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
!"

卷 第
#

期

#$%%

年
!

月
大

!

气
!

科
!

学

&'()*+*,-./)01-2345-+

6

'*/(787(*)7*+

9-1:!"

!

;-:#

<0/=#$%%

江志红!梁卓然!刘征宇!等
=#$%%=#$$>

年淮河流域强降水过程的水汽输送特征分析 "

,

#

=

大气科学!

!"

$

#

%&

!?% !>#=,(0)

@

A'('-)

@

!

B(0)

@

A'.-/0)

!

B(.A'*)

@C

.

!

*401=#$%%=3D(0

@

)-+4(7+4.D

C

-2E04*/F0

6

-/4/0)+

6

-/40)DG.D

@

*4D./()

@

'*0F

C6

/*7(

6

(404(-)-F*/4'*H.0('*

I(F*/G0+()()#$$>

"

,

#

=&'()*+*,-./)01-2345-+

6

'*/(787(*)7*+

$

()&'()*+*

%!

!"

$

#

%&

!?% !>#=

收稿日期
!

#$%$ $! $#

!

#$%$ %% %$

收修定稿

资助项目
!

公益性行业 $气象%科研专项
JKHK#$$L$?$%?

!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重大基础
$>M,3>$#$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LN3&"%N$%

作者简介
!

江志红!女!教授!博导!研究领域&气候学'

OP50(1

&

Q'

R

(0)

@!

).(+4:*D.:7)

!""#

年淮河流域强降水过程的水汽输送特征分析

江志红%

!

梁卓然%

!

S

!

刘征宇#

!

%

!

朱云来!

%

气象灾害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
!

#%$$SS

#&*)4*/2-/&1(504(7I*+*0/7'

!

0)DT*

6

0/45*)4-2345-+

6

'*/(70)DU7*0)(787(*)7*+

!

V)(F*/+(4

C

-2W(+7-)+()P<0D(+-)

!

V83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北京
!

%$$$$S

S

上海市气候中心!上海
!

#$$$!$

摘
!

要
!

利用
;&OX

再分析资料!引入基于拉格朗日方法的气流轨迹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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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间淮河流域强降雨分为三个阶段!分析不同阶段水汽输送轨迹(主要通道及其不同源地的水汽贡

献'结果表明!影响此次强降水过程的水汽通道主要有三支&一支是西太平洋上副高边缘东南气流输送!另一支

是南海南部越赤道气流的北向输送!第三支是沿索马里急流经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北部的水汽输送'降水第一

阶段来自西太平洋洋面的水汽输送最强!占总水汽输送的
?L[

!降水后两个阶段南海南部越赤道气流的水汽输送

占优势!分别占总水汽输送的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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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通过轨迹分析可知本次降水过程中索马里至孟加拉湾通道的水

汽输送到淮河流域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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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充沛的水汽输送是持续性强降水形成的必要条

件!因此分析降水的水汽来源及输送状况对于研究

降水成因和机理有重要的意义'有关我国夏季降水

水汽输送及来源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气象界高度

关注'早在
%L\$

年代!金祖辉 $

%L\%

%(沈如桂和

黄更生 $

%L\%

%(陈世训等 $

%L\#

%研究指出!我国

夏季降水主要有孟加拉湾(南海和西太平洋三条水

汽通道'

Z0-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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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认为孟加拉湾和南海

的西南风水汽输送是中国夏季强降水发生的重要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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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国权和丁一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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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祥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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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秋菊等 $

#$$"

%研究指出!来自孟加拉

湾的水汽输送对中国东南部及江淮地区夏季降水有

重要影响'周玉淑等 $

#$$"

%研究发现!从水汽的

输送来看!夏季印度季风环流和南海夏季风是向江

淮流域输送水汽的主要通道'上述有关水汽输送及

来源的研究大多基于欧拉方法!而欧拉方法存在无

法定量区分各水汽来源对降水贡献的局限性!特别

是在暴雨个例的水汽分析中!欧拉流场与气团的真

实运动轨迹存在一定的差异'近年来!一些学者开

始应用拉格朗日方法研究区域降水的水汽来源及收

支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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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轨迹模式研

究了
#$$#

年欧洲中部致洪暴雨的水汽来源及收支

状况!发现此次暴雨水汽的来源除了地中海以外!

