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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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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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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中
B?%(H1

纬向风分量进行
!%

"

#%

天带通滤波!用大气季节内振荡 &

J9K

'来表征

东亚夏季风涌的活动特征#研究表明!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分别出现涝年时!都伴有很显著的季风涌向北

传播的特征#季风涌的北传实质就是季风中来自热带地区
J9K

的向北传播#季风涌北传过程中!得到来自东西

两侧纬向传播的
J9K

补充#纬向传播的
J9K

在
""%LD

"

"$%LD

附近汇合后增强自热带地区向北传的季风涌!使得

季风涌在经向上可以继续向北传播!并对我国东部地区夏季大尺度降水过程产生一定的影响#纬向补充的
J9K

特征差异对我国东部大尺度降水位置会产生一定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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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地处东亚季风区#夏季风爆发和盛行期间

是我国的雨季或汛期!也是我国的暴雨季节!往往

容易造成旱涝等灾害性天气"气候的发生#很多学

者研究表明!东亚季风的异常不仅表现出显著的季



节和季节内变化!还存在着年际时间尺度上的变

化!其中季节内变化主要是
!%

"

#%

天季节内振荡

&

J*501,+1,.*12K,8)2215).*

!简称
J9K

'#

自从
$%

世纪
&%

年代初
S1PP+*

和
-/2)1*

(

"

!

$

)

首先发现热带地区存在显著的
A%

"

?%

天周期振荡

以来!大气季节内振荡就一直是各国科学家关注的

问题!有不少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取得不少

研究成果#

Z1,/*10)

(

!

)曾讨论过
J9K

与夏季风的关

系#

\0),*16/05)

等(

A

)分析了
SK<D]

资料!指出

南亚季风槽的活动存在着
!%

"

?%

天振荡!而且这

种振荡有缓慢向北传播的特征!认为夏季风的爆

发"活跃和中断与
J9K

有关#李崇银(

?

)认为!强"

弱南海夏季风年
B?%(H1

大气
J9K

的流场有着显著

的差异#另外!夏季风的爆发也与
J9K

关系密切!

当菲律宾以东大气
J9K

的强烈发展及其向西扩展

对南海地区大气
J9K

活动有重要作用#

琚建华等(

#

!

&

)研究发现!东亚夏季风期间有明

显的季风涌向北传播#季风涌的实质是东亚夏季风

中的
!%

"

#%

天季节内振荡 &

J9K

'#东亚夏季风中

J9K

在不同纬度的量值不仅表征夏季风的活动!还

可以很好地描述江淮梅雨的开始#东亚强季风涌

年!准
!%

"

#%

天振荡的影响显著!容易造成长江

中下游多雨*东亚弱季风涌年!准
!%

"

#%

天振荡

减弱!

"%

"

$%

天低频振荡为主要的振荡周期!容易

造成长江中下游干旱#季风涌通常起源于南海并向

北传过
!%L<

!而在
!%L<

以北常有明显的中高纬度

J9K

向南传播(

B

!

C

)

#当低纬度地区活跃的季风涌在

向北传播过程中!与中高纬地区向南传播的大气

J9K

在江淮流域汇合!使得江淮流域降水偏多*在

有的年份!虽然大气
J9K

可向北传播!但来自中高

纬度的
J9K

向南传播却很不明显!这种情况下江淮

流域容易发生干旱(

"%

)

#东亚热带季风涌北上!有

利于热带暖湿气流不断地输送到长江流域上空#当

北上的热带季风涌和南下的中高纬度冷空气交汇纬

度不同时!雨带位置也有差异(

""

)

#而
J9K

的纬向

传播在热带地区虽然多表现出向东移动的特征!但

即使在赤道也时常可见向西移动的情况!而在赤道

地区以外的东亚副热带大气中!季节内振荡更以西

传为主(

"$

"

"?

)

#通过对逐年夏季情况的分析表明!

