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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年８月大气环流和天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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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２０２４年８月大气环流主要特征是北半球极涡为偶极型分布，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欧亚大陆中高纬环流呈现“两槽

两脊”型。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较常年位置偏西偏北。８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９６．５ｍｍ，较常年同期（１０７．１ｍｍ）偏少

９．９％；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２．６℃，与常年同期（２１．１℃）相比偏高１．５℃。月内，全国高温日数异常偏多，南方地区高温天气持

续，极端性强，长江中上游沿线气象干旱露头发展；全国出现５次暴雨过程，北方暴雨过程频繁，落区重叠度高，致灾性强；共有

６个热带气旋在西北太平洋活动，南海海域无热带气旋生成或经过，也无台风登陆我国；强对流天气多发、散发，局地受灾严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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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天气概况

１．１　降　水

２０２４年８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９６．５ｍｍ，与

常年同期相比（１０７．１ｍｍ）减少了９．９％，从空间分

布看，降雨呈现“南北多、中间少”的分布趋势，在东

北大部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江淮中东部、西南

地区南部以及华南大部地区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

水量为１００～２５０ｍｍ；特别是内蒙古东部、辽宁大

部、河北中部和南部、北京及天津大部地区、山东西北

部、福建南部、云南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以及台

湾南部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达到２５０～４００ｍｍ；

而在山东西北部、云南南部、广东南部以及台湾南部

等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超过４００ｍｍ（图１）。相较

于常年同期（图２），内蒙古中东部、东北西部、华北

东部、西北中部、新疆西北部、西藏地区西部、江南南

部以及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的降水量比常年同

期增加了２０％～１００％；特别是内蒙古东部、甘肃北

部、新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降水量更是达到了常年

同期的２倍以上。除此之外，月内全国其他大部分

地区降水量则接近常年同期或偏少，其中东北中东

部、内蒙古西部、甘肃中部、新疆东南部、西藏地区东

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及东部、海南

西部等地，部分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减少了８０％

以上。

１．２　气　温

２０２４年８月，全国范围内平均气温达２２．６℃，

图１　２０２４年８月全国降水量（单位：ｍｍ）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ｍｍ）

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４

相较于常年同期（２１．１℃）偏高１．５℃，成为自１９６１

年以来８月平均气温最高的年份（图３）。除内蒙古

中部及北部、西藏地区西南部、广西中北部、云南南

部及广东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

偏低０～１℃，全国其余大部分地区的平均气温均接

近常年同期或略偏高，特别是东北地区东部、内蒙古

西部、新疆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淮及江汉

大部地区、西南地区东部及江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

偏高２～４℃，四川东部及重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

偏高４～６℃。海南、河北、吉林、江苏、辽宁、山东、

上海、云南８月平均气温历史同期最高，其中海南、

云南平均高温日数分别为１０．５ｄ和１．８ｄ，较常年

历史同期分别偏高８．２ｄ和１．２ｄ，为历史同期平均

高温日数最多的年份。

图２　２０２４年８月全国降水量距平

百分率（单位：％）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ｕｎｉｔ：％）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４

图３　２０２４年８月全国平均气温距平（单位：℃）分布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ｙ（ｕｎｉｔ：℃）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４

