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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简要介绍了
"##:

年夏季的主要天气过程和形势"

"##:

年夏季我国华南地区出现严重洪涝!淮河流

域'东北大部'河套西部降雨异常偏多!而长江流域降雨偏少"

:

月造成华南地区强降雨的影响天气系统为切

变线和地面静止锋!

$

'

?

月则为台风"

"##:

年的梅雨期在典型梅雨常见的中高纬度乌拉尔山和鄂霍次克海阻

塞高压均未建立!中高纬度高压位于贝加尔湖以西!低纬度副高位置比气候平均稍偏北"华北地区的暴雨过程

多为低槽冷锋造成"东北地区多低涡活动"

"##:

年夏季登陆我国的台风偏早'偏多'偏强!特别是
=

号台风

)碧利斯*和
?

号台风 )桑美*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与
"##<

年相比!

"##:

年我国西南地区的高温日

数异常偏多!四川'重庆出现了特大伏旱!华北地区的高温日数偏少!但也出现了持续闷热天气!江南部分地

区的高温天数也偏多!东北基本未出现高温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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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每年汛期 $

:

"

?

月%都要开展中国灾害天气机理分析及预测试验"

采用有限区域数值天气预报模式对逐日雨区和天

气形势进行实时预测!并定期举行天气会商!分

析研究夏季的异常环流!重要灾害性天气系统的

结构'演变特征!以及检验数值模式的预报能力!

并且给出多份总结报告+

!

"

@

,

"本文主要介绍和讨

论
"##:

年
:

"

?

月汛期中国主要的灾害性天气及

其环流特征"

"##:

年夏季全国降雨偏多的地区为#华南'

淮河流域'东北大部'河套西部!其中福建降雨

偏多
!

倍以上 $图
!)

%!闽江流域发生了严重的洪

涝灾害"长江流域降雨偏少"从气温距平看!全

国温度普遍比常年同期偏高!偏高
!a

以上的区

域主要出现在长江流域和西南!其中四川东部'

重庆气温偏高
"a

以上!此外!甘肃'青海'西

藏和新疆东部也偏高
!a

以上 $图
!X

%"

本文将分别讨论华南前汛期'江淮梅雨和北

方降雨的特点!台风活动情况以及高温酷暑的环

流形势等"

!

!

夏季的环流演变和雨带分布

在分析
"##:

年夏季华南前汛期和江淮梅雨之

前!首先对
<

"

?

月的逐月降雨和环流形势做一简

单介绍"

<

月雨带位于江南和华南地区 $图
")

%!

福建'广东大部及浙江'江西和广西的部分地区

降雨量在
@##((

以上!其中在广东南部出现
<##

((

以上的强降雨中心"

:

月主雨带仍然位于华南

和江南 $图
"X

%!月降雨量在
@##

"

?##((

之间!

最大的中心出现在广东东部'福建北部(与气候

平均比较!

:

月华南大部'黄淮'东北及新疆中

部等地降水偏多
@

成
"

!

倍!其余大部地区接近常

年同期或偏少!其中长江流域'西北大部以及内

蒙古中西部'西藏大部等地偏少
@

"

?

成 $图略%"

$

月主雨带位于华南'淮河!最强的降雨发生在

广东和江苏 $图
"+

%(

$

月另外一个降雨中心位于

东北北部地区!这是由于东北低涡活跃造成的"

$

月华南大部'淮河流域'福建南部'江西南部'

黑龙江大部'新疆中部和西部以及河套西部的青

图
!

!

"##:

年
:

"

?

月中国降水距平百分率 $

)

%与气温距

平 $

X

%

]'

M

7!

!

Q52

G

20+2,*)

M

2),1()&'241W

G

02+'

G

'*)*'1,

$

)

%

),-*52);

,1()&'241W*2(

G

20)*P02

$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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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宁夏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

成
"

!

倍!部

分地区偏多
!

"

"

倍"

?

月雨带位于华南南部和黄

淮!最大降雨量在
@##((

左右 $图
"-

%!黄淮大

部降水偏多
@

成以上"以上分析表明!今年夏季

我国东部的雨带主要在华南和黄淮地区"

夏季东部雨带的推进与东亚夏季风的北推有

密切的关系!图
@

是
"##:

年
<

"

?

月
!!#

"

!"#H.

的平均风速"从风速的演变看!

<

月
"#

"

@#H8

之

间有加强的西北风!表明
<

月冷空气的影响对华

南降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由于
<

月西风

带系统偏南!南支急流偏南造成"南海夏季风于
<

月第四侯初次爆发!与常年接近"

:

月
!

"

!?

日西

南季风稳定在华南地区!

:

月
"?

日以后!季风北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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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月降雨量#$

)

%

<

月($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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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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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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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

?

月
@!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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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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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到
@#H8

!主雨带也就北移到黄淮地区!一直到

$

月上旬!大于
!"(

-

4

!̀的急流中心都稳定在黄

淮地区!

$

月中旬到
?

月!急流中心有中断"与此

同时!西太平洋和南海的台风开始活跃!在华南

地区形成一个强东南风急流中心!给南方带来了

强的台风降雨"

A

!

