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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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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环流特征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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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带高压明显偏西*

%

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
##%$+>>

!较常年同期$

#"F$!>>

%偏多
#!G

'全国平均气温为
!#$#H

!较常年

同期$

!"$%H

%偏高
"$+H

*月内共出现了
#"

次区域性强降水过程!其中
#

次降水活动与台风有关*共有
'

个热带气旋$风力

%

级以上%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活动!其中台风卢碧先后登陆我国广东和福建*月内!南方遭受暴雨洪涝灾害'西北东部

等地气象干旱持续'华南西北部+江南西南部及四川东南部等地高温日数多'多地遭受强对流天气灾害!部分地区受灾较重*

关键词!大气环流!副热带高压!台风!洪涝!干旱!高温!强对流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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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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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
"

水

!"!#

年
%

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
##%$+>>

!较常

年同期$

#"F$! >>

%偏多
#!G

*从空间分布看

$图
#

%!黄淮西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汉大部+江

南北部+西南西南部和东北部及陕西东南部等地降

水量在
!"">>

以上!其中重庆中部和北部的降水

量超过
'"">>

'东北大部+华北西部+黄淮东北部+

江淮大部+江南南部+华南大部及内蒙古东北部+西

藏东部+四川西部+云南东部+贵州大部等地降水量

在
#""

"

!"">>

'其他地区降水量在
#"">>

以下'

与常年同期相比$图
!

%!黄淮西部+江汉+江南北部

和东部+西南东北部及新疆东北部+陕西东南部+内

蒙古东部+辽宁西北部+吉林西部等地偏多
F

成以

上!其中新疆东北部的局部+陕西东南部局部+湖北

西部+重庆大部等地偏多
#

"

!

倍'新疆东南部+青海

西北部+甘肃西北部和东南部+内蒙古西部+宁夏北

图
#

"

!"!#

年
%

月全国降水量分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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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全国降水量距平百分比分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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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等地偏少
F

成以上!其中部分地区偏少
%

成以上

$国家气候中心!

!"!#

%*

#$!

"

气
"

温

!"!#

年
%

月!全国平均气温为
!#$#H

!较常年

同期$

!"$%H

%偏高
"$+H

*从空间分布来看$图
+

%!

东北西部及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北部+北京东北部+

湖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气温偏低
#

"

!H

!而

西藏大部+青海南部+四川西部+云南东南部+贵州南

部+广西西部和东北部等地偏高
#

"

!H

!局部地区

偏高
!H

以上'全国其余地区接近常年同期$国家气

候中心!

!"!#

%*

!

"

环流特征与演变

!$#

"

环流特征

图
'

为
!"!#

年
%

月北半球
F""-I2

月平均位

势高度场及距平分布图*与常年同期环流形势对

比!

!"!#

年
%

月北半球环流形势具有以下主要特

点*

!$#$#

"

极涡呈单极型分布!亚洲中高纬呈两槽一脊

型

%

月北半球极涡呈(单极型)分布$图
'

%!其主体

位于伊丽莎白女王群岛以北地区!极涡中心低于

F+)B2

=?

>

!并伴有
#"B2

=?

>

的明显负距平!表明

北半球极涡较常年同期偏强!冷空气势力也较常年

偏强*北半球中高纬西风带呈(

)

波型)分布!高空

槽分别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至巴尔干半岛+西西

伯利亚平原至伊朗高原+中西伯利亚高原至我国东

北部+白令海至夏威夷群岛+维多利亚岛至惠特尼

图
+

"

!"!#

年
%

月全国平均气温距平分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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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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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北半球
F""-I2

平均位势

高度场$

2

%和距平场$

P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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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巴芬湾至亚速尔群岛地区*亚洲中高纬为(两槽

一脊)的环流形势!(一脊)位于斯塔诺夫山脉地区!

(两槽)分别位于西西伯利亚平原至伊朗高原+中西

伯利亚至我国东北部一带!并分别伴有
%B2

=?

>

的

正距平区和弱的负距平区!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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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月我

国西北东部地区气温偏高!降水偏少!一些地区气象

干旱持续*

!$#$!

"

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位置明显偏东偏北

%

月!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副高%

主体位于
#F"̂Z

以东地区!其西脊点位于
!F̂R

+

#!!̂Z

附近!较常年气候平均位置$

+"̂R

+

#+'̂Z

%$王

!