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地表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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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用拉格朗日轨迹模式研究了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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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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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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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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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一次暴雨过程的水汽来源!

通过计算各个水汽通道的水汽贡献率!指出此次暴

雨的主要水汽通道是从副热带非洲地区经地中海输

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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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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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资源实验室持续开发了基

于拉格朗日方法的的气流轨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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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该模式主要应用

于模拟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和传输!而用于诊断水

汽输送的研究还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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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该模式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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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域的三

次极端降水!并指出低层水汽的来源为墨西哥湾'

马京津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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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HK8XBYZ

模式对华北地区

降水偏多年和偏少年的气团轨迹模拟比较显示!降

水偏多年水汽大部分来自南海!并且输送轨迹较

长!华北上空存在明显的上升运动!偏干年反之'

但这些研究中都没有对降水中不同来源的水汽贡献

做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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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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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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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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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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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淮河流域再次出

现特大暴雨!并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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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最大的洪水'

矫梅燕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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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
#$$>

年淮河流域暴雨的

气象水文特征'赵琳娜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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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次致洪暴雨

的雨情和水情特征进行了分析'本文在了解
#$$>

年淮河暴雨大尺度水汽输送背景及淮河流域水汽收

支状况的基础上!利用美国
;U33

的空气资源实

验室开发的轨迹模式 $

HK8XBYZ

%!模拟暴雨时期

气团的运动轨迹!引入模式自带的簇分析方法进行

轨迹聚类 $

T/0_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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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该阶段淮河

流域降水的主要水汽通道!同时对各通道的水汽贡

献进行定量分析!并与传统欧拉方法对比!以期加

深对淮河流域大暴雨水汽输送特征的认识!为实时

暴雨预报业务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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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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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的降水资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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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的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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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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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逐日格点

资料"降水资料的取值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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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资料为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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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一次!水

平分辨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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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气环流资料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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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迹模式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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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的气流轨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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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是假设空气中的粒子随风飘动!那么它的移动轨

迹就是其在时间和空间上位置矢量的积分'最终的

位置由初始位置 $

H

%和第一猜测位置 $

Hd

%的平均

速率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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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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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时间步长!本文
#

,

选取为
?

小时'

气象数据在水平坐标保持其原来格式!而垂直

方向被内插到地形追随坐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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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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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轨迹模式坐标系统的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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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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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形高

度!

O

5+4

为坐标下边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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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迹模拟方案

模拟区域选取淮河流域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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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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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

%

"bc%$b

的区域!水平分辨率为
#:"bc#:"b

!

垂直方向上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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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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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三个高度

层次作为模拟的初始高度'整个模拟空间的轨迹初

始点为
S"

个!模拟其后向追踪
%S

天的三维运动轨

迹!每
?

小时输出一次轨迹点的位置!并插值得到

相应位置上的物理属性 $如温度(高度(气压(相

对湿度%!每隔
?

小时所有轨迹初始点重新后向追

踪模拟
%S

天'

!=D

!

轨迹聚类分析

由于模拟出的轨迹数量较大!为了能够更直观

地看出轨迹的分布!本文引入簇分析的方法对轨迹

进行聚类!其基本思想是按照轨迹路径最接近的原

则进行多条轨迹合并分组'即假设有
!

条轨迹!

定义每个簇的空间方差为簇内每条轨迹与簇平均轨

迹对应点的距离平方和!每条轨迹在起始时刻分别

定义空间方差为零!且各自为独立的一个簇!算出

所有可能组合的两个簇的空间方差!任选两个簇合

并为一个新簇!以使得合并后所有簇的空间方差之

和 $

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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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1F0/(0)7*

!简称
Z89

%比合并前增

加最小!一直进行到所有轨迹合并成为一个簇'研

究表明!最初几步
Z89

迅速增加!然后
Z89

增加

缓慢!但当分成一定数量的簇后!再进一步合并

时!则
Z89

又迅速增大!说明此时将要合并的两

个簇已经很不相似'把
Z89

再次迅速增大的点作

为分簇过程的结束点!在
Z89

迅速增大之前分出

的各个簇即为所得到的最终簇!计算可得到这几个

簇的平均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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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水汽输送贡献率的计算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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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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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通道水汽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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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通道上最

终位置的比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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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通道所包含轨迹条数!

