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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６月大气环流和天气分析

任宏昌　符娇兰
国家气象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提　要：２０２０年６月环流特征表现为：极涡偏强，呈单极型分布，偏向东半球一侧；中高纬环流呈多波型，冷空气活动频繁；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度较常年偏强，面积偏大。主要天气气候特点是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０．７℃，较常年同期（２０．０℃）偏高

０．７℃，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１１２．７ｍｍ，较常年同期偏多１３．５％，江淮梅雨于６月上旬先后爆发，入梅偏早、强度偏强。月内我

国共出现５次区域性暴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暴雨洪涝严重。华北北部、华南南部及新疆北部、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气象干旱

持续发展。月内生成和登陆台风接近常年，今年第二号台风鹦鹉（Ｎｕｒｉ）于６月１４日在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登陆。

关键词：大气环流，副热带高压，梅雨，高温，强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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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２０年６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０．７℃，较常年

同期（２０．０℃）偏高０．７℃，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１１２．７

ｍｍ，较常年同期偏多１３．５％。月内，我国南方地区

出现５次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多地遭受严重暴

雨洪涝灾害；华北北部及新疆等地气象干旱持续；华

北、黄淮等地出现１次高温天气过程；生成台风略偏

少，登陆台风略偏多；多省遭受强对流天气灾害，部

分地区受灾较重（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２０）。

６月最显著的天气气候特点是我国入梅偏早，

梅雨量显著偏大。江南、长江中下游和江淮地区先

后于６月１日、９日和１０日进入梅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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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天气概况

１．１　降　水

６月，全国平均降水量１１２．７ｍｍ，较常年同期

明显偏多（偏多１３．５％），为１９６１年以来第六多

（１９９８年为历史同期第一多）。从空间分布来看（图

１），西北地区大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东北南部、西藏

中西部、云南西北部等地降水量不足５０ｍｍ，除此

以外，我国大部地区降水量在１００ｍｍ以上，其中江

淮、江汉、江南大部、华南北部及重庆、贵州等地降水

量为２００～４００ｍｍ，局部在４００ｍｍ以上。

　　与常年同期相比（图２），东北北部、西北东南

部、黄淮南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及广西中北部、

广东中部、四川北部、重庆、贵州、西藏北部等地降水

量较常年同期偏多２成至１倍，其中，黑龙江中部、

江苏大部、安徽大部、湖北中部等地偏多１倍以上；

东北南部、西北西部大部、华北中部和北部、华南南

图１　２０２０年６月全国降水量

分布（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ｉｎＪｕｎｅ２０２０（ｕｎｉｔ：ｍｍ）

图２　２０２０年６月全国降水量距平

百分率分布（单位：％）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ｏｍａｌｙ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Ｊｕｎｅ２０２０（ｕｎｉｔ：％）

部及云南、四川西南部等地降水量偏少２～８成，局

部偏少８成以上。湖北省累积降水量为１９６１年以

来最多，黑龙江、江苏、安徽、贵州为次多；云南省累

积降水量为１９６１年以来最少。

１．２　气　温

６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０．７℃，较常年同期

（２０．０℃）偏高０．７℃（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２０）。从空

间分布看（图３），月平均气温距平空间分布差异大，

宁夏、内蒙古中部、辽宁西部、华北中部、江南大部、、

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广东东北部、海南

岛等地偏高１～２℃，局部偏高２℃以上。江西、浙

江、福建、海南、平均气温为１９６１年以来最高，广东、

湖南、四川为次高（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２０）。

２　环流特征和演变

２．１　环流特征

与常年平均比较，２０２０年６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

平均位势高度及距平的空间分布（图４）表明，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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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纬环流

经向度偏大

６月，北半球极涡呈单极型分布（图４ａ），极涡主

体位于北极圈内。中心偏向东半球，中心强度低于

５３６ｄａｇｐｍ。与常年平均相比，极涡控制范围内，

５００ｈＰａ高度距平场以负距平为主，负距平中心强

度可达６ｄａｇｐｍ（图４ｂ），表明极涡中心强度较常年

同期偏强，且位置偏东。

图３　２０２０年６月全国平均气温

距平分布（单位：℃）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ｙ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Ｊｕｎｅ２０２０（ｕｎ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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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半球中高纬度５００ｈＰａ环流呈多波型分布

