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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年９月大气环流和天气分析

华雯丽　张芳华
国家气象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提　要：２０２３年９月北半球大气环流的主要特征为极涡呈单极型偏向东半球，强度与常年相当，贝加尔湖以西的欧亚中高

纬度环流经向度较大，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较常年明显偏西偏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受平直西风环流影响，而南方大部则受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９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１８．２℃，较常年同期（１６．９℃）偏高１．３℃，江南、华南等地出现高温天气；全

国平均降水量为６９．１ｍｍ，较常年同期（６５．３ｍｍ）偏多５．８％。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有２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偏少；另有台

风苏拉和海葵登陆我国，接连影响华南导致极端强降水，登陆个数接近常年同期。全国共出现６次大范围较强降水过程及

２次强对流天气过程，江苏宿迁、盐城遭受多个强龙卷风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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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天气概况

１．１　降　水

９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６９．１ｍｍ，较常年同期

（６５．３ｍｍ）偏多５．８％。从空间分布看，华中北部

和中部、华东中部和东南部、华南大部以及陕西南

部、甘肃西南部、四川中部和东部、重庆、贵州北部、

云南西部等地累计降水量有１００～２５０ｍｍ，其中华

南南部以及陕西南部、河南东南部、湖北北部、重庆

北部、四川东北部等地有２５０～４００ｍｍ，广东南部、

台湾岛东部等地超过４００ｍｍ（图１）；与常年同期相

比（图２），内蒙古东部、华中北部、华东中部、华南北

部及黑龙江中西部、陕西南部、甘肃南部、青海中部、

图１　２０２３年９月全国降水量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３

图２　２０２３年９月全国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３

四川东部、重庆、新疆北部和中西部等地降水量偏多

５成至２倍。全国其余大部地区降水量接近常年同

期到偏少，其中内蒙古中西部、黑龙江东南部、河北

大部、山西大部、新疆东部、西藏西部和南部、青海西

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福建东部和台湾岛等地

偏少５～８成，局地偏少８成以上。

１．２　气　温

２０２３年９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１８．２℃，较常年

同期（１６．９℃）偏高１．３℃，为１９６１年以来最高（国

家气候中心，２０２３）。除新疆北部偏低０～１℃外，全

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均接近常年同期或偏高，其中

内蒙古大部、东北地区大部、河北大部、山东大部、山

西北部和中部、宁夏、甘肃中部和南部、新疆西南部、

西藏西北部、浙江、江西中部、福建北部以及四川南

部、贵州中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偏高２～４℃

（图３）。

２　环流特征及演变

２．１　环流特征

图４为２０２３年９月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

及距平场的水平分布，与常年平均相比，９月北半球

环流形势有以下主要特点。

２．１．１　极涡呈单极型偏心分布

北半球极涡呈单极型偏心分布，中心位置偏向东

半球，中心强度为５３２ｄａｇｐｍ，与历史同期（１９９１—

２０２０年）相当（王海平和许映龙，２０２０）；中高纬西风

图３　２０２３年９月全国平均气温距平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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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２３年９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ａ）平均位势

高度场和（ｂ）距平场（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４　（ａ）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ｄ

（ｂ）ａｎｏｍａｌｙ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ｉ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３（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带环流呈多波型分布，比较明显的平均槽分别位于