无论当年东亚夏季风强弱与否!在东亚副热带季风

区所有涝的年份里!太平洋同一纬带上大气
J9K

向

西传播都明显较强!而在这些区域绝大多数旱的年

份里!相应的
J9K

向西传播明显较弱!表明太平洋

上
J9K

向西传播的强或弱!是东亚夏季风区降水偏

多或偏少的重要条件(

"#

)

#

已有的研究表明!东亚夏季风的季节内振荡可

以表现为随时间向北传播的季风涌(

#

)

!探讨东亚季

风涌对我国东部地区夏季降水过程的影响!也即是

探讨
J9K

的活动与我国东部地区夏季降水的关系!

弄清二者之间的联系对于我国夏季降水的中长期预

报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本论文选取江淮流域降水

偏多的几个年份!将东亚地区
J9K

的经向与纬向传

播特征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研究其传播特征以及对

我国东部地区夏季降水的影响#

A

!

资料

本文所用的资料主要包括$

<'DH

%

<'4I

再

分析大气环流逐日风场资料(

"&

)

*长江中下游地区

和淮河地区的夏季逐日降水资料*中国
"#%

个测站

月平均降水资料#其中!按照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

中心气候预测室定义的长江中下游地区
"&

个测站

和淮河地区
C

个测站的区域平均逐日观测雨量分别

作为这两个地区降水的平均特征(

"B

)

#

为了提取
J9K

的活动特征!主要使用一维
@/5E

5+0V.05(

函数滤波器进行
!%

"

#%

天带通滤波处

理(

"!

)

#

B

!

大气季节内振荡与江淮流域降水的

关系

!!

每年夏季的梅雨期是中国主要雨季之一!对中

国东部旱涝灾害的发生有很重要的影响#

$%

世纪

C%

年代以来!我国洪涝灾害频数增加!如
"CC"

年

淮河"太湖流域大洪水!

"CC#

年洞庭湖水系"长江

流域"海河流域洪涝!

"CCB

年长江全流域性大洪

水"

"CCC

年长江下游及太湖流域洪涝"以及
$%%!

年淮河流域洪涝等#总的来说!洪涝主要发生在长

江 淮河地区!但
"CC#

年和
"CCB

年的洪水集中在

长江流域!

"CC"

年和
$%%!

年的洪涝则是发生在长

江与黄河之间的淮河流域#因此!利用中国
"#%

个

测站月平均降水!计算夏季 &

#

"

B

月'降水距平

值!将
"CC#

年和
"CCB

年的长江洪水与
"CC"

年和

$%%!

年的淮河大水作比较!分析不同地方出现强

降水过程的具体情况 &图
"

'#

从图
"

可以清楚地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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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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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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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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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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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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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4/

G

'

)*'()*1

$&

1

'

"CC#

*&

X

'

"CCB

*&

8

'

"CC"

*&

P

'

$%%!

$%%!

年江淮流域的降水都较常年偏多!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洪涝灾害#但相对来看!

"CC#

年和
"CCB

年夏季主要降水分布在
!%L<

附近!即我国长江流

域!其中
"CC#

年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CCB

年

则是整个长江流域出现大洪水#

"CC"

年和
$%%!

年

夏季降水分布不同于
"CC#

年和
"CCB

年!主要雨带

位置偏北!位于长江和黄河之间的淮河流域!造成

淮河出现全流域性洪涝#

以前的很多研究表明!东亚夏季风中有很强的

季节内振荡!在对许多物理量的分析中都可以发现

这种
J9K

特征#琚建华等(

#

)研究发现!这种
J9K

低

频波在我国东部地区的变化与我国盛夏南北两条雨

带相对应!并且表现为随时间向北传播!因此将这

种经向上向北传播的
J9K

称为东亚夏季风涌!其传

播活动对我国江淮地区夏季降水有着重要的影响!

季风涌活动强的年份容易出现洪涝灾害#为了用最

简单的方法提取
J9K

活动特征!我们直接对
B?%

(H1

纬向风分量进行
!%

"

#%

天带通滤波分析!并

在本文中将东亚夏季风中
B?%(H1

纬向风
J9K

的经

向北传定义为东亚夏季风涌 &简称季风涌'#

"CC"

"

"CC#

"

"CCB

和
$%%!