华南前汛期和江淮梅雨的特点

与
"##<

年相似+

@

,

!

"##:

年华南前汛期发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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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洪涝!长江流域没有出现典型的梅雨"

AG@

!

华南前汛期

"##:

年
<

月华南和江南地区降雨较多!使该

地区土壤含水量的和江河来水充足!在此基础上!

:

月的几场强降雨使得福建!广东!广西的闽江'

东江和西江流域分别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

:

月华南地区发生的主要降雨过程为
:

月
!

"

!#

日'

!@

"

!?

日'

"$

"

@#

日 $图
=

%!其中福建降雨最

多!在这几次过程中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 $图

=)

%"华南地区
!<

站 $厦门'梅县'汕头'韶关'

河源'广州'阳江'湛江'海口'桂林'柳州'

梧州'南宁'北海'百色%的日平均降雨量 $图

=X

%显示!华南整个夏季降雨都较多!

$

'

?

月主

要是由于登陆台风较多!如
=

号台风 )碧利斯*'

<

号台风 )格美*'

:

号台风 )派比安*分别给华

南带来了强暴雨"但是!

:

月华南的前
"

次持续性

降雨过程的影响天气系统主要是低层的切变线和

地面准静止锋!在有利的天气形势的影响下!局

地的强对流活跃"图
<

是
:

月
!

"

!#

日的平均环

流!对流层高层西风带
"##5I)

急流中心在
@#H8

附近!急流带位置偏南"中层东亚沿海地区处于

槽后!冷空气沿槽后南下"低层低空急流在华南

沿海加强!而冷空气从中西部到达华南!冷暖空

气在华南形成了稳定的切变线!在切变线附近及

其南侧!对流云团活跃!引发了持续的强降雨"

对于
"##<

年华南暴雨过程已经有一些研究!

夏茹娣等+

=

,对
"##<

年
:

月一次引发珠江 $西江%

流域致洪暴雨的环流特征和影响系统!尤其是
!

中尺度系统的环境场进行了研究"发现该过程具

有明显的多尺度特征!涉及到季风的活动'边界

层的影响'地形的动力作用等"对
"##:

年的华南

暴雨过程!我们也将开展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AG!

!

江淮梅雨

"##:

年
<

月第四侯南海夏季风爆发!与常年

接近"而南亚夏季风于
<

月
"?

日爆发!比常年偏

早"这两地的夏季风相继爆发!表征着东亚大气

环流已转为夏季形势!就气候平均而言华南'西

南地区东南部的强降雨区将逐渐向北扩展至长江

流域广大地区!但是在
"##:

年
:

月华南雨带并没

有北跳到长江流域!而是直接跳至长江以北的黄

淮地区!长江流域梅雨期降雨不显著"虽然如此!

但由于长江流域受西风槽和登陆台风的影响!也

出现了一些降雨过程"

"##@

"

"##<

年江淮梅雨都出现了异常现象"

"##@

年梅雨期!淮河流域强降雨集中在
"

周内!

引发了淮河流域的大洪水+

<

,

"

"##=

年夏季江淮流

域梅雨期偏短 $仅为
:

月
!=

"

"$

日%!最强的雨

带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雨量在
"##((

以上!其中

图
=

!

"##:

年
:

月
!

日
"

?

月
@!

日华南日降雨量#$

)

%福州($

X

%华南
!<

站的平均 $厦门'梅县'汕头'韶关'河源'广州'阳江'

湛江'海口'桂林'柳州'梧州'南宁'北海'百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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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的雨量在
@##((

以上+

"

,

"

"##=

年江淮流

域降雨的主要特点是典型梅雨环流形势没有建立!

中纬度地区西风带槽活动频繁!多过程性降雨"

"##<

年在气候平均的梅雨期!典型环流形势也没

有建立!雨带在江南和黄淮!长江流域的降雨都

在
=##((

以下!长江口和湖南的北部地区在
"##

((

以下+

@

,

!长江流域降雨明显偏少"

"##:

年梅

雨期形势与
"##<

年相似!典型环流形势也没有建

立!雨带在江南和黄淮!长江流域的降雨基本都

在
=##((

以下!长江流域降雨偏少$图
:)

%"

"##:

年

图
<

!

"##:

年
:

月
!

"

!#

日的平均环流#$

)

%

<##5I)

位势高度 $等值线!单位#

MG

(

%和
"##5I)

的风速 $阴影大于
@#(

-

4

!̀

%(

$

X

%

?<#5I)

风场 $浅色阴影为风速大于
!"(

-

4

!̀

!左上方深色阴影为地形高于
!<##(

%

]'

M

7<

!

Q52(2),+'0+P&)*'1,1W!̀ !#9P,"##:

#$

)

%

Q52

M

21

G

1*2,*')&52'

M

5*)*<##5I)

$

41&'-&',2

!

P,'*4

#

MG

(

%

),-E',-4

G

22-)*"##

5I)

$

*5245)-2-

%($

X

%

E',-)*?<#5I)

$

45)&&1E45)-2-'4E',-4

G

22-

M

02)*20*5),!"(

-

4

!̀

!