#

表

示轨迹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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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拉方法的水汽收支计算

单位边长整层大气水汽输送通量矢量
!

的计

算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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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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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力加速度 $单位&

5

)

+

#

%'

各方向上水汽通量收支的计算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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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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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计算区域的周长!

L

#

是风沿区域周线的

法向分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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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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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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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淮河流域日平均降水量 $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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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流域强降水

#$$>

年
?

月
%L

日起!我国主要降水雨带从华

南(江南南部北跳到淮河流域!并在该地区持续了

!$

余天'由图
%

可知!自
#$$>

年
?

月下旬至
>

月

下旬!淮河流域连续出现了致洪暴雨天气过程!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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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域范围内累计雨量超过
"$$55

!淮河上游和

图
#

!

#$$>

年淮河流域累计降水量 $单位&

55

%&$

0

%

?

月
%L

"

#\

日*$

G

%

?

月
#L

日
"

>

月
%$

日*$

7

%

>

月
%%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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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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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游是该次过程中降水较集中的区域'赵思雄等

$

#$$>

%按照雨带的位置和集中降水时段!将
?

月

%L

日
"

>

月
#?

日期间的降水分为
!

个阶段&第
%

阶段 $

?

月
%L

"

#\

日%$图
#0

%雨带偏于淮河以北*

第
#

阶段 $

?

月
#L

日
"

>

月
%$

日%$图
#G

%雨带集

中于淮河干流!以持续性强降水为主!强度最强雨

带也最为稳定'第
!

阶段$

>

月
%%

"

#?

日%$图
#7

%

雨带位置与第二阶段相似!但以过程降水为主'

D

!

欧拉方法的暴雨期水汽收支分析

D=B

!

水汽通量的流函数和势函数分析

流函数表示水汽的输送!势函数则能解释高水

汽含量维持的状况'分析
#$$>

年该降水期的水汽

输送流函数(势函数的分布!了解大尺度空间范围的

水汽输送和水汽在淮河流域的持续性的辐合!对于

理解
#$$>

年淮河流域暴雨的形成和维持是必要的'

图
!

给出了暴雨时期水汽输送的流函数及非辐

散分量的平均分布!可以看到!在北半球水汽通量

流函数有
!

个高值中心&分别为太平洋(大西洋和

印度季风区'在大西洋中心与印度洋中心之间赤道

东风带上有一条明显的向西的水汽输送带!该水汽

流经西北太平洋中心南端!受其影响!一部分水汽

向北到达南海!继续向西输送的水汽在索马里附近

越过赤道!转向流经孟加拉湾!其中一部分向东北

方向输送进入淮河流域!另一部分流经南海上空与

此前受太平洋中心影响的水汽流汇合!向北输送进

入淮河流域'

图
!

!

#$$>

年
?

月
%L

日
"

>

月
#?

日平均淮河流域暴雨期整层

水汽流函数 $等值线!单位&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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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非辐散分量 $矢量!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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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分布 $图
S

%!可以看到中国东部到日本一带为全

球势函数最大的负值中心!表明该阶段这个区域是

全球水汽输送最显著的汇区'汇集到中国东部中心

的水汽!主要来自于南非东面的印度洋!途经孟加

拉湾(南海'在负值中心内部!淮河流域上空有

西北(西南和东南气流的辐合!且辐合趋于经向

型'

图
"

!

#$$>

年
?

月
%L

日
"

>

月
#?

日淮河流域各边界整层水汽收支的逐日变化$单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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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DF0

6

-/G.D

@

*4-)4'*G-.)D0/(*+-24'*H.0('*I(F*/G0+()2/-5%L,.)4-#?,.1

D=!

