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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８月大气环流和天气分析

刘　达　张　玲
国家气象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提　要：２０２０年８月大气环流的主要特征是北半球极涡呈偶极型分布且较常年同期强度偏弱，欧亚地区中高纬环流较为平

直，环流呈纬向型，经向度较小。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较常年偏西偏强。８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１．６℃，较常年同期（２０．８℃）

偏高０．８℃；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１３４．５ｍｍ，比常年同期（１０５．２ｍｍ）偏多２８％。月内我国有９次暴雨天气过程，多站极端降水

量突破历史极值，暴雨洪涝造成了西南、西北、黄淮等地受灾。８月共有７个热带气旋在南海和西北太平洋活动，其中２００４号

台风黑格比、２００６号台风米克拉和２００７号台风海高斯登陆我国，生成和登陆个数较常年偏多。江南、江汉、江淮等地出现大

范围持续高温天气，多站高温持续天数达到或超过历史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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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８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１．６℃，较常年同期

（２０．８℃）偏高０．８℃，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１３４．５ｍｍ，较

常年同期（１０５．２ｍｍ）偏多２８％。月内，东北、华

北、西北、西南、黄淮等多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

大部地区气象干旱基本解除；江南大部、江淮南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４１９０６０２２）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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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南部等地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生成和登陆台

风均略偏多；多地遭受强对流天气灾害，部分地区受

灾较重。

１　天气概况

１．１　降　水

８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１３４．５ｍｍ，较常年同

期（１０５．２ｍｍ）偏多２８％，为１９６１年以来第一高

（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２０）。从空间分布看（图１），除西

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大部、西藏、四川西部、重庆大

部、贵州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北部、浙江

西部、湖北东部等地降水量不足１００ｍｍ外，其他大

部地区降水量在１００ｍｍ以上，其中东北大部、华北

南部、黄淮中部和东部、华南南部及陕西中部、四川

东部、云南大部等地降水量为２００～４００ｍｍ，四川

东部部分地区在４００ｍｍ 以上；与常年同期相比

（图２），西北西部、江南大部、江汉东部及重庆、贵州

大部、西藏西部和东南部等地偏少２成至１倍，全国

图１　２０２０年８月全国降水量分布（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０（ｕｎｉｔ：ｍｍ）

图２　２０２０年８月全国降水量

距平百分率分布（单位：％）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０（ｕｎｉｔ：％）

其余大部地区接近常年同期或偏多，其中东北大部、

华北大部、黄淮大部、西北东部及云南西部等地偏多

５成至２倍，部分地区偏多２倍以上（国家气候中

心，２０２０）。

１．２　气　温

８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１．６℃，较常年同期

（２０．８℃）偏高０．８℃（图３）。西南大部、黄淮大部、

江汉、江南、东北东南部等地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１～２℃，江苏大部、浙江北部、安徽中部、河南东南

部、湖北东部、西藏西北部等地偏高２～４℃，浙江、

西藏平均气温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同期第二高；黑龙江、

甘肃、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偏低０．５～２．０℃；全国

其余地区接近常年同期（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２０）。

２　环流特征和演变

２．１　环流特征

图４为８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和

其距平场的水平分布，北半球环流形势有以下主要

特点：

８月，北半球极涡呈偶极型分布，两个中心分别

位于北极圈内斯瓦尔巴群岛北部附近和东西伯利亚

海，两个极涡中心强度均低于５５０ｄａｇｐｍ（图４ａ）。

从距平场可以看出，斯瓦尔巴群岛北部附近极涡对

应弱的正距平，而东西伯利亚海的极涡对应弱的负

距平，二者距平约为４ｄａｇｐｍ，这表明月内影响我国

的西路冷空气势力偏弱，东路冷空气相对比较活跃。

北半球中高纬西风带呈多波型，其中除了位于北美

图３　２０２０年８月全国平均气温

距平分布（单位：℃）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ｙ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０（ｕｎ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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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２０年８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