-)0b)02)',*52P

GG

20&2W*+10,2002

G

02;

42,*4*1

G

1

M

0)

G

5

Y

5'

M

520*5),!<##(

%

图
:

!

"##:

年梅雨期 $

:

月
!?

日
"

$

月
!#

日%的累计降雨量 $

)

%和平均环流 $

X

%+$

X

%中阴影为
"##5I)

风速大于
"#(

-

4

!̀

!风矢

量为
?<#5I)

上风速大于
?(

-

4

!̀

!等值线为
<##5I)

位势高度场 $单位#

MG

(

%,

]'

M

7:

!

Q52

G

02+'

G

'*)*'1,)(1P,*

$

)

%

),-(2),+'0+P&)*'1,

$

X

%

-P0',

M

!?9P,*1!#9P&

Y

!

"##:

+$

X

%#

*5245)-2-'4*52E',-4

G

22-(102*5),"#

(

-

4

!̀

!

/2+*10451E4E',-4

G

22-(102*5),?(

-

4

!̀

)*?<#5I)

!

41&'-&',2'4

M

21

G

1*2,*')&52'

M

5*

$

MG

(

%

)*<##5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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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8L1,

M

!

2*)&_Q52J2)*520),-'*4+'0+P&)*'1,',NP((201W"##:

夏季!在典型梅雨期常见的中高纬度乌拉尔和鄂

霍次克海阻塞高压都没有建立!中高纬度高压位

于贝加尔湖以西!低纬度副高位置比气候平均稍

偏北!前面已经提到!西南季风前沿在
:

月
"?

日

以后即从华南北跳到长江以北!高低空急流也在

黄淮流域上空交汇 $图
:X

%!以上的环流异常导

致
"##:

年夏季梅雨期冷暖空气没有在长江流域汇

合!使降雨偏少"

B

!

北方地区的降雨特点

图
$

!

"##:

年
:

"

?

月逐日降雨量#$

)

%北京($

X

%天津($

+

%石家庄($

-

%济南

]'

M

7$

!

Q52-)'&

YG

02+'

G

'*)*'1,W10(9P,2*1BP

M

"##:

#$

)

%

>2'

F

',

M

($

X

%

Q'),

F

',

M

($

+

%

N5'

F

')[5P),

M

($

-

%

9',),

BG@

!

华北的主要降雨过程及特点

"##:

年夏季华北地区的环渤海地区!包括

山东!河北东部降雨偏多!降雨量在
D##((

以上!其他地区降雨偏少!降雨量在
=##

"

D##

((

"图
$

给出了几个站点
:

月
!

日
"

?

月
@!

日的日降雨量分布"由图可见!济南发生了
@

次暴雨过程!天津也有
"

次大到暴雨过程!石

家庄发生了
!

次暴雨过程"北京 $

<=<!!

%'天

津 $

<=<"$

%'石家庄 $

<@:D?

%'济南 $

<=?"@

%

的总降雨量分别为
"@$

'

@"$

'

"D#

'

=!<

!都没

有到达气候平均值"

平均而言!华北地区降雨过程集中在
$

月下

旬至
?

月上旬!即 )七下八上*"

"##:

年夏季华北

的主要降雨时段有#

:

月
!:

"

!$

日!

:

月
!D

"

"#

日!

:

月
"@

日
"

$

月
"

日!

$

月
=

"

!$

日!

$

月
"@

日
"

?

月
!#

日!

?

月
!@

"

!<

日!

?

月
"<

"

":

日!

?

月
"?

"

@!

日!降雨过程并不完全集中在 )七下

八上*"其中暴雨时段为#

$

月
!=

"

!<

日!

$

月
@#

"

?

月
!

日!

?

月
"?

"

"D

日"从
"##:

年
:

'

$

'

?

@!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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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年夏季东北低涡活动情况

$)=*&@

!

$%&)83-H-3-&,./H.53-8&,.H&5I.53%&),32%-()-(,100&5!""#

序号 日期 源地
?<#5I)

强度/
MG

(

降雨强度

! :

月
$

"

!#

日 蒙古国
!":# :

月
?

日中到大雨

" :

月
!@

"

!<

日 贝加尔湖
!@:#

辽宁中到大雨

@ :

月
!:

"

!?

日 东北原地
!@## :

月
!=

"

!$

日中到大雨

= :

月
"<

"

"?

日 东北原地
!@=# :

月
"<

"

"$

日中到大雨

< $

月
!

"

"

日 东北原地
!="#

吉林'辽宁中到大雨

: $

月
!=

"

!?

日 蒙古国
!@:# $

月
!=

"

!$

日中到大雨

$ $

月
"#

"

"@

日 蒙古国
!@=# @

天均出现暴雨

? $

月
@!

日
"

?

月
@

日 东北原地
!==#

辽宁'吉林出现暴雨

D ?

月
!=

"

!$

日 贝加尔湖
!@=# ?

月
!=

日大到暴雨

月的月降雨量分布看 $图
"

%!

