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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８月大气环流和天气分析

王　皘　董　林
国家气象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提　要：２０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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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欧亚地区中高纬环流呈纬向

型，里海北部高压脊异常偏强。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较常年异常偏西偏强。８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２．４℃，较常年同期

（２１．１℃）偏高１．３℃；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８２．４ｍｍ，比常年同期（１０７．１ｍｍ）偏少２３．１％。月内，高温日数异常偏多，区域高温

过程持续影响我国，长江流域等地气象干旱持续发展，我国出现８次暴雨过程。８月共有５个热带气旋在南海和西北太平洋

活动，其中２２０７号台风木兰和２２０９号台风马鞍登陆我国，生成和登陆个数较常年偏少。强对流天气多发，局地受灾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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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２２年８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２．４℃，较常年

同期（２１．１℃）偏高 １．３℃，全国平均降水量为

８２．４ｍｍ，较常年同期（１０７．１ｍｍ）偏少２３．１％。月

内，高温日数异常偏多，区域高温过程持续影响我

国；长江流域等地气象干旱持续发展；８次区域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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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影响我国，与常年同期相比呈北多南少；生成和

登陆台风均略偏少；强对流天气多发，局地受灾重。

１　天气概况

１．１　降　水

２０２２年８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８２．４ｍｍ，较

常年同期（１０７．１ｍｍ）偏少２３．１％，为１９６１年以来

历史同期第三少（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２２）。从空间分

布看，东北地区北部、华北大部、华南南部及云南、四

川东南部和北部、重庆北部、青海东部、甘肃西南部、

陕西东北及南部、内蒙古中部、山东大部、江苏北部

等地降水量在１００ｍｍ以上，华南南部及云南南部、

山西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降水量在２００ｍｍ以上，

局地超过４００ｍｍ；全国其余大部地区降水量普遍

在１００ｍｍ以下，其中新疆南部和北部部分地区、内

蒙古西北部、甘肃西北部、青海西北部、湖南中部、江

西中西部部分地区降水量不足１０ｍｍ（图１）；与常

年同期相比（图２），东北中部及北部、华北中部及内

图１　２０２２年８月全国降水量分布（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２（ｕｎｉｔ：ｍｍ）

图２　２０２２年８月全国降水量距平

百分率分布（单位：％）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２（ｕｎｉｔ：％）

蒙古中东部、甘肃中部、青海西部和东北部、新疆中

西部、西藏西南部等地偏多５成至２倍；山西北部、

内蒙古中部、新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偏多２倍以上；

全国其余大部地区降水偏少或接近常年同期，华中

大部、华东中南部、华南北部及新疆北部和东南部、

甘肃西北部、内蒙古西北部和东北部、西藏中东部、

四川东南和西南部、重庆大部等地偏少５～８成，江

西中部、湖南大部、新疆局部等地偏少８成以上（国

家气候中心，２０２２）。

１．２　气　温

２０２２年８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２．４℃，较常年

同期（２１．１℃）偏高１．３℃，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

最高（图３）。全国除东北大部及内蒙古东北部、新

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气温偏低外，其余大部地区气

温偏高或接近常年同期，其中华东大部、华中、西北

大部、西南大部及西藏东部等地偏高２～４℃，局部

偏高４～６℃（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２２）。

２　环流特征和演变

２．１　环流特征

２０２２年８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

及距平场的水平分布（图４）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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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北极圈内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北部附近和巴芬

岛，两个极涡中心强度均低于５４４ｄａｇｐｍ（图４ａ）。

从距平场可以看出，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北部附近

图３　２０２２年８月全国平均气温

距平分布（单位：℃）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ｙ

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２（ｕｎ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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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２２年８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ａ）平均

位势高度场和（ｂ）距平场（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４　（ａ）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ｂ）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２（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极涡对应弱的负距平，巴芬岛的极涡附近有明显的