平均位势高度（ａ）和

距平场（ｂ）（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４　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

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ａ）ａ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ｂ）ｉｎ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０（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地区的高空槽对应较强的正距平，其他５个高空槽

均对应弱的负距平。亚洲大陆主要受“两槽一脊”的

控制，两支高空槽分别位于西西伯利亚地区和贝加

尔湖以东，两支高空槽分别对应强的正距平和弱的

负距平。

８月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副高）呈带

状分布，５８８ｄａｇｐｍ等高线几乎环绕全球，副高西脊

点位于２８°Ｎ、１２０°Ｅ附近（图４ａ），较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

以及多年气候平均明显偏西（王
!

和张玲，２０１８；周

冠博和高拴柱，２０１９）。副高脊线较往年同期偏南，

西伸脊点偏西，从而导致８月内登陆华南的台风活

动偏多。

２．２　环流演变与我国天气

图５为８月上、中、下旬欧亚地区５００ｈＰａ平均

高度场环流形势。上旬（图５ａ），欧亚中高纬地区大

气环流形势为较弱的“两槽一脊”，里海和咸海附近

为一低槽区，巴尔喀什湖附近为高压脊，贝加尔湖及

我国东北地区为一低槽区；我国北方地区受东部低

槽控制，华北、东北地区多弱冷空气活动，多阵性降

水天气，高温天气得到缓解；旬内西太平洋副高位置

偏西偏南，其西脊点位于３０°Ｎ、１１０°Ｅ附近，因此，

旬初生成的２００３号台风森拉克和２００４号台风黑格

比前期路径均呈现出西行或西北行的特征，其中“黑

格比”在登陆我国之后继续北上影响我国华北地区。

上旬的主要天气有：３—４日，受“黑格比”影响，浙江

东南沿海、上海大部出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４—９

日受高空槽、低层切变线和低涡的影响，四川盆地至

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暴雨，其中陕西延安和榆林、山

东济宁、菏泽、枣庄、河南新乡和开封、浙江嘉兴和金

华及四川成都、德阳、绵阳等局地累计降水量达２５０

～３８０ｍｍ，山东枣庄滕州最大点雨量达４５４ｍｍ。

中旬（图５ｂ），亚欧中高纬地区仍为“两槽一脊”

型，但是两个槽区较上旬的位置较偏北，贝加尔湖为

高压脊，导致旬内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偏弱。我国中

纬度地区环流比较平直，副高增强北抬，５８８ｄａｇｐｍ

等高线南界北抬至２０°Ｎ附近，导致旬内在菲律宾

附近有两个台风生成，并登陆我国华南地区。与此

同时，由于副高西伸，其西侧西南暖湿气流强劲，在

西风带弱冷空气的配合下，致使我国华南西部地区、

四川盆地以及华北地区出现强降水过程。中旬主要

天气过程有：１１—１３日，受高空槽、低层低涡、低层

切变线以及台风米克拉影响，四川盆地西部至华北、

东北等地出现了强降水过程，其中１２日京津冀地区

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水；１０—１２日，四川盆地

中西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四川绵阳、德阳、成都、雅

安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有３００～３８０ｍｍ，局地

达４００～４８０ｍｍ，德阳什邡点雨量达５４２ｍｍ，四川

芦山（４２３ｍｍ）、蒲江（２８１ｍｍ）、什邡（２７０ｍｍ）等８

个国家气象观测站日雨量突破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

极值；１４—１７日，受高空槽和低涡影响，四川盆地至

华北等地出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及广西防城

港和钦州降水量有３００～５００ｍｍ，四川绵阳、德阳、

成都等局地６００～８６５ｍｍ；１８—２０日，台风海高斯

登陆广东，给华南地区带来了一次强降水过程，缓解

了前期的气象干旱，与此同时，受高空槽和低空急流

的影响，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东部、黄淮东部、江淮、江

汉等地出现了强降水过程，其中湖北宜昌局地累计降

水量达２５０～３０４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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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０２０年８月上（ａ）、中（ｂ）、下旬（ｃ）