@

个月华北地区的

降雨量大致相同"以上列出的
@

次暴雨过程均不

属局地强降雨!降雨范围均较大!其中第一次过

程与台风有关!台风登陆前有可能为华北地区输

送水汽+

:

,

(第二'三次华北暴雨中层的影响系统

为低槽!低层的影响系统为冷锋"

BG!

!

东北低涡的活动情况

与
"##<

年相似!

"##:

年东北低涡活动频繁!

:

"

?

月均出现了较强的降雨 $图
"

%!辽宁东部'

吉林中部'黑龙江的降雨偏多 $图
!

%"

"##:

年夏

季东北低涡的活动共有
D

个过程 $表
!

%"东北低

涡一般产生中到大雨!在低纬度系统的配合下可

能出现大范围暴雨"从表
!

的统计结果看!低涡

的活动集中在
:

"

$

月!

?

月只有
"

次!低涡的源

地仍为
@

个#贝加尔湖以东!蒙古国!东北原地"

研究结果表明!东北低涡的活动是夏季东北地区

的主要降雨系统+

$

,

!

!DD?

年松花江和嫩江流域的

特大洪涝就是东北低涡的频繁活动造成"对
!DD?

年东北低涡的发生发展也有一些研究+

?

!

D

,

!由于本

文篇幅所限!暂不深入讨论!只简单分析
$

月
"#

日
"

$

月
"@

日的个例"

$

月
"#

"

"@

日个例中!

@

天都出现了暴雨!

暴雨区在低涡的东部!

$

月
"!

日'

""

日的天气形

势合成图 $图
?

%表明!此个例未见中低纬系统的

相互作用!也没有高低空急流相配合!水汽主要

来源于日本海!在低涡的东部存在西南风与东南

风的暖切变!主要的雨区位于暖切变的附近"

"##<

年
:

月
"D

日
"

$

月
!

日个例也未见中低纬系

统的相互作用!水汽主要来源于渤海和东海+

@

,

"

从
"##<

'

"##:

年东北低涡持续性暴雨个例看!有

从邻近海洋来的充足水汽输送!而无低纬度系统

图
?

!

"##:

年
$

月
"!

日 $

)

%和
""

日 $

X

%天气形势合成图

+浅色阴影区为地形高于
!<##(

(深色阴影区表示
"=5

降雨

量大于
!#((

的强降雨中心(箭矢线为
"##5I)

上风速大于

=#(

-

4

!̀的高空急流!风标为
?<#5I)

上风速大于
!"(

-

4

!̀

的低空急流(粗实线和虚线分别为
<##5I)

和
?<#5I)

等高线

$单位#

MG

(

%,

]'

M

7?

!

Q52+1(

G

14'*24

Y

,1

G

*'+E2)*520

G

)**20,W10"!9P,

$

)

%

),-""9P,

$

X

%

"##:

$

c'

M

5*45)-2-'4*1

G

1

M

0)

G

5

YM

02)*20*5),!

<##(),--)0b45)-2-'4"=5

G

02+'

G

'*)*'1,(102*5),!#((7

Q52)001E4)02E',-4

G

22-

M

02)*20*5),=#(

-

4

!̀

)*"##5I)

),-X)0X402

G

0242,*4E',-4

G

22-2d+22-',

M

!"(

-

4

!̀

)*?<#

5I)7Q52*5'+b41&'-),--)452-&',24)02

M

21

G

1*2,*')&52'

M

5*',

MG

()*<##5I)),-?<#5I)

!

024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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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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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年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

$)=*&!

!

$%&35.

<

-8)*8

+

8*.(&,.H&5?&,3&5(9)8-/-8J8&)(-(!""#

编号与名称 生成时间 生成地点 消亡时间 消亡地点 强度
!!

影响我国时间

#!

!珍珠
"##:;#<;#D ?7@H8

!

!@"7#H. "##:;#<;!? "<7DH8

!

!!D7"H.

强台风
<

月
!$

"

!D

日

#"

!杰拉华
"##:;#:;"$ !$7@H8

!

!!=7?H. "##:;#:;"D "!7@H8

!

!!#7<H.

热带风暴
:

月
"$

"

"D

日

#@

!艾云尼
"##:;#$;#! $7<H8

!

!@$7?H. "##:;#$;!# @$7<H8

!

!"?7=H.

超强台风

#=

!碧利斯
"##:;#$;#D !@7=H8

!

!@:7DH. "##:;#$;!< ":7:H8

!

!!<7=H.

强热带风暴
$

月
!=

"

!?

日

#<

!格美
"##:;#$;!D !!7$H8

!

!=#7?H. "##:;#$;": "=7<H8

!

!!:7$H.

台风
$

月
":

"

"D

日

#:

!派比安
"##:;#?;#! !$7!H8

!

!!$7$H. "##:;#?;#= ""7$H8

!

!#?7DH.

台风
?

月
@

"

:

日

#$

!玛利亚
"##:;#?;#< "<7DH8

!

!=<7@H. "##:;#?;!# @:7?H8

!

!=@7#H.

台风

#?