年江淮流域都出现洪涝灾害!

为了能更加清楚地认识东亚夏季风涌与江淮流域夏

季降水的关系!将季风涌活动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和

淮河流域降水实况分别进行对比#图
$

给出了

"CC"

"

"CC#

"

"CCB

和
$%%!

年夏季
?

"

B

月长江中下

游地区和淮河流域大气
J9K

与降水随时间的演变

图!实线表示
!%

"

#%

天滤波后
B?%(H1

纬向风的

区域平均!直方图表示同时间段内区域平均后的逐

日降水#其中
"CC#

年和
"CCB

年选取的区域为长江

中下游地区&

$$>?L<

"

!$>?L<

!

""$>?LD

"

"$$>?LD

'!

并利用长江中下游地区
"&

个测站逐日观测雨量平

均代表该地区降水特征*同理!

"CC"

年和
$%%!

年

选取的区域为淮河流域 &

!%L<

"

!?L<

!

""?LD

"

"$?LD

'!淮河
C

个测站逐日观测雨量平均代表该地

区降水特征#

从图
$

中可以看到!

J9K

活动的强度变化随时

间呈波动形式#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逐日

平均降水相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波动趋势与降水

多寡相对应#

"CC#

年
J9K

活动处于活跃期时长江

中下游地区梅雨偏强!降水主要集中在
#

月底至
&

"!""

#

期
!

<.;#

琚建华等$东亚季风涌对我国东部大尺度降水过程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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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滤波曲线和区域平均降水 &

?

'逐日演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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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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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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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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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中旬!而这段时间表现为
J9K

的波峰阶段#

"CCB

年夏季我国长江流域出现典型的二度梅形势!第一

段梅雨期为
#

月
"$

"

$B

日!第二段梅雨期为
&

月

$%

"

!%

日!从图
$X

中可以看出正是该地区降水的

主要时段!同时在这两段时间内季风涌也比较活

跃#而当
&

月
"

"

"B

日降水逐渐减少!出现两次季

风涌的短暂间歇期时!

J9K

活动也在逐渐减弱!位

于波谷阶段#这与张顺利等(

"C

)对
"CCB

年长江流域

暴雨期间季风涌的活动特征分析是一致的#因此可

以认为!季风涌活动与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有着较

好的对应关系#

淮河流域纬度位置比长江中下游地区偏北!主

要降水季节也是在夏季梅雨期!但时间上与长江中

下游地区稍有不同!并且造成洪涝灾害的降水多以

强度大"时间短的暴雨为主#从图
$8

看!造成

"CC"

年淮河流域大洪水的降水主要有两个阶段!

#

月
"%

"

"?

日和
&

月
#

"

""

日左右!虽然时间不长!

但强度较大!其中
#

月
"A

日和
&

月
#

日两天的日

降雨量都超过
&%%66

#季风涌刚好在这两个时段

传到淮河流域!

J9K

活动也分别在这两个时段处于

波峰阶段!而
#

月底至
&

月初的两次季风涌间隙期

时
J9K

则位于波谷阶段!此时降水也处于短暂中断

时期#同样的特征在
$%%!

年也有明显表现!说明

季风涌活动强弱与淮河流域降水之间依然存在着较

好的关系#

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降水相对集中时段

正好对应着
J9K

的活跃期!而两段集中降水时段之

间的间歇期则对应着
J9K

的不活跃期!由此可以看

出夏季东亚地区季风涌的活动对我国东部地区降水

过程有着一定的调控作用#有研究表明!

J9K

的源

地主要位于热带地区的洋面上!然后分别从经向和

纬向上移动到副热带地区并对该地区产生作用#下

面!我们将具体分析
J9K

在东亚地区的传播情况!

以及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降水影响的差

异#

C

!

大气季节内振荡的传播对江淮流域

降水的影响

C>@

!

长江中下游地区涝年大气季节内振荡的传播

特征

!!

