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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兰屯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呼伦贝尔市南端，受

台风直接影响的情况比较少，2016 年第 10 号台风“狮子山”

和 2020 年第 9 号台风“美莎克”登陆后变性为温带气旋或热

带风暴影响扎兰屯产生暴雨。[1]

1. 天气过程概况及灾情

通过分析，扎兰屯受台风“狮子山”影响，2016 年 8 月

30 日 08 时至 9 月 2 日 08 时，扎兰屯 32 个观测站中 10 站达

到暴雨，最大累计降水量出现在萨马街红炮台 76.1mm，没有

出现小时雨量大于等于 20mm 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图 1a）。

此次过程中 14 个乡镇风力为 5-6 级，只有一个站（达斡尔民

族乡）风速 15.0m/s，风力为 7 级。次受北上台风“狮子山”

影响在扎兰屯产生的降水因雨势较缓，因此没有出现较大的

灾害。

受台风“美莎克”影响，2020 年 9 月 3 日 08 时 -5 日 08

时，扎兰屯遭受了局地暴雨的袭击，32 个观测站中 23 个站

达到暴雨，扎兰屯本站 24h 雨量达 98.9mm（图 1b）；28 个

观测站（含风速风向的站）有 15 个观测站出现了 7 级以上的

大风，另外，4 日 04 时成吉思汗建设村极大风速 24.7m/s，风

力达到 10 级。

受北上台风“美莎克”的持续大风、暴雨影响，致使扎

兰屯 7 个乡镇水稻、黄豆、玉米等农作物受灾，据统计受灾

人口 16904 人，受灾面积 17072.53 公顷，减产面积 16642.4

公顷，绝产面积 120.6 公顷，冲毁涵桥 2 处，经济损失约

2301.3 万元（农作物经济损失 2269.3 万元，基础设施经济损

失 32 万元），造成全市中小学停课，导致 19 条客运班线停运，

无人员伤亡。

             （a）                            （b）

图 1  降水量实况图

（a）2016 年 8 月 30 日 08 时 -9 月 2 日 08 时

（b）2020 年 9 月 3 日 08 时 -9 月 5 日 08 时

 

2. 两次台风的异同点分析

这两个台风的相似点是：两个台风均是北上台风，生成

的时间相似，均在 8 月。这两个台风的区别在于：

其一，生成地点、登陆次数及地点不同。前者台风“狮子山”

生成于西北太平洋洋面，后者台风“美莎克”生成于菲律宾

以东的洋面；前者经过 2 次登陆过程，后者登陆 1 次；前者

第一次登陆在日本岩手县大船渡市附近、第二次登陆在俄罗

斯滨海边疆区海参崴市附近，后者在韩国庆尚南道沿海登陆；

其二，强度不同。当进入西北太平洋洋面后，“狮子山”