欧亚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５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ｏｖｅｒ

Ｅｕｒａｓｉａ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ｏｖｅｒｔｈｅ１ｓｔ（ａ），２ｎｄ（ｂ）ａｎｄ

３ｒｄ（ｃ）ｄｅｋａｄｓ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０（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下旬（图５ｃ），欧亚大陆中高纬地区大气环流形

势为“两脊一槽”型，贝加尔湖附近和里海及咸海以

北地区为高压脊区，巴尔喀什湖以北为弱的槽区，

４０°Ｎ附近在华北地区上空为低槽区，我国东北和华

北东部地区位于高空槽前，弱冷空气活动频繁。下

旬，副高减弱东退，导致旬内台风巴威路径呈现北上

的特征，影响我国华北和东北地区。下旬的主要天

气过程有：２２—２４日，受高空槽、低涡以及冷锋的影

响，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出现强

降水，其中辽宁丹东和葫芦岛、河北秦皇岛和廊坊、

湖北恩施、湖南湘西、四川绵阳、眉山和乐山等局地

累计降水量达到１５０～２８８ｍｍ；２６—２８日，受“巴

威”影响，江苏中北部、山东半岛西部、辽宁中东部、

吉林大部、黑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为４０

～１００ｍｍ，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部分地区１２０～

２００ｍｍ，山东青岛即墨局地达２５０～３４２ｍｍ，黑龙

江鸡东县局地达１３８ｍｍ，江苏沿海、山东半岛沿

海、辽东半岛沿海出现７～９级大风，阵风达１０～１２

级，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辽宁西部、吉林、黑龙江南

部等内陆地区出现６～７级阵风，局地达８～９级，辽

宁大连、丹东等地１８个气象站出现８级以上阵风，

吉林松原、长春等地１４个气象站出现８级以上阵

风，黑龙江哈尔滨局地阵风达１０级。

３　主要降水过程

３．１　概　况

８月全国平均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主要降水

过程有９次（表１），其中热带气旋活动造成的降水

过程有３次，分别影响华南、华东和东北地区，影响

范围较广。四川盆地本月出现连续强降水过程，平

均降水量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同期最多，其中北川（８４６．４

ｍｍ）和绵竹（７５７．９ｍｍ）等站连续降水量超过历史

极值。

３．２　８月３—４日台风黑格比强降水过程

受台风黑格比影响，８月３—５日，浙江中东部

累计降水量有１００～２８０ｍｍ，浙江温州、台州、金

华、丽水等部分地区降水量达３００～３５０ｍｍ，温州

永嘉和乐清局地有４００～５２２ｍｍ的降水（图６）。

　　“黑格比”导致的强降水属于单纯的台风本体降

水和台风倒槽降水，过程期间没有冷空气的参与。

由于登陆前后台风的低层入流和高层出流都很强，

导致台风结构紧凑且对称，台风中心附近的深对流

发展旺盛，其登陆前后的强降水和强风主要集中在

登陆点附近；登陆后在其北上过程中风雨均呈现出

一定的不对称特征，强降水主要集中在台风路径的

东侧，西侧的降水比东侧明显弱很多，强风的分布和

强降水类似。这主要是由于台风登陆后原来位于其

北侧的东西带状副高明显东退至海上，成为块状高

压，但是副高的中心区并没有东退，反而出现了较明

显的西伸，导致台风与副高之间的气压梯度加大，造

成了浙江东部出现持续性大风过程，部分测站极大

风速突破历史极值。同时由于台风紧贴着块状副高

西侧北上，低层偏南和偏东的水汽输送都位于台风

的东侧（图７），导致台风的强降水主要出现在台风

中心东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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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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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降水时段 主要影响系统 影响区域及降水强度