亚洲东北部、西西伯利亚以及格林兰岛至北大西洋

西部、北美洲西北部海岸（图４ａ）。其中，亚洲东北

部平均槽较常年同期偏强，对应高度场距平为－４～

－２ｄａｇｐｍ，而西西伯利亚附近的高空槽较常年同

期偏弱，对应高度场距平为２～６ｄａｇｐｍ，该槽后为

高度场正距平中心（图４ｂ），环流经向度较大，有利

于冷空气东移南下影响我国新疆地区，使得该地区

降水偏多、气温偏低。我国北方其余大部地区受平

直西风环流控制，冷空气势力不强，气温整体偏高。

２．１．２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西偏强

９月，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副高）呈

带状分布，西伸脊点在９５°Ｅ附近（图４ａ），较常年同

期明显偏西（王海平和许映龙，２０２０；柳龙生和高拴

柱，２０２１）；在９０°Ｅ以东的亚洲大陆至太平洋洋面对

应有宽广的正距平区，正距平中心位于４５°Ｎ附近

东、西太平洋交界处，距平值达１０ｄａｇｐｍ（图４ｂ）。

副高５８８ｄａｇｐｍ特征等高线控制我国南方大部地

区（图４ａ），有利于出现高温天气；副高西侧和北侧

边缘是弱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的区域，相应在西

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等地多降水天气，而副高南

侧则有利于台风活动。

２．２　环流演变与我国天气

图５分别是２０２３年９月上、中、下旬欧亚地区

５００ｈＰａ平均高度场。上旬（图５ａ），欧亚中高纬大

气环流呈“一槽一脊”型分布，亚洲西部至东北部为

宽广的槽区，俄罗斯西部地区为东北—西南走向的

强盛高压脊。结合逐日环流演变（图略）分析，巴尔

喀什湖以北有低涡系统稳定维持，其前部影响我国

新疆地区，造成降水和降温天气；同时在北支锋区上

有短波槽东移，旬中期在地面发展为蒙古气旋，给内

蒙古和东北地区带来明显大风天气。在副热带地

区，副高断裂为３个环，中心分别位于青藏高原东部

至我国长江流域、１４０°Ｅ以东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以

及菲律宾群岛附近，我国江南南部、华南至南海海域

大部地区处于３个副高中心之间的相对低值区，有

利于台风活动。上旬，台风苏拉和海葵先后影响华

图５　２０２３年９月（ａ）上旬、（ｂ）中旬、（ｃ）下旬

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５　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ｔ５００ｈＰａ

ｏｖｅｒＥｕｒａｓｉａｆｏｒｔｈｅ（ａ）ｆｉｒｓｔ，（ｂ）ｓｅｃｏｎｄａｎｄ

（ｃ）ｔｈｉｒｄｄｅｃａｄｅｓｏｆ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３（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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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葵”的影响持续至中旬前期，福建、广东等地

出现持续性极端强降水，造成严重灾害。

　　中旬（图５ｂ），贝加尔湖以西地区的高空平均长

波槽脊明显减弱，东亚大槽较上旬增强，延伸至我国

东部沿海地区。旬内副高西伸加强，５８８ｄａｇｐｍ等

位势高度线控制区域增加，较常年同期偏强。我国

江南、华南等地受副高控制，中旬后期至下旬前期出

现大范围３５℃以上的高温天气。受副高西伸与高

空槽东移的共同作用，１１—１５日，西南地区东部及

江淮、江南、华南等地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

雨。１７—２０日，受副高边缘暖湿气流与南下冷空气

影响，四川、重庆、湖北以及黄淮等地出现强降水，其

中１９日，低层有低涡和气旋生成，水汽辐合与上升

运动加强，黄淮出现区域性暴雨到大暴雨，为此次过

程降水最强、范围最大的时段；江苏北部局地出现强

龙卷风。中旬，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及其以南

大部地区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８成至２倍，其中，河

南南部、湖北北部局地偏多４倍以上（图略）。

下旬（图５ｃ），欧亚中高纬环流呈现“两槽一脊”