和张玲!

!"#%

'周冠博和高拴柱!

!"#J

'刘达和张

玲!

!"!"

%明显偏西*月内南海及西北太平洋共有
'

个台风生成!其中台风卢碧先后在广东省汕头市和

福建省漳州市登陆*

!$!

"

环流演变与我国天气

图
F

给出了
%

月各旬欧亚地区
F""-I2

平均高

度场的环流演变*

%

月上旬$图
F2

%欧亚大陆中高纬

呈现(两槽一脊)型&黑海地区一带为深厚的槽区'里

海以北地区受高压脊控制'我国东北至我国中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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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内副高主体位置偏东!因此旬内生

成的
!##"

号台风银河和
!###

号台风妮妲均是远海

转向!

!#"J

号台风卢碧在登陆我国之后也是一路东

北行*从逐日环流演变看$图略%!

F

-

)

日!受台风

卢碧的影响!广东东部沿海+福建沿海+浙江南部沿

海地区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

(

-

%

日!受低涡+低

层切变线的影响!四川盆地东部+贵州北部+陕西南

部+湖北北部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

J

-

#"

日!受低

层切变系统的影响!湖北东北部+湖南中北部+广东

中南部出现暴雨*

图
F

"

!"!#

年
%

月上旬$

2

%+中旬$

P

%+

下旬$

A

%

F""-I2

位势高度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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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中旬$图
FP

%!欧亚中高纬环流形势的经向

度明显加大*旬内!里海以北的高压脊明显加强'黑

海附近的低压区维持'巴尔喀什湖至伊朗高原为深

厚的槽区'我国东北至我国中东部地区依然受浅槽

控制'旬内副高明显西伸!并且由块状高压转变为带

状高压*从逐日环流演变看$图略%!

##

-

#!

日!受

低层切变系统的影响!湖北中部+安徽南部+浙江北

部出现暴雨'

#J

-

!"

日!受低层切变系统的影响!河

北东南部+山东西部+河南东北部出现暴雨*

%

月下旬$图
FA

%!中高纬环流形势的经向度有

所减小*旬内!波罗的海至地中海受低压槽控制'里

海附近地区依然受高压脊控制'我国东北地区为低

槽区'副高依然偏西偏强*从逐日环流演变看

$图略%!

!#

-

!!

日!受低涡+低层切变系统的影响!

吉林东南部+陕西中部和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北

部出现暴雨'

!!

-

!+

日!受低涡+切变系统的影响!

河南大部+山东西部+四川中南部和东部+重庆出现

暴雨'

!+

-

!'

日!受低层切变系统的影响!湖南西北

部+湖北中南部+山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部+江

苏东北部和南部出现暴雨'

!F

-

!)

日!受低层切变

线和低涡的影响!四川盆地+贵州北部+重庆北部+湖

北西部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

!%

-

+#

日!受低层切

变系统的影响!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湖

北西北部+河南大部+山东中部和北部+山西南部+河

北南部等地出现暴雨*

+

"

主要降水过程

5$#

"

概
"

况

%

月!全国有
F'

个站出现极端日降水量事件!

主要分布在东北北部+黄淮+江汉及四川大部+陕西

南部等地!其中黑龙江乌伊岭$

###$)>>

%+湖北宜

城$

+#!$J>>

%等
#'

个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全

国有
#!!

个站出现极端连续降水日数事件!主要分

布于我国东北南部+华北东部+江淮南部+江南东部+

华南东部及内蒙古东部等地!其中广东廉江$

!FB

%

和河北丰南$

##B

%等
#J

个站的连续降水日数超过

历史极值$国家气候中心!

!"!#

%*月内主要出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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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表
#

"

!"!#

年
$

月主要降水过程

6-)70#

"

8-9:

;

,0.9

;

9+-+93:0<0:+*9:(=

>

=*+!"!#

降水时段 主要影响系统 影响区域及降水强度

F

-

)

日 台风卢碧 海南北部+广东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部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

(

-

%

日 低涡+低层切变线 四川盆地东部+贵州北部+陕西南部+湖北北部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

J

-

#"

日 低层切变系统 湖北东北部+湖南中北部+广东中南部出现暴雨

##

-

#!

