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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北半球的大气环流主要特征表现为!极涡呈单极型分布!较常年同期偏强'欧洲上空
E""0F7

位势高度

场较常年同期显著偏高!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南北变化较大(

%

月全国平均降水量
)#$E==

!较历史常年同期偏少
+G

!

江南大部)华南北部)江淮地区较常年偏少
!

!

E

成!局部地区偏少
E

成以上'内蒙古北部)黑龙江西部地区以及吉林东部)辽宁

中东部偏多
E

成以上(全国平均气温
!"$+H

!较历史同期略偏高!其中河南北部)江苏中部以及青海南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

期偏高达到了
!H

以上(本月内有
+

次区域性暴雨天气过程!极端降水量出现区域分散(

%

月共有
!

个台风生成!接近历史同

期水平!没有台风登陆我国(

%

月我国黄淮西部)江淮东部以及华南南部等地共
''

个站发生极端高温事件!

'

个站日最高气温

突破历史同期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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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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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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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全国总体平均降水量为
)#$E==

!

较常年同期$

))$_==

%偏少
+G

$国家气候中心!

!"!#

%(从降水的空间分布上看$图
#

%!降水主要集

中在江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地区!大部

地区降水量超过了
!""==

!其中江西东部)浙江西部

以及福建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量超过了
'""==

(此

外!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东部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水

量也在
#""==

以上!其中辽宁)吉林西部和四川东

北部部分地区达到了
!""==

以上(江西)四川)云

南)辽宁等地共有
_%

个站发生极端日降水事件!其中

江西上饶$

!E)$!==

!

!+

日%)辽宁北镇$

!_!$!==

!

!(

日%等
##

个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湖南)辽

宁)青海)新疆等地有
_E

个站发生了极端连续降水

日数事件(

与常年同期相比$图
!

%!中东部呈现北多南少

的特点!南方大部分地区降水较常年偏少!其中江南

大部)华南及江淮地区较常年偏少
!

!

E

成!湖南中

部和北部)广西北部)湖北南部)安徽中部)江苏南部

的部分地区甚至偏少
E

成以上(东北大部地区相比

常年同期明显偏多!内蒙古北部)黑龙江西部地区以

及吉林东部)辽宁中东部偏多
E

成以上!其中辽宁中

东部局地偏多
#

倍以上(华北西部)黄淮东部以及

西北部分地区降水也较常年同期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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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全国平均气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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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常年同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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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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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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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历史同

期第三高$国家气候中心!

!"!#

%(从日平均气温的

距平空间分布上来看$图
_

%!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

较常年同期偏高!江南)江淮)黄淮)西南地区东部)

西北地区东部)西藏大部地区以及东北北部地区较

常年同期偏高
#

!

!H

!其中河南北部地区)江苏中

部以及青海南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达到
!H

以上(新疆北部和东北南部地区月平均气温较常年

同期偏低
"

!

#H

(全国共有
''

个站发生了极端高

温事件!主要分布在黄淮西部)江淮东部以及华南南

部等地!其中我国北方发生时间集中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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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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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日)

#)

+

!'

日和
!%

+

!)

日!南方集中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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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

+

!"

日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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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其中!广东高要$

#"

日%)广西涠洲岛$

!

日%)海南屯昌$

_

日%和云南云龙

$

'

日%

'

个站日最高气温均突破历史极值!分别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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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流特征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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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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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北半球
E""0F7

极涡呈单极型分布!

极涡主体偏向东半球北极地区一带$图
'7

%(主极涡

强度达到了
E_!A7

P>

=

以下!较历史同期相比显著偏

强$图
'U

%!中心强度负距平达到了
W#"A7

P>

=

(受

极涡分布形态影响!北半球中高纬环流呈多波型分

布!其中欧洲上空低涡最强!闭合低压中心强度为

E%!A7

P>

=

!其负距平达到
W#"A7

P>

=

(在热带副

热带地区!

