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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析资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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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温资料!对东北冷涡与华南前汛期降水进行了统计

分析!定义了一个前汛期东北冷涡强度指数$

;C&9H

%!并研究了前汛期东北冷涡异常年同期东亚季风&西太平洋

副高&对流层低层的垂直运动异常特征和前期全球海表温度 $

88I

%的先兆信号!结果表明#前汛期东北冷涡强度

与华南降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东北冷涡强年!前期东亚冬季风偏弱!同期东亚夏季风异常爆发提前且偏强!西

太平洋副高位置偏南!华南地区低层上升运动发展!降水偏多'东北冷涡偏弱年!前期东亚冬季风偏弱!同期东

亚夏季风爆发推迟且偏弱!西太平洋副高位置偏北!华南地区低层下沉运动发展!降水偏少'前汛期东北冷涡与

前期中国近海海温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前汛期东北冷涡异常强年!前期对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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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熟阶段或发展阶

段!而前汛期东北冷涡异常弱年则对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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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熟阶段或发展阶段"

关键词
!

前汛期
!

东北冷涡
!

旱涝

文章编号
!

%""# BAB>

$

$""#

%

"# %$?B "A

!!!

中图分类号
!

K?$#

!!!

文献标识码
!

3

#$%&'()*+(,-.%*/,0%-(1/$%2(0/$%*-/3(+45(0/%67,08'

9

/$%.80-/.+((4

:%08(48'/$%;*-/!"<%*0-*'4=/-3(00%+*/8('>8/$?*8'1*++8'@(,/$3$8'*

LH3M&'.)D8'*)

N

!

OPQ'(DO*(

!

RC,()DR0(

!

0)E&RHS0)DQ'*)

!"#

$

%#

&

'#%()*+%,

-

.

/

0#

/

.*1",%.#23%)#3)45)36#.7.

&-

!

!"#

$

%#

&

$%""??

&A-/0*B/

!

@0+*E-)4'*%B>% $""?5-)4'1

G6

/*7(

6

(404(-)0)E+./207*0(/4*5

6

*/04./*-2%#"&'()*+*+404(-)++.

6

D

6

1(*ET

G

;04(-)01&1(504(7&*)4*/

!

4'*/*0)01

G

+(+E0402/-5CF3D?"E040+*4++.

66

1(*ET

G

C&LOUV(4'/*+-1.4(-)

$=>WX$=>W0)E4'*F*

G

)-1E++*0+./207*4*5

6

*/04./*

$

88I

%

E040V(4'/*+-1.4(-)$="WX$="W

!

4'*7-//*104(-)T*D

4V**)4'*)-/4'*0+47-1E<-/4*Y

$

;C&9

%

0)E4'*/0()2011E./()

N

4'*2(/+421--E

6

*/(-E()8-.4'&'()0'0+T**)()<*+D

4(

N

04*E+404(+4(7011

G

0)E0+*0+-)4(5*D+701*

$

L0

G

D,.)*

%

)-/4'*0+47-1E<-/4*Y()E*Y

$

;C&9H

%

E./()

N

4'*2(/+421--E

6

*/(-E'0+T**)E*2()*E=I'*0)-501-.+2*04./*+-24'*C0+4D3+(0)+.55*/5-)+--)

$

C38L

%!

4'*V*+4*/)K07(2(7

+.T4/-

6

(701'(

N

'

$

OK8R

%

0)E4'*<*/4(7015-<*5*)4+()4'*1-V4/-

6

-+

6

'*/*E./()

N

4'*0)-501-.+D;C&92(/+421--E

6

*/(-E+'0<*T**)0)01

G

Z*E0)E4'*

6

/*7*E()

N

+(

N

)01+-24'*

N

1-T0188I()4'*#5-)4'+T*2-/*4'*2(/+421--E

6

*/(-E

()8-.4'&'()0'0<*T**)+4.E(*E.+()

N

4'*7-5

6

-+(4*0)01

G

+(+5*4'-E0)E4'*7-//*104(-)0)01

G

+(+5*4'-E=F*+.14+

+'-V4'044'*/*(+0+(

N

)(2(70)41

G6

-+(4(<*7-//*104(-)T*4V**)4'*;C&90)E4'*

6

/*7(

6

(404(-)E./()

N

4'*2(/+421--E

6

*/(-E()8-.4'&'()0

!