３—４日 台风黑格比 浙江东部、上海大部、江苏东南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４—９日
高空 槽、低 层 切 变

线、低空急流

陕西北部和西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南北部和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大部、安徽大部、江苏

中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出现暴雨，陕西北部、

山东西南部、河南北部、江苏中部、湖南北部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１１—１５日
高空 槽、低 层 切 变

线、低空急流

四川盆地、甘肃东南部、陕西东南部、华北中东部、山东、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和西北部出

现暴雨，四川盆地西部、北京中部、河北中部、山东西部和南部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１４—１８日
高空 槽、低 层 切 变

线、低空急流

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云南大部等地出现暴雨，四川盆地西部部分地

区有大暴雨

１８—１９日
高空槽、低空急流、

低层切变线
河北东北部、辽宁中西部、吉林中部、山东中部出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１９—２０日
台风海高斯、低空急

流、低层切变线
广东中西部、广西东部、湖北中部、河南中部、山东东部出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２３—２４日
高空槽、低空急流、

低层切变线

河北中北部、北京东部、天津北部、辽宁、吉林中部出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中南

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广西西北部出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２６—２７日 台风巴威 江苏中东部、山东东部、辽宁南部、吉林西部、黑龙江东部出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３０日
高空槽、低空急流、

低层切变线
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西南部出现暴雨，四川盆地西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图６　２０２０年８月３日０８时至５日０８时

累计降水量（单位：ｍｍ）

Ｆｉｇ．６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０８：００ＢＴ３ｔｏ０８：００ＢＴ５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０（ｕｎｉｔ：ｍｍ）

３．３　８月２３—２４日华北强降水过程

８月２３—２４日期间，受５００ｈＰａ高空槽、低层

切变以及低层急流的影响，河北中部、北京东部、天

津北部、辽宁中东部、吉林中部等地区出现了暴雨，

其中局地有大暴雨（图８）。

在本次过程中，２３日５００ｈＰａ上内蒙古中部到

河套附近为一个弱的高空槽，我国华北地区位于高

空槽前，对应８５０ｈＰａ在内蒙古东部、河北的北部存

在准南北向切变线，高低空环流形势的配置为降水

提供了有利的动力条件，华北地区的降水过程开启

图７　２０２０年８月３日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

（等值线，单位：ｄａｇｐｍ）和８５０ｈＰａ

风场（风羽，单位：ｍ·ｓ－１）

Ｆｉｇ．７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ｃｏｎｔｏｕｒ，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ａｎｄ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ｗｉｎｄｂａｒｂ，ｕｎｉｔ：ｍ·ｓ－１）

ａｔ８５０ｈＰａｏｎ３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０

（图略）。２４日，高空槽东移加深，８５０ｈＰａ在内蒙古

东北部有低涡系统发展，其南侧的切变线也随之东

移，且切变线东侧的偏南风明显加大到急流强度，华

北东部和东北地区受到上述系统的影响，自西向东

出现强降水过程（图略），这次强降水过程的主要降

水时段集中在２３日和２４日。２５日随着５００ｈＰａ高

空槽东移减弱，此次华北、东北的强降水过程趋于结

束（图略）。从８５０ｈＰａ假相当位温和风场的水平分

布来看（图略），２４日华北东部到东北地区西部一带

有一个假相当位温的密集带，密集带南侧有高能量

舌。该密集带位于８５０ｈＰａ切变线附近，切变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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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两侧存在明显的风向切变和能量对比，导致在切

