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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气实况

受西风槽、副热带高压及台风“安比”北上变性的共同

影响，24 日至 26 日内蒙古中东部地区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

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至 26 日

20 时，内蒙古中部偏南及以东地区有降水，其中，鄂尔多斯

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中部和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赤

峰市南部和东部、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中南部过程

降水量（一次完整的降水过程累计产生的降水量）25.0~49.9

毫米；赤峰市南部和东部、通辽市西部和北部、兴安盟南部

和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过程降水量 50.0~99.9 毫米；赤峰市

南部、通辽市西南部和北部、兴安盟东南部偏南过程降水量

100.0 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环流形势

200hPa 高空处，内蒙古在高空区西风急流入口右侧，高

层辐散特征明显，受到抽吸作用的影响，地面流场气旋性和

上升运动加强，使得降水强度加大。24 日 02 时，台风安比

移动到山东北部与河北南部的交界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东退趋势明显，再加上大陆高压及高压坝的阻挡，减缓了系

统移动速度；短波带主要活动在中纬度西风带上，出现了频

繁的冷空气活动，台风外围的偏南气流逐渐对内蒙古大部分

地区产生影响，此时的相对湿度增加，因台风持续北上，内

蒙古地区的降水范围进一步扩大；24 日 08 时，西太平洋副

热带高压东退，内蒙古中西部短波槽不断向东移动，且与台

风合并后，强度增加，高空槽前的偏南气流几乎控制整个内

蒙古地区，台风继续北移，逐渐达到北京地区，东部偏南风

急流逐渐深入到赤峰北部，台风北部东风辐合对内蒙古南部

地区产生影响，低层相对湿度转好，台风倒槽顶部的东风辐

合区逐渐对内蒙古南部进行控制，引发了南部地区的降水；

24 日 14 时，台风安比继续朝着东北转移，已经移动到河北

北部地区，内蒙古南部地区继续维持，且雨带逐渐朝着东北

地区转移，此时低层处的风速维持在 20m/s 以上，内蒙古南

部有大风天气出现。与此同时，东南风和北风切变共同影响

着内蒙古北部偏北地区，且逐渐出现降水天气；到了 20 时，

台风继续转移，此时的降水主要集中在内蒙古东北部。

地面形势场上，由于低压槽顶后影响，影响内蒙古地区

的台风强度减弱，25 日 02 时，内蒙古低层转为北风控制，

台风降水趋于结束。结合高空场和地面形势场，出现在内蒙

古的这次降水天气主要是高空急流、台风、低空交流及台风

倒槽共同作用的结果，降水与台风路径保持一致，均呈现出

东北 - 西南走向，在台风北侧辐合带中则是主要的暴雨落区。

3. 物理量场诊断

3.1 水汽条件分析

结合水汽通量散度，台风安比出现时引发的降雨天气分布

极不均匀，台风北侧属于水汽通量辐合区，南侧则属于辐散区。

24 日 08 时，内蒙古北部一带分布有水汽通量辐合区；内蒙古

南部地区存在弱的水汽通量辐合，随着台风逐渐向北转移，水

汽通量也开始建立，为台风暴雨的出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汽

供应；14 时，台风继续朝着东北地区转移，此时内蒙古南部

的水汽通量辐合增强，且水汽通量辐合区不断扩大，24 日 20 时，

有明显的水汽通量辐合中心出现在赤峰市到通辽市一带。随着

时间的推移，到了 25 日 02 时，台风逐渐转为低压控制，内蒙

古大部分地区则成为了水汽通量辐散区，影响内蒙古的降水天

气强度逐渐减弱，直至消失。结合比湿数值，在强降雨天气出

现的过程中，内蒙古大部分地区的比湿数值达到了 14g/kg，说

明强降雨天气出现时的水汽条件较为充足。由此不难看出，强

的水汽通量辐合区域未来 24h 降水落区有很好的对应关系，降

水落区同水汽通量辐合则保持一致。

3.2 热力条件

结合假相当位温场的分布情况，台风出现过程中携带了

丰富的水汽和能量；24 日 08 时，出现在北京的安比假相当

位温数值达到了 356K，其北部高能舌逐渐向南蒙古南部延伸，

同辐合上升区有很好的对应关系，使得内蒙古南部出现降水

天气；台风安比在朝着东北地区转移的过程中，暖湿空气不

断向北推进，在低空西南急流的作用，源源不断的水汽和能

量不断向北输送，使得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分布有假相当位温

的高能区；20 时，台风继续向东北地区转移，北方冷空不断

向南方地区移动，内蒙古赤峰市出现了假相当位温密集带，

引发了暴雨天气的出现。因空气饱和水汽的凝结作用，使得

大量的潜热不断释放，导致假相当位温数值增加幅度较大，

有明显下凹，下凹区域是假相当位温等值线陡峭且密集区，

说明有明显的降水天气，在台风南部出现了不稳定层结，为

台风降水天气的出现提供了有利条件。

3.3 动力条件

结合 700hPa 垂直速度和 850hPa 涡度空间分布，不难发

2018 年内蒙古地区汛期一次降水天气过程分析

白剑虹
（内蒙古自治区卓资县气象局，内蒙古  卓资  012300）

摘  要：本文利用地面观测资料、NCEP 再分析资料、台站观测资料等对 2018 年 7 月 24~25 日出现在内蒙古汛期的一次台

风降雨天气过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内蒙古的这次降水天气主要是高空急流、台风、低空交流及台风倒槽共同作用的结果，