+4/-)

N

;C&9/*104*E4-5-/*

6

/*7(

6

(404(-)0)E<(7*<*/+0=I'*0)-501-.+1

G

+4/-)

N

D;C&9

2(/+421--E

6

*/(-E+0/*-24*)/*104*E4-4'*V*0[C38L

!

5-/*+-.4'V0/EOK8R0)E+4/-)

N

0+7*)E()

N

5-<*5*)4+

E*<*1-

6

()

N

()4'*1-V4/-

6

-+

6

'*/*()8-.4'&'()0

!

V'(7'-22*/)*7*++0/

G

045-+

6

'*/(77(/7.104(-)7-)E(4(-)+2-/4'*



()7/*0+()

N

-2

6

/*7(

6

(404(-)E./()

N

4'*2(/+421--E

6

*/(-E()8-.4'&'()0

!

V'*/*0+4'*0)-501-.+1

G

V*0[D;C&92(/+4

21--E

6

*/(-E+0/*.+.011

G

0++-7(04*EV(4'4'*+4/-)

N

C38L

!

5-/*)-/4'V0/EOK8R0)E+4/-)

N

E*+7*)E()

N

5-<*D

5*)4+E*<*1-

6

()

N

()4'*1-V4/-

6

-+

6

'*/*()8-.4'&'()0

!

V'(7'-22*/)*7*++0/

G

045-+

6

'*/(77(/7.104(-)7-)E(4(-)+2-/

4'*E*7/*0+()

N

-2

6

/*7(

6

(404(-)E./()

N

4'*2(/+421--E

6

*/(-E()8-.4'&'()0=I'*/*(+0+(

N

)(2(70)41

G

)*

N

04(<*7-//*10D

4(-)T*4V**)4'*;C&9E./()

N

4'*2(/+421--E

6

*/(-E0)E4'*88I()4'*+*00/*0+2/-53/0T(0)8*0

!

07/-++4'*@0

G

-2@*)

N

01

!

4'*8-.4'&'()08*04-4'**

\

.04-/(01V*+4*/)K07(2(7E./()

N

4'*

6

/*7*E()

N

5-)4'+T*2-/*4'*2(/+421--E

6

*/(-E

!

V'(7'(5

6

1(*+4'044'*

6

/*7*E()

N

C0+43+(0)V()4*/5-)+--)(+V*0[-)077-.)4-24'*+501110)ED+*04'*/D

501E(22*/*)7*=I'**

\

.04-/(01*0+4*/)K07(2(701+-*Y'(T(4+07-1E*/88I

6

'0+*()4'*

6

/*7*E()

N

5-)4'+-2'(

N

'D;C&D

9H2(/+421--E

6

*/(-E+

!

V'(7'7-//*+

6

-)E+4-4'*504./*

6

'0+*-/4'*E*<*1-

6

()

N6

'0+*-2J0;(

"

)0

!

0)E<(7*<*/+0=

3114'*+*-22*/+-5*

6

/*E(74(<*+(

N

)01+2-/4'*;C&92-/*70+4()

N

E./()

N

4'*2(/+421--E

6

*/(-E+=

I'**5

6

'0+(+-24'(+

6

0

6

*/(+7-)7*)4/04*E-)4'*1-)

N

4(5*+701*

!

+*0+-)+701*

!

()<*+4(

N

04(-)-)4'*;C&9=

R-V*<*/

!

4'*;C&9(+0<*/

G

7-5

6

1(704*EV*04'*/

6

'*)-5*)-)=I'*5*7'0)(+5+-24'*()4*/074(-)+T*4V**)4'*

;C&90)E4'*

6

/*7(

6

(404(-)E./()

N

4'*2(/+421--E

6

*/(-E()8-.4'&'()00/*+4(11-

6

*)

\

.*+4(-)+0)E)**E2./4'*/()D

<*+4(

N

04(-)+=

C%

D

>(04-

!