日 低层切变系统 湖北中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出现暴雨

#J

-

!"

日 低层切变系统 河北东南部+山东西部+河南东北部出现暴雨

!#

-

!!

日 低涡+低层切变系统 吉林东南部+陕西中部和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出现暴雨

!!

-

!+

日 低涡+切变系统 河南大部+山东西部+四川中南部和东部+重庆出现暴雨

!+

-

!'

日 低层切变系统
湖南西北部+湖北中南部+山东南部+江西北部+

安徽中部+江苏东北部和南部出现暴雨

!F

-

!)

日 低层切变线+低涡 四川盆地+贵州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

!%

-

+#

日 低层切变系统
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

河南大部+山东中部和北部+山西南部+河北南部等地出现暴雨

5$!

"

台风卢碧降水过程分析

%

月
F

-

)

日!受(卢碧)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各

省出现
!F

"

F">>

降水!海南北部+广东南部+福建

东部和南部+浙江东部的降水量超过
F">>

!局部

地区超过
#"">>

!其中福建宁德$

#J#$%>>

%+福建

莆田$

#)+$+>>

%+浙江平阳$

#FF$(>>

%+福建福鼎

$

#F+$)>>

%和浙江三门$

#F"$F>>

%超过
#F">>

*

降水使我国华南地区的气象干旱得到有效缓解$国

家气候中心!

!"!#

%*广东中东部沿海地区和海面出

现了大风
(

"

J

级+阵风
#"

"

##

级*

""

%

月
F

-

)

日!季风槽内的热带气旋比较活跃

$图
)

%!除了台风卢碧之外!西北太平洋还同时存在

多个热带低压!虽然中高纬的形势场呈纬向型分布!

但是西风带中多波动!随着西风槽的东移!副高主体

明显东退!但
F%'B2

=?

>

依然有高压坝稳定维持!

(卢碧)主要受到西南季风的引导向东北方向移动!

依次经过粤西海面+珠江口外海面+粤东海面!最后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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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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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F

日
"%

时$

2

%和
)

日
"%

时$

P

%的
F""-I2

位势高度场$实线!单位&

B2

=?

>

%

和
%F"-I2

风场$箭矢%

X9

=

$)

"

S-<F""-I2

=

<.

?

.;<5;926-<9

=

-;

$

/59;

&

B2

=?

>

%!

%F"-I2C95B

$

T<A;.@

%

2;"%

&

""1SF

$

2

%

25B"%

&

""1S)

$

P

%

4/

=

/8;!"!#

分别在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县和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

沿海登陆*由于(卢碧)南侧的水汽输送明显比北侧

强!因此其结构呈现出显著的不对称分布!其螺旋雨

带主要集中在台风中心的南侧!导致强降雨主要分

布在广东省南部沿海!最大风主要出现在台风南侧

的珠江口外海面和粤东海面!另外受到台风外围的

对流云和飑线影响!广东西部及广西玉林出现了特

大暴雨*

F

日
#'

时!在(卢碧)的东侧分别有(银河)

和(妮妲)两个台风生成!西南季风的水汽输送逐渐

流向东侧的这两个台风!

)

日开始台风卢碧环流明

显减弱!其水汽通量由
+$J̀ #"

a!

_

=

.

>

a#

.

8

a#减

弱为
+$)̀ #"

a!

_

=

.

>

a#

.

8

a#

!而(卢碧)东侧的台

风银河水汽通量则明显增大$图
(

%*但受到多涡旋

的共同影响!台风卢碧减弱后的残余环流移动缓慢!

一直在福建东南部近海海面上徘徊!影响时间长!东

南气流水汽输送在福建中南部引起较强的水汽辐

合!同时台风倒槽中的水汽输送依然明显!主要强降

水分布在海南北部+广东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

江东部地区*

'

"

热带气旋活动

%

月!南海及西北太平洋共有
'

个台风生成

$表
!

%!生成个数较常年同期$

F$%

个%偏少
#$%

个'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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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F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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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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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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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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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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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场$流线%+

水汽通量$阴影!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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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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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年
$

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生成简表

6-)70!

"

6,3

;

9.-7.

1

.73:0*-.+9<09:?3,+@20*+0,:A-.9B9.-:4+@0C3=+@D@9:-C0-9:(=

>

=*+!"!#

编号 台风名称
生成时间及位置

时间,
1S

纬度,
R̂

经度,
Ẑ

强度极值

气压,
-I2

风速,$

>

.