大气
J9K

的传播路径主要分为经向传播和纬

向传播!两种传播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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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传播特征表现为热带地区的季风涌向北传播和

中高纬地区的
J9K

向南传播!而
J9K

的纬向传播则

是分别起源于热带印度洋季风区的向东传播以及起

图
!

!

"CC#

年 &

1

"

8

'和
"CCB

年 &

X

"

P

'东亚地区大气
J9K

的经向传播 &

1

"

X

'与纬向传播 &

8

"

P

'

_)

G

>!

!

T(+6+0)P).*12

&

1

!

X

'

1*PU.*12

&

8

!

P

'

7

0.

7

1

G

15).*.35(+J9K)*5(+D1,54,)1*0+

G

).*)*"CC#

&

1

!

8

'

1*P"CCB

&

X

!

P

'

源于西太平洋地区的向西传播#首先!分析东亚地

区大气
J9K

传播对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的影响!图

!

给出
"CC#

年和
"CCB

年
?

"

B

月经过
!%

"

#%

天带

通滤波后的纬向风所表征的大气
J9K

传播路径!其

中图
!1

"

X

为沿
""?LD

经向传播的纬度 时间剖面

图!图
!8

"

P

为沿
$?L<

纬向传播的经度 时间剖面

图#

!!""

#

期
!

<.;#

琚建华等$东亚季风涌对我国东部大尺度降水过程的影响分析

-M-)1*EN/1+512>T(+J*32/+*8+.35(+D1,54,)1*S.*,..*950+16.*5(+Q10

G

+E9812+H0+8)

7

)515).*>>>

!!!



从图
!1

"

X

中可以看到!

"CC#

年和
"CCB

年都

有明显的季风涌向北传播特征!其传播可以向北达

到
!%L<

以北地区#

"CC#

年
#

月上旬季风涌在赤道

地区不活跃!

#

月中旬开始!一次新的季风涌出现!

表现为
"%L<

附近的
J9K

由低值中心转为高值中

心!并开始向北传播 &图
!1

中箭头所示'#当这次

季风涌于
#

月底到达
$?L<

左右时!对应着长江中

下游地区开始出现强降水过程#接着季风涌继续北

传!并在
!%L<

附近维持了
$%

天左右!使得这次强

降水过程一直持续到
&

月中旬#

"CCB

年情况与

"CC#

年不完全相同#

"CCB

年!从
?

月下旬开始!

"?L<

附近一次活跃的季风涌开始向北传播 &图
!X

中箭头所示'!该中心
#

月中旬传到
$?L<

左右时!

正好对应着
#

月中旬长江中下游地区梅雨的第一次

强降水阶段#并且在该区域季风涌的强度得到增强

后继续北传!于
&

月
"%

日左右到达
!?L<

以北地

区!这次从南向北传播的时间为
??

天左右#在这

次季风涌向北传播的同时!

#

月中旬左右在热带地

区又出现了季风涌间歇过程!表现为一次中心值为

负值的
J9K

活动!于
&

月上旬北传到
$#L<

附近!

对应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过程的间歇期!而当又一

次的季风涌于
&

月中旬北传到长江流域时!很快长

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梅雨的第二阶段强降水过程#

"CC#

年
?

"

B

月强的季风涌活动主要表现为一次北

传过程!因此降水集中在一段时间内!而
"CCB

年
?

"

B

月强的季风涌活动有两次明显的北传过程!所

以
"CCB

年降水分为两个阶段!在这两次强季风涌

的间隙期
J9K

活动中心值为负值#由此分析可以

表明!夏季季风涌的向北传播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

大尺度降水过程有着非常重要的调控作用#

从图
!8

"

P

中可以发现!在纬向上
J9K

的传播

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从
&%LD

附近开始向

东传播!另一部分从
"A%LD

附近开始向西传播!二

者最终在
""%LD

"

"$%LD

区域内汇合#

"CC#

年
#

月

中旬在印度季风区 &

&%LD

'以及西太平洋附近洋面

上 &

"A%LD

'

J9K

还处于一个负值区!大约从
#

月下

旬开始负值区转为正值区!并开始逐渐向东"向西

传播 &图
!8

中箭头所示'!于
&

月
?