!

淮河流域水汽收支

图
"

给出了
?

"

>

月淮河流域各边界
%$$$

"

!$$'X0

垂直积分的逐日水汽收支情况!可以发现

南边界和西边界为输入边界!而南边界的水汽输入

图
S

!

同图
!

!但为整层水汽势函数 $等值线!单位&

%$

?

`

@

)

+

%

及辐散分量 $矢量!单位&

`

@

+

5

f%

+

+

f%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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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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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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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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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

是淮河流域主要的水汽来源'北边界和东边界为流

出边界!其中东边界是水汽的主要输出边界'根据

前述降水的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 $

?

月
%L

日到
?

月
#\

日%!随着西南季风和南海季风显著增强!水

汽输入迅速增加!该阶段南边界和西边界流入的水

汽相当'第二阶段 $

?

月
#\

日到
>

月
%$

日%!南边

界的水汽输入量显著增加!并稳定维持在较高水

平!对暴雨期降水的维持有重要作用!西边界的水

汽输入比较稳定!但输入量较南边界小得多!该阶

段北边界和东边界的水汽输出和南边界输入呈反位

相!而北边界水汽流出很小!说明在流域内有较强

的径向辐合'第三阶段 $

>

月
%%

日到
#?

日%!北边

界的水汽输出开始增大!东边界仍然维持高水汽输

出!流域内径向辐合减弱!这也是第三阶段降水显

著小于第二阶段的原因之一'

表
%

给出了
?

月
%L

日至
>

月
#?

日淮河流域暴

雨过程中各层平均水汽收支'不同方向上水汽输送

在各层分布有明显差异!南边界水汽输入最强!占

水汽总输入的
L$[

以上!其输入层次主要集中在

%$$$'X0

到
>$$'X0

上'东边界的水汽输出最强!

其输出层次主要集中在
\"$'X0

到
"$$'X0

上'

%$$$'X0

是水汽净流入最多的层次!因为虽然在

%$$$'X0

上南边界的水汽输入小于
\"$'X0

!但

%$$$'X0

上的东边界也为输入边界!同时西边界虽

然为输出边界!却只有少量的水汽流出!因此在此

层次上水汽的流入要远大于水汽的流出'在
!$$'X0

以下!四周水汽通量之和都是正值!说明淮河流域在

暴雨期是一个水汽汇区!且水汽辐合层相当深厚!整

个区域的平均水汽收支达
S=#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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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

!""#

年
F

月
BG

日
!

#

月
!F

日淮河流域四边界平均水

汽收支

8'?H4B

!

8=4';45'

(

4;'

7

*5?/0

(

4,*),=42*/5?*/)0'5&4+*2

,=4:/'&=4>&;45?'+&)25*IBGJ/),*!FJ/H!""#

水汽通量)
%$

>

@

+

+

!

%

%$$$'X0\"$'X0>$$'X0"$$'X0!$$'X0

整层水汽

通量)
%$

>

`

@

+

+

!

%

东边界
?=%S f!"=S# f!?="" f%L=\> f"=LS f%>="S

西边界
f%=L% >=S% %S=S" %S=$! "=\> >=%"

南边界
!"=%% S"=% #\=\# %$="> %=$\ %\=S!

北边界
f?=!! f\=! f#=S f!=%! f#=$! f!=>"

合计
!!=$% \=>L S=!# %=? f%=$# S=#L

!!

从淮河流域的水汽收支情况可以定量地了解流

域边界上从低层到高层的水汽来向!但水汽究竟是

通过何种途径从洋面输送入淮河流域!不同洋面区

域输送到淮河流域的水汽占总水汽输入的比例都无

法知道!而这些都可以通过气团拉格朗日轨迹追踪

的方法得到解决'

E

!

暴雨期水汽来源的轨迹分析

E=B

!