达超强台风级别，中心气压为 935hPa，最大风速达 52m/s；“美

莎克”为强台风级，中心位于日本冲绳那霸南偏东方约 1070

公里的洋面上，近中心气压为 995hPa，最大风速为 42 m/s；

其三，北上路径的差异。“狮子山”进入日本海后以 35 

km/h 的速度向西北转偏西方向移动；“美莎克”以 60km/h

的速度向偏北转偏西方向移动，两个台风最终以热带风暴级

进入我国吉林省境内继续影响扎兰屯地区。

3.环流背景对比分析

3.1 副热带高压带的位置与强度

2016 年 8 月 30 日 08 时 500 hPa 的高度场（图略）上，

副高位于西太平洋洋面上【2】，588 线北界位于 30° N，与鄂

霍次克海高压阻挡冷涡和台风“狮子山”的东移，冷涡加深

停留东北，8 月 31 日 08 时，台风“狮子山”在鄂霍次克海

高压后部及冷涡前部东南气流的引导气流下往西北方向移动

影响扎兰屯市。

2020 年 9 月 1 日 08 时 500 hPa 高度场（图略）上， 副

高位于 120° E 以东、北界 40° N 以北，台风“美莎克”在

副高西侧偏南气流引导下向北移动，9 月 3 日 08 时（图略）

副高北台至 45° N，台风“美莎克”向北移动登陆韩国，减

弱为强热带风暴，在冷涡顶前部东南气流引导下，在 9 月 3

日 20 时移动至吉林省北部，减弱为热带风暴，此时我市降雨

及大风逐渐加强，4 日 04 时成吉思汗建设村极大风速 24.7m/

s，风力达到 10 级；9 月 4 日 08 时（图略）减弱为风速 15m/

s 的温带气旋移动至扎兰屯市，此时风速减弱，降雨持续；至

9 月 5 日 08 时（图略）此次过程结束。

3.2 冷涡位置及移动

2016 年 8 月 30 日 20 时 500hPa 高度场上，冷涡位于朝

鲜半岛，扎兰屯市位于冷涡顶部，在鄂霍次克海高压阻挡下

北抬；31 日 20 时在吉林省冷涡与温带气旋相叠加；1 日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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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槽东移南掉在副高阻挡下加强形成冷涡，冷涡北抬影响扎兰屯市；两次过程比湿均增加至 8g/kg，湿度较厚，未形成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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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冷涡减弱北抬至扎兰屯市上空；2 日 20 时冷涡减弱消散过

程结束。

位于贝加尔湖槽，在槽后西北气流不断输送冷空气下东

移南掉加强，形成冷涡系统；2020 年 9 月 3 日 08 时冷涡位

于渤海，3 日 20 时冷涡北抬至辽宁省，热带风暴位于冷涡前部，

冷涡继续北抬，4 日 08 时冷涡与温带气旋相叠加，位于扎兰

屯市上空；5 日 08 时冷涡继续北抬扎兰屯市位于冷涡底部，

过程结束。

4. 水汽条件

台风是一个巨大的 " 水汽和能量库 "，为暴雨提供了一

个运动的水汽源和不稳定能量。[3]

水汽条件方面，两次过程均从台风前部东南风不断地将

水汽从水汽源地输送到扎兰屯市，2016 年 9 月 1 日 08 时、

2020 年 9 月 3 日 20 时，850hPa 比湿均增加至 8g/kg，从相对

湿度场看湿度厚度延伸至 600hPa，不利于形成不稳定层结，

K 指数均小于 30℃，未出现强对流天气。

5. 动力条件（散度场）

2016 年 8 月 30 日 20 时 200Hpa 散度场（图略）可见，

我市高层有散度正值中心，低层有散度的负值中心（图略），

说明低层辐合，辐合大值区位于我市，高层辐散，即存在辐

合上升运动。

2020 年 9 月 3 日 20 时 500hPa 散度场可见，强辐合区位

于台风的西部及北部，扎兰屯市上空辐合较为强烈，有利于

用上升运动。

综合分析，两次过程高空有强辐散区，低层有强辐合区，

有利于上升运动。

6. 两次台风服务情况分析

针对台风“狮子山”过程，扎兰屯市气象台发布 1 期强

降雨天气预报，发布 2 期大风蓝色预警，3 期雨情公报。根

据极大风速实况数据显示，达斡尔民族乡在 31 日 20 时达到 

15.0m/s，其余站点均未达到大风标准，因此本次大风预警信

号空报 12 个站，预报存在较大偏差。

针对此次台风“美莎克”过程，共发布重要天气报告 2 期、

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2 期、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1 期、大风蓝色

预警 2 期、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黄色预警 2 期、山洪气象

风险黄色预警 2 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 2 期，制作

雨情公报信息 2 期。根据极大风速实况数据显示，只有蘑菇

气镇（极大风速 13.0 m/s）未达到大风标准，其余站点均达到

大风标准，因此本次大风预警信号空报 1 个站，预报较为准确。

根据降雨量实况数据显示，此次发布的暴雨预警中，除

了扎兰屯卧牛河镇、浩饶山镇、萨马街民族乡，中和黎明村

外其它乡镇均达到暴雨标准，预报存在一定的差距。

通过两次台风过程中扎兰屯市气象台值班人员 24 小时严

密值守，服务及时并将气象服务信息通过多种途径向政府、

防汛办、乡镇等发布，信息发布后，全市各部门密切关注天

气变化，相关部门迅速行动，积极应对。

7. 小结

通过两个北上台风“狮子山”和 2020 年台风“美莎克”

对扎兰屯风雨影响差异及成因对比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结果。

（1）高空槽东移南掉在副高阻挡下加强形成冷涡，台风

北上与高空冷涡合并影响下，有利于扎兰屯产生暴雨大风天

气提供了环流背景。 

（2） 两次过程均从台风前部东南风不断地将水汽从水

汽源地输送到扎兰屯市，为暴雨天气提供了必要条件。 

（3）两次过程高空有强辐散区，低层有强辐合区，有利

于上升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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