4'*2(/+421--E

6

*/(-E

!

4'*;-/4'*0+47-1E<-/4*Y

!

E/-.

N

'4+0)E21--E+

E

!

引言

长期以来!我国气象学家一直关注华南前汛期

旱涝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早在
$"

世纪三四

十年代!竺可桢(

%

)和涂长望等(

$

)就指出!华南前汛

期降水是夏季风推进的产物!华南前汛期旱涝与季

风的进退紧密相关"朱乾根和何金海(

!

)明确提出东

亚季风区可分为南海 西太平洋热带季风区和大陆

日本副热带季风区!并认为造成华南前汛期降水的

夏季风属副热带季风"陶诗言和陈隆勋的研究(

?

)显

示在印度西南季风强的夏季!东亚夏季风往往偏

弱"黄荣辉等(

>

)提出!东亚夏季风雨带的季节内变

化还与西太平洋暖池的热状态关系密切"吴国雄

等(

#

)和张琼等(

]

)的研究表明华南&江南夏季旱涝与

中国近海海温 $如南海&印度洋等%关系密切"

R*

等(

A

)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夏季西太平洋副高的三

个参数 $面积&强度和脊线纬度%与东亚副热带季

风降水存在很高的相关"综观前人关于华南前汛期

旱涝的研究!对于热带低纬地区的影响因子考虑较

多!而源自北半球中高纬地区的天气系统考虑较少"

事实上!中高纬天气系统对华南前汛期旱涝同

样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B

"

%$

)

!而东北冷涡正是这样

天气系统的重要代表!它是东亚中高纬大气环流系

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次东北冷涡活动的生命周

期一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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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因此它是一个天气尺度的系统"

孙力(

%!

)从天气学的角度对东北冷涡的影响作用和

某些天气学特征进行了研究"然而!从空间上看东

北冷涡不仅对东北地区的天气气候有着很大影响!

而且可引导高纬的冷空气南下影响中低纬度地区!

从时间上看频繁的东北冷涡活动!不仅影响到中短

期天气!而且对长期天气同样有着重大影响"这也

是本文的研究出发点"开展这些研究!不仅可以了

解中高纬系统对华南前汛期降水的作用!而且可以

为该地区的短期气候预测提供具有参考意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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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和方法

本文所用月平均降水和气温资料取自中国气象

局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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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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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月平均气温!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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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高度场&风场和

海平面取自欧洲中心
CF3D?"

再分析资料集 $水平

分辨率为
$=>WX$=>W

%!海温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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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温资

料集 $水平分辨率为
$WX$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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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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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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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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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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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和
#

月月平均可出现东北冷涡
%$=>

天和

%>=%

天!其对天气影响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影响地

区出现持续低温连阴雨!尤以持续低温特征更为显

著"因此低温持续时间越长!则导致影响区域的前

汛期地面平均气温偏低!表明东北冷涡活动越频

繁!强度越强!反之则表明东北冷涡较弱"基于

此!本文首先定义一个前汛期东北冷涡强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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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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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统计手段划

分降水区的方法!先计算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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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地面

平均气温标准差!得到东北地区地面气温变率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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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强年和异常弱年
>

"

#

月
>""'K0

合成差值流场 $黑粗线为槽线%

U(

N

=%

!

$

0

%

&-//*104(-)T*4V**)&'0)

N

7'.)

*

+0)E%#"+404(-)+

*

+./207*0(/4*5

6

*/04./*+E./()

N

L0

G

,.)()&'()0

$

4'*0/*0+V(4'4'*B>̂

+(

N

)(2(70)7*1*<*10/*+'0E*E

%'$

T

%

4'*E(22*/*)7*-2>""'K0+4/*051()*2(*1E+T*4V**)'(

N

'D0)E1-VD;C&9H

$

)-/4'*0+47-1E<-/4*Y()E*Y

%

2(/+421--E

6

*/(-E+()8-.4'&'()0

$

4'*T-1E1()*(+4'*4/-.

N

'1()*

%

表
E

!

EG!E

!

F""H

年前汛期标准化东北冷涡强度指数 !

2I35=

"

#*A+%E

!