轨迹模式计算误差分析

鉴于没有轨迹的观测资料!无法通过计算轨迹

与观测对比进行误差分析'为考察轨迹模式的计算

精度!我们对模式自身的计算误差进行了分析'模

式的计算误差分为两类!即积分误差和分辨率误

差'积分误差主要是由气象数据在模式中的截断而

产生的'分辨率误差是由格点气象数据有限的时空

分辨率产生的'积分误差可以通过用前向轨迹的终

点计算同样时间长度的后向轨迹进行估计!误差的

大小等于后向轨迹终点与前向轨迹起点之间距离的

%

)

#

'选取模拟区域 $淮河流域%的中心点 "$

!#="b;

!

%%"bO

%!

%"$$5

高度#!按照需要模拟的轨迹时间

长度 $

!!?

小时%进行前向追踪模拟!将模拟最终

位置的三维坐标输入模式!进行相同时间长度的后

向模拟!比较前后向模拟的两条轨迹的一致程度!

如图
?

可知轨迹的水平空间位置和垂直高度位置

$用气压高度
'X0

表示%!可以看到后向轨迹无论是

从水平尺度上还是垂直尺度上与前向轨迹都十分接

近!说明在轨迹模式的模拟中积分误差很小'

分辨率误差可以通过初始点的水平和垂直方向

上偏移所模拟出的轨迹进行估计'取模拟区域中心

点 "$

!#="b;

!

%%"bO

%!

%"$$5

高度#!将该点的气

图
?

!

H

C

+

6

1(4

轨迹模式积分误差

e(

@

=?

!

Y)4*

@

/04(-)*//-/-2H

C

+

6

1(45-D*1

图
>

!

H

C

+

6

1(4

轨迹模式分辨率误差 $图中线条为
#>

条
!!?

小

时的后向轨迹%

e(

@

=>

!

I*+-1.4(-)*//-/-2H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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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45-D*1

$

4'*1()*+0/*#>G07̀P

E-/D4/0

R

*74-/(*+2-/!!?'-./+

%

象数据在
R

(

-

方向上偏移
$="

个格距!

O

方向上偏

移
$=$%

$

"

值%!进行
!!?

小时的后向模拟'比较这

些轨迹的一致性!可见无论是水平还是垂直方向!

轨迹间的偏离随模拟时间的延长而增大 $如图
>

%!

分辨率误差与积分误差相比要大得多!但仍可以较

为一致地表征气流的来向和高度变化'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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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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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暴雨水汽来源的轨迹簇分析

利用流函数分析这一时期对应的全球范围的水

汽输送特征!寻找主要的水汽通道!对了解
#$$>

淮河暴雨的形成与维持十分必要'但这些水汽通道

究竟哪些对所研究区域的降水起主要作用!哪些的

作用相对次要!在水汽通量流函数的欧拉场中很难

精确地分离出来!特别是遇到水汽通道汇合的情

况!分离出不同水汽通道的信息就更加困难'气团

轨迹的优点在于!基于准确资料的基础上可以反映

出气团真实的运动路径!通过对选择研究区域的气

团进行前向或后向追踪!排除了其他区域信息的干

扰!可以追踪水汽来源!准确确定水汽输送通道'

参照前述该次降水三个阶段的划分!轨迹模拟

也分为三个阶段'通过聚类分析!并按照公式 $

S

%

计算得到不同阶段各输送通道水汽的贡献率 $见

表
#

%'

第一阶段 $

?

月
%L

日
"

#\

日%的模拟共得到

%\$$

条轨迹!根据簇分析的方法对所得轨迹进行

聚类!通过分析空间方差的增长率$如图
\0

%!可见

轨迹在聚类过程中的空间方差增长率在聚类结果小

于
"

条以后迅速增长!故确定第一阶段模拟出的轨

迹最终聚类为
"

条'图
\G

给出了此阶段淮河流域

水汽来源的
"

条通道'南海,孟加拉湾通道 $记为

通道
! S

%由
S$bO

"

?$bO

的东非索马里急流和

>$bO

"

L$bO

两支越赤道气流聚类而成!两支气流

在孟加拉湾南部汇合!并经孟加拉湾及中南半岛向

东北方向输入淮河流域'通道
#3

为自西太平洋的

东海和黄海洋面上向淮河流域输送的东风气流!通

道
#N

为沿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边缘的东南气流!