8

a#

%

!#"J

卢碧
%

月
'

日
"%

时
!'$+ ##%$! J%F !+

!##"

银河
%

月
F

日
#'

时
!($) #++$% JJ" !+

!###

妮妲
%

月
F

日
#'

时
+!$( #'($' JJ" !+

!##!

奥麦斯
%

月
!"

日
!"

时
#J$! #!J$J JJF !+

其中台风卢碧于
%

月
F

日先后在广东省汕头市和福

建省漳州市登陆!总登陆台风个数较常年同期$

#$J

个%偏少
"$J

个*

""

台风卢碧的中心于
%

月
F

日
##

&

!"

前后在广东

省汕头市南澳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

力为
J

级$

!+>

.

8

a#

!热带风暴级%'

F

日
#)

&

F"

前

后以热带风暴级$

%

级!

#%>

.

8

a#

%在福建省漳州市

东山县沿海再次登陆*(卢碧)是
!"!#

年第一个登

陆粤东的台风!具有(近岸形成+沿岸东行+结构偏

心)的特点*

#

近岸形成&热带低压在距离广东省湛

江东部沿海
#"_>

的海面上形成!其后在距离深圳

大鹏半岛沿海约
#("_>

的近海发展为台风卢碧并

缓慢加强'

$

沿岸东行&(卢碧)在粤西近海生成后沿

广东省海岸线向偏东方向移动!依次经过粤西海面+

珠江口外海面+粤东海面最后在汕头沿海地区登陆'

%

结构偏心&(卢碧)具有明显的结构不对称的特点!

其螺旋雨带主要集中在台风中心的南侧!导致强降

雨主要分布在广东省南部沿海!最大风主要出现在

台风南侧的珠江口外海面和粤东海面!陆地大风范

围小!风力较弱*

F

"

其他极端天气

E$#

"

南方遭受暴雨洪涝灾害

%

月
(

-

#!

日!南方地区出现持续性降雨*受

此次降水影响!长江中下游地区多县受灾'四川+重

庆+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浙江+江苏等地共
(!$!J

万人受灾'近
!""

间房屋倒塌!

+J""

余间受到不同

程度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达
!+"_>

!

!其中绝收面

积为
!)_>

!

'直接经济损失达
%$%

亿元*另外!本

次降水致使重庆+湖南+湖北+浙江等地十余条中小

河流超警戒水位!太湖平均水位上涨!超过警戒水位

$国家气候中心!

!"!#

%*

E$!

"

西北东部等地气象干旱持续

%

月上中旬!福建南部+广东大部+广西南部等

地出现明显降水过程!上述地区的气象干旱得到解

除'而西北东部+华北西部及内蒙古中部+黑龙江东

部等地降水偏少+气温偏高!气象干旱持续或发展*

%

月下旬!东北地区有明显降水!干旱缓和*广西+

海南降水偏少!干旱再次露头*截至
%

月底!西北东

部及内蒙古西部+山西西北部+黑龙江东北部+广西

东南部+海南西南部等地存在中到重度气象干旱$国

家气候中心!

!"!#

%*

E$5

"

华南西北部"江南西南部及四川东南部等地高

温日数多

""

%

月!全国平均高温日数为
!$%B

!较常年同期

$

!$JB

%略偏少*与常年同期相比!四川东南部+贵

州东南部+湖南南部+广西西部+海南大部偏多
+

"

FB

!海南高温日数为
#J)#

年来同期第二多*有
#'F

个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极端阈值!其中甘肃+广

西+贵州+湖北+湖南+陕西+四川等
(

省$自治区%的

!%

个站破历史极值'有
#"'

个站极端连续高温日数

达到或超过极端阈值!其中广西+贵州+湖南+四川等

'

省$自治区%的
#(

个站达到或超过历史极值*持

续高温对电力供应造成一定影响$国家气候中心!

!"!#

%*

E$F

"

多地遭受强对流天气灾害

%

月!全国共有
#+

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现了

强对流天气灾害!新疆等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作物

受灾较重*

%

月
#)

日!新疆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普

遍出现大风+强降雨+冰雹等天气过程!有
)

"

(

级偏

北阵风!部分乡镇达
J

级*经统计!造成农作物+林

果等受灾面积为
#J'_>

!