负距平，负距平中心值约为－４ｄａｇｐｍ，这表明北半

球极涡较常年同期偏强，极地冷空气势力较常年偏

强。北半球中高纬西风带呈５波型分布，其中北美地

区阿拉斯加附近的高空槽对应正距平（４ｄａｇｐｍ），亚

洲北部的高空槽对应较强的负距平，贝加尔湖以北

存在一个明显的负距平中心，达－１０ｄａｇｐ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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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斯基山脉以南，两支高空

槽均对应负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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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Ｅ附近（图４ａ），较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以及多

年气候平均明显偏西（王皘和张玲，２０１８；周冠博和

高拴柱，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刘达和张玲，２０２０）。副高脊线

较往年同期明显偏北，西伸脊点偏西。副高位置明

显偏西，强度偏强，东亚大陆大部为宽阔的高压区，

并伴有２ｄａｇｐｍ的正距平，从而导致我国高温日数

异常偏多，长江流域等地气象干旱持续发展；月内台

风活动偏少，除登陆台风木兰和马鞍影响华南地区

外，另３个台风均在远海生成，其中台风轩岚诺在８

月底生成。

２．２　环流演变与我国天气

图５所示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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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槽两脊”，咸海以东地

区及我国东北地区为低槽区；里海北部为强高压脊，

贝加尔湖南侧为弱的高压脊，我国中纬度地区环流

比较平直，导致旬内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偏弱；旬内副

高位置偏西偏北，脊线、西脊点分别位于３２°Ｎ、９２°Ｅ

附近，因此，旬末生成的２２０７号台风木兰路径呈现

西北行转西行的特征，登陆广东徐闻。上旬的主要

天气有：８月３—４日，受低涡切变线与偏东风低空

急流影响，华南地区大部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８—

１０日受低层切变线和低空急流影响，华北、黄淮地

区出现暴雨，其中河北邢台及山西沂州、山东潍坊和

青岛等地局地降水量为２００～３００ｍｍ，河北邢台局

地达３２０～３５４ｍｍ；９—１１日，台风木兰和低空急流

在华南地区及云南造成较强降水，广东中南部、广西

南部、海南岛中西部、云南南部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

雨，局地特大暴雨，台风登陆点附近广东阳江局地降

水量达３５０～４３９ｍｍ。

中旬（图５ｂ），亚欧中高纬地区呈现“两槽两脊”

型，黑海北部的高压脊发展，贝加尔湖附近的高压脊

强度减小，东北地区的槽区略微南移，副高稍有南

落，５８８ｄａｇｐｍ等高线北界南落至３８°Ｎ附近，华北

地区的高温有所缓解；副高南落导致旬内近海无台

风活动，仅有２２０８号台风米雷在远海生成并向东北

方向移动。与此同时，由于西南季风加强和副高西

伸，副高西侧西南暖湿气流强劲，在低涡切变线、短

波槽及低空急流的配合下，致使我国西北地区东部、

华北、东北和黄淮地区出现强降雨过程，缓解了前期

的高温及气象干旱。中旬主要天气过程有：８月

１３—１５日，受低涡切变线和低空急流影响，西北地

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累计降水量为５０～

１５０ｍｍ，其中内蒙古鄂尔多斯和辽宁大连局地为

２００～２７０ｍｍ；１７—１９日，西北地区、华北、东北地

区、黄淮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河北衡水和沧州局地降

水量为１８０～３０４ｍｍ。

下旬（图５ｃ），中高纬环流形势有所调整，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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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０２２年８月（ａ）上旬、（ｂ）中旬、（ｃ）下旬

欧亚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５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ａｔ５００ｈＰａ