同时包含了一部分南海海域输送的水汽'西北通道

$分别记为通道
%3

和通道
%N

%分别源于北大西洋

和中亚西西伯利亚地区的西北方向冷空气输送'

由图
\7

和
\D

$横坐标为后向追踪天数%可知!

南海,西太平洋通道 $通道
#N

%和南海,孟加拉湾

通道 $通道
! S

%都来自
L$$'X0

以下贴近中低纬

海平面的高度!由于热带洋面蒸发旺盛!因此通道

上携带的水汽要多于源自较高纬度洋面的西太平洋

通道北支 $通道
#3

%'各通道气流登陆后!由于地

形的影响都有不同程度的抬升!其中南海,孟加拉

湾通道 $通道
! S

%的气流由于受中南半岛西部山

地及云贵高原的影响!登陆后抬升最为强烈!从赤

道洋面及孟加拉湾携带的水汽在气流行进过程中降

下!通道上比湿显著减小'南海,西太平洋通道

$通道
#N

%与南海,孟加拉湾通道 $通道
! S

%气

流登陆后情况类似!但由于西太平洋通道的南支气

流登陆后途经的地形较为平缓!行进距离也较短!

所以水汽的损失不如南海,孟加拉湾通道上的气流

强烈'西太平洋通道北支 $通道
#3

%上的气流由

于登陆后直接进入淮河流域!水汽几乎没有沿途损

失'西北方向的冷空气通道分别来自不同的高度!

其中一支 $通道
%3

%源自北大西洋冷空气来自于

"$$'X0

的对流层中层!另一支 $通道
%N

%源自西

西伯利亚的冷空气来自
>"$'X0

的低层!两股冷空

气沿途下沉侵入淮河流域上空'进一步对比不同通

道的水汽贡献 $表
#

%可以看到!在降水的第一阶

段副高边缘东南气流的输送最为强盛!占该阶段水

汽输送量的
S>[

'

第二阶段的模拟共得到
#%?$

条轨迹!类似通

过簇分析的方法!分析空间方差增长率$图
L0

%!最

终聚类得到
S

条轨迹簇'由图
LG

可知!孟加拉湾

通道 $记为通道
S

%代表
S$bO

"

>$bO

索马里越赤道

气流途径阿拉伯海及孟加拉湾!向东进入中南半岛

和南海北部!最后向北和东北方向输送入淮河流

域'南海通道 $记为通道
!

%为
L$bO

"

%#$bO

越赤

道气流经孟加拉湾东部及南海的向北输送!作为该

阶段最主要的水汽通道占总水汽输送量的
"#[

$见

表
#

%'孟加拉湾通道为索马里急流经阿拉伯海和

孟加拉湾的西南方向的输送'由于副高在该阶段的

表
!

!

淮河流域降水三个阶段各水汽通道的水汽贡献

8'?H4!

!

8=4-*),5&?/,&*)*2;'

7

*5

7

'++'

(

4+,*,=544+,'

(

4+*25'&)2'HH&),=4:/'&=4>&;45?'+&)

孟加拉湾通道 南海通道 西太平洋通道 西北通道

阶段一
#$[

$通道
! S

%

#$[

$通道
! S

%

##[

$通道
#3

%

?[

$通道
%3

%

S>[

$通道
#N

%

"[

$通道
%N

%

阶段二
%%[

$通道
S

%

"#[

$通道
!

%

!"[

$通道
#

%

![

$通道
%

%

阶段三
%L[

$通道
S

%

">[

$通道
!