的形势，脊区位于贝加尔湖及其以北地区，东西２个

高空槽分别位于鄂霍次克海至我国东北地区、西西

伯利亚至巴尔喀什湖；副高继续稳定控制我国南方

大部地区，北界略有北抬。受平均槽及庞大的高空

冷涡系统影响，新疆大部地区降水（气温）明显偏多

（低）；东北地区有气旋活动，造成大风天气，气温亦

多起伏；江南、华南大部仍为副高主体控制区域，气

温较常年同期偏高２℃以上，其中，浙江中南部、福

建中北部偏高４℃。下旬，中东部地区降水较上、中

旬明显减小，累计降水量在１００ｍｍ以上的区域出

现在副高南北两侧的川、渝、陕、鄂交界地区附近以

及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等地。

３　热带气旋活动

３．１　概　况

２０２３年９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有２个台风生

成（表１，图６ａ），较常年同期（５个）偏少３个；台风

苏拉和海葵登陆我国（图６ｂ），登陆个数接近常年同

期（１．７个）（孙舒悦和董林，２０１９；刘达和许映龙，

２０２２）。“苏拉”和“海葵”接连影响华南地区，先后给

台湾、福建、广东、香港、澳门和广西等地带来强风

雨，造成雨涝风险叠加，多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

上洪水，部分地区出现内涝、滑坡、道路中断等险

情。

３．２　台风苏拉

２０２３年第９号 台 风 苏 拉（图６ｂ）于８月２４日

表１　２０２３年９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台风简表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狌犿犿犪狉狔狅犳狋狔狆犺狅狅狀狊犵犲狀犲狉犪狋犲犱犻狀犖狅狉狋犺狑犲狊狋犘犪犮犻犳犻犮犪狀犱犛狅狌狋犺犆犺犻狀犪犛犲犪犻狀犛犲狆狋犲犿犫犲狉２０２３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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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１３
鸳鸯

（Ｙｕｎｙｅｕｎｇ）
９月９日２３：００ ／ ／ ／ ９９５ ２０

２３１４
小犬

（Ｋｏｉｎｕ）
９月３０日０５：００ １０月５日０８：２０ 台湾省屏东县

１５级

（４８ｍ·ｓ－１）
９３０ ５５

图６　２０２３年９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ａ）生成和（ｂ）登陆台风活动路径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ｔｒａｃｋｓｏｆｔｙｐｈｏｏｎｓ（ａ）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ａｎｄ（ｂ）ｌａｎｄｅｄ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ｉ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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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００在菲律宾以东洋面生成，生成后在菲律宾吕

宋岛东部海面徘徊，强度逐渐增强，最强达超强台风

级。８月２９日开始转向西北方向移动，９月２日

０３：００前后在广东省珠海市南部沿海登陆，登陆时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１４级（４５ｍ·ｓ－１，强台风级）。

３日上午减弱为热带低压，１７：００中央气象台对其停

止编号。

“苏拉”个头小、强度强、超强台风级持续时间

长。在巴士海峡和南海东北部达到最大强度（６２ｍ·

ｓ－１，７级以上），比 “杜苏芮”在南海东北部和台湾海

峡内的强度还要强。相较于近十年在广东的台风，

“苏拉”在南海东北部强度最强并且连续维持超强台

风级长达８２ｈ（运晓博等，２０２３）。

受“苏拉”与南下弱冷空气共同影响，８月３０日

至９月３日，华东东部和华南大部陆地区域最大阵

风均达７级以上，１０级以上的强风主要出现在广东

近海和沿海地区；８月３１日至９月３日，广西中东

部、广东大部、福建东南部及香港、澳门、台湾中东部

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广西东部和台湾东部局地

出现特大暴雨。

强降水导致广东、广西、福建、云南等地多条中

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广东西江支流罗定

江发生１９５８年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罗定江

连滩镇河段最高水位达２５ｍ，超警约３．５ｍ。广东

７８．７万人受灾，６７．５万人紧急避险转移；福建漳州、

泉州１５．８万人受灾，１１万人紧急避险转移。

３．３　台风海葵

２０２３年第１１号台风海葵（图６ｂ）于８月２８日

上午在菲律宾以东约２２００ｋｍ的西北太平洋洋面

生成，随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加强。９月

３日１０：００加强为超强台风级，３日１５：３０前后在台

湾省台东市沿海登陆，５日早晨先后在福建省东山

县和广东饶平县沿海登陆，０８：００减弱为热带低压，

６日１７：００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

“海葵”先后３次在我国登陆，给台湾、福建、广

东、香港、澳门以及广西等地造成严重影响，多地发

生城乡内涝、滑坡、道路中断等险情，７０余条中小河

流发生超警洪水，福建木兰溪和兰溪发生超保洪水，

广东漠阳江发生超十年一遇洪水，东江支流石马河

和深圳市深圳河等６条中小河流发生漫堤洪水。

国家气象中心暴雨灾害评估结果显示，“海葵”