#$%2I35=4,08'

9

/$%180-/1+((4

J

%08(48'@(,/$3$8'*10()EG!E/(F""H

年份
S*0/ ;C&9H

年份
S*0/ ;C&9H

年份
S*0/ ;C&9H

年份
S*0/ ;C&9H

年份
S*0/ ;C&9H

%B>% _"=$> %B#$ "=A> %B]! %="> %BA? _"=!" %BB> "=?"

%B>$ _"=>$ %B#! _"=>? %B]? %="" %BA> _"=!] %BB# _%="!

%B>! "=$# %B#? "=$# %B]> "=$" %BA# _%=%% %BB] _%=%?

%B>? $=!$ %B#> "=$? %B]# %=?? %BA] "=]? %BBA _"=#]

%B>> "=?$ %B## "=?! %B]] "=?A %BAA _"=>B %BBB _"=?]

%B># %=#" %B#] _%=$> %B]A _"=>$ %BAB "=$! $""" _$=>#

%B>] %=?" %B#A "=!? %B]B "=!A %BB" "=%" $""% _$=>%

%B>A "=>$ %B#B %=!! %BA" _"=#" %BB% "="> $""$ _%=#%

%B>B "=]$ %B]" "=%A %BA% "=?] %BB$ "=B> $""! _%="%

%B#" %=A$ %B]% "="A %BA$ _"=%" %BB! "=%! $""? _%=?$

%B#% _"=>A %B]$ "=?! %BA! _"="% %BB? _%=A!

点相关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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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阴影所覆盖的显著相关区

域 $通过
B>̂

水平的置信度检验%有着与基点站较

为一致的地面气温变率!计算该区域内测站地面气

温平均值!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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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该区域地面气温均

值进行标准化!在该标准化时间序列前加负号!将

之定义为前汛期东北冷涡强度指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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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汛期标准化东北冷涡强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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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汛期东北冷涡异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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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场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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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行合成分析!选取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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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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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最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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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分别作为东北冷涡异常强年和

异常弱年的代表年份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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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集

的时间长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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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图上主要表现为在蒙

古东部至我国东北地区存在一气旋性活动中心!为

验证本文所定义的前汛期东北冷涡强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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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刻画这一特征!我们计算了东北冷涡异

常强年和异常弱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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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差值流

场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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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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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位的前汛期
2I35=

及

对应的标准化降水量 !

8

)

"

#*A+%F

!

#$%8'48B%-*'4/$%80B(00%-

J

('48'

9

'(0)*+8L%4

J

0%M

B8

J

8/*/8('

!

8

)

"

4,08'

9

/$%180-/1+((4

J

%08(4-(1/$%E"$8

9

$%-/

!

+(>%-/

"

2I35=

D

%*0-10()EG!E/(F""H

年份

S*0/

高
;C&9H

R(

N

';C&9H

8

)

年份

S*0/

低
;C&9H

J-V;C&9H

8

)

%B>? $=!$ $=>! $""" _$=># _%=$]

%B#" %=A$ "=$$ $""% _$=>% _"=$?

%B># %=#" "=$! %BB? _%=A! _"=%]

%B]# %=?? "=%A $""$ _%=#% _"=#]

%B>] %=?" "=A$ $""? _%=?$ _%=!%

%B#B %=!! "=%% %B#] _%=$> _"=BB

%B]! %="> $="> %BB] _%=%? _"=>!

%B]? %="" "=! %BA# _%=%% _"=]

%BB$ "=B> "=%% %BB# _%="! _"=B$

%B#$ "=A> $=%% $""! _%="% _"=%]

流中心位于东北北部!这表明前汛期
;C&9H

异常

强年东北地区有气旋性环流发展!而
;C&9H

异常

弱年气旋性环流是减弱的!反气旋性环流是发展

的"此外!从我国东北经黄海至华南地区为一显著

的高空槽所控制!表明东北冷涡异常强年冷空气较

活跃并随槽后引导气流扩散南下影响华南地区!而

东北冷涡异常弱年情况正好相反"综上所述
;C&D

9H

值的大小反映了东北低涡的强弱!因此可以将

它作为一个衡量东北冷涡强度的定量指标"

H

!