０１４１　　　　　　　　　　　　　　　　　　　 　气　　象　　　　　　　　　　　　　　　 　　 　　　第５０卷　



２　环流特征及演变

２．１　环流特征

图４为２０２４年８月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

及距平场的水平分布，北半球环流形势相比常年同

期有以下关键特征。

２．１．１　极涡呈偶极型分布，欧亚中高纬呈“两槽两

脊”型

８月北半球极涡呈现偶极型分布，两个极涡中

心分别位于埃尔斯米尔岛以东和冰岛附近，且两个

极涡中心强度值均未超过５４０ｄａｇｐｍ（图４ａ）；由距

平场可见（图４ｂ），两个极涡区域均伴有显著的负距

平，负距平中心值分别达到约 －１２ｄａｇｐｍ 和

－１４ｄａｇｐｍ，标志着北半球极涡强度相较于常年同

期有明显的增强趋势。北半球中高纬西风带呈现四

波型分布，高空槽分别位于西西伯利亚平原至伊朗

高原、白令海峡至北太平洋、冰岛至直布罗陀海峡、

黑海至地中海附近。欧亚中高纬地区呈现“两槽两

脊”环流形势，“两脊”分别位于新地岛至法兰士约瑟

夫地群岛以及中西伯利亚高原地区；“两槽”分别位

于西西伯利亚平原至伊朗高原以及黑海至地中海附

近，其中位于西西伯利亚平原至伊朗高原的槽区伴

有－６ｄａｇｐｍ的负距平，表明北方冷空气较常年同

期偏强，槽后冷空气南下，与槽前的暖湿气流交汇，

易在我国北方地区形成降水天气。

２．１．２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明显偏西偏北

８月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副高）呈现

带状空间分布，其西脊点约位于３３°Ｎ、７５°Ｅ附近

（图４ａ），相较于２０１８—２０２３年副高西脊点位置明

显向西延伸（王皘和张玲，２０１８；周冠博和高拴柱，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刘达和张玲，２０２０；王皘和董林，２０２２；运

晓博等，２０２３），较往年同期气候平均位置（３０°Ｎ、

１４０°Ｅ）明显偏北；５８８ｄａｇｐｍ等高线几乎环绕全球

副热带地区，且表现出强度异常偏强的态势，东亚大

陆大部分地区被宽广的高压系统覆盖，并伴有２～

４ｄａｇｐｍ 的正距平。月内，副高长时间控制我国从

华南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导致我国高温日数

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强大的高压系统长时间盘踞，

导致台风多在朝鲜半岛、日本附近活动，难以靠近并

登陆我国，对我国近海影响小。此外，月内印度季风

环流活跃，副高在北印度洋断裂使得印度洋的暖湿

图４　２０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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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ｄ

（ｂ）ｉｔｓａｎｏｍａｌｙ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４（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气流更易北上，与来自北方的冷空气相遇，形成强烈

的降水，导致印度东北部地区洪水肆虐，灾害频发。

２．２　环流演变与我国天气

２０２４年８月上旬、中旬、下旬，欧亚地区５００ｈＰａ

平均高度场环流演变如图５所示。８月上旬（图５ａ），

欧亚中高纬地区呈现为较弱的“两槽两脊”大气环流

形势，东欧平原至地中海为低槽区，我国东北地区至

中东部地区受浅槽控制，多短波槽活动，多降水天

气；波罗的海及中西伯利亚高原地区为弱高压脊；旬

内副高位置较常年同期位置略偏西，西脊点位于

１０°Ｎ、９０°Ｅ附近，副高控制我国长江中下游及华南

等地区，江淮、江南、华南等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

８月上旬的主要天气有：７月２９日至８月１日，受高

空槽、低空急流及切变线系统的共同作用，华北、东

北及西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至大暴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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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０２４年８月（ａ）上旬、（ｂ）中旬、（ｃ）下旬欧亚

地区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５　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ｏｖｅｒＥｕｒａｓｉａｉｎｔｈｅ（ａ）ｆｉｒｓｔ，

（ｂ）ｓｅｃｏｎｄａｎｄ（ｃ）ｔｈｉｒｄｄｅｋａｄｓｏｆ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４

气，其中广西钦州、防城港局地累计降水量达４００～

４５１ｍｍ；２—５日，由于高空槽及低涡切变共同影

响，华北地区东部、黄淮西北部、东北地区西部、西北

地区东南部及西南地区等地出现了暴雨，局地大暴

雨天气；６—１１日，在低涡切变系统及偏南风低空急

流的共同作用下，内蒙古中东部、西北地区东部、东

北、华北及四川盆地等地普遍出现暴雨天气，其中北

京南部、河北北部、天津西部、陕西中部、四川东北部

等局地累计降水量为２５０～３８２ｍｍ。

中旬（图５ｂ），欧亚中高纬地区仍为“两槽两脊”