ｏｖｅｒＥｕｒａｓｉａ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ｏｖｅｒｔｈｅ１ｓｔ（ａ），

２ｎｄ（ｂ）ａｎｄ３ｒｄ（ｃ）ｄｅｋａｄｓ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２

黑海北部的高压脊持续发展并东移至乌拉尔山附

近，巴尔喀什湖附近为一横槽，东北地区的低槽继续

发展，呈现“西高东低”形势。副高进一步南落并加

强西伸，脊线和西脊点分别位于４０°Ｎ、７７°Ｅ附近，

我国西南、华中及华南地区受高压控制，高温加剧，

长江流域等地气象干旱持续发展。旬内２２０９号台

风马鞍生成并向西偏北方向移动，登陆广东电白；

２２１０号台风蝎虎与２２１１号台风轩岚诺在远海１５０°Ｅ

附近生成。下旬的主要天气过程有：８月２１—２２

日，受切变线和低空急流的影响，西北地区、华北、东

北地区、黄淮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陕西商洛、河南

南阳、山西吕梁以及河北张家口、石家庄、衡水和沧

州、山东德州、潍坊和青岛等地累计降水量达１００～

１６０ｍｍ，河北衡水和沧州等局地累计降水量达１８０

～３０４ｍｍ；２４—２６日，受台风马鞍影响，广东南部、

广西中南部、海南岛、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累计降水

量有５０～１００ｍｍ，广东江门、阳江、茂名和湛江，广

西防城港和崇左，海南海口、澄迈、东方和乐东等地

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达１５０～２３０ｍｍ，广西防城港

局地高达２５０～３４４ｍｍ；２７—３０日，低涡切变系统

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至黄淮一带造成较强降

水，四川巴中、达州、广元、成都及重庆城口和开县、

陕西汉中等地达２００～４８４ｍｍ；上述地区最大小时

降水量３０～６２ｍｍ。

３　高温天气

３．１　概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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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气象台自７月２１日开

始连续发布高温预警，８月１—３０日持续发布总计

６０期高温预警，其中包括黄色预警２２期，橙色预警

１６期，红色预警２２期。

３．２　干热特征明显

８月高温过程中，位于里海北部４０°～６０°Ｅ的

大陆高压脊异常偏强，正距平达１４ｄａｇｐｍ（图４ｂ），

伊朗高压异常东伸，副高与伊朗高压几乎打通，强度

明显偏强，强度中心偏西（图５），为异常高温的形成

创造了有利的环流条件。高压脊前和副高内强烈的

晴空辐射、下沉增温等因素共同导致了持续异常偏

长偏强的高温天气。

８月我国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主要集中在四川盆

地、长江中下游和东部沿海地区，单日极大值为重庆

北碚的４５℃，突破历史极值。在暖高压的控制之

下，盛行下沉气流有利于地面增温，加之大范围高压

控制下空气较为干燥，不易成云，使得太阳辐射更容

易到达地面，导致高温强度强、范围大。８月中旬，

四川盆地、陕西南部、江汉、江淮西部、江南中北部等

地出现３７℃以上高温天气，四川东部、重庆、陕西东

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中部等地达４０～４３℃。以

北碚为代表站，可见８月高温过程呈现温度持续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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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干热特征明显的特征（图６），９—２７日，北碚站温

度露点差超过２０℃。１８日、１９日，北碚最高温度达

４５℃，温度露点差分别为２６．４℃、２７．０℃，该站持续

的高温过程在２９日开始的降水过程后方得到缓解。

３．３　逆温层利于高温维持

８月２０日，四川盆地、陕西南部、江汉、江淮、江

南及贵州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３５℃以上高温

天气，四川东北部、重庆、湖北西部和东南部、湖南西

北部、浙江中东部等地４０～４３℃，重庆彭水４３．９℃；

四川、重庆、陕西、湖南、湖北、浙江等地共６５个国家

站气温突破历史极值。以浙江杭州为例，强下沉运

图６　２０２２年８月重庆北碚最高温度、

最低温度与露点温度

Ｆｉｇ．６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ｐｌｏｔｏｆ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ｄｅｗｐｏｉ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Ｂｅｉｂｅｉｏ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２

图７　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０日（ａ）０８时、（ｂ）２０时杭州站探空曲线

Ｆｉｇ．７　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ｏｆ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ａｔ（ａ）０８：００ＢＴａｎｄ（ｂ）２０：００ＢＴ２０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２