日左右同时到

达
""%LD

"

"$%LD

#与经向传播类似!

"CCB

年
J9K

纬向传播也分为两次过程#大约从
?

月
$%

日开始!

印度季风区 &

&%LD

'以及西太平洋附近洋面上

&

"A%LD

'

J9K

开始活跃起来!从该区域逐渐向东"

向西传播 &图
!P

中箭头所示'!向西传播的
J9K

稍

强于向东传播的
J9K

#

#

月
"#

日!由印度季风区向

东传播的
J9K

正值中心和来自西太平洋洋面上向

西传播的
J9K

正值中心同时到达
""%LD

"

"$%LD

#

第二次过程则是
&

月上旬印度季风区和西太平洋洋

面上出现的
J9K

正值中心开始向东"向西传播!并

于
&

月
$%

日左右到达
""%LD

"

"$%LD

#与图
!X

中

"CCB

年经向传播的情况相比较!南海地区的季风

涌于
?

月
$%

日前后开始活跃!并在向北传播的过

程中于
#

月
"#

日左右到达
$?L<

!这恰好与纬向上

来自印度季风区向东和来自西太平洋向西传播的

J9K

正值中心到达
""?LD

时间相吻合!得到纬向补

充的季风涌在该地区产生一次强降水过程#说明

J9K

活动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大尺度降水过程的影响

是通过经向传播与纬向传播相互作用#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这两种传播之间的关系!将

滤波后的
B?%(H1

纬向风沿
""?LD

的纬度 时间剖

面图和沿
$?L<

的经度 时间剖面图相融合!绘制了

经度 纬度 时间综合剖面图 (图
A

&见文后彩图')#

图
A1

为
"CC#

年经度 纬度 时间剖面图!左半

部分为
J9K

的纬向东传 &横坐标表示经度'!右半

部分为
J9K

的经向北传 &横坐标表示纬度'*图
AX

为
"CC#

年纬度 经度 时间剖面图!左半部分为

J9K

的经向北传 &横坐标表示纬度'!右半部分为

J9K

的纬向西传 &横坐标表示经度'#图
A8

为
"CCB

年经度 纬度 时间剖面图!图示说明同图
A1

*图
AP

为
"CCB

年纬度 经度 时间剖面图!图示说明同图

AX

#每幅图纵坐标表示时间!图中间的粗实线表示

&

$?L<

!

""?LD

'交汇区!并且无论东传还是西传!

交汇以后其向北的传播特征是一致的 &对称的'#

综合图
A1

"

X

两幅图!可以发现
J9K

传播存在

着纬向传播对经向传播的补充特征#

"CC#

年
#

月

下旬开始!在印度季风区附近产生的
J9K

逐渐东

传!其高值中心于
&

月
?

日到达 &

$?L<

!

""?LD

'区

域!然后汇入向北传播的季风涌中 &如图
A1

中箭头

所示'*同时在西太平洋地区向西传播的
J9K

于
&

月
?

日传至 &

$?L<

!

""?LD

'区域后同样汇入向北传

播的季风涌中 &如图
AX

中箭头所示'#这两次纬向

传播的
J9K

补充使得
#

月中旬从低纬度热带地区

开始北传的季风涌在
$?L<

附近得到增强!有利于

其继续北传!并在该区域即长江中下游地区产生强

降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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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8

"

P

则明显的表现出
"CCB

年夏季有两次

较大的季风涌活动过程!第一次是从
?

月下旬开

始!印度季风区产生的
J9K

向东传播!高值中心于

#

月
"#

日到达 &

$?L<

!

"$%LD

'区域后汇入向北传

播的季风涌中 &如图
A8

中箭头所示'*同时在西太

平洋也有
J9K

的向西传播!于
#

月
"#

日同样西传

到 &

$?L<

!