型，环流形势经向度有所加大。旬内，波罗的海及中

西伯利亚高原地区的高压脊发展，东欧平原至里海

为深厚的槽区，我国东北至中东部地区仍然受低槽

控制；副高西侧偏南气流强劲，与此同时，在低涡切

变线、短波槽及低空急流的协同作用下，导致我国内

蒙古中东部、东北、华北、黄淮、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

出现强降水过程。８月中旬的主要天气过程有：

１７—２２日，受高空槽、低涡切变线及低空急流的共

同影响，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及江南东部、华南等

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为１００～２００ｍｍ，辽宁西

部、河北东北部、福建南部、广东中部沿海等局地达

３５０ｍｍ以上。

下旬（图５ｃ），波罗的海附近高压脊继续发展，

东欧平原至里海的槽区东移并加深；我国中纬度地

区的大气环流形势比较平直；旬内副高继续西伸，副

高位置相较于常年同期偏西偏北，副高脊线及西脊

点位置维持在３２°Ｎ、７５°Ｅ附近，我国西南、江淮、江

南、华南等地大部地区受副高控制，高温加剧，长江

中上游沿线气象干旱露头发展。下旬的主要天气过

程有：２４—２７日，在高空槽和低涡切变系统的协同

作用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出

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其中宁夏北部、内蒙古西

南部、河北中部、北京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北部等地

累计降水量达１５０～２００ｍｍ，河北保定和沧州，天

津大港和静海，山东滨州、东营和潍坊局地达２５０～

３９９ｍｍ；２１—２７日，受副高和大陆高压脊的共同影

响，西北地区东部、江淮、江汉、江南及西南地区东部

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

３　高温天气

３．１　概　况

图６为２０２４年８月全国高温日数分布。８月

图６　２０２４年８月全国高温日数分布（单位：ｄ）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ａｙ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４（ｕｎｉｔ：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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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共出现２次高温过程，分别是３—１２日、２１—２７

日，全国高温日数（日最高气温≥３５℃）达５．１ｄ，较

常年同期偏多２．５ｄ，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二

位。其中云南、海南高温日数为历史同期最多，河

北、吉林、辽宁、山东、江苏、上海、云南、海南平均气

温为历史同期最高。月内，我国的高温天气分布广

泛，主要集中出现在华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江淮、

江南及华南地区等，其中，单日最高气温极大值出现

在新疆吐鲁番东坎站，达４７．０℃。月初高温天气过

程中上海、云南、四川、安徽、山东、广东、江苏、江西、

河北、浙江、海南、湖北、湖南、福建等地共有１０３个

国家级气象观测站超过月极值；上海、安徽、江苏、浙

江、湖北等地共有１４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超过历史

极大值。下旬高温天气过程中贵州、山东、四川、云南

等地共有１５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超过月极值，山东、

贵州等地共４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超过历史极大值。

３．２　高温特征

８月高温过程中，相较于常年同期，位于东欧平

原以北的大陆高压脊表现得异常强大，正距平值达

１２ｄａｇｐｍ，与此同时，副高异常向西延伸，强度明显

偏强（图４ｂ），上述环流形势也为异常高温的形成提

供了有利条件。我国中东部地区的持续性高温天

气，主要受副高及西风带暖高压的共同影响。在暖

高压控制的地区，气流强势下沉，同时太阳辐射强，

近地面加热强烈；月内副高系统异常强大，且长期盘

踞在我国南方地区，极易形成持续性高温天气。

８月３—１２日我国高温天气主要在江淮、江南

及华南地区，其中，新疆东北部和西南部、江苏、安

徽、上海、湖北、四川、重庆、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

地局地最高气温达４０℃以上，新疆托克逊站最高达

到４５．１℃。２１—２７日高温过程影响范围较大，西北

地区东部、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地区等地出现高温

天气，其中，新疆东北部、陕西西南部、湖北大部、四

川大部、重庆大部、浙江大部、湖南大部、贵州北部、

云南东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４０℃以上，重庆北碚站

最高达４３．６℃。

月内，长江中下游两次高温天气过程期间，江淮

和江南东部一季稻尚处于营养生长期、四川盆地处

于灌浆后期未受到明显影响，仅湖北东南部一季稻

颖花分化及授粉结实受阻，湖北西部夏玉米授粉不

良、灌浆不足，出现秃尖缺粒现象，浙江部分柑橘等

果实被灼伤。长江中下游高温热害整体影响相对

２０２３年较重（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２４）。

４　主要降水过程

４．１　概　况

２０２４年８月，全国平均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

共出现５次强降水过程（表１），主要影响我国东北、

华北、西北地区东部等地，其中辽宁南部、河北东北

部和中南部、山东北部、福建南部、广东大部等地累

计降水量超过２００ｍｍ，黑龙江、辽宁、河北、山东、

内蒙古、宁夏、陕西、甘肃、青海等地共２０个国家级

气象观测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持续性强降水导

致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多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