（图４ａ），长波槽分别位于亚洲东部、北美西部和北

美东部、欧洲西部和西西伯利亚地区。亚欧地区中

高纬度呈“两槽一脊”的环流形势，表现出明显的经

向性。两槽分别位于巴尔喀什湖至里海一带，以及

亚洲大陆东侧。高压脊位于贝加尔湖附近。与常年

同期相比，上述两高空槽均偏强，有利于引导冷空气

南下。

２．１．２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西偏北，强度偏

强

低纬地区，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副

高）较５月显著增强（刘海知和何立富，２０１９；张芳

和何立富，２０１８；李嘉睿和何立富，２０１７），且较常年

同期位置偏西偏北，强度偏强（图４ｂ）。因此，２０２０

年６月我国南方梅雨期入梅偏早，且梅雨量偏大。

梅雨监测显示，在６月上旬，我国江南、长江中下游

和江淮地区先后于６月１日、９日和１０日进入梅雨

图４　２０２０年６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平均高度场（ａ）

和距平场（ｂ）（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４　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ａｎｄ

ｍｏｎｔｈｌｙ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ｏｍａｌｙ（ｂ）

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ｉｎＪｕｎｅ２０２０（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期，分别比常年偏早７、５和１１ｄ。同时也导致全国

６月平均降水量显著偏多，达到１１０．９ｍｍ，较常年

同期（９９．３ｍｍ）偏多１２％，为１９６１年以来第六多

（１９９８年为历史同期第一多）。

２．２　环流演变与我国天气

６月上旬（图５ａ），副高脊线位置偏北，其北界位

于我国华南地区南部，使得华南和江南地区水汽辐

合偏强，造成６月上旬华南和江南地区的极端降水。

主雨带位于江南中东部、华南北部；江淮、黄淮降水

偏少。中高纬环流较为平直，锋区偏弱，冷空气势力

总体不强。６月３—８日山西、河南、河北南部等地

持续高温天气，河南北部局地可达４０℃。黄淮、江

淮等地重到特旱。在６月上旬，我国江南、长江中下

游和江淮地区先后于６月１日、９日和１０日进入梅

雨期，分别比常年偏早７、５和１１ｄ。

６月中旬（图５ｂ），相比上旬，亚洲大陆中高纬地

区大气环流经向度显著加大，表现为“两槽一脊”环

图５　２０２０年６月上旬（ａ）、中旬（ｂ）、下旬（ｃ）

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５　Ｔｈｅ５００ｈＰａ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

（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ｓｅｃｏｎｄ（ｂ），ａｎｄ

ｔｈｉｒｄ（ｃ）ｄａｋａｄｓｉｎＪｕｎｅ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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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形势，槽区分别位于巴尔喀什湖至里海附近，

以及日本海附近。我国中西部地区受高压脊控制，

东部地区大部分位于槽后。副高明显北抬，脊线位

置南北摆动，高空辐散区位于江南至江淮一带。江

南北部到黄淮地区盛行西南风气流，水汽输送偏强；

同时北方冷空气频繁南下，使得冷暖气团在我国江

南北部到黄淮地区交汇，形成持续性强降水，降水明

显偏多。

６月下旬，亚洲大陆中高纬地区仍维持“两槽一

脊”环流形势，环流经向度进一步加大，巴尔喀什湖

至里海附近的槽有所加深，贝加尔湖附近阻高建立，

我国中西部地区仍受高压脊控制，是典型的梅雨环

流形势（牛若芸等，２０１１）。低纬地区，副高位置有所

南落，其脊线在１６°～１８°Ｎ摆动，使得我国江南地区

和华南北部水汽输送偏强，与北方频繁南下的冷空

气相配合，导致６月下旬我国江南大部、华南北部等

地出现了大范围的暴雨天气过程。

３　主要降水和强对流过程

３．１　概　况

２０２０年６月我国强降水过程有５次（表１），主

要是由于西北太平洋副高强盛，其西北侧西南暖湿

空气北上与南下冷空气在江南中南部到长江流域交

汇造成的。这其中，２０—２５日的大范围降水过程，

以及２６日冕宁地区局地强降水过程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和极端性，下面具体分析这两个过程。

表１　２０２０年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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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犲２０２０

降水时段 主要影响系统 影响区域及降水强度

２—９日 高空槽、低层低涡切变线、低空急流
江南大部、华南北部和东部、贵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局地特

大暴雨

１１—１４日 高空槽、低层低涡切变线、低空急流
河南东部、安徽中部、江苏、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中西

