峡出现了６～７级、阵风８级的风，其中南海中西

部和西南部海域出现了８～９级、阵风１０级的大风。

６　我国北部出现扬沙天气

１０月，我国出现一次大范围扬沙过程。２７—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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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河西、内蒙古中西部、宁夏、陕西中北部、山西大

部、河北、北京、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出现扬沙

和浮尘天气，受影响地区能见度均低于１０ｋｍ。

该次过程主要是受蒙古气旋及地面冷锋影响，

使得北方冷空气大风造成地面扬沙和浮尘天气，按

照冷空气过程划分标准，没有达到第三节冷空气过

程统计范畴。１０月底，贝加尔湖以西有一浅槽。２６

日２０时（图略），贝加尔湖以西浅槽配合冷中心，其

中心达到－４０℃，配合地面气旋开始发展，地面气旋

中心低于１０００ｈＰａ。随着高空槽东移加深，冷空气

势力明显加强，地面气旋也逐渐发展，为扬沙的出现

提供了大尺度的环流条件。２７日１４时（图７ａ），

５００ｈＰａ高空槽底部伸展到甘肃南部，槽前地面气

旋加强到１０１０ｈＰａ，随着地面冷锋过境，冷空气造

成内蒙古、甘肃北部、宁夏北部、新疆东部开始出现

了６级以上阵风，其中内蒙古中西部阵风可达９级

以上（图７ｂ），地面出现了－２～－１℃的降温，并

带来扬沙天气。随着高空槽向东南方向发展加强，

图７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７日１４时（ａ）５００ｈＰａ

高度场（实线，单位：ｄａｇｐｍ）及海平面

气压场（阴影）和（ｂ）１０ｍ风场

（风向杆）及１０ｍ阵风（阴影）

Ｆｉｇ．７　（ａ）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

（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ａｎｄｍｅａｎｓｅａ

ｌｅｖｅ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ｈａｄｅｄ），（ｂ）ｗｉｎｄｖｅ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ｇｕｓｔｓｐｅｅｄ（ｓｈａｄｅｄ）ａｔ１０ｍ

ａｔ１４：００ＢＴ２７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９

冷空气势力东移南下，截至２８日夜间，地面出现明

显降温，黄淮以北地区至内蒙古普遍降温６～８℃，

内蒙古中部、华北北部降温达１０～１４℃，甘肃河西、

内蒙古中西部、宁夏、陕西中北部、山西大部、河北、

北京、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出现大风，最大阵

风可达１０级，并带来扬沙和浮尘天气。２９日，随着

高空槽东移移出我国，这次冷空气过程趋于结束。

７　长江中下游等地气象干旱缓和

７月下旬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持续温高雨少，

气象干旱迅速发展；１０月上旬，干旱面积发展到最

大；１０月中下旬，湖北、湖南、山东、河南等地出现明

显降水过程，湖南干旱得到解除，上述其余大部地区

气象干旱得到缓和。截至３１日，安徽大部、江西大

部、江苏大部、湖北东南部、福建东南部、浙江西北

部、云南西南部等地有中度至重度气象干旱，其中安

徽中部等地为特旱。

１０月４日，安徽、江西、江苏、湖北、湖南、浙江

和福建等７省中度及以上气象干旱面积最大，达

９０．１万ｋｍ２；１０日，重度及以上气象干旱面积最大，

达６２．７万ｋｍ２，其中特旱面积达２６．０万ｋｍ２。３１

日，７省中度及以上气象干旱面积为５０．８万ｋｍ２，

较４日减少４３．６％；重度及以上气象干旱面积达

２０．０万ｋｍ２，较１０日减少６８．１％。

干旱给安徽、江西、湖南等省农业、水资源等带

来不利影响，部分农作物减产甚至出现绝收，麦菜播

种进度延迟，水果品质下降；多地溪河断流、水库处

于死水位以下，山塘干涸，鄱阳湖水域面积比常年同

期偏少５成，提前进入枯水期；部分地区出现人畜饮

水困难，森林火险等级高。

８　华西中部秋雨偏多

１０月，华西秋雨地区中南部累计降水量有１００

～２００ｍｍ，局地超过２００ｍｍ；与常年同期相比，华

西地区大部降水偏多２成以上，局地偏多２倍。陕

西东南部、四川大部、重庆、贵州等地降水日数普遍

有１６～２０ｄ，局地超过２０ｄ，较常年同期偏多２～

４ｄ，部分地区偏多４ｄ以上；陕西东南部、重庆、贵

州等地最长连续降水日数超过７ｄ。

１０月４—５日，华西地区有１次明显的大范围暴

雨天气过程（表１中的第二次降水过程）。受华西秋

雨及短时强降水的影响，四川、重庆、陕西、贵州、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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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省（市）部分地区发生暴雨洪涝灾害。

致谢：感谢国家气象中心刘扬提供降水量、降水距平、

温度距平资料。

参考文献

曹越男，高拴柱，２０１９．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大气环流和天气分析［Ｊ］．气象，

４５（１）：１３５１４０．ＣａｏＹＮ，ＧａｏＳＺ，２０１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Ｏｃｔｏ

ｂｅｒ２０１８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ｅａｔｈｅｒ［Ｊ］．ＭｅｔｅｏｒＭｏｎ，

４５（１）：１３５１４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９．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全国气候影响评价［Ｒ／ＯＬ］．

（２０１９１１２６）．ｈｔｔｐ：∥ｃｍｄｐ．ｎｃｃｃｍａ．ｎｅｔ／ｉｎｆｌｕ／ｍｄｎｉ＿ｃｈｉｎａ．

ｐｈｐ？ｐｒｏｄｕｃｔ＝ｍｏｎｉ＿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ｅｎｔｅｒ，２０１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Ｏｃｔｏｂｅｒ［Ｒ／ＯＬ］．