水，辽宁王河、内蒙古老哈河发生堤防决口；辽宁、河

北、甘肃、宁夏、陕西等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山洪及泥

石流、滑坡等灾害。

表１　２０２４年８月主要降水过程

犜犪犫犾犲１　犕犪犼狅狉狆狉犲犮犻狆犻狋犪狋犻狅狀犲狏犲狀狋狊犻狀犃狌犵狌狊狋２０２４

降水时段 主要影响系统 影响区域及降水强度

７月２９日至８月１日 高空槽、低空急流、切变线
北京、河北东北部、天津北部、山西南部、辽宁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及陕

西东南部、重庆、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广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８月２—５日
高空槽、低空急流、低涡切变系

统、地面锋面

北京北部和西南部、天津、河北中北部、山东中西部和北部、河南中部、辽宁南

部、吉林西部、黑龙江西南部及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云南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云

南西部等局地有特大暴雨

８月６—１１日 低涡切变系统、低空急流

内蒙古中东部、陕西中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东北部、北京及

天津、河北中东部、四川东部、广西西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北京南部、河北北

部、天津西部、陕西中部、四川东北部有特大暴雨

８月１７—２２日
高空槽、低涡切变系统、低空急

流

内蒙古东部、吉林中西部、辽宁大部、河北中东部、北京、天津、山东中北部、江苏

南部和东部沿海、浙江西部、江西南部、福建大部、广东大部、广西、云南南部出

现暴雨到大暴雨，辽宁西部、河北东北部、福建南部、广东中部沿海有特大暴雨

８月２４—２７日
高空槽、低空急流、低涡切变系

统

宁夏北部、内蒙古西南部、河北中部、北京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北部有暴雨到大

暴雨，河北保定和沧州、天津大港和静海、山东滨州、东营和潍坊局地有特大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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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８月１７—２２日辽宁强降水过程分析