!经济损失约为
+$#

亿元

$国家气候中心!

!"!#

%*

致谢!感谢国家气象中心刘扬提供的降水量+降水距

平和温度距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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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架

#碳中和目标下$一带一路%未来平均与极端气候变化预估&

张井勇 等 著

全球气候系统持续暖化!高影响极端气象灾害事件频

发!对(一带一路)沿线人们的健康与福祉+经济社会发展与

生态环境造成深远影响*该书聚焦在(一带一路)的(六廊六

路多国多港)建设框架所在区域!对碳中和目标下未来平均与

极端气候变化开展了系统预估研究*研究成果有望为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有效防范与应对气候风险+增强气候

韧性与适应能力以及促进面向碳中和的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提

供科学参考*该书可供政府决策机构+相关研究领域学者+高

校教师与研究生+管理与技术人员等社会各界人士参考*

"

#)

开
"

定价&

)F$""

元

#论文写作"科技交流与审稿!成为杰出科学家的必由之路&

Y2T9BD$3A-/6;Q

著 孔海江 等 译

该书值得所有科技工作者!甚至是准备走向科研科技岗

位的学生所拥有*它会告诉你如何撰写和发表科技论文+如

何参加同行评审+如何作科学演讲及如何与公众交流*该书

最动人之处在于它着眼于每一个流程和细节的实操性指导!

而非仅仅针对概念或道理的叙述!这一点!在你翻阅目录时

便有可能被深深吸引*当然!其中也会有一些你很想了解但

从未有人告知的秘密!比如!科技期刊是如何组织审稿+审稿

人是如何作出决定的等内容*优秀科研人员绝不是只一心

闷头搞研究!还需要跟同行交流+与公众互动!不断地通过各

种方式去提高+去深入*这些!都值得作者细细品读*

"

#)

开
"

定价&

#F"$""

元

#区域环境气象系列丛书!甘肃环境气象&

杨建才 主编

该书是关于甘肃省环境气象基本特征和业务流程及环

境气象模式的一本专著!系统总结了甘肃省环境气象业务和

研究工作!综述了当地自然地理特征和气候特征及社会发展

现状!以及甘肃省环境气象监测及站网建设'重点分析了甘

肃省大气环境时空分布特征!包括空气质量的时空分布演变

及雾+霾+酸雨的相关特征!以及气溶胶厚度的分布特征和沙

尘气候特征'阐述了甘肃省重污染机理!重点研究分析了兰

州市大气污染气象条件以及河西西部工业区污染典型个例*

此外!还介绍了甘肃省环境气象主要模式的框架+物理过程+

参数化方案及资料同化*这些内容有利于读者系统了解甘

肃省环境气象业务进展和科研工作!可供相关领域的研究+

教学人员和学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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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环境气象系列丛书!安徽污染性天气监测评估与预报&

石春娥 等 著

该书介绍了著者有关安徽雾+霾+酸雨等污染性天气的

特征+形成机制及预测预报方法的研究成果*内容涉及雾+

霾和酸雨的时空分布+气候变化及成因!雾+霾预报方法!雾

的数值模拟!降水和气溶胶离子组分!气溶胶输送路径以及

形成重污染的动力+热力条件!环境气象业务*研究从分析

客观事实入手!结合多源观测资料!借助外场观测和数值模

拟等多种手段!由现象揭示问题的科学本质*该书内容有助

于读者系统+深入地认识中国东部地区近半个世纪污染性天

气变化情况以及变化机制!可以为相关监测和预报预警工作

提供科学基础*该书适用于大气物理+大气化学+大气环境+

气候变化+环境气象等专业领域!也可供相关领域的研究+教

学人员和学生参考*

"

#)

开
"

定价&

#+F$""

元

"

气象出版社网址&

-;;

?

&

#

CCC$

d

UAP8$A.>

!

Z*>296

&

d

UAP8

!

A>2$

=

.T$A5

联系电话&

"#"a)%'"%"'!

$发行部%!

"#"a)%'"("!#

$读者服务部%

传真&

"#"a)!#()'!%

!+'#

""""""""""""""""""" "

气
""

象
""""""""""""""" "" """

第
'(

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