%

月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西太

副高%的强度较历史同期偏强!副高平均脊线位于

!"a3

附近!接近历史同期(副高西伸脊点平均位于

#!"aL

附近!较常年接近$李嘉睿和何立富!

!"#(

'张

芳和何立富!

!"#+

'刘海知和何立富!

!"#)

'任宏昌和

符娇兰!

!"!"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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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北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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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位势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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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流演变与我国天气

从欧亚大陆
%

月各旬的
E""0F7

平均环流形势

场来看!上旬$图
E7

%整个欧亚大陆中高纬地区呈两

槽一脊型!东欧地区和我国东北地区上空存在闭合

的低压中心!巴尔喀什湖存在一个高压脊!因此我国

中高纬度地区环流呈西高东低分布(西太副高脊线

平均位于
!"a3

!较往年接近$李嘉睿和何立富!

!"#(

'张芳和何立富!

!"#+

'刘海知和何立富!

!"#)

'

任宏昌和符娇兰!

!"!"

%!冷暖气流主要在长江及其

以南地区交汇!

E

月
_"

日至
%

月
#

日和
%

月
_

日)

)

日分别出现了三次强降水过程!强降水主体区域主

要位于我国江南)华南以及西南地区东部(此外!受

东北冷涡影响!

%

月
!

日!吉林中东部)辽宁中东部

出现暴雨(

""

%

月中旬$图
EU

%!中高纬环流有所调整!多槽脊

分布'欧洲上空仍为闭合低压!但位置较上旬偏西!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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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海至乌拉尔山地区为高压脊!较常年略偏强!而中

亚至我国新疆地区为低槽区!亚洲中高纬环流经向

度相比上旬有所加强!冷空气活动较频繁(此外!西

太副高有明显北抬西伸的过程!副高脊线从
!"a3

附近北移至
!_a3

附近!西脊点从
#!"aL

附近西伸至

##!aL

附近!较常年同期明显偏西$李嘉睿和何立

富!

!"#(

'张芳和何立富!

!"#+

'刘海知和何立富!

!"#)

'任宏昌和符娇兰!

!"!"

%(受上述环流形势调

整影响!我国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在
)

日前后

先后进入梅雨期!

#_

日江淮地区也进入梅雨期(先

后出现两次强降水过程!较强降水中心有南北摆动!

主要降水落区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黄淮南部地区

和西北地区东南部(

%

月下旬$图
E@

%!中高纬经向环流进一步增强!

乌拉尔山高压脊相比中旬再次加强!位于西西伯利

亚的槽也随之加深!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受高压脊所

控制!我国北方地区环流整体上表现为西低东高型(

西太副高较中旬有明显的东退南落!副高脊线从

!_a3

附近南落至
#Ea3

附近!西脊点从
##!aL

附近

东退至
#!"aL

附近!随之我国的主雨带也进一步向

南调整(在低层切变线以及低空急流共同作用下!

我国江南地区)华南地区以及西南地区东部降水增

多!在
%

月
!#

+

!_

日和
%

月
!(

日至
(

月
#

日出现

两次大范围的暴雨过程(而我国华北南部地区)黄

淮地区和黄淮地区由于大陆弱高压脊控制!转为高

温少雨天气(

_

"

主要降水过程

5$#

"

概
"

况

主雨带位置随着副高的南北摆动出现了一次先

北抬后南落的过程!上旬主要集中在我国江南)华

南)西南地区'中旬雨带北抬!降水主要发生在长江

中下游地区)江淮和黄淮地区)四川盆地'下旬雨带

再次南落!主要集中在我国江南地区)华南地区以及

西南东部地区(

%

月我国暴雨频繁!共出现
+

次暴

雨过程$表
#

%(其中!

%

月
!(

日至
(

月
#

日降水过

程的降水强度大!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影响程

度重(此外!