降水与台风路径保持一致，均呈现出东北 - 西南走向；热带风暴北侧中低层属于强烈的上升运动区，500hPa 和 850hPa 处均存

在一个绝对涡度中心；因空气饱和水汽的凝结作用，使得大量的潜热不断释放，导致假相当位温数值增加幅度较大，在台风南

部出现了不稳定层结，为台风降水天气的出现提供了有利条件。

关键词：降水   环流形势  物理量场  内蒙古



10

科研管理 ｜ 2021 年第 7 期 农业气象

现其与降水落区有很好的对应关系。24 日 08 时，河北东部地

区分布有垂直速度负值中心和绝对涡度的正值中心，上升运

动区北部位于内蒙古南部，其与大部分地区则以下沉运动区

为主；14 时，垂直速度负值中心北抬，内蒙古大部分地区的

上升运动较为明显，同降水落区保持一致。20 时，出现在内

蒙古地区的上升运动继续加强，垂直速度负值中心与绝对涡

度正值区均朝着东北方向转移，且强度有小幅度的锐减；25

日 02 时，绝对涡度正值中心要比垂直速度负值中心落后。在

热带风暴中西南北两侧，垂直速度和绝对涡度的非对称分布

较为明显，其中 14 时的热带风暴所在纬度北侧的上升运动区

较为明显，南侧则分布有垂直速度正值区，500hPa 高度处均

分布有正负速度区。由此不难看出，热带风暴北侧中低层属

于强烈的上升运动区，500hPa 和 850hPa 处均存在一个绝对涡

度中心；24 日 20 时，因台风继续北移，台风北侧表现为强烈

的上升运动，且位于 300hPa 高度处，同时还有深厚的辐合层。.

4. 结论

（1）内蒙古的这次降水天气主要是高空急流、台风、低

空交流及台风倒槽共同作用的结果，降水与台风路径保持一

致，均呈现出东北 - 西南走向，在台风北侧辐合带中则是主

要的暴雨落区。

（2）强的水汽通量辐合区域未来 24h 降水落区有很好的

对应关系，降水落区同水汽通量辐合则保持一致。

（3）因空气饱和水汽的凝结作用，使得大量的潜热不断

释放，导致假相当位温数值增加幅度较大，同时出现了明显

的下凹，下凹区域是假相当位温等值线陡峭且密集区，说明

有明显的降水天气，在台风南部出现了不稳定层结，为台风

降水天气的出现提供了有利条件。.

（4）热带风暴北侧中低层属于强烈的上升运动区，

500hPa 和 850hPa 处均存在一个绝对涡度中心；因台风继续

北移，台风北侧表现为强烈的上升运动，且位于 300hPa 高度

处，同时还有深厚的辐合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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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抵御方案的演练，评估所采取措施的效果。而且气象服务，

不只包括对气象预警信息的宣传，还包括对气象灾害情况的

应对科普，帮助大家通过气象服务来了解气象情况背后的科

学知识，对如何进行气象灾害的防控进行深入的了解。

6. 气象服务的方式

6.1 用手机来提供气象信息

气象服务部门可以采取发短信或者打电话的方式，利用

手机来进行气象情报的传递，或对气象灾害进行防控预警。

手机的好处是可以让接收人更直观更及时地接收到情报信息。

具有很高的时效性和针对性。但缺点是要求手机必须是在信

号稳定的区域，才能准确及时地接收到气象信息。

6.2 利用电视媒体来传递气象服务信息

当地的气象情况一旦被气象部门监测到并梳理，就会实

时地形成气象监测预警信息，可以直接对接到当地电视台进

行滚动播出，以提醒大家注意。利用这一平台的好处是当地

受众群体比较精准，而且大家通过电视收听收看气象服务资

讯，比较容易接受，而且很直观。也可以通过电视播放模拟

针对气象情况的措施，来让大家更好的了解如何在极端天气

情况下进行实际的操作。

6.3 利用广播来进行气象信息服务

在锡林郭勒盟的一些乡镇、村庄，都还能看到一些进行气

象宣传的大喇叭，这些大喇叭可以在发生极端天气情况下，进行

广播来宣传气象预警信息。用广播宣传的优点是，可以迅速引起

正在劳作的农村农业生产者以及畜牧工作者的注意，使大家可以

高效地进行沟通交流，对区域宣传具有针对性。但缺点在于大喇

叭需要日常的维护及修理，要确保喇叭在广播中的正常使用。

6.4 通过新媒体网络平台进行气象服务

现在数字化科技已经进入了越来越多的领域，气象服务

也可以采取网络化这样先进的模式。例如，大家可以利用专

门的气象网站去接受气象信息的更新和预警，也可以下载专

门针对当地的天气 App，关注实时的气象情况变化和更新。

而且气象服务部门还可以以有针对性地组建微信群，在特殊

天气情况发生时，将不同区域的特殊天气情况，发送到各自

区域的居民所在的微信群里。这样大大节省了气象预警服务

信息的通知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7. 总结

气象服务系统的完善，以及气象服务水平的提升，不仅

在锡林郭勒盟的农牧业灾害预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会

对当地人民的气象知识水平有较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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