动区与极端高温对应良好，由于干绝热下沉，存在逆

温层，逆温层抑制对流运动的发展和水汽垂直输送，

导致副高控制地区的天气以晴朗、少云、微风、炎热

为主。

８月２０日２０时，浙江杭州逆温层底位于９２５ｈＰａ

以下，热量在逆温层底交换，使近地层快速升温。逆

温层的存在有利于边界层内热量积蓄及高温的形成

和维持。

４　主要降水过程

４．１　概　况

２０２２年８月全国平均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主

要的降水过程有８次（表１），其中热带气旋活动造

成的降水过程有２次，均影响华南地区和西南地区

东部，影响范围集中。全国共有３４个国家级气象站

日降水量突破８月历史极值，主要分布在河北、内蒙

古、山西、甘肃等地，其中河北任县（２９８．７ｍｍ）、巨

鹿（２０１．３ｍｍ）、内蒙古伊金霍洛旗（１６９．８ｍｍ）等

１９个站突破历史极值。

４．２　台风马鞍降水过程

台风马鞍导致的降水以台风内核降水和台风外

围雨带降水为主，无冷空气作用，主要水汽通道来自

南海西南季风的输送。“马鞍”于菲律宾吕宋岛以东

洋面生成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加强，穿过

吕宋岛后以强热带风暴级的强度进入南海，并于２５

日１０：３０前后以台风级的强度（１２级，３３ｍ·ｓ－１）

登陆广东电白沿海。受其影响，２４—２６日，广东南

部、广西中南部、海南岛、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累计

降水量达５０～１００ｍｍ，广东江门、阳江、茂名和湛

江，广西防城港和崇左，海南海口、澄迈、东方和乐东

等地部分地区达１５０～２３０ｍｍ（图８）。

“马鞍”登陆前，我国华南大部地区受副高控制，

地面气温较高，不稳定能量较大，“马鞍”受到副高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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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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狊犲狏犲狉犲犾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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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

降水时段 主要影响系统 影响区域及降水强度

３—４日 低涡切变线、偏东风低空急流 广西东部、广东、福建东南部、台湾岛中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

８—１０日 切变线、低空急流
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山东中北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

暴雨

９—１１日
台风木兰、低涡切变线、低空

急流

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中西部、云南南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

大暴雨

１３—１５日 低涡切变线、低空急流

青海东北部、甘肃中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和东南部、山西中部和北部、河北中部

和东北部、北京西北部、天津中部、辽宁辽东半岛、吉林东部及山东中部、江苏北

部、安徽西北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内蒙古和辽宁局地有特大暴雨

１７—１９日
低涡切变线、短波槽、低空急

流

四川盆地西部、甘肃东部、内蒙古中部偏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东北部、北京北

部、天津、山东西北部、辽宁南部、吉林西部、黑龙江中部和东北部出现暴雨到大

暴雨，内蒙古和河北局地有特大暴雨

２１—２２日 切变线、低空急流

黑龙江中东部、辽宁东部、青海东北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内蒙古中部、陕西

东部、河南西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东北部和东南部出现

暴雨到大暴雨，河北局地有特大暴雨

２４—２６日 台风马鞍
广东南部、广西中南部、海南岛、云南西部和南部出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广西

局地有特大暴雨

２７—３０日 低涡切变系统
甘肃东南部、陕西中南部、四川东北部和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南部、山西南