"$%LD

'区域后汇入向北传播的季风涌中

&如图
AP

中箭头所示'!导致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

第一次强降水过程#季风涌第二次较强活动过程则

是分别于
&

月
"%

日左右来自
&%LD

和
"A%LD

附近产

生的
J9K

同时向东"向西传播!其高值中心传到

&

$?L<

!

"$%LD

'区域后汇入北传的季风涌中!使得

北传到此的季风涌得到补充!同时在该地区产生二

度梅强降水过程#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认识到!东亚地区
J9K

纬向

与经向传播相互补充的特征!可以使得季风涌在经

向传播过程中在副热带地区强度得到增强!而这种

增强是由于副热带地区来源于印度季风区沿青藏高

原南侧向东传播的
J9K

!以及来源于菲律宾东侧强

对流区向西传播的
J9K

在
""%LD

"

"$%LD

附近汇

合!使得北传过程中逐渐减弱的季风涌在此得到补

充!并进一步加强后继续北传!导致我国长江中下

游地区的大尺度降水过程#

C>A

!

淮河流域涝年大气季节内振荡的传播特征

前面分析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涝年时
J9K

的传播特征!下面就来分析淮河流域出现洪水时

J9K

的传播情况#同样!使用经过
!%

"

#%

天带通

滤波后的纬向风表征季风涌传播特征!分析其对淮

河流域降水过程的影响#图
?

给出
"CC"

和
$%%!

年

?

"

B

月东亚地区大气
J9K

传播路径!其中图
?1

"

X

为沿
""?LD

季风涌经向传播的纬度 时间剖面图!

图
?8

"

P

为沿
$&>?L<J9K

纬向传播的经度 时间剖

面图#

"CC"

年和
$%%!

年季风涌同样表现出明显的北

传特征#

"CC"

年
#

月上旬热带地区的
J9K

由负值

变为正值!季风涌活动增强并逐渐向北传 &图
?1

中

箭头所示'!

&

月中旬到达
!?L<

的淮河流域附近!

导致该地区产生一次强降水过程#

$%%!

年
?

月下

旬季风涌活动增强并开始从热带地区逐渐北传 &图

?X

中箭头所示'!于
&

月
"

日传到
!%L<

以北地区!

并在
!%L<

"

!?L<

区域内维持
"?

天左右!正好对应

着这段时间内淮河流域强降水!说明季风涌活动是

造成
$%%!

年淮河流域三次强降水过程的主要因子

之一(

$%

)

#另外!从图
?

上还可以看到!向北传播的

季风涌在
$&>?L<

附近出现高值中心!表明在该区

域内季风涌强度得到增强!有利于其继续北传!最

北界可至
!?L<

以北地区#所以季风涌的北传特征

对淮河流域大尺度降水过程也有一定的作用#

长江中下游地区涝年时副热带地区
J9K

的纬

向传播分为两部分!即分别起源于印度季风区的东

传和起源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西传#但是对于淮河流

域涝年!印度季风区的
J9K

没有明显的东传特征!

副热带地区
J9K

的纬向传播主要表现为源于西太

平洋洋面上的
J9K

向西传播#当这种西传的
J9K

到达
""%LD

"

"$%LD

区域时!正好与经向上从热带

地区向北传播的季风涌传至
$&>?L<

附近时的时间

相吻合!

"CC"

年大约在
&

月
?

日!

$%%!

年在
&

月
"

日左右#说明对淮河流域大尺度降水过程产生影响

的季风涌活动也是
J9K

经向传播与纬向传播共同

作用的结果#

同样!将滤波后的
B?%(H1

纬向风沿
""?LD

的

纬度 时间剖面图和沿
$&>?L<

的经度 时间剖面图

相融合!绘制了
"CC"

年和
$%%!

年纬度 经度 时间

综合剖面图 (图
#

&见文后彩图')#其中!图
#1

为

"CC"

年纬度 经度 时间剖面图!左半部分为
J9K

的经向北传 &横坐标表示纬度'!右半部分为
J9K

的纬向西传&横坐标表示经度'*图
#X

为
$%%!