变线附近出现冷暖空气的强烈交汇，强降水主要出

现在５００ｈＰａ槽前和８５０ｈＰａ切变线附近及其南

侧。虽然这次华北、东北地区的强降水过程从大尺

度天气系统配置来看属于一次典型的华北、东北强

降水形势，但是此次过程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强降

水的水汽输送源地上，除了有一支来自于孟加拉湾

的水汽输送通道外，位于东海北部的台风巴威也将

自身和东海附近的水汽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华北和

东北地区上空（图９）。由于该过程期间存在适宜的

天气系统的配置条件，并且有充足的水汽和能量的

供应以及冷暖空气的交汇，２３—２５日华北和东北区

域平均的累计降水量较大，达２８．１ｍｍ，单站最大

累计降水量达１６６．２ｍｍ，出现在河北昌黎，从过去

６０年间８月２３—２５日历史同期华北东北区域累计

降水量对比来看，此次强降水过程的累计降水量仅

次于１９８５年同期，位列第二（图略）。

４　热带气旋活动

４．１　概　况

８月，南海及西北太平洋的台风活动特点为：生

成多、登陆影响多、近海增强多。共有７个台风生成

（图１０，表２），生成个数较常年同期（５．８个）偏多

１．２个；３个台风（“黑格比”“米克拉”和“海高斯”）

在我国登陆，登陆台风个数较常年同期（１．８７个）偏

多１．１３个；除了３个登陆台风以外，８月还有２个

台风也影响了我国，３号台风森拉克和８号台风

巴威尽管没有登陆我国，但是也对我国的海区和

图８　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３日０８时至２５日０８时

累计降水量（单位：ｍｍ）

Ｆｉｇ．８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０８：００ＢＴ２３ｔｏ０８：００ＢＴ２５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０

（ｕｎｉｔ：ｍｍ）

图９　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４日８５０ｈＰａ风场（流线，

单位：ｍ·ｓ－１）和风速（阴影，单位：ｍ·ｓ－１）

Ｆｉｇ．９　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ｓ，ｕｎｉｔ：ｍ·ｓ
－１）

ａｎｄ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ｓｈａｄｅｄ，ｕｎｉｔ：ｍ·ｓ
－１）

ａｔ８５０ｈＰａｏｎ２４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０

陆地造成了较大的风雨影响，其中“巴威”是今年第

一个北上影响台风；同时本月的３个登陆台风的登

陆强度都为台风级，且都具有近海快速增强的特征，

４．４节将对“海高斯”的近海快速加强做简要分析。

４．２　台风黑格比登陆强度强

“黑格比”于８月１日晚上在台湾以东洋面生

成，３日早晨加强为强热带风暴，并于当日１４时加

强为台风；４日０３：３０前后在浙江省乐清市沿海登

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１３级（３８ｍ·ｓ－１，

台风级），“黑格比”是今年截至目前登陆我国的最强

图１０　２０２０年８月南海和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路径

Ｆｉｇ．１０　Ｔｒａｃｋｓｏｆ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Ｎｏｒ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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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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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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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狌犵狌狊狋２０２０