部、河南东部、山东中南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四川和陕西局地有特大暴雨

侧气流引导西偏北行（图９ａ），２４日白天至夜间，强

降水主要由其北侧螺旋雨带造成，主要发生在广东

沿海地区。随着台风趋向华南沿海，大陆高压有所

减弱。“马鞍”登陆前后台风的低层入流和高层出流

都很强（图略），台风结构紧凑，台风中心附近的深对

流发展旺盛，故登陆过程的强降水和强风主要集中

在登陆点附近（图９ｂ），２５日白天，主要降水落区集

中在广东大部及海南等地，局地出现短时强降水。

台风登陆后，沿着带状副高南缘向偏西方向移动，２５

日夜间至２６日白天，降水区进一步向西推进，主要

集中在台风路径北侧，包括广东西部、广西中南部及

云南南部，其中广西防城港局地累计降水量达２５０

～３４４ｍｍ。

５　热带气旋活动

５．１　概　况

８月，南海及西北太平洋的台风活动特点为：生

成与登陆均偏少、双台风活动频繁。具体为共有５

个台风生成（图１０），生成个数较常年同期（５．６个）

偏少０．６个；２个台风（“木兰”和“马鞍”）在我国登

陆，登陆台风个数较常年同期（２．３个）偏少０．３个；

“马鞍”与“蝎虎”分别于８月２１日１４时和２２日１４

时生成，２２日１４时至２５日２０时为双台风共存阶

段；“轩岚诺”与其南侧的热带扰动在８月３０日下午

至９月１日互旋并最终合并。

５．２　南海弱台风木兰引发强降水

２０２２年第７号台风木兰于８月９日上午在南海

中西部洋面上生成，并逐渐靠近我国华南沿海，强度

逐渐加强，于１０日１０：５０前后登陆广东徐闻沿海，登

陆强度为热带风暴级（９级，２３ｍ·ｓ－１），受“木兰”影

响，广东沿海、海南岛东北部沿海、广西东部及东沙、

西沙群岛出现８～９级阵风，局地达１０～１２级，最大

阵风出现在广东阳江（南鹏岛站，１２级，３４．３ｍ·

ｓ－１）。虽然“木兰”的强度仅为热带风暴级，但其造成

图８　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４日０８时至２６日２０时

累计降水量（单位：ｍｍ）

Ｆｉｇ．８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０８：００ＢＴ２４ｔｏ２０：００ＢＴ

２６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２（ｕｎｉｔ：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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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２０２２年８月（ａ）２４日，（ｂ）２５日０８时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

（等值线，单位：ｄａｇｐｍ）和８５０ｈＰａ风场（风羽）

Ｆｉｇ．９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ａｎｄ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ｂａｒｂ）

ａｔ８５０ｈＰａａｔ（ａ）０８：００ＢＴ２４，（ｂ）０８：００ＢＴ２５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２

图１０　２０２２年８月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路径

Ｆｉｇ．１０　Ｔｒａｃｋｓｏｆ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２

的降水影响不可小觑，受“木兰”及低涡切变线等影

响，８月９—１１日华南地区及云南出现较强降雨过

程，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中西部、云南南部

等地累计降水量为５０～１５０ｍｍ，广东珠江口和西

部沿海、广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西北部在１８０～

３００ｍｍ，广东阳江局地达３５０～４３９ｍｍ（图１１）。

　　南海台风木兰生成于季风槽中，台风中心附近

缺少有组织的深对流，低层同时存在多个环流中心，

大风区呈不对称分布（图１２ａ）。９日白天，受台风外

围气流和副高边缘气流辐合的影响，广东南部对流

活动活跃，沿海地区阵风风力达８～１０级，多阵性降

水。１０日白天，“木兰”强度略有加强，中心附近对

流组织性有所改善（图１２ｂ）。“木兰”登陆后向偏西

方向移动，台风本体降水影响粤西沿岸、广西南部及

表２　２０２２年８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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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０７
木兰

Ｍｕｌａｎ
９日１０时 １０日１０：５０ 广东省徐闻县

９级

（２３ｍ·ｓ－１）
９９２ ２３

２２０８
米雷

Ｍｅａｒｉ
１２日０２时 ／ ／ ／ ９９８ ２０

２２０９
马鞍

Ｍａｏｎ
２１日１４时 ２５日１０：３０ 广东省电白县

１２级

（３３ｍ·ｓ－１）
９７０ ３５

２２１０
蝎虎

Ｔｏｋａｇｅ
２２日１４时 ／ ／ ／ ９５５ ４２

２２１１
轩岚诺

Ｈｉｎｎａｍｎｏｒ
２８日１４时 ／ ／ ／ ９１０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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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２０２２年８月９日０８时至１１日０８时

累计降水量（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１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ｍｍ）ｆｒｏｍ０８：００ＢＴ９ｔｏ