部、云南东部出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１５—１８日 高空槽、低层切变线、低空急流
四川东部、陕西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东南部和山西、安徽大部、江

苏大部出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２０—２５日 高空槽、低层低涡切变线、低空急流
浙江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中北部、湖南西部、贵州南部、广西中北

部、广东西北部出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２６—３０日 高空槽、低层低涡切变线、低空急流
四川东部、重庆、湖北、河南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浙江中部、江西

东北部、湖南北部、贵州北部出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３．２　６月２０—２５日大范围强降水过程分析

６月２０—２５日，受高空槽、低涡切变线和低空

急流的影响，西南地区东部至长江中下游、华南地区

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过程。此次降水过程具有持

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等特点，雨带从长江中下游一

带逐渐南移至华南地区。上述大部分地区过程累计

雨量超过１００ｍｍ，部分地区超过２００ｍｍ，局地超

过２５０ｍｍ。

从２０日的环流形势（图６ａ）可以看出，我国中

东部地区无明显高空槽活动，副高强盛，控制我国华

南地区。副高西北侧西南风急流前沿位于长江中下

游地区，并与入海高压后部偏东南风汇合，在

８５０ｈＰａ上，长江中下游地区存在暖式切变。重庆、

贵州至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出现大雨，局地暴雨或

大暴雨。２１—２３日（图６ｂ～６ｄ），期间副高稳定少

动，副高北界仍控制在华南地区，高空槽自西南地区

东部缓慢东移发展，受高空槽强迫影响，低层有低涡

系统发展，且低涡后部有冷空气逐渐南压。低涡切

变线南侧８５０ｈＰａ低空急流始终维持，急流核风速

超过１６ｍ·ｓ－１，带来持续且充沛的水汽供应，降水

期间ＰＷＡＴ最高达到７０ｍｍ以上。受其影响，降

雨较２０日明显增强，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大部地区自

北向南先后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强降

水主要位于切变线南侧和低空急流北侧辐合前沿。

２４—２５日（图６ｅ、６ｆ），高空槽和低涡进一步东移，２５

日已东移入海，低涡后部冷式切变线西段自江南中

北部逐步向南压至江南中南部至华南北部一带，与

此同时，副高东退南压，低空急流及其辐合区也从江

南中南部南压至华南地区。受低层切变系统南压影

响，雨带也随之进一步南落，江南大部、华南北部等

地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此次降水过程

天气尺度系统强迫明显，且系统较为稳定，水汽和能

量条件较为充沛，具有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灾

害影响重等特点。随着高空槽东移、低空切变线系

统明显减弱及副高南退，本轮降水过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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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０—２５日（ａ～ｆ）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等高线，单位：ｄａｇｐｍ）、

８５０ｈＰａ风场（风羽，单位：ｍ·ｓ－１）和相对湿度（阴影，单位：％）分布

Ｆｉｇ．６　Ｔｈｅ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ｃｏｎｔｏｕｒ，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ｓ（ｗｉｎｄｂａｒｂ，ｕｎｉｔ：ｍ·ｓ
－１）

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ｕｎｉｔ：％）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２５（ａ－ｆ）Ｊｕｎｅ２０２０

３．３　６月２６日四川冕宁强降水过程分析

２６日起，受高原波动、西南涡建立及东出的影

响，２６日午后至夜间，四川盆地和攀西地区、重庆西

部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图７），这

次降水过程基本以持续的短时强降水为主，位于攀西

地区的凉山州冕宁县北部出现大暴雨，并诱发山洪地

质灾害。其中，灵山寺累计降水量最大为１８１．９ｍｍ，

最大小时雨强为６９．３ｍｍ （２６日２３—２４时）。灾

情出现在西南涡南部和西部的大雨带中，灾区强降

水表现出很强的局地性，冕宁县安宁河支流曹古河

水位暴涨，导致１２人死亡、１０人失联。

　　首先，从地形来看，冕宁地区位于小相岭和牦牛

山之间的山谷，是地形触发对流的多发地（图略）。

冕宁由南向北海拔逐渐增高，海拔高度自冕宁以南

的１３３０ｍ向北最大可增高至５２９９ｍ。从２６日２０

时的环流形势（图８）可以看出，５００ｈＰａ上，攀西地

区位于高空槽底和７００ｈＰａ切变线附近，冷空气沿

盆地西侧南下，切变线前部偏南风顺着河谷北上影

响冕宁地区，从水汽通量分析可以看出，其辐合区前

沿位于攀西地区。此外，地面风场显示：上游对流系

统的出流及次天气尺度冷空气势力的缓慢南压，凉

山州北部山谷存在中尺度锋面，且稳定少动（图略）。

夜间（２３时至０１时），低层南风加强，受河谷及南北

向的特殊地形影响，暖湿空气受地形抬升及地面冷

空气辐合影响，不断在地形南侧生成对流，并出现后

向传播和“列车效应”，导致冕宁地区出现局地强降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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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６日０８时至２７日０８时冕宁县三个观测站