编号 台风名称 生成时间／ＢＴ
登陆我国时间、地点及强度

时间／ＢＴ 地点 强度

强度极值

气压／ｈＰａ 风速／（ｍ·ｓ－１）

２００３ “森拉克”（Ｓｉｎｌａｋｕ）８月１日１４时 ／ ／ ／ ９９５ ２０

２００４ “黑格比”（Ｈａｇｕｐｉｔ）８月１日２０时 ８月３日０３：３０ 浙江省乐清市 １３级（３８ｍ·ｓ－１） ９７０ ３８

２００５ “蔷薇”（Ｊａｎｇｍｉ） ８月９日０２时 ／ ／ ／ ９９２ ２３

２００６ “米克拉”（Ｍｅｋｋｈａｌａ）８月１０日１１时 ８月１１日０７：３０ 福建省漳浦县 １２级（３３ｍ·ｓ－１） ９８０ ３３

２００７ “海高斯”（Ｈｉｇｏｓ）８月１８日０８时 ８月１９日０６：００ 广东省珠海市 １２级（３５ｍ·ｓ－１） ９７０ ３５

２００８ “巴威”（Ｂａｖｉ） ８月２２日０８时 ／ ／ ／ ９５０ ４５

２００９ “美莎克”（Ｍａｙｓａｋ）８月２８日１７时 ／ ／ ／ ９３０ ５２

台风；该台风登陆后继续北上，于５日早晨在江苏省

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并进入黄海西部海面，随后再

次加强为热带风暴，６日０３时前后在朝鲜黄海南道

一带沿海登陆，之后变性为温带气旋，６日早晨中央

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

“黑格比”是今年第二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其主

要特点如下：

（１）移速较快，近海快速加强。“黑格比”生成后

以２０～２５ｋｍ·ｈ
－１速度稳定向西北方向移动，并于

４日凌晨在浙江登陆，生成至登陆仅用了５６ｈ。此

外，“黑格比”在３日早晨进入东海后突然加强，９ｈ

内由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强度增加两级，并以

峰值强度登陆浙江，２４ｈ 内台风中心风 速从

２０ｍ·ｓ－１增强到３８ｍ·ｓ－１，超过了快速加强台风

２４ｈ内中心最大风速增加１５ｍ·ｓ－１的标准，属于

近海快速增强台风。登陆后，“黑格比”还在陆地上

继续维持台风级强度近５ｈ、强热带风暴级８ｈ。

（２）体型较小，破坏力强。“黑格比”的体型相对

较小，但是破坏力强，强风雨主要出现在浙江东部。

降雨强度大，最大小时降水量达１００ｍｍ，温州和台

州出现特大暴雨，温州乐清局地最大日降水量达

４６６ｍｍ。另外，“黑格比”与副高的相互作用，造成

浙江东部大风强度强、影响时间长，观测到的最大风

速（５９．８ｍ·ｓ－１）为登陆浙江的台风实测风速第三

名［第一为２００６年台风桑美６８．０ｍ·ｓ－１，第二为

２０１９年台风利奇马６１．４ｍ·ｓ－１）］；浙江玉环、乐清

国家气象观测站极大风速突破历史极值；浙江个别

海岛１２级以上阵风最长持续时间达１２ｈ。

４．３　台风米克拉在近海快速加强

“米克拉”于８月１０日１１时在南海东北部海面

生成，之后北上，强度逐渐增强，１１日０６时在福建

近海海面加强为台风，随后０７：３０前后在福建省漳

浦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１２级

（３３ｍ·ｓ－１，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于１１

日１４时在福建省连城县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１１

日１７时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米克拉”也是

个近海快速增强的台风，登陆前２４ｈ内台风中心附

近最大风速增加了１８ｍ·ｓ－１，也超过了目前台风

快速加强的标准。

４．４　台风海高斯个头小、强度强

“海高斯”于８月１８日０８时在南海东北部海面

生成，之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明显加强；１８日

２０时在广东中部近海海面加强为台风级，１９日０６

时前后在广东省珠海金湾区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

附近最大风力有１２级（３５ｍ·ｓ－１，台风级）。登陆

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穿过广东西南部，１９日傍

晚前后移入广西东部并减弱为热带低压，１９日２３

时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

“海高斯”是月内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具有

体型小、近海快速加强以及生命史较短等特点，具体

如下：

（１）体型小，风雨影响集中。“海高斯”体型小，

结构比较对称，其７级风圈半径小于２００ｋｍ，１０级

风圈半径仅４０ｋｍ，造成的强降雨也主要集中在台

风中心附近及两侧，暴雨及大暴雨区主要位于广东

南部、珠江三角洲及广西东北部。

（２）近海快速加强，生命史短。“海高斯”中心附

近最大风力由１８ｍ·ｓ－１（１８日０８时）加强为３５ｍ

·ｓ－１（１８日２０时），１２ｈ内增强了１７ｍ·ｓ－１，超过

了目前台风快速加强的标准（２４ｈ内中心附近风力

增加１５ｍ·ｓ－１）。与此同时，“海高斯”生成位置距

离我 国大陆 较近，距 离海 岸线 最近 距 离 约 为

３００ｋｍ，从编号到登陆，直至停止编号仅历时３９ｈ，

属于生命史较短的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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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高斯”虽然个头不大、生命史短暂，但是其强