前汛期东北冷涡与华南降水的关系

为研究前汛期东北冷涡与华南降水的关系!计

算了
>

"

#

月的
;C&9H

与中国
%#"

站前汛期降水

的相关系数 $图
$0

%"由图
$0

可见!在华南和江南

地区存在大范围显著的正相关!即当
;C&9H

偏大

时!东北冷涡偏强!华南前汛期降水偏多!当
;C&D

9H

偏小时!东北冷涡偏弱!华南前汛期降水偏少"

如果将华南地区阴影所覆盖的
%A

个站的平均降水

量定义为该地区的一个华南前汛期降水指数
8&D

LSH

!计算
;C&9H

时间序列和
8&LSH

时间序列

的相关系数达
"=>$

!通过
BB=B̂

的置信度检验"

由图
$T

可见
8&LSH

的变率与
;C&9H

的变率趋于

一致!这些均表明东北冷涡和华南前汛期降水确实

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此外!从年代际时间尺度上看!近
>"

年来
8&D

LSH

和
;C&9H

似乎都存在下降的趋势!在
%B]#

年以前前汛期东北冷涡较强!华南前汛期降水也偏

图
$

!

$

0

%

%B>%

"

$""?

年
;C&9H

与华南前汛期降水的相关分

布 $阴影表示置信度检验达
B>̂

的区域%'$

T

%

%B>%

"

$""?

年

;C&9H

与华南前汛期降水指数
8&LSH

时间序列

U(

N

=$

!

$

0

%

&-//*104(-)T*4V**)4'*;C&9H0)E

6

/*7(

6

(404(-)()

8-.4'&'()0E./()

N

4'*2(/+421--E

6

*/(-E

$

L0

G

,.)

%

2/-5%B>%

4-$""?

$

4'*7-//*104(-)7-*22(7(*)4+V(4'7-)2(E*)7*1*<*1*Y7**D

E()

N

B>̂ 0/*+'0E*E

%'$

T

%

4(5*+*/(*+-24'*;C&9HE./()

N

4'*

2(/+421--E

6

*/(-E0)E4'*8&LSH

$

8-.4'&'()0L*(

G

.H)E*Y

%

2/-5%B>%4-$""?

多!而
%B]#

年以后前汛期东北冷涡较弱!华南前

汛期降水也偏少!这表明在年代际尺度上前汛期东

北冷涡和华南前汛期降水同样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

从表
$

可以看到 $

8

)

a

#

8

+

!

!

#

8

为华南前汛

期降水距平!

!

为其标准差%!前汛期东北冷涡最强

的
%"

年中!华南前汛期降水全部偏多!甚至有
!

年

偏多超过
$

倍标准差!而东北冷涡最弱的
%"

年中!

华南前汛期降水全部偏少!其中
]

年偏少超过
"=>

倍标准差"这些进一步验证了东北冷涡和华南前汛

期降水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

!

!

前汛期东北冷涡异常年同期东亚季

风#西太副高和低层垂直运动的特征

!!

为研究前汛期东北冷涡异常年同期东亚夏季风

的特征!给出了东北冷涡异常强年与异常弱年
>

"

#

$>$%

大
!

气
!

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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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
A>"'K0

合成风差值场 $图
!

%"在蒙古高原有

一个显著的差值反气旋中心存在!而我国东北地区

则为显著的差值气旋中心所控制!两个中心之间的

差值偏北气流直达华南地区"此外!华南和南海地

区
A>"'K0

合成风差值场呈现一偶极子模态!即华

南地区为一差值气旋中心!而南海地区为一差值反

气旋中心!这表明前汛期东北冷涡异常强年对流层

低层华南地区有低值系统发展!气旋中心西北侧偏

北风差值气流加强!东亚夏季风偏弱!东北冷涡异

常弱年情况正好相反"以上结果均显示!前汛期东

北冷涡异常强年同期东亚夏季风显著偏弱!而东北

冷涡异常弱年东亚夏季风较强"前汛期东北冷涡的

异常和同期东亚季风的异常存在显著的联系"

为探讨前汛期东北冷涡异常年同期西太平洋副

高的异常活动!计算异常年
>

"

#

月份合成
IIF

场

$图
?