０８：００ＢＴ１１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２

海南部分地区。

５．２　台风轩岚诺发生涡旋合并，路径强度多变

今年第１１号台风轩岚诺于８月２８日１４时在

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３０日凌晨加强为超强台风

级，９月２日早晨减弱为强台风级，４日夜间在东海再

度发展为超强台风级，５日在东海北部转向东北方向

移动，并于７日凌晨在韩国南部海岸登陆，登陆时为

强台风级（４５ｍ·ｓ－１，９５０ｈＰａ）。

“轩岚诺”路径和强度复杂多变，预报难度较大。

“轩岚诺”在路径方面呈现罕见的 “Ｖ型”特征，这主

要是其先西行之后停滞，再转向偏北方向移动所导

致；“轩岚诺”和其南侧的热带扰动发生互旋和合并，

导致其路径、强度和结构突变。基于双台风发生相互

作用的“藤原效应”（Ｆｕｊｉｗｈａｒａ，１９２１；１９２３），Ｌａｎｄｅｒ

ａｎｄＨｏｌｌａｎｄ（１９９３）提出的订正模型，即双台风在开始

几个小时内逐渐接近，然后是一段时间相对稳定的气

旋式互旋，最后是气旋式的合并或远离。８月３０日

下午至９月１日，“轩岚诺”和其南侧的热带扰动发生

气旋式互旋，两个系统的中心距离由８０５ｋｍ（８月３０

日１４时）减小至４０８ｋｍ（９月１日０８时），热带扰动

的云团逐渐拉长、丝化最终并入“轩岚诺”，成为其外

围螺旋雨带的一部分。

“轩岚诺”生成于海表面温度高于２９℃的广阔暖

洋面上，生成初期即开始快速增强，直至发展成为超

强台风，在琉球群岛以东达到其极值强度（６２ｍ·

ｓ－１，９１５ｈＰａ），２４ｈ内最大加强速率高达２７ｍ·

ｓ－１；吞并其南侧的热带扰动后，在干空气侵入及海

洋负反馈的共同作用下，“轩岚诺”强度快速减弱。

图１２　２０２２年８月（ａ）９日１４时，（ｂ）１０日１４时８５０ｈＰａ风场（流线）、风速（阴影）

和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等值线，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１２　Ｔｈｅ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ｓ）ａｎｄ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ｓｈａｄｅｄ）ａｔ８５０ｈＰａａｎｄ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

（ｃｏｎｔｏｕｒ，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ａｔ（ａ）１４：００ＢＴ９Ａｕｇｕｓｔ，ａｎｄ（ｂ）１４：００ＢＴ１０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２

４９４１　　　　　　　　　　　　　　　　　　　 　气　　象　　　　　　　　　　　　　　　 　　 　　　第４８卷　



图１３　台风轩岚诺（ａ）与其南侧热带低压路径强度图，（ｂ）８月３１日１４时

和（ｃ）９月１日０８时ＦＹ４Ａ卫星可见光监测图像

Ｆｉｇ．１３　（ａ）Ｔｒａｃｋａｎ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ＴｙｐｈｏｏｎＨｉｎｎａｍｎｏｒ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ｔｏｉｔｓｓｏｕｔｈ，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ＦＹ４Ａｖｉｓｉｂｌｅｉｍａｇｅｓａｔ

（ｂ）１４：００ＢＴ３１Ａｕｇｕｓｔａｎｄ（ｃ）０８：００ＢＴ１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２

６　其他灾害天气

６．１　干　旱

８月，受持续高温雨少影响，长江流域气象干旱

持续发展，发生大范围夏伏旱事件，８月２７日，长江

流域中旱及以上面积最广达１７６．７万ｋｍ２，其中特

旱达２５．４万ｋｍ２。长江流域自７月以来干旱日数

达２７．１ｄ，较常年同期偏多１６．４ｄ，为１９６１年以来

历史同期第１多。持续高温干旱造成重庆多地先后

发生多起山林火灾；长江干流及洞庭湖和鄱阳湖水

位较常年同期明显偏低，对部分地区水资源及电力

保供影响较大；高温热害叠加干旱对秋粮及秋收作

物、经济作物、蔬菜等生长发育不利，四川、重庆、湖

北、湖南、江西、安徽等省份农牧业受旱较重（国家气

候中心，２０２２）。

６．２　强对流天气

８月，全国共发生５次强对流天气过程，福建、

江苏、内蒙古、青海、甘肃、安徽、黑龙江、新疆、贵州、

陕西、河北、山西和云南等１３个省份部分地区遭受

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影响，其中内蒙古和

云南等地受灾较重（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２２）。

致谢：感谢国家气象中心王冠岚、胡艺提供的降水量、降水

距平和温度距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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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架