度较强，它是今年截至目前登陆我国华南地区最强

的台风，其快速增强的时段主要是在１８日的下午，

此时台风中心主要位于南海东北部海域。有利于

“海高斯”快速增强的主要原因有：

（１）台风生成和途经海域的海温较高，都在

２９℃以上，为台风强度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下垫面条

件；

（２）台风结构紧凑。“海高斯”从生成到登陆前

台风中心始终位于中心密闭云区内，该密闭云区范

围很小，直径在１５０～３００ｋｍ，台风中心附近对流持

续发展旺盛，尽管在红外图像上看不到一般的台风

级强度台风具有的眼型特征，但从微波图像上还是

可以看到明显的眼型结构，说明台风中心附近深对

流的组织性很好（图略）。由于台风结构紧凑，个头

小，在合适的热动力条件配合下，更容易出现强度的

快速增强；

（３）台风周围的高低层环境风垂直切变较小，具

备南海台风快速加强的必要条件，有利于台风的增

强；

（４）“海高斯”的快速增强发生在１８日傍晚前

后，１８日１４时台风中心附近１５０ｈＰａ上出现一个

明显的反气旋（图１１），２０时该反气旋外围的风速明

显加强，北侧和东侧出现明显大于急流强度的大风

速中心，这个反气旋的出现，一方面增加了台风中心

高层的出流通道，使得高层同时具有多个方向的流

出，另一方面由于该反气旋外围风速较大，使得从台

风中心向外的流出增强，该反气旋成为其主要的高

层出流通道，台风中心上空的高层辐散得以加强。

５　其他灾害天气

５．１　高温天气

８月，江南、江汉、江淮大部等地出现大范围持

续高温天气，高温日数多、影响范围广。江南大部、

江淮南部、江汉南部及重庆大部、新疆东南部等地高

温日数普遍有１０～２０ｄ，其中湖南东南部、江西中东

部、福建西北部、浙江大部超过２０ｄ；与常年同期相

比，上述地区高温天数普遍偏多５～１０ｄ，江苏东南

部、浙江大部、福建西北部、湖南东南部及上海超过

１０ｄ。有２９个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极端阈值，

其中５个站破历史极值，５９个站极端连续高温日数

达到或超过历史极值。

５．２　暴雨洪涝

８月，华北地区平均降水量为２０６．０ｍｍ，较常

年同期偏多７９．９％，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二

多；东北、西北、黄淮、西南地区平均降水量分别为

２２２．６、１１２．６、２２３．９、２２９．５ｍｍ，较常年同期分别偏

多６５．６％、６２．３％、６０．２％、３２．４％，均为１９６１年以

来历史同期第三多。其中，四川平均降水量为

３３９．７ｍｍ，甘肃为１５３．３ｍｍ，均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同

期最多；山西、山东、黑龙江分别为２０２．７、２９０．１、

２０８．３ｍｍ，均为历史同期第二多；宁夏降水量为

１２８．０ｍｍ，为历史同期第四多。

受降水影响，西南、西北、黄淮地区因暴雨洪涝

累计有５７６县次受灾；四川、甘肃因连续强降雨，发

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暴雨洪涝造成多

图１１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８日１４时（ａ），２０时（ｂ）的１５０ｈＰａ风场（流线，单位：ｍ·ｓ－１）

和风速（阴影，单位：ｍ·ｓ－１）

Ｆｉｇ．１１　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ｓ，ｕｎｉｔ：ｍ·ｓ
－１）ａｎｄ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ｓｈａｄｅｄ，ｕｎｉｔ：ｍ·ｓ

－１）

ａｔ１５０ｈＰａａｔ（ａ）１４：００ＢＴ，（ｂ）２０：００ＢＴ１８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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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农业受灾并有人员伤亡，其中四川、山东、青海、