%"

IIF

是
CF3D?"

资料集中的对外长波辐

射资料!相当于
;&CK

资料集中的
MJF

资料"

IIF

的低值中心对应于对流发展旺盛的区域!从

IIF

的高低中心的配置变化可以较清楚地反映副

高的变化"东北冷涡异常强年 $图
?0

%热带西太平

洋 $

"W

"

%>W;

%存在大范围显著的
IIF

正距平异常

区!而在副热带地区$

%>W;

"

!"W;

%为大范围显著的

图
!

!

华南前汛期东北冷涡异常强年与异常弱年的
A>"'K0

合成风差值场"阴影表示置信度检验达
B>̂

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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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华南前汛期东北冷涡异常年合成
IIF

场 $单位#

%"

#

O

,

5

_$

,

+

_%

%#$

0

%东北冷涡异常强年'$

T

%东北冷涡异常弱年"阴影表示

置信度检验达
B>̂

的区域!浅色为显著负异常!深色为显著正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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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前汛期东北冷涡强度指数
;C&9H

与前期海表温度的相关系数#$

0

%前一年
%%

月'$

T

%当年
?

月"阴影为置信度检验达
B>̂

的区域

U(

N

=#

!

I'*7-//*104(-)7-*22(7(*)4T*4V**);C&9HE./()

N

4'*2(/+421--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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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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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D

()

N

;-<

'$

T

%

4'*

6

/*7*E()

N

3

6

/=I'*0/*0+V(4'4'*B>̂ 7-)2(E*)7*1*<*10/*+'0E*E

IIF

负距平异常区!表明西太副高位置偏南'东北

冷涡异常弱年 $图
?T

%情况正好相反!热带西太平

洋 $

"

"

%>W;

%存在大范围显著的
IIF

负距平异常

区!而在副热带地区 $

%>W;

"

!"W;

%为大范围显著

的
IIF

正距平异常区!表明西太副高位置偏北"

这表明前汛期东北冷涡的异常与西太副高的异常相

关联!东北冷涡强年副高往往偏南!而东北冷涡弱

图
>

!

华南前汛期东北冷涡异常强年与异常弱年的
]""'K0

合

成垂直速度差值场 $单位#

%"

_!

'K0

+

+

%"阴影表示置信度检验

达
B>̂

的区域!浅色为显著上升运动!深色为显著下沉运动

U(

N

=>

!

&-5

6

-+(4*E(22*/*)7*-24'*]""'K0<*/4(701<*1-7(4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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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K0

+

+

%

2(*1E+T*4V**)'(

N

'D0)E1-VD;C&9H2(/+421--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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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4'&'()0=I'*1(

N

'4

$

E0/[

%

+'0E()

N

/*

6

/*+*)4+0+D

7*)E()

N

$

E*+7*)E()

N

%

5-4(-)V(4'B>̂ +(

N

)(2(70)7*1*<*1

年副高往往偏北"

为研究前汛期东北冷涡异常年同期对流层低层

垂直运动特征!给出东北冷涡异常强年与异常弱年

的
]""'K0

合成垂直速度差值场 $图
>

%!总体特征

是#华南地区为一显著带状差值上升运动区所覆

盖!即前汛期东北冷涡异常强年华南低层上升运动

发展!为华南前汛期降水偏多提供了必要的动力条

件!而东北冷涡异常弱年华南地区对流层低层上升运

动减弱&下沉运动发展!使得华南前汛期降水偏少"

N

!

前汛期东北冷涡异常年海温的异常

为研究前期海表温度对前汛期东北冷涡强度的

影响!计算了前汛期
;C&9H

指数与其前期
%

"

#

月

的全球海表温度
88I

的相关系数 $如图
#

所示%"

从前一年
%%

月开始到当年
?