!桑美
"##:;#?;#< !"7#H8

!

!=:7<H. "##:;#?;!! "?7"H8

!

!!$7:H.

超强台风
?

月
!#

"

!"

日

#D

!宝霞
"##:;#?;#: "!7DH8

!

!@!7"H. "##:;#?;#D ""7$H8

!

!!?7$H.

强热带风暴

!#

!悟空
"##:;#?;!@ "<7<H8

!

!@?7<H. "##:;#?;!D @:7"H8

!

!"D7DH.

强热带风暴

!!

!清松
"##:;#?;!= !?7!H8

!

!"D7DH. "##:;#?;!: ":7<H8

!

!=#7!H.

热带风暴

!"

!

K1b2 "##:;#?;"$ !$7"H8

!

!$D7<H. "##:;#D;#: ==7DH8

!

!<:7:H.

超强台风

的配合!也可能产生持续暴雨"

K

!

西太平洋台风活动情况

"##:

年西太平洋共发生台风 $或热带风暴%

"=

个"在
"##:

年
D

月
!

日以前西太平洋共发生台

风
$

个!强热带风暴
@

个!热带风暴
"

个 $表
"

%!

其中有
:

个台风 $或热带风暴%登陆我国大陆!

登陆台风个数较常年偏多'偏早'灾害偏重"

<

月
!?

日!第
!

号台风 )珍珠*在广东省登陆!登

陆时间比每年的第一个台风平均登陆时间提早了

=#

多天"登陆台风中
=

号 )碧利斯*和
<

号 )桑

美*对我国影响最严重"

"##:

年台风登陆造成的

死亡及失踪人数已经超过
!<##

人!远远超过

!D??

"

"##=

年平均每年死亡
==#

人的数字"

"##:

年
#=

号强热带风暴 )碧利斯*在我国登陆!南方

六省遭受严重损失")碧利斯*的主要特点是#影

响范围广'降水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受其影响!

$

月
!@

"

!?

日!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江西'

湖南等地出现了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南部'福建

东部'广东东部以及江西和湖南两省的南部地区

达
"##

"

=##((

!以福建长泰
<$@7"((

最大"

与
"##<

年影响较大的
#<#<

号台风 )海棠*'

#<#D

号台风 )麦莎*'

#<!@

号台风 )泰利*'

#<!D

号台

风 )龙王*相比! )碧利斯*的降水范围仅次于

#<#D

号台风 )麦莎* $

"<!7?

万
b(

"

%"浙江'福

建等六省遭受了严重的洪涝'滑坡和泥石流灾害!

因灾死亡
:@$

人!失踪
"!#

人!约占
"##:

年以来

全国因灾死亡 $失踪%人口总数的
=#\

!经济损

失近
@<#

亿元!是近
!#

年来影响我国最为严重的

台风"这也是自
!DD?

年大洪水以来!人员伤亡最

为严重的一次特大灾害"

)碧利斯*持续时间长的可能原因!一是大尺

度环流场的辐合作用!二是西南气流提供了高温

高湿的有利环境(

"##:

年
$

月
!=

"

!?

日平均的

<##5I)

位势高度场上!

=#H8

附近东亚地区高压

脊发展!出现了闭合高压 $图
D)

%!同时!亚洲夏

季风活跃!对流活动强 $图
DX

%"高压南侧的偏

东风与西南暖湿气流汇合形成一条东西走向的水

汽辐合带!使得热带风暴 )碧利斯*登陆后!沿

着这条辐合带自东向西移动 $图
D+

%!在南方六省

产生大范围致洪暴雨"

今年第
?

号超强台风 )桑美*具有强度强'

风速大'移速快'雨势急'降雨量大的特点!给

浙江'福建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统

计表明!)桑美*不仅是建国以来登陆我国大陆最

强的台风!而且属于百年一遇!比去年登陆美国

的 )卡特里娜*飓风还要略强"此外!第
<

号台

风 )格美*和第
:

号台风 )派比安*也给我国南

方地区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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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

!

"##:

年
$

月
!=

"

!?

日平均的 $

)

%

<##5I)

位势高度场

$单位#

-

MG

(

!阴影区表示
Rc3B

$

RP*

M

1',

M

c1,

M

E)/23)-');

*'1,B,1()&

Y

%

"

!̀#J

-

(

;"

%'$

X

%

?<#5I)

水平风场 $单

位#

(

-

4

!̀

%与正涡度区 $单位#

!#

<̀

4

!̀

%'$

+

%

?<#5I)

水

汽通量 $单位#

!#

@̀

M

-

b

M

!̀

-

(

-

4

!̀

%及其散度 $单位#

!#

?̀

M

-

b

M

!̀

-

4

!̀

%"$

%

%中
B

'

>

'

e

分别表示
$

月
!=

日
!"

时
"

!$

日
!"

时 $北京时%

>'&'4

扰动中心的位置

]'

M

7D

!

Q52(2),+'0+P&)*'1,1W!=̀ !?9P&"##:

#$

)

%

Q52

M

21;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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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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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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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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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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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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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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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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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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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41&'-&',2

!