宁夏、陕西等省份受灾较重（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２０）。

致谢：感谢国家气象中心王铸、向欣提供的降水量、降水距

平和温度距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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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架

《塔克拉玛干沙漠陆气相互作用观测与模拟研究》

何清 金莉莉 等 著

该书介绍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基本特征、陆气相互作用观

测试验系统、沙尘天气特征、陆面过程特征、二氧化碳特征、

大气边界层特征、陆面过程参数化、数值模式模拟及验证、塔

克拉玛干沙漠风沙流的观测与模拟等。书中内容有助于科

学、系统地认识塔克拉玛干沙漠气候、沙尘天气基本特征，塔

克拉玛干沙漠陆气相互作用观测站网布局、探测仪器设备、

观测试验内容、技术研发与应用及探测系统数据集成，塔克

拉玛干沙漠陆面过程特征、二氧化碳特征、大气边界层特征，

陆面过程关键参数及其参数化、起沙参数化等对陆面模型、

天气／气候模型模拟的影响、沙尘暴过程中沙尘气溶胶时空

分布特征和风沙流特征等，可为有关部门沙漠灾害性天气的

精细化预报等方面的重大需求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参考，为

未来在制定涉及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能源开发、人居环境

与健康、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政策上提供更为有力的科技支

撑。该书可供从事大气科学、环境领域的科技工作者、高等

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政府管理部门的有关人员及感兴趣的

公众参考。

　 １６开　定价：２９９．００元

《遥感卫星辐射校正与真实性检验》

李元 等 著

该书基于中国遥感卫星辐射校正场建设成果及公益性

行业（气象）专项“辐射校正场与真实性检验外场仪器设备与

技术研发”（ＧＹＨＹ２００９０６０３６）的研究成果，参考了近年来国

内外相关文献资料，总结了遥感卫星使用地面均匀场地开展

辐射校正与遥感产品真实性检验工作的技术内容，包括可见

光近红外波段与热红外波段辐射定标技术、航空飞行辐射定

标技术、风云三号极轨卫星在轨综合定标技术以及对常用的

云产品和陆表遥感产品开展真实性检验的相关技术，涉及了

地面光学仪器太阳辐照度仪的设计与实验技术。该书可供

遥感卫星辐射校正与检验相关科研工作者参考使用。

　 １６开　定价：１５０．００元

《犘狔狋犺狅狀在大气与环境科学中的应用》

毕凯 著

该书详细介绍了Ｐｙｔｈｏｎ在大气和环境领域的应用。全

书共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Ｐｙｔｈｏｎ基础知识，包括各操作

系统中的安装步骤、基本编程语法等。第二部分分章节介绍

了大气和环境科学领域数据文件等读写、数据处理和绘图等

操作 。第三部分为实战应用，以实际外场特种观测设备数

据为例介绍了十多种Ｐｙｔｈｏｎ的应用。书中个例和数据均来

自于真实观测数据的应用，实用性强，可移植使用，部分示例

脚本和数据可下载。该书适合大气和环境科学专业及其他

地学专业本科及研究生学习使用，也可供相关科研业务人员

参考使用。

　 １６开　定价：１２０．００元

《近６０年不同类别登陆台风对安徽省降雨影响》

王东勇 主编

该书基于台风路径、分类、风雨影响分析、形势分类、个

例总结等建立了影响安徽省台风完整的资料库和个例库，在

资料库和个例库基础上，建立了台风的相似检索系统，此系

统根据未来台风最新预报路径，在历史资料库中自动检索历

史最为相似 路径的台风个例，根据这些台风个例的风雨影

响，预报员能够快速掌握未来台风将对安徽省造成的风雨影

响，制作未来台风的风雨预报，对提高安徽省台风预报的准

确率有重要作用。可供从事台风预报的科研与业务人员参

阅。

　 １６开　定价：１４８．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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