%

%"[

$通道
#

%

L[

$通道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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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降水第一阶段 $

0

%轨迹聚类空间方差增长率($

G

%水汽通道空间分布($

7

%水汽通道的高度变化和 $

D

%水汽通道的比湿变化

e(

@

=\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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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89

$

4-40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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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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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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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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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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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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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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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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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撤和强度的减弱!西太平洋通道 $记为通道
#

%

副高边缘的输送较第一阶段显著减弱!水汽贡献下

降到
!"[

$见表
#

%'由于该阶段印度低压减弱的

影响!孟加拉湾通道的水汽流经孟加拉湾北部!向

东输送进入南海北部和南海通道的水汽汇合'同时

可以看到在第二阶段后向追踪
%S

天的气流轨迹显

著增长!表明孟加拉湾急流和越赤道气流显著增

强!孟加拉湾急流和越赤道气流在第一阶段内经
\

天和
%S

天左右输送到淮河流域!而在第二阶段内

缩短到
?

天和
%$

天左右!水汽通道上气流的增强

使水汽输送增强!因此第二阶段的降水强度较第一

阶段大!西北通道 $通道
%

%维持了西北方向对流

层中层冷空气的侵入'

由图
L7

和
LD

所示!副高边缘的西太平洋通道

$通道
#

%和南海通道 $通道
!

%仍是源自贴近洋面

的低层!携带水汽丰富!而孟加拉湾通道 $通道
S

%

由于源自
\"$'X0

以上的较高层次!加上登陆后运

行路径较长及地形的抬升作用!携带的水汽量要小

于另外两条海洋水汽通道'

第三阶段通道空间分布和第二阶段近似 $如图

%$0

和
%$G

%!根据轨迹运行速度的统计分析!南海

及索马里越赤道气流经过
%$

"

%#

天!阿拉伯海(

孟加拉湾北部的急流经过
?

"

\

天进入淮河流域!

副高边缘的水汽输送进一步减小!南海越赤道气流

的输送进一步增强 $通道
!

%!索马里至孟加拉湾的

水汽输送也有所增强'但由于该通道上的水汽在输

入淮河流域前两天有持续的下沉过程 $见图
%$7

和

%$D

%!可以推断该通道上的占
%L[

水汽输送对淮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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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

同图
\

!但为降水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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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第三阶段的降水可能没有贡献'

综上!通过轨迹分析
#$$>

年淮河流域暴雨第

一阶段的水汽主要来自西太平洋洋面!占第一阶段

总水汽输送的
?L[

!第二和第三阶段的水汽则主要

来自于南海!分别占到阶段总水汽输送的
"#[

和

">[

!从降水的第二到第三阶段!来自孟加拉湾方

向的水汽贡献增加!由
%%[

增加到
%L[

'而源自

西太平洋洋面的水汽贡献则在降水的三个阶段逐步

减小!从第一阶段的
?L[

减少到第二阶段的
!"[

!

在第三阶段只有
%"[

'通过对降水三个阶段各主

要水汽通道输送过程中的高度 $图
\7

(图
L7

(图

%$7

%和相应比湿变化 $图
\D

(图
LD

(图
%$D

%的分

析可以看出!本次淮河流域降水的水汽多起源于热

带洋面上空且比较接近海面!在洋面上空水汽输送

比较平缓!而登陆后会有比较明显的抬升过程'索

马里至孟加拉湾通道的水汽大部分输送到淮河流域

上空
>"$'X0

以上!南海及西太平洋的水汽主要输

送到淮河流域
\"$'X0

以下的低层!且输送高度越

高!其输送路径就越长!位置也越偏西'进一步分

析该次暴雨不同阶段水汽来源及贡献差异的可能原

因!可以看到
#$$>

年淮河流域暴雨期间!中高纬

度为典型的阻塞形势!经历双阻型向单阻型转变过

程!副热带高压稳定在
#!b;

"

#?b;

附近 $矫梅燕

等!

#$$\

%!

\"$'X0

上印度热低压在降水的第二阶

段强度明显减弱!阿拉伯与孟加拉湾急流以及越赤

道气流在此阶段开始增强 $张瑜和汤燕冰!

#$$L

%'

因此!副高(印度低压及越赤道气流的变化是造成三

条水汽通道在降水过程中贡献率变化的主要原因'

E=C

!