!#

<̀

4

!̀

%

)*?<#5I)

($

+

%

*52(1'4*P02*0),4;

G

10*4

$

!#

@̀

M

-

b

M

;!

-

(

-

4

!̀

%

),-'*4-'/20

M

2,+2

$

41&'-&',2

!

!#

?̀

M

-

b

M

!̀

-

4

!̀

%

)*?<#5I)7B

!

>

!

%

!

e-2,1*2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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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温酷暑天气

高温天气的定义为日最高气温 $

A

()d

%大于

等于
@<a

"

"##:

年高温天气主要出现在西北'西

南和东部地区!东北地区基本没有出现高温天气!

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高温天气在
"#

天以上!其

中浙江'江西'福建'四川'重庆'和新疆
:

省

区地区在
=#

天以上 $图
!#

%"

"##<

高温天气主要

出现在西北和东部地区!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

高温天气在
"#

天以上!其中浙江'江西地区在
=#

天以上+

@

,

"

"##:

年与
"##<

年对比!高温天气分布

主要差别在川东'重庆地区的高温天数异常偏多"

下面分别对西南地区'江南'华北的高温天气作

简单分析"

图
!#

!

"##:

年
:

"

?

月高温日数

]'

M

7!#

!

Q52-)

Y

,P(X201W*5252)*E)/2',*524P((201W

"##:

"##:

年江南和华南高温时段#

:

月
"#

"

"?

日!

$

月
!

"

:

日!

$

月
!D

"

"<

日!

$

月
"D

日
"

?

月
!$

日!

?

月
"?

"

@!

日"

:

月
!:

日开始华北地

区出现高温!

"#

日高温范围扩展到江南!

:

月
"#

日
"

"=

日高温天气主要出现在长江流域和江南!

:

月
"=

日
"

"?

日高温范围缩小到华南"

$

月
!

日开

始又在浙江出现高温天气 $图
!!)

%!

!

"

:

日这段

高温主要影响江南和华南地区"

$

月
!D

"

"<

日江

南和华南地区出现高温天气!位于长江中游的武

汉也较多的出现高温天气 $图
!!X

%!广州在这

段时间亦出现了持续性高温天气$图
!!+

%"

$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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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年
:

"

?

月日最高气温分布#$

)

%杭州($

X

%武汉($

+

%广州($

-

%重庆

]'

M

7!!

!

Q52-)'&

Y

()d'()&*2(

G

20)*P02',*524P((201W"##:

#$

)

%

L),

M

[51P

($

X

%

JP5),

($

+

%

UP),

M

[51P

!$

-

%

%51,

MZ

',

M

"D

日
"

?

月
!$

日这段高温主要出现在江南和华南

地区!中间受 )派比安*台风登陆的影响!高温

范围有所缩小!同时这段时间我国西南地区也出

现了高温天气"

?

月
"?

日开始受副高西伸影响!

江南和华南又出现高温天气"造成南方高温的天

气系统一般为副热带高压!

$

月
!

日
"

:

日高温天

气的
<##5I)

平均形势图显示 $图
!")

%!中纬度

地区气流平直!副热带高压西伸控制江南'华南!

形成了持续高温"而
?

月中旬的高温!除了副热

带高压的影响!还有中纬度大陆高压的作用 $图

!"X

%!使我国中部地区从华南'江南一直到西南

地区都出现了高温天气"

"##:

年夏天!重庆和四川等不少地方受大范

围的高温和严重干旱困扰"重庆遭遇了百年一遇

的特大伏旱!四川遭受
!D<!

年以来最严重的特大

伏旱"重庆地区整个夏天日最高气温超过
@<a

的

天数达到
<:

天 $图
!!-

%!持续的高温天气从
$

月

中旬开始!

?

月份后重庆基本上天天为大于
@<a

的高温天气"

?

月
!<

日!重庆
"?

个区 $县%最高

气温超过
=# a

!其中綦江达
==7< a

'万盛

==7@a

'江津
==7@a

!均突破全市历史最高气温

记录"如前所述!造成这次极端高温干旱事件的

直接原因!与副热带高压有关"图
!@

给出的
"##:

年
$

月和
?

月的
<##5I)

高度场十分清楚地表明!

"##:

年
$

"

?

月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强且西

伸明显!西南地区处于副高的控制之下!使得气

温持续异常偏高"这是
"##:

年夏季中国西南地区

持续高温的直接原因"

华北地区今年夏天最高气温不高!但出现了

闷热天气!闷热天气最明显的是在
?

月
$

"

!:

日!

$!



气
!

候
!

与
!

环
!

境
!

研
!

究

%&'()*'+),-.,/'01,(2,*)&3242)0+5

!"

卷

61&7!"

图
!"

!

"##:

年
$

月
!

日
"

$

日 $

)

%和
?

月
?

"

D

日 $

X

%的
<##5I)

平均高度场 $单位#

MG

(

%

]'

M

7!"

!

Q52(2),

M

21

G

1*2,*')&52'

M

5*

$

MG

(

%

)*<##5I)

#$

)

%

!̀ $9P&"##:

($

X

%

?̀ DBP

M

"##:

图
!@

!