%

月
#'

日黄淮地区降雨过程较为典

型!降水集中且短时降水强(下文将重点分析
#'

日

黄淮地区和
%

月底江南以及华南地区的两次强降水

过程(

表
#

"

!"!#

年
$

月主要降水过程

6-)70#

"

8-9:

;

,0.9

;

9+-+93:0<0:+*9:=>:0!"!#

降水时段 主要影响系统 影响区域及降水强度

E

月
_"

日至
%

月
#

日 华南准静止锋)低层切变线
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南部)贵州南部)广东大部)广西中南部出

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

月
!

日 东北冷涡 吉林中东部)辽宁中东部出现暴雨

%

月
_

日 西南低空急流)低层切变线
贵州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和东部)浙江中南部)福建西部)广

西南部)广东北部)云南东南部出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

月
)

日 低层切变线 贵州中西部出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

月
#'

日 低层切变线)低空急流 河南东部)安徽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出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

月
#%

日 低层切变线 四川盆地出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

月
!#

+

!_

日 低层切变线)低空急流 江西南部)福建大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出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

月
!(

日至
(

月
#

日
低层切变线)低空急流)

江淮准静止锋

浙江大部)安徽南部)江西大部)福建北部)湖北东部)湖南大部)重

庆南部)贵州大部)云南东部)广西大部)广东东部和南部出现暴雨!

局地有大暴雨

5$!

"

$

月
#?

日黄淮地区暴雨过程

%

月
#'

日
"+

时至
#E

日
"+

时!正值我国江淮

梅雨期!我国自北向南)自西向东经历了一次大范围

的强降水天气过程!其中山东中南部)河南中东部)

安徽北部和江苏北部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从国家站
!'0

累计降水量分布来看$图
%

%!共计有

E"

多个国家站的降水量超过
E"==

!有
#"

个国家

站超过
#""==

!最大降水量出现位置位于河南驻

马店市确山县!达到
#+($E==

(

""

此次降水过程主要发生在
%

月
#'

日下午至夜

间!主雨带随着低空急流和低层暖湿切变的演变带

呈东移南压的走向(从环流形势来看 $图
(

%!

E""0F7

存在一个弱的短波槽脊活动!配合低层

+E"0F7

的暖式切变是本次降水过程的主要动力条

件(从
#'

日
#'

时环流背景来看$图
(7

%!西太副高

E%##

"

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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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

晋等&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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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南退到台湾岛以东以南洋面上!

E""0F7

环流

在我国东部沿海为一个弱高压脊!黄淮西部上游地

区存在一个浅槽!低层
+E"0F7

上河南)河北和山西

三省交界处有一个低涡形成!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

流在河南北部至江苏北部一带汇合!形成一条明显

的暖式切变辐合!整层可降水量达到了
%"==

以上!

图
%

"

!"!#

年
%

月
#'

日
"+

时至

#E

日
+

时累计降水量

4-

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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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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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年
%

月
#'

日
#'

时$

7

%和
#E

日
"!

时$

U

%

E""0F7

位势高度场$等高线!单位&

A7

P>

=

%!

+E"0F7

风场$风羽!单位&

=

,

:

W#

%和

整层可降水量$阴影!单位&

==

%

4-

P

$(

"

R0.E""0F7

P

.1

>

1<.6<-780.-

P

0<

$

@16<12?

!

26-<

&

A7

P>

=

%!

+E"0F7B-6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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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

,

:

W#

%

76A

>

?.@-

>

-<7U8.B7<.?@16<.6<1;<0.B018.87

9

.?

$

:07A.A

!

26-<

&

==

%

7<#'

&

""QR#'

$

7

%

76A"!

&

""QR#E

$

U

%

&26.!"!#

辐合抬升作用!配合充足的水汽供应!因此该阶段河

南中东部到山东中南部一带出现了大到暴雨(

#E

日
"!

时$图
(U

%!

+E"0F7

上的低空急流发展东移!

在安徽中部和江苏中部达到了
#'=

,

:

W#

!低涡也

东移至河北)河南和山东的交界处!配合急流出口区

左侧强气旋性切变!引发较强的天气尺度上升气流!