月份!可以看到从南

中国海到西太平洋&孟加拉湾&阿拉伯海以及印度

洋北部均为显著负相关区!就是说前汛期东北冷涡

异常强年前期!上述海区的海表温度偏低"我们知

道海陆热力差异是产生季风的驱动力之一(

%>

)

!前

期冬季当海温偏低时!则海陆热力差异变小!导致

东亚冬季风强度偏弱'反之!前汛期东北冷涡异常

弱年前期!上述海区的海表温度偏高!海陆热力差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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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前汛期东北冷涡强度指数
;C&9H

与同期海表温度的相关系数#$

0

%当年
>

月'$

T

%当年
#

月"阴影为置信度检验达
B>̂

的区域

U(

N

=]

!

I'*7-//*104(-)7-*22(7(*)4T*4V**);C&9H0)E4'*88I2(*1E+E./()

N

4'*2(/+421--E

6

*/(-E

#$

0

%

L0

G

'$

T

%

,.)=I'*0/*0+V(4'4'*

B>̂ 7-)2(E*)7*1*<*10/*+'0E*E

异加大!导致东亚冬季风强度偏强"因此!前汛期

东北冷涡异常强 $弱%年前期东亚冬季风偏弱

$强%"到了
>

&

#

月份$图
]

%!从南中国海到西太平

洋&孟加拉湾&阿拉伯海以及印度洋北部依然为显

著负相关区!表明前汛期东北冷涡异常强年同期上

述海区的海表温度偏低!海陆热力差异加大!东亚

夏季风爆发提前且强度较强!而前汛期东北冷涡异

常弱年同期东亚夏季风爆发推迟且强度较弱"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在前一年
%%

月份 $图
#0

%

赤道东太平洋有显著的
88I

正相关区向西发展!

并逐月向西传播 $图略%!至当年
?

月 $图
#T

%在北

美沿岸至赤道东太平洋地区出现大范围显著负相关

区!表明前汛期东北冷涡异常强年前期!赤道东太

平洋海温呈现降低的趋势"因此!前汛期东北冷涡

异常强年前期对应着
J0;(

"

)0

的成熟阶段或发展阶

段!而前汛期东北冷涡异常弱年前期对应着
C1

;(

"

)-

的成熟阶段或发展阶段"事实上!在
%"

个高

;C&9H

指数年中!有
#

年为
J0;(

"

)0

年!而
%"

个

低
;C&9H

指数年中有
#

年为
C1;(

"

)-

年"

O

!

结论和讨论

华南前汛期降水异常时有发生!本文从气候的

时间尺度 $

>

"

#

月%对东北冷涡与华南前汛期降水

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重点分析前汛期东北冷涡异常

年同期大尺度大气环流场和前期海温场异常的一些

基本特征"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

%前汛期东北冷涡和华南降水有显著的正相

关关系!东北冷涡偏强时!华南降水偏多!而东北

冷涡偏弱时!华南降水偏少"

$

$

%前汛期东北冷涡偏强时!前期东亚冬季风

异常偏弱!同期东亚夏季风爆发提前且强度较强!

西太副高位置偏南!华南地区低层上升运动发展'

东北冷涡偏弱时!前期东亚冬季风较强!同期东亚

夏季风爆发推迟且强度较弱!西太副高位置偏北!

华南地区低层下沉运动发展"

$

!

%前汛期东北冷涡和前期中国近海海温存在

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前汛期东北冷涡异常强

$弱%年!前期对应着
J0;(

"

)0

的成熟阶段或发展阶

段 $

C1;(

"

)-

的成熟阶段或发展阶段%"

东北冷涡究竟通过何种可能物理机制作用于华

南前汛期降水- 从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东北冷涡

异常强年!往往伴随着较强的干冷空气扩散南下!

与此同时同期东亚夏季风爆发提前且强度较强!东

亚夏季风向北输送大量的暖湿气流!这就导致华南

>>$%

#

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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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环流的斜压性加大!随着斜压不稳定的发展!

最终造成华南地区前汛期降水偏多"

然而!由于东北冷涡是很深厚的系统!从低层

到高空都有系统反映!如何更好地定义东北冷涡!

尚需进一步探讨"同时东北冷涡是一个天气尺度系

统!每一次东北冷涡活动与不同环境场相配合造成

华南前汛期降水异常的机制并不完全相同!需要区

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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