<##5I)

月平均位势高度场 $单位#

-

MG

(

!粗实线为
<?:

与
<??

线!点划线为气候平均的
<?:

与
<??

线%及其距平 $阴影区#

大于
!7<-

MG

(

正距平区(虚线#距平零线与距平为
!̀7<-

MG

(

%#$

)

%

"##:

年
$

月($

X

%

"##:

年
?

月

]'

M

7!@

!

810*520,L2('4

G

5202<##5I)

M

21

G

1*2,*')&52'

M

5*(2),

$

-

MG

(

!

*5'+b41&'-&',24W10<?:),-<??&',2

!

-1*-)452-&',24'4W10+&';

()*2(2),<?:),-<??&',2

%

),-),1()&1P4

$

45)-2-)02)W10

M

02)*20*5),!7<-

MG

(

!

-1*&',2W10#),- !̀7<-

MG

(

%

W109P&"##:

$

)

%

),-

BP

M

"##:

$

X

%

这是由于副高的位置偏北!使华北地区湿度偏大

所致"有关高温天气!已有不少研究+

<

!

!#

!

!!

,

!这里

不再做深入分析"

E

!

小结与讨论

本文对
"##:

夏季的主要天气过程和形势做了

简单的总结和分析!主要的结论如下#

$

!

%

"##:

年夏季华南地区出现严重洪涝"

:

月华南的强降雨主要有
@

次过程!前两次过程主

要影响天气系统为切变线和地面静止锋!第
@

次

过程为登陆台风造成"

$

'

?

月由于登陆台风较

多!也造成了盛夏华南的强降雨"

$

"

%

"##:

年夏季长江流域降雨偏少!在梅雨

期常见的中高纬度的乌拉尔山和鄂霍次克海阻塞

高压都没有建立!中纬度高压位于贝加尔湖以西!

低纬度副高位置比气候平均稍偏北"

$

@

%

"##:

年夏季华北地区的暴雨过程多与低

槽东移有关(东北地区多低涡活动!造成东北降

雨偏多"

$

=

%

"##:

年西太平洋共发生台风 $包括热带

风暴%

"=

个!其中有
:

个登陆我国大陆!造成了

巨大的影响和经济损失"

$

<

%与
"##<

年不同!

"##:

年高温天气主要分

布在四川和重庆!高温日数异常偏多!出现特大

伏旱!此外!江南部分地区的高温天数也偏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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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基本没有出现高温天气"

本文对
"##:

年夏季天气的分析还是初步的!

今后将继续开展以下几个问题的研究#

"##:

年华

南地区又出现了特大洪涝!福建'广东'广西都

遭受了洪涝灾害!应进一步开展与南方暴雨有关

的环流形势及中尺度暴雨系统发生发展机理的研

究(今年东北低涡十分活跃!对东北低涡发展的

环流背景以及发生'发展机理应开展研究(今年

西南地区出现异常持续性高温天气!对其可能发

生机理应进行研究(为什么今年登陆台风偏早'

偏多且强度强0 等等"

致
!

谢
!!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汛期天气预测

一直是在曾庆存'黄荣辉'李崇银院士!以及张庆云'周

晓平'纪立人'孙淑清'陈烈庭等研究员的积极参与下!

在其他许多同事共同努力下完成的"此外!中国科学院大

气物理研究所科技处'计算信息科学中心'气候部和国际

气候与环境科学中心一直大力支持汛期预测!在此一并予

以感谢"

参考文献 "

32W202,+24

#

+

!

,

!

孙建华!卫捷!张小玲!等
7"##@

年夏季的异常天气及

预测试验
7

气候与环境研究!

"##=

!

C

$

!

%#

"#@

"

"!$

NP,9'),5P)

!

J2'9'2

!

T5),

M

C')1&',

M

!

2*)&7Q52)X,10()&

E2)*520',*524P((20"##@),-'*402)&;*'(2

G

02-'+*'1,7

2;%+3$%/3"4>"9%.("+'"$3;?'#'3./-

$

',%5',242

%!

"##=

!

C

$

!

%#

"#@

"

"!$

+

"

,

!

孙建华!卫捷!张小玲!等
7"##=

年夏季的天气及预测

试验
7

气候与环境研究!

"##<

!

@"

$

!

%#

!

"

!?

NP,9'),5P)

!

J2'9'2

!

T5),

M

C')1&',

M

!

2*)&7J2)*5204

Y

4;

*2(),)&

Y

4'4),-'*402)&;*'(2

G

02-'+*'1,',4P((20"##=7

2;%+3$%/3"4>"9%.("+'"$3;?'#'3./-

$

',%5',242

%!

"##<

!

@"

$

!

%#

!

"

!?

+

@

,

!

孙建华!卫捷!赵思雄!等
7"##<

年夏季的主要天气及

其环流分析
7

气候与环境研究!

"##:

!

@@

$

"

%#

!@?

"

!<=

NP,9'),5P)

!

J2'9'2

!

T5)1N'd'1,

M

!