进而触发不稳定能量的释放!产生小尺度的强上升运

动!此时在江苏东北部的整层可降水量高达
("==

以上!因此在
#'

日后半夜主要降水带集中在江苏北

部!淮安市涟水县单站
%0

降水量达到了
+#$E==

(

#E

日白天!我国东部地区转为
E""0F7

弱高压脊控

制!西南气流减弱!不利于强降水的发生!降水过程

逐步结束(

5$5

"

$

月
!@

日至
@

月
#

日南方地区暴雨过程

%

月
!(

日
"+

时至
(

月
!

日
"+

时!台风蔷琵在

西北太平洋上活动!西太副高位置偏南!我国南方地

区经历了一次持续性大范围的强降水天气过程!此

次过程的主要降水区域包括了浙江)湖南)广西等

##

个省$自治区%(从国家站累计降水量分布来看

$图
+

%!共计有
_)"

多个站的降水量超过
#""==

!

有
%!

个站超过
!""==

(主要集中分布在江南南

部地区以及广西北部地区(此外有
'

个站的累计降

水量达到
'""==

以上!分别出现在福建武夷山

$

')($E ==

%)广西资源$

'!+$( ==

%)江西乐平

$

'!($'==

%和浙江开化$

'!_$+==

%(

此次暴雨过程发生在比较有利的大尺度环流背

景下!乌拉尔山高压脊强度偏强!东北亚也为弱高压

脊控制!两脊一槽型形势较为稳定!有利于冷空气南

下影响我国南方地区'西太副高平均脊线位于
!"a3

附近!稳定少动!副高西北侧暖湿的西南气流持续提

供了充足的水汽输送条件(南北冷暖空气的对峙在

长江中下游和江南地区形成南北略有摆动的梅雨

锋!使得此次降水持续时间长)覆盖面广(从
!(

日

!"

时高空环流场配置来看$图
)7

%!从云南北部至江

浙交界处存在一条很长的暖式切变线!在江南地区

的大气整层可降水量基本都在
%"==

以上!湖北东

南和江西西北地区达到
("==

!因此
!(

日的主降

水带位于西南地区东部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到了

!)

日
#'

时$图
)U

%!低空西南急流有所加强!中路和

东路偏北气流也有所加强!因此整层可降水量大于

%"==

区域随之南压!维持在江南的切变线也有所

调整!东段暖式切变有所南压!至
!+a3

附近!湖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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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

时至

(

月
!

日
"+

时累计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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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

时$

U

%和

_"

日
!"

时$

@

%

E""0F7

位势高度场$等高线!

单位&

A7

P>

=

%!

+E"0F7

风场$风羽!

单位&

=

,

:

W#

%和整层可降水量$阴影!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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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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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之间以冷式切变为主!云贵暖式切变维持!因此

!)

日的较强降水主要位于江西北部)浙江南部)四

川东南部)贵州中东部)湖南西部以及广西北部(到

了
_"

日
!"

时$图
)@

%!副高西伸!低空西南急流达

到了
#%=

,

:

W#

!整层可降水量大值区$大于
%"

==

%也随之北抬!其中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的部分

地区达到了
("==

以上(与此同时!西南地区上空

E""0F7

存在一个高空短波槽!低层中东段暖式切

变北抬至
_#a3

附近!

%

月
_"

日至
(

月
#

日的东部

主雨带也随之北抬至江南北部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

"

热带气旋活动概况

%

月!我国南海及西太平洋台风活跃程度接近

历史同期平均水平$

#$(

个%!总共有
!

个台风生成

$表
!

%!月内无台风登陆我国大陆!较常年同期$

"$%

个%偏少(

'

号台风小熊前期$

#!

日上午%经过我国

海南岛时仅为热带低压级别!穿越海南岛后在
#!

日

#%

时在我国北部湾加强为今年第
'

号台风小熊!

#_

日
"(

&

'E

前后!-小熊.在越南北部的清化省沿海登

陆!登陆时为热带风暴级别!