８月１７—２２日，受副高外围持续的西南暖湿气

流和北方频繁南下弱冷空气共同作用，内蒙古、东

北、华北地区及山东半岛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

气，此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小时雨强强、累计雨

量大、具有较强极端性。过程区域内，内蒙古、山东、

辽宁等地共有５个站突破月降水极值，１个站突破

了历史降水极值，降水极大值区出现在辽宁葫芦岛

（图７），最大过程降水量６４８．６ｍｍ和最大日降水

量６３８．８ｍｍ（８月２０日）均出现在辽宁建昌大屯，

最大日降水量和最大小时降水量均突破葫芦岛地区

历史最大值，其中最大日降水量突破辽宁省极值，此

次暴雨过程综合强度为１９５１年以来葫芦岛地区第

一位。

１９日夜间至２０日凌晨，副高西侧和内蒙古上

空冷涡系统形成稳定的大尺度环流形势（图８），辽

宁西部和河北东北部位于上述两个系统控制下，中

高层为西南气流。葫芦岛地区位于低层低涡东北

侧，东北风和东南风辐合切变，为降水提供了有利的

动力抬升条件；整层水汽含量为６０～７０ｍｍ，水汽

条件充足。葫芦岛地区地形西高东低，处于低空东

南气流的迎风坡处，有利于水汽的辐合抬升。因此，

稳定的环流形势和较充沛的水汽，使该地区具备发

生暴雨量级的降水条件。此外，１９日２３时（北京

时，下同）前后，辽宁西南部开始触发对流并发展加

强；此后，辽宁西南部沿倒槽一直有强回波生成，并

在高空偏南气流引导下向偏北方向移动，形成回波

列车效应；此外由于环流形势稳定，中尺度对流系统

在辽宁葫芦岛建昌、绥中等地稳定少动，导致上述地

区出现持续性强降水，最终形成局地极端强降水。

　　此次暴雨过程导致辽宁大凌河及小凌河干支

流、辽西沿海诸河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辽宁小凌

河及支流大四家子河、辽西沿海六股河、辽东半岛登

沙河等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葫芦岛建昌、绥中等

地部分地区出现城市内涝、农田渍涝、山洪等灾害，

对道路、电力、通信、房屋、农作物等损毁严重。截至

８月２４日，本次暴雨过程累计转移受灾群众超５万

人，因灾死亡失踪２５人。

５　热带气旋活动

２０２４年８月，南海及西北太平洋台风活动特点

图７　２０２４年８月１７日０８时至２３日０８时

过程累计降水量（单位：ｍｍ）

Ｆｉｇ．７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ｍｍ）

ｆｒｏｍ０８：００ＢＴ１７ｔｏ０８：００ＢＴ２３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４

图８　２０２４年８月（ａ）１９日２０时和

（ｂ）２０日０８时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

（等值线，单位：ｄａｇｐｍ）、８５０ｈＰａ风场

（风羽）和整层可降水量（阴影）

Ｆｉｇ．８　Ｔｈｅ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

（ｃｏｎｔｏｕｒ，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

（ｂａｒｂ）ａｎ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ｙ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

ｗａｔｅｒ（ｓｈａｄｅｄ）ａｔ（ａ）２０：００ＢＴ１９ａｎｄ

（ｂ）０８：００ＢＴ２０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４

表现为：生成数偏多，我国出现台风零登陆情况。月

内共有６个台风生成（图９，表２），生成个数较常年

同期（５．６个）偏多０．４个；但南海没有热带气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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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或经过，也无台风登陆我国，登陆个数较常年同期

（２．３个）偏少２．３个。台风玛莉亚与山神分别于８

月８日０５时、１１日２０时生成，台风安比于１３日０２

时生成，台风悟空于１３日１４时生成，台风云雀于

１９日１５时生成，台风珊珊于２２日０２时生成；其

中，１１日２０时至１２日２３时，以及１３日１４时至１４

日１４时为双台风共存阶段。

　　８月，我国出现台风零登陆情况，也是自２０１４年

８月后再次出现相同情况（杨超和许映龙，２０１４）。

８月大部分时间副高脊位置较常年同期偏东，副高

强度异常强大，并长时间控制长江中下游至华南的

广大地区，导致台风难以靠近并登陆我国。同时日

本以南海域则被广阔低压区所取代，受此影响，热带

图９　２０２４年８月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路径

Ｆｉｇ．９　Ｔｒａｃｋｓｏｆ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ｉｎ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４

表２　２０２４年８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台风简表

犜犪犫犾犲２　犛狌犿犿犪狉狔狅犳狋狔狆犺狅狅狀狊犻狀狋犺犲犖狅狉狋犺狑犲狊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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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

编号 台风名称 生成时间／ＢＴ
强度极值

气压／ｈＰａ 风速／（ｍ·ｓ－１）

２４０５ 玛莉亚（Ｍａｒｉａ） ８日０５时 ９７５ ３０

２４０６ 山神（Ｓｏｎｔｉｎｈ） １１日２０时 ９９８ １８

２４０７ 安比（Ａｍｐｉｌ） １３日０２时 ９９８ １８

２４０８ 悟空（Ｗｕｋｏｎｇ） １３日１４时 ９９８ １８

２４０９ 云雀（Ｊｏｎｇｄａｒｉ） １９日０５时 ９３５ ５２

２４１０ 珊珊（Ｓｈａｎｓｈａｎ） ２２日０２时 ９３５ ５２

气旋的生成位置会较正常情况更偏东偏北，引导气

流亦有利于西北太平洋上形成的风暴移向日本一

带。例如，２０２４年第５号台风玛莉亚于８日早晨在

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后于当日１７时加强为强热带

风暴级，１２日０８时前后在日本本州岛东北部的岩

手县沿海登陆；第６号台风山神、第７号台风安比、

第８号台风悟空均活跃在日本附近海域，后逐渐衰

亡；第９号台风云雀在日本冲绳附近海域生成，逐渐

向朝鲜半岛西部一带沿海靠近，此后进一步减弱衰

亡；第１０号台风珊珊于２２日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

面上生成，随后北上在日本九州鹿儿岛登陆。综上

所述，本月台风大多在朝鲜半岛、日本附近活动，对

我国近海影响小。

６　其他灾害天气

６．１　干　旱

２０２４年７月下旬至８月，北方出现多次强降水

过程，有效缓解了甘肃西部、新疆东南部、内蒙古中

部、黑龙江西部等地的气象干旱状况。长江中上游

沿线多地高温少雨，加剧土壤失墒，气象干旱露头并

发展。截至８月３１日，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

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１０个省份中度及以

上程度的气象干旱面积达峰值，为５１万ｋｍ２。四川

西北部与东南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重庆南部、湖

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浙江东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