（２０１９１１２６）．ｈｔｔｐ：∥ｃｍｄｐ．ｎｃｃｃｍａ．ｎｅｔ／ｉｎｆｌｕ／ｍｄｎｉ＿ｃｈｉｎａ．

ｐｈｐ？ｐｒｏｄｕｃｔ＝ｍｏｎｉ＿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孙舒悦，董林，２０１９．２０１９年９月大气环流和天气分析［Ｊ］．气象，４５

（１２）：１７６２１７６８．ＳｕｎＳＹ，ＤｏｎｇＬ，２０１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ｐ

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ｅａｔｈｅｒ［Ｊ］．Ｍｅｔｅｏｒ

Ｍｏｎ，４５（１２）：１７６２１７６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杨正龙，高拴柱，２０１６．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大气环流和天气分析［Ｊ］．气象，

４２（１）：１２２１６１．ＹａｎｇＺＬ，ＧａｏＳＺ，２０１６．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Ｏｃｔｏ

ｂｅｒ２０１５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ｅａｔｈｅｒ［Ｊ］．ＭｅｔｅｏｒＭｏｎ，

４２（１）：１２２１６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夏琨，牛若芸，卢晶，２０１７．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大气环流和天气分析［Ｊ］．

气象，４３（１）：１２２１２８．ＺｈａｎｇＸＫ，ＮｉｕＲＹ，ＬｕＪ，２０１７．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ｔｈｅ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６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ｅａｔｈｅｒ［Ｊ］．

ＭｅｔｅｏｒＭｏｎ，４３（１）：１２２１２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
檨檨檨檨

檨檨檨檨

殎

殎殎

殎

．

新书架

《台站元数据质量控制方法及软件设计》

李长军 著

该书第一部分介绍了台站元数据内容、来源和质量控制

方案，首次利用台站元数据外部一致性、内部一致性、数据合

理性，以及各时期观测规范相关内容、月报（年报）数据文件

信息，结合人工对元数据质量控制经验，制定了台站元数据

质量控制方法和质量控制指标。第二部分介绍了台站元数

据质量控制软件的设计和各软件功能的实现方法。第三部

分介绍了软件的使用、各项疑误信息的处理方法以及台站元

数据统计输出结果分析说明。该书可供从事台站元数据处

理方面和软件功能设计的专家学者参考。

　 ３２开　定价：４００．００元

《新疆铁路大风监测预报预警系统及防风技术研究》

叶文军 等 编著

该书介绍了基于新疆铁路大风监测预报预警系统及防

风技术研究方面的研究结果，旨在对新疆铁路风区的大风、

大风监测、大风预报预警、大风防御研究以及部分成果及其

应用等有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了解和认识。全书重点对以

下问题做了深入的阐述：新疆铁路沿线风区大风特征；铁路

沿线大风监测报警系统；铁路沿线大风预报技术；铁路沿线

防风应用技术；主要研究成果及其应用。该书对从事铁路及

相关行业大风监测、大风预报、大风预警、大风防御及技术集

成等相关科研业务技术人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１６开　定价：９８．００元

《云南省气象干旱图集》

云南省气象局 编

该图集是云南省气象局联合国家气候中心，汇集许多科

学家的研究成果，基于云南多年气象观测资料，使用科学的

数理统计方法，整编统计各项气象干旱指数，再结合现代信

息技术编制而成，它以地图、曲线图等形式，系统、直观地展

示１９６１—２０１６年云南气象干旱的基本特征。其内容包括序

图气象干旱日数气候平均（１９８１—２０１年）图、气象干旱出现

频率图、气象干旱变化趋势图、１９６１—２０１６年逐年气象干旱

状况图和重大干旱典型过程图６个图组共７００余幅图。读

者可以从图集系统的了解气象干旱平均状况、气象干旱风险

分布，以及气象干旱变化趋势等。该图集是一部全面了解云

南气象干旱特征的基础性工具书，可供气象、农（牧）业、林

业、水利、应急管理等领域的业务、科研、教学等人员使用，也

可供其他与干旱灾害关系密切的相关部门参阅。

　 １６开　定价：８００．００元

《甘肃省中小河流域暴雨洪涝灾害风险区划图集》

马鹏里 主编

该图集是在甘肃省地理信息资料与多年气象观测资料

基础上经过科学计算整编而成，它以图集的形式直观地展示

了甘肃省中小河流域暴雨洪涝灾害风险区划的空间分布规

律，通过不同流域对已发生的灾害进行模拟，探索其诱发条

件和影响对象。其内容包括面雨量分布图、风险区划图、人

口影响风险图、ＧＤＰ影响风险图共计５７２幅图。读者可以

从该图集系统地了解甘肃省暴雨洪涝灾害的潜在影响。为

了方便读者使用，该图集还提供了甘肃省行政区划图、甘肃

省流域界线图、甘肃省年平均气温空间分布图、甘肃省年平

均降水量空间分布图、甘肃省年降水日数空间分布图、甘肃

省暴雨日数空间分布图、甘肃省暴雨日数历年变化图、甘肃

省暴雨灾害风险区划图，供读者阅读时参考。该图集是一本

关于暴雨洪涝灾害风险区划与影响的工具参考书，它将甘肃

省暴雨洪涝灾害风险区划的空间分布特征与规律直观地展

示出来，为气象、农（牧）业、林业、交通、水利、环保、旅游、建

筑、工程设计和各级防灾减灾指挥部门在进行科研、管理与

决策时提供基本的科学依据，也可供其他与气候关系密切的

部门参考使用。

　 １６开　定价：９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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