#_

日
#'

时!因其强度

进一步降低!难以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停止

对其编号(受-小熊.影响!

##

+

#!

日!海南岛出现

了较强风雨天气!主要集中在海南省东部)中部和南

部地区!

#'

个市县雨量超过
E"==

!最大降水量为

##)$_==

!位于保亭什玲镇(台风蔷琵于
%

月
!_

日
"+

时在位于关岛西偏北约
E#"V=

的洋面上生

成!生成时中心最大风力
+

级$

#+=

,

:

W#

%!中心气

压为
#""_0F7

(

!%

日
"+

时其强度达到最大!升级

为台风级别!中心风速达到
__=

,

:

W#

!中心气压达

到
)(+0F7

!随后从
!%

日
#(

时强度逐渐减弱!中央

气象台于
%

月
!(

日
!"

时对其停止编号(

E

"

其他灾害天气

A$#

"

强对流天气

%

月以来!受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系统共同作用

下!全国共发生
#"

次强对流过程!主要发生在东北)

华北和黄淮等地$国家气候中心!

!"!#

%(月初!在东

北冷涡持续影响下!我国东北)华北)黄淮出现较大

范围的强对流天气!发生短时强降水同时伴有雷暴

大风和冰雹!

#

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尚志市)阿城区发

(%##

"

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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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龙卷事件!造成多名人员伤亡(

#!

+

#'

日!内蒙

古多地遭受风雹灾害!损失较大(

!E

+

!%

日!内蒙

古中部)河北北部)北京)天津北部等地飑线过境!出

现雷暴大风和冰雹!最大小时雨量达到
++$'==

(

!E

日
#'

+

#E

时!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与河

北省沽源县交界地区有超级单体生成!并出现龙卷!

造成多人死亡(

_"

日!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

苏皖北部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安徽北

部最大小时雨量达
#"!$%==

(

表
!

"

!"!#

年
$

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统计

6-)70!

"

B>CC-,

1

3D+,3

;

9.-7.

1

.73:0*

E

0:0,-+049:F3,+G20*+H-.9D9.-:4B3>+GIG9:-B0-9:=>:0!"!#

编号 命名 生成时间*
QR

纬度*
a3

经度*
aL

强度极值*
0F7

风速*$

=

,

:

W#

%

登陆时间和地点

!#"'

小熊

$

b1

P

2=7

%

#!

日
#%

时
#)$" #"+$' ))" !"

#_

日
"(

&

'E

在在越南北部的清化省

沿海登陆!

#_

日
#'

时停止对其编号

!#"E

蔷琵

$

D07=

>

-

%

!_

日
"+

时
#E$) #'"$+ )(+ __

!(

日
!"

时!在日本东南洋面变性为

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

A$!

"

高
"

温

受北方高空暖性高压环流形势控制和西太副高

影响下!

%

月我国中东部出现多次阶段性区域高温

天气过程!主要集中在
'

+

)

日)

##

+

#_

日)

#'

+

!"

日)

#)

+

!'

日和
!%

+

_"

日(其中
'

+

+

日华北南

部)黄淮)江淮及湖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出现的

高温过程影响范围广)强度强(河南博爱和焦作等

多地)河北任县)陕西白河日最高气温超过
'"H

(

#%

个观测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极端事件标准$国家气

候中心!

!"!#

%(

A$5

"

干
"

旱

%

月上旬和下旬!西南东部和华南出现明显降

水过程!前期旱情进一步缓解!但云南西部)四川东

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和西南部等地降水偏少!

部分地区干旱持续(上旬!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南

部)黄淮及甘肃南部等地由于降水持续偏少旱情发

生并快速发展!部分地区有中度气象干旱'中旬受明

显降水影响!旱情得到一定程度缓解'下旬黄淮西部

等地受高温少雨的影响气象干旱再次发展(截止
%

月底!云南西部和东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安徽

中部)河南中部)甘肃南部等地依然存在中等及以上

程度气象干旱!局部地区达到了特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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