《海洋大气微波辐射：边界热与动力相互作用》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Ｇ．Ｇｒａｎｋｏｖ著 杜华栋 等 译

该书讨论了利用卫星被动微波辐射遥感资料，分析海气

界面上热力学变量和动力学过程的方法，并给出了大量新颖

和有启示性的结论。分析的变量和过程所针对的时间范围

覆盖了中尺度、天气尺度、季节性尺度以及年际变化。该书

可作为高等院校气象海洋专业及相关专业人员学习卫星遥

感资料在大气海洋科学中应用的教科书，也可为从事海气相

互作用及相关领域研究的科研人员了解和掌握利用微波遥

感资料研究边界层热与动力相互作用提供参考。

　 １６开　定价：７５．００元

《大气科学前沿译丛：云动力学（第二版）》

ＲｏｂｅｒｔＡ．ＨｏｕｚｅＪｒ．著 张鹏 等 译

该书介绍了云对天气和气候影响的基本知识。作者把

观测、理论和数值模拟结合在一起，揭示了各种不同的云发

生、发展、消亡的观测事实和内在的物理机制：雾、层积云、卷

云相互之间的区别，雷暴、锋面、温带和热带气 旋，以及受山

脉影响的云系为什么有不同的外观表现。该书阐述了与云

有关联的各种尺度的物理过程，其内容全面涵盖雨滴和冰晶

内部的微观尺度过程，以及风暴云系发展中的宏观尺度过

程。随着地球系统观测和数值模拟的功能发展得越来越强

大，它们已经有能力处理诸如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对社会的

影响、风暴预报这样的重要议题了。了解云在大气中的作

用，变得越来越重要。该书提供了理解地球上的云所需要的

基本知识。该书的内容有三个关键要点：（１）全面准确地介

绍了关于云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于研究地球大气的物理过程

至关重要；（２）深入地阐述了从地球上极地到赤道各个地区

云的类型和特征；（３）细致地洞察地球大气中各种尺度的云

中发生的物理和动力过程。

　 １６开　定价：２８０．００元

《青藏高原高寒草甸和高寒草原对气候变化

的差异响应及其机理》

郝爱华 著

作为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是全球海拔最高的独特自

然地理单元，对全球变暖响应敏感。高原地表超过６０％的

区域覆盖草地，高寒草甸和高寒草原是其中分布最广泛、最

典型的两种草地类型，且其生境特征、空间格局、群落结构、

建群种的生理生态特征等迥异。本书以青藏高原两种典型

草地为研究对象，结合遥感、气象和野外调查数据，采用偏相

关分析、主成分分析、广义加性模型、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

揭示了两种草地对气候变化的差异响应机理，对保护青藏高

原生态环境以及恢复治理退化草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１６开　定价：７８．００元

《北极气候（第二版）》

ＲａｊｍｕｎｄＰｒｚｙｂｙｌａｋ著 丁锦锋 等 译

该书主要介绍了当前学界对于北极气候的认知历史和

认知状况，是一本科学综述类书籍。书中通过对大量科学研

究结果的引用和概括，介绍了过去１１０００年内北极气候的历

史，重点描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之后的北极气候及其主要驱

动因素，内容涵盖了大气环流、气候区划、辐射与能量收支、

气温、云、湿度、雾霾等；此外还对未来北极气候变化的情景

进行了展望。该书所提供的各类北极气候数据和信息能够

为在地球科学领域中工作和学习的研究人员或学生们提供

很好的帮助；也能为所有对北极有浓厚兴趣的读者们提供便

利。

　 １６开　定价：１１５．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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