带来的暴雨过程强度评估等级达特强。福建过程强

度为２００５年以来历史第二强，仅次于２００６年台风

碧利斯；广东过程强度为２００３年以来第二强，仅次

于２０１３年强台风尤特；广西过程强度为１９５１年来

９月台风降水综合强度的第１５位（同期历史过程个

数８１个），为２０１８年台风山竹之后同期强度最强。

３．４　台风鸳鸯和小犬

２０２３年第１３号台风鸳鸯（图６ａ）于９月５日

２３：００在１３０°Ｅ以东的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向北

偏东方向移动趋向日本，８日２０：００停止编号，对我

国无影响。

２０２３年第１４号台风小犬（图６ａ）于９月３０日

０５：００在菲律宾以东洋面生成，向西北方向移动并

增强，１０月５日０８：００前后在台湾省屏东县鹅銮鼻

登陆，之后向珠江口一带沿海靠近。９日上午穿过

广东上川岛后折向西南，２０：００停止编号。“小犬”

具有范围小、移动慢、近海消散的特点，在华南南部

地区造成强降水。

４　主要降水过程

４．１　概　况

９月，全国共出现６次大范围较强降水过程

（表２）。强降水集中出现在２个区域，即华南和江

南南部、四川盆地东部至江淮流域，前者主要受台风

苏拉和海葵及残余环流的影响，多个国家级气象站

日降水量达到或超过历史极值；后者则主要受东移

高空槽与副高共同影响。

４．２　台风海葵强降水过程分析

９月３—１３日，受 “海葵”及其残余环流影响，台

湾、福建、广东、香港、澳门及广西等地先后出现强降

水天气。

４．２．１　强降水过程特点

（１）影响时间长。“海葵”自３日开始影响福建，

７日结束，影响时间为５ｄ；４—１１日影响广东，影响

时间长达８ｄ；８—１３日残涡在广西南部滞留，影响

时间达６ｄ。

　　（２）累计降水量大。９月３日０８：００至１４日

０８：００，福建东部、广东南部、广西东部和南部、海南、

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及澳门、台湾等地累计降水量为

１００～３００ｍｍ，福建东部、广东中西部、香港及台湾

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达４００～８００ｍｍ，台湾花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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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２３年９月主要强降水过程

犜犪犫犾犲２　犕犪犼狅狉狊犲狏犲狉犲狆狉犲犮犻狆犻狋犪狋犻狅狀狆狉狅犮犲狊狊犲狊犻狀犛犲狆狋犲犿犫犲狉２０２３

降水时段 主要影响系统 影响区域及降水强度

８月３１日至９月３日 “苏拉”
广西中东部、广东大部、福建东南部及香港、澳门、台湾中东部等地出现暴雨到

大暴雨，广西东部和台湾东部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９月３—１３日 “海葵”及其残余环流
福建、广东、广西、海南、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及香港、澳门、台湾出现暴雨到大

暴雨，福建东部、广东中西部、广西南部、香港及台湾东部等地出现特大暴雨

９月８—９日 高空短波槽、低空切变线
北京中南部、天津北部、河北中部和西南部、山西北部和中部、陕西北部和河南

北部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９月１１—１５日
高空槽、低涡切变线、

锋面

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南部和东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南部、上海北部、浙江中

西部和东北部、福建中西部、江西、湖南南部、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出现大到暴

雨，局地大暴雨

９月１７—２０日
高空槽、低涡切变线、

江淮气旋

四川东北部和南部、重庆、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湖南西北部、河南中

北部和东南部、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东中南部和半岛地区、安徽沿江地区和

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９月２２—２３日 高空槽、低涡切变线 重庆东北部、湖北西部、河南中南部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地超过１１００ｍｍ（图７）。其中，７日傍晚至８日，粤