（８３８９５３、５６４７４、８３８９５２）小时降水量分布

Ｆｉｇ．７　Ｈｏｕｒｌｙ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ｔ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ｓｔａｔｉｏｉｎｓ（８３８９５３，５６４７４，８３８９５２）

ｉｎＭｉａｎｎ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ｆｒｏｍ０８：００ＢＴ２６ｔｏ０８：００ＢＴ２７Ｊｕｎｅ２０２０

图８　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６日２０时５００ｈＰａ

位势高度场（等高线，单位：ｄａｇｐｍ）、７００ｈＰａ风场

（风羽，单位：ｍ·ｓ－１）和水汽通量散度分布

（阴影，单位：１０－５ｋｇ·ｍ
－２·ｓ－１）

（图中黑色圆点为冕宁站，下同）

Ｆｉｇ．８　Ｔｈｅ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

（ｃｏｎｔｏｕｒ，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ｓ

（ｗｉｎｄｂａｒｂ，ｕｎｉｔ：ｍ·ｓ－１）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ｆｌｕｘ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ｕｎｉｔ：１０－５ｋｇ·ｍ
－２·ｓ－１）

ａｔ２０：００ＢＴ２６Ｊｕｎｅ２０２０

（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Ｍｉａｎｎ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４　其他灾害性天气

４．１　热带气旋活动

６月，西北太平洋及南海共有１个热带气旋生

成并登陆，生成台风比历史同期偏少０．７个，登陆数

较常年同期偏多０．４个。今年第二号台风鹦鹉

（Ｎｕｒｉ）于６月１１日在菲律宾以东，吕宋岛近海洋面

生成，随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快速增强至台风

级。６月１４日０８：５０在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登陆，

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９级（２３ｍ·ｓ－１，热带风

暴级），６月１４日１７时在广西玉林北流市境内减弱

为热带低压，随后其强度持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于

１４日２０时对其停止编号。受登陆台风影响，１３日

２０时至１５日０８时，广东西南部、广西中部和南部、

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５０～８０ｍｍ，

广西来宾和防城港、海南临高和儋州等局地为１００

～１６６ｍｍ（图２）；广东沿海和珠江三角洲、海南岛

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阵风有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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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广东省江门市台山川岛镇沙堤码头最大阵风达

３２．９ｍ·ｓ－１（１２级）。“鹦鹉”是２０２０年首个登陆

我国的台风，它生命史短、强度弱、结构不对称，所带

来的强降水极大地缓解了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以

及海南岛长期以来的高温和干旱天气。

４．２　干　旱

６月，华北北部、华南南部及新疆北部、云南等

地气象干旱持续发展；６月７日全国中旱及以上气

象干旱面积最大（１８７．９万ｋｍ２），８日特旱面积达最

大（２４．１万ｋｍ２）。１２日以后，黄淮、江汉、江淮等地

出现明显降水过程，上述地区的气象干旱形势得到

解除。截止６月３０日，华北北部、华南南部及新疆

北部、云南中北部等地持续中到重度气象干旱，局部

地区特旱（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２０）。

４．３　高　温

６月，我国出现了１次高温天气过程。６月２—

８日，华北、黄淮等地出现３５℃以上的高温天气过

程，河南中东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等地最高气温

超过３８℃。其中，河北磁县（４１．８℃）、河南焦作

（４１．９℃）、山东梁山（４０．８℃）等２１个观测站日最高

气温达到极端事件标准。此外，６月新疆大部地区

也出现区域性高温天气，吐鲁番盆地部分地区超过

３８℃，其中，３—５日新疆有６０站次最高气温达４０℃

以上，吐鲁番市高昌区艾丁湖高达４５．８℃（国家气

候中心，２０２０）。

致　谢：感谢国家气象中心陈博宇和麦子为本文提供的帮

助和指导，感谢国家气象中心刘璐为本文提供的部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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