2*)&7Q52E2)*520

),-'*4+'0+P&)*'1,',4P((201W"##<72;%+3$%/3"4>"9%<

.("+'"$3;?'#'3./-

$

',%5',242

%!

"##:

!

@@

$

"

%#

!@?

"

!<=

+

=

,

!

夏茹娣!赵思雄!孙建华
_

一次华南锋前暖区暴雨
!

中尺

度系统环境特征的分析研究
7

大气科学!

"##:

!

A"

$

<

%#

D??

"

!##?

C')3P-'

!

T5)1N'd'1,

M

!

NP,9'),5P)_N*P-

Y

1W+'0+P(;

4*),+241W(241;

!

4+)&24

Y

4*2(41W4*01,

M

52)/

Y

0)',W)&&',

E)0(42+*10)52)-1WW01,*4',N1P*5%5',)72-%"'#':(&.<

"3;(

)

*$+(#

,

-'.%/5/%'"/'#

$

',%5',242

%!

"##:

!

A"

$

<

%#

D??

"

!##?

+

<

,

!

张庆云!王会军!林朝晖!等
7

中国天气气候异常成因研

究&

"##@

年
7

北京#气象出版社!

"##=7!$#

GG

T5),

M

V'

Y

P,

!

J),

M

LP'

F

P,

!

c',T5)15P'

!

2*)&7 A-'

='/-3"%#+(

)

*B"(.+3; C'3$-'.3"42;%+3$'%"2-%<

"3

&&&

"##@

$

',%5',242

%

7>2'

F

',

M

#

%5',) 2̂*2101&1

M

'+)&

I0244

!

"##=7!$#

GG

+

:

,

!

孙建华!张小玲!卫捷!等
7"#

世纪
D#

年代华北大暴雨

过程特征的分析研究
7

气候与环境研究!

"##<

!

@"

$

@

%#

=D"

"

<#:

NP,9'),5P)

!

T5),

M

C')1&',

M

!

J2'9'2

!

2*)&7B4*P-

Y

1,

42/20252)/

Y

0)',W)&&',810*5%5',)-P0',

M

!DD#472;%+3$%/

3"4>"9%.("+'"$3;?'#'3./-

$

',%5',242

%!

"##<

!

@"

$

@

%#

=D"

"

<#:

+

$

,

!

陶诗言
7

中国之暴雨
7

北京#科学出版社!

!D?#7""<

GG

Q)1N5'

Y

),7 D'39

1

?3%"

)

3;;#%"2-%"3

$

',%5',242

%

7

>2'

F

',

M

#

N+'2,+2I0244

!

!D?#7""<

GG

+

?

,

!

陶诗言!倪允琪!赵思雄!等
7!DD?

年夏季中国暴雨的

形成机理与预报研究
7

北京#气象出版社!

"##!7!?=

GG

Q)1N5'

Y

),

!

8'SP,

Z

'

!

T5)1N'd'1,

M

!

2*7)&7A-'5$&4

1

("

E(.+3$%("='/-3"%#+3"4E(.'/3#$%"

8

(

)

D'39

1

?3%"

)

3;;

%"$-'5&++'.!DD?

$

',%5',242

%

7>2'

F

',

M

#

%5',) 2̂*210;

1&1

M

'+)&I0244

!

"##!7!?=

GG

+

D

,

!

T5)1N'd'1,

M

!

NP,9'),5P)7N*P-

Y

1,+P*;1WW&1E

G

0244P02

4

Y

4*2(4E'*5W&11-1/20810*52)4*B4')7='$'(.(;(

81

3"4

*$+(#

,

-'.%/0-

1

#%/#

!

"##$

!

',

G

0244

+

!#

,

!

谢庄!崔继良!刘海涛!等
7

华北和北京的酷暑天气
K7

历史概况及个例分析
7

气候与环境研究!

!DDD

!

B

$

=

%#

@"@

"

@@@

C'2T5P),

M

!

%P'9'&'),

M

!

c'PL)'*)1

!

2*)&7B4*P-

Y

1,*52

42/20251*E2)*520',>2'

F

',

M

),-810*5%5',)7I)0*K

#

4*);

*'4*'+4),-4

Y

,1

G

*'++)424*P-

Y

72;%+3$%/3"4>"9%.("+'"<

$3;?'#'3./-

$

',%5',242

%!

!DDD

!

B

$

=

%#

@"@

"

@@@

+

!!

,

!

孙建华!陈红!赵思雄!等
7

华北和北京的酷暑天气
KK7

模拟试验和机理分析
7

气候与环境研究!

!DDD

!

B

$

=

%#

@@=

"

@=<

NP,9'),5P)

!

%52,L1,

M

!

T5)1N'd'1,

M

!

2*)&7B4*P-

Y

1,

*5242/20251*E2)*520',>2'

F

',

M

),-810*5%5',)7I)0*KK

#

4'(P&)*'1,),-),)&

Y

4'472;%+3$%/3"4>"9%.("+'"$3;?'<

#'3./-

$

',%5',242

%!

!DDD

!

B

$

=

%#

@@=

"

@=<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