港澳大湾区出现强降水，深圳市平均降水量超过

２００ｍｍ，罗湖、盐田局地累计降水量超过５００ｍｍ；

香港港岛、九龙超过６００ｍｍ；澳门接近２００ｍｍ。

（３）降水极端性强。福建、广东、广西、江西等地

有１７个站日降水量突破９月历史极值，有６个站突

破历史极值。广东深圳２、３、６、１２、２４、４８、７２ｈ累计

降水量均打破１９５２年有气象记录以来７项历史极

值。香港天文台最大小时降水量达１５８．１ｍｍ，为

香港１８８４年有记录以来最高纪录；港岛东南部赤柱

２４ｈ累计降水量达８４２ｍｍ，亦打破香港观测纪录。

（４）夜雨特征明显。短时强降水主要出现在夜

间，特别是在７日２１：００至８日０２：００，广东珠江口

两侧市（县）连续６ｈ均有站点１ｈ降水量超过

８０ｍｍ，深圳罗湖区东湖街道录得最大小时降水量

图７　２０２３年９月３日０８：００至１４日

０８：００累计降水量分布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０８：００ＢＴ３ｔｏ０８：００ＢＴ

１４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３

为１１６．８ｍｍ（７日２１：００—２２：００）。

４．２．２　强降水成因初步分析

根据 “海葵”及其残余环流和强降水的演变特

征，可将此次过程分为４个阶段，分别是９月３日至

６日白天，６日夜间至９日，１０—１１日和１２—１３日。

图８分别给出了各阶段代表性时刻（４日２０：００、

７日２０：００、１０日２０：００、１２日２０：００）的５００ｈＰａ位

势高度场、９２５ｈＰａ风场及整层可降水量分布。

第一阶段，“海葵”主要受副高南侧偏东气流引

导向西移动，３日傍晚穿过台湾岛后在海峡回旋约

８ｈ，随后继续向西北转偏西方向移动，５日早晨经

闽南进入粤东，６日下午停止编号。台湾、福建、广

东东部等地先后受台风外围东北风、台风倒槽、台风

本体及其东侧东南风的影响，降水时间长且水汽充

沛，福建东部整层可降水量高达 ７５ ｍｍ 以上

（图８ａ）。另外还有沿海地形对偏东风的强迫抬升作

用，非常有利于上述地区出现强降水。４日０８：００至

６日０８：００，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沿海多站日降水量突

破历史同期极值，其中福州国家气象站５日０８：００至

６日０８：００的２４ｈ累计降水量达３６２．１ｍｍ，突破该

站历史极值。

第二阶段，副高西伸北抬与大陆高压合并加强，

在“海葵”残余环流北侧形成强大的反气旋环流，使

其缓慢向偏西方向移动，给粤港澳和广西等地带来

强降水。７日２０：００（图８ｂ），“海葵”残余环流中心

移至珠江口西侧，其东部地区受强盛的西南、东南季

风和来自东北方向的弱冷空气影响，三支气流在珠

江口附近地区交汇，形成深厚的辐合上升运动；季风

带来持续、充沛的水汽输送，整层可降水量也增大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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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２０２３年９月（ａ）４日２０：００，（ｂ）７日２０：００，（ｃ）１０日２０：００，（ｄ）１２日２０：００的５００ｈＰａ

位势高度场（等值线，单位：ｄａｇｐｍ）、９２５ｈＰａ风场（风羽）和整层可降水量（填色）

Ｆｉｇ．８　Ｔｈｅ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ｃｏｎｔｏｕｒ，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９２５ｈＰａｗｉｎｄｓ（ｂａｒｂ）ａｎｄ