部分地区遭受了中度及以上程度的气象干旱，其中

贵州西部地区旱情尤为严重，达到重旱级别，共导致

７０．２万人遭受不同程度的灾害影响，农作物受灾面

积达到２７４００ｈｍ２（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２４）。

６．２　强对流天气

８月，全国出现４次区域性强对流天气过程，分

别为３—５日、８—１０日、１８—２１日以及２５—２７日；

强对流天气过程以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为主；月内

我国东北、华北、黄淮、江淮及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

区东部等地出现短时强降水，雨强普遍达３０～

６０ｍｍ·ｈ－１，局地达１００ｍｍ·ｈ－１以上，并伴有

８～１０级雷暴大风，局地风力达１１级以上；１１日，

江苏常州市一座凉亭因遭遇雷击倒塌，导致６人遇

难；２７日，山东临沂因强风引发房屋倒塌事故，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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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３人死亡。月内，陕西、云南、内蒙古、宁夏以及

甘肃等地遭受损失较为严重，特别是内蒙古与陕西，

部分地区农作物受灾面积累计达到２０４４００ｈｍ２，局

部地区农业设施受损，经济林果作物出现倒伏甚至

绝收，由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２６．７亿元（国

家气候中心，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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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架

《新中国地面气象观测仪器极简史》

刘波 编著

经过７０年的发展，我国的气象观测已发展成为地基、空

基、天基一体化的综合气象观测系统，其间布设了一大批我

国自主研制的气象仪器装备。该书从我国气象业务的重要

组成部分———地面气象观测仪器设备变迁的角度入手，从地

面气象观测简史、人工观测阶段的观测设备、自动观测阶段

的仪器设备等方面讲解地面气象观测的发展历史，通过这些

观测仪器设备以及观测方法、技术和手段等方面的巨大成就

反映我国气象现代化的发展历程。该书图文并茂，语言通俗

易懂，可以带领读者轻松了解气象观测的历史。

　 １６开　定价：１８８．００元

《全国高影响天气监测预报服务技术复盘（２０２３年）》

中国气象局 编著

该书精选２０２３年具有重大影响的气象灾害与气候事件

案例，系统复盘监测预报服务过程，通过深入剖析预报服务

难点，凝练出一系列具有广泛推广价值的预报技术和方法，

总结形成可复制、可借鉴的预报经验。对雷达卫星、多源融

合数据等最新技术和产品应用及其在高影响天气、灾害性天

气等监测预报服务中的作用进行了全面总结，旨在为预报员

提供实用的指导和参考。该书可供气象监测预报服务工作者

和科研人员学习参考，也可供相关院校师生案例教学使用。

　 １６开　定价：２０８．００元

《犠犚犉数值模拟应用与实践》

卢楚翰 鲍艳 刁一伟 魏建芬 汤艺琼 编著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气象科学的进步，基于 ＷＲＦ模式的

中尺度数值模拟在气象学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被广

泛应用于气象预报、科研、空气质量预报、局地气候研究、农

业决策、水资源管理、能源规划等众多行业。高精度的天气

和气候预测，以及对复杂天气现象的深入解析，使 ＷＲＦ模

式成为现代气象研究和应用的关键工具。虽然 ＷＲＦ模式

在多个领域有广泛应用，但由于其操作主要在非图形用户界

面下的Ｌｉｎｕｘ／Ｕｎｉｘ系统进行，所以需要读者具备基础知识

和实践能力。然而，国内尚缺乏相关课程教材。本教材以

ＷＲＦ模式为例，介绍基础知识、操作步骤和应用技巧，旨在

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尺度数值模拟，为未来研究和应用提

供参考。

　 １６开　定价：５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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