与欧拉水汽输送分析方法对比

这里我们选取降水第二阶段的欧拉水汽输送分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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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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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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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图
\

!但为降水第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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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方法与拉格朗日方法比较'图
%%

给出了淮河流

域第二降水阶段!从地面积分到
>$$'X0

的水汽通

量分布!在欧拉流场中!我国淮河流域处在一条显

著的水汽输送带上!水汽自索马里经阿拉伯海和孟

加拉湾到南海北部继而向北输送进入我国东部!南

海北部水汽的多少主要是受孟加拉湾水汽向东输送

的影响'然而!在对应的拉格朗日全轨迹分布图

$图
%#

%上可以看出!南海北部水汽的富集是由于

孟加拉湾的向东输送!南海南部越赤道气流的向北

输送!副高东南气流的向北输送三支气流在南海北

部汇集!继而共同进入我国东部的结果'并且!其

中水汽贡献最大的一支并不是欧拉场上显示的孟加

拉湾气流的东输 $只占水汽贡献的
%%[

%!而是南

海南部越赤道气流的向北输送!占到该阶段水汽贡

献的
"#[

'第一和第三降水阶段的欧拉场上最强

图
%%

!

降水第二阶段地面到
>$$'X0

积分的水汽通量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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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降水第二阶段 $

0

%通道
S

轨迹($

G

%通道
!

轨迹 和 $

7

%通道
#

轨迹

e(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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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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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汽输送带同样为自索马里经阿拉伯海和孟加拉

湾到南海北部!继而向北输送进入我国东部的 $图

略%!但拉格朗日分析可以看出第一和第三降水阶

段的最强水汽来源分别为西太平洋 $

?L[

%和南海

$

">[

%'可见!欧拉方法常用水汽通量的二维流场

来分析水汽输送的空间特征!而水汽通量流场的二

维定常性无法真实准确反映气流的在输送过程中的

三维变化!拉格朗日后向三维轨迹追踪的方法可以

克服这一缺点!因此!拉格朗日轨迹方法可以更加

客观定量地分析出各个来向水汽的比重'

F

!

结论

本文在了解
#$$>

年淮河暴雨时段大尺度水汽

输送背景及淮河流域水汽收支状况的基础上!利用

美国
;U33

轨迹模式 $

HK8XBYZ

%模拟暴雨阶段

气团轨迹!就该阶段影响淮河流域降水的水汽输送

特征做定量分析!并与传统欧拉方法对比!以期加

深对淮河流域暴雨水汽输送特征的认识!为实时暴

雨业务预报提供参考依据'主要结论如下&

$

%

%

#$$>

年淮河流域持续性强降水的水汽输

送通道主要有三条&

$

索马里急流附近的越赤道

气流经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北部跨越中南半岛和南

海北部向北和东北方向输送入淮河流域*

%

孟加

拉湾东南部和南海南部的越赤道气流向北输送入淮

河流域*

&

西太平洋洋面上副热带高压西南边缘

的气流自南方或东南方输入淮河流域'

$

#

%本次降水的第一阶段!源自西太平洋洋面

的水汽输送占主导地位!其水汽输送占阶段总水汽

输送的
?L[

*在降水的后两个阶段!南海及孟加拉

湾西南方向的水汽输送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其中

源自南海的分别占阶段总水汽输送的
"#[

和
">[

!

孟加拉湾方向占
%%[

和
%L[

!主要的水汽通道有

一个自东向西的演变过程!这与副高面积的变化以

及印度低压的减弱有密切的关系'

$

!

%本次淮河流域降水的水汽多起源于热带洋

面上空且比较接近海面!登陆后会有比较明显的抬

升过程'索马里至孟加拉湾通道的水汽大部分输送

到淮河流域上空
>"$'X0

以上!南海及西太平洋的

水汽主要输送到淮河流域
\"$'X0

以下的低层!且输

送高度越高!其输送路径就越长!位置也越偏西'

$

S

%本次降水的第二阶段!孟加拉湾急流和越

赤道气流显著增强!输送到淮河流域的时间由第一

阶段的约
\

天和约
%S

天!缩短到第二阶段的
?

天

和
%$

天左右!水汽通道上气流的增强使水汽的供

应更加充沛!因此!第二阶段的降水的强度较第一

阶段显著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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