年纬

度 经度 时间剖面图!左半部分为
J9K

的经向北传

&横坐标表示纬度'!右半部分为
J9K

的纬向西传

&横坐标表示经度'!纵坐标代表时间#

"CC"

年
#

月下旬!副热带地区起源于西太平洋

洋面上中心值为正值的
J9K

开始向西传播 &图
#1

中箭头所示'!

&

月
?

日其高值中心传到 &

$&>?L<

!

""?LD

'区域后汇入从热带地区向北传播的季风涌

中!使得北传到此的季风涌强度得到增强后继续北

传!并在
!%L<

"

!?L<

区域内维持一段时间!导致

淮河流域产生强降水过程#

$%%!

年情况基本一致#

表明东亚地区
J9K

的纬向传播对经向传播补充同

样对淮河流域大尺度降水有影响#

前面的分析已清楚表明!东亚地区
J9K

活动对

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大尺度降水过程都有一

定的作用!但是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差异#首先!

"CC#

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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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季风涌的活跃中心主要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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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即长江中下游地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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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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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季风涌的活跃中心则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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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降水产生影响!即淮河流域#其次!

"CC"

年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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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从热带地区激发的季风涌强度略强于

"CC#

年和
"CCB

年!这不仅有利于形成一次完整的

季风涌活动!也对其北传过程的持续性具有积极作

用!使得
"CC"

年和
$%%!

年季风涌北传界线位置比

"CC#

年和
"CCB

年更加偏北#虽然在这四年中!经

向上北传的季风涌都在副热带地区得到来自纬向上

J9K

的补充!但情况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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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风区东传的
J9K

和来自西太平洋洋面西传的

J9K

!位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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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并且补充的
J9K

强度较

大!不仅有利于季风涌在经向上继续北传!还能导

致该地区强降水过程的出现!所以对长江中下游大

尺度降水影响较大#而
"CC"

年和
$%%!

年在副热带

地区纬向传播的
J9K

主要源于西太平洋洋面上!且

位置稍偏北!大约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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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偏弱!不足以

在该地区产生强降水!但却有利于向北传播的季风

涌继续北传!并对淮河流域降水过程产生作用#

总的来说!夏季起源于热带地区的季风涌向北

传播时!存在着在副热带地区增强的现象#这种增

强是由于副热带地区来源于印度季风区沿青藏高原

南侧向东传播的
J9K

以及来源于菲律宾东侧强对

流区向西传播的
J9K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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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汇合!

使得北传过程中逐渐减弱的季风涌在此得到补充!

可以进一步加强并向北传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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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地区!并

导致江淮流域降水偏多#因此!

J9K

的这种纬向对

经向传播补充特征对我国东部地区夏季降水具有一

定的调控作用!我们可以根据其经向和纬向的传播

规律来预测未来季风涌北传的大致时间和强度!从

而为我国东部地区的降水监测提供重要的预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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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东亚季风涌活动表现为大气季节内振

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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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振荡'的波动形式!当这种低频波分

别处于波峰和波谷时!对应的我国江淮流域将出现

降水集中阶段和间歇阶段!说明东亚季风涌活动对

我国东部夏季大尺度降水有一定的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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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地区
J9K

的传播主要分为经向传播和

纬向传播!经向上都表现为热带地区的季风涌向北

传播!纬向传播路径则有所不同#长江中下游地区

涝年!纬向传播分为两部分!即来源于印度季风区

沿青藏高原南侧的
J9K

向东传播以及来源于西太

平洋菲律宾东侧强对流区的
J9K

向西传播#淮河

流域涝年则主要是来自西太平洋洋面上
J9K

的向

西传播#

&

!

'在副热带地区!

J9K

的传播表现出纬向与

经向传播相互补充特征!当纬向上东"西向分别传

播的
J9K

在
""%LD

"

"$%LD

汇合后补充到由低纬度

热带向北传播的季风涌中!使得其可以继续加强北

传!最北界可以延伸到
!?L<

以北!并导致我国东

部地区夏季大尺度降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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琚建华等$东亚季风涌对我国东部大尺度降水过程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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