ＰＷＡＴ（ｃｏｌｏｒｅｄ）ａｔ（ａ）２０：００ＢＴ４，（ｂ）２０：００ＢＴ７，（ｃ）２０：００ＢＴ１０，

（ｄ）２０：００ＢＴ１２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３

７５ｍｍ。由香港探空分析（图９ａ）可知，粤港澳大湾

区湿层深厚，对流有效位能位能（ＣＡＰＥ）为１５２６．４

Ｊ·Ｋｇ
－１，Ｋ指数达３９．７℃，高能高湿的环境条件配

合较低的抬升凝结高度、自由对流高度，非常有利于

深厚湿对流的发展；对流层中低层风向随高度顺转，

垂直风切变也有利于对流组织化发展。由雷达回波

（图９ｂ）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沿着边界层西南风有多

条对流回波向珠江口地区汇集，产生列车效应。

７日２０：００至８日１４：００，珠江口地区普遍出现短时

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有５０～８０ｍｍ，局地超过

１００ｍｍ，深圳、香港等地累计降水量超过４００ｍｍ，

小时降水量和日降水量均具有显著极端性。

第三阶段（图８ｃ），“海葵”残余环流中心西移至

广西东南部地区，其北侧的高压带减弱东退，季风输

送也显著减弱，强降水出现在环流东侧的暖式切变

线附近，即广东西南部和广西东南部，上述地区整层

可降水量一般有６５ｍｍ，局地达７０ｍｍ以上，强降

水范围和整体强度呈明显减小趋势。

第四阶段（图８ｄ），受南下冷空气影响，“海葵”

残余环流中心南移至北部湾海面，其北侧建立偏东

风与东北风之间的倒槽切变，整层可降水量也有所

增加，降水范围有所扩大，但由于风场明显减弱，降

水强度继续减弱，“海葵”及其残余环流带来的持续

图９　２０２３年９月７日（ａ）２０：００香港站探空曲线

和（ｂ）２２：００华南地区雷达组合反射率因子

Ｆｉｇ．９　（ａ）Ｔｈｅ犜ｌｎ狆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ｔ２０：００ＢＴａｎｄ（ｂ）ｔｈｅｒａｄａ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

ａｔ２２：００ＢＴ７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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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强降水过程趋于结束。

５　其他灾害天气

５．１　强对流天气

９月，全国共出现２次区域性强对流天气过程

（表３）。１９—２０日，华中和华东部分地区出现混合

型强对流天气。此次强对流天气发生在高空槽东

移，低层低涡切变线和地面江淮气旋发展的环流形

势下。黄淮南部处于副高边缘冷暖空气交汇剧烈区

域，具备触发强对流天气的动力抬升条件；１９日

２０：００，江苏北部射阳探空站ＣＡＰＥ值为２２７０．６Ｊ·

ｋｇ
－１，１０００ｈＰａ比湿达１９ｇ·ｋｇ

－１，整层可降水量

超过６５ｍｍ；对流层低层风随高度顺转，０～１ｋｍ垂

直风切变达８～１２ｍ·ｓ
－１，０～３ｋｍ垂直风切变达

２０ｍ·ｓ－１左右。充沛的水汽和不稳定能量、较强的

垂直风切变条件，有利于出现对流性大风和短时强

降水。１９日午后至傍晚，江苏宿迁、盐城局地出现

多个强龙卷，分别发生在１７：２０前后（宿迁市经开区

南蔡乡）、１７：５０前后（宿迁市宿豫区大兴镇）和

２０：２０前后（盐城市阜宁县芦浦镇和板湖镇），强度

均达到国家标准强龙卷等级，前二者相当于美国的

ＥＦ２级龙卷（最强风力１５级以上），后二者相当于美

国的ＥＦ３级龙卷（最强风力１７级以上）。龙卷横穿

人口密集区域，大量的砖混房屋和钢制厂房棚户损

毁，相关地区受灾严重并有人员伤亡。

表３　２０２３年９月主要强对流天气过程

犜犪犫犾犲３　犕犪犼狅狉狊犲狏犲狉犲犮狅狀狏犲犮狋犻狅狀犲狏犲狀狋狊犻狀犛犲狆狋犲犿犫犲狉２０２３

起止时间 过程类型 强度 主要影响系统 影响区域

１７—１８日 强风雹型
８～１０级大风，最大冰雹直

径达４ｃｍ以上
西风槽

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

以及北京、河北、山西、河南

等地

１９—２０日
风雹降水及

龙卷型

最大风力达１４级，最大小时

雨强为９５．５ｍｍ·ｈ－１
江淮气旋、切变线、

西风槽

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

苏、湖北等地

５．２　干　旱

９月，云南东部部分地区降水量偏少８成以上，

气温偏高，旱情有所抬头；新疆北部、青海北部和东

部、甘肃南部、陕西北部降水量普遍较常年同期偏

多，西北地区整体气象干旱有所缓和；内蒙古西部、

甘肃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仍存在中度气象干旱。

　　致谢：感谢国家气象中心运晓博、柳龙生等在资料和

制图方面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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