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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时的

东亚大气环流特征"

张庆云
!

陶诗言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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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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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平均再分析资料!探讨夏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时东亚

热带季风%梅雨锋及中高纬环流的变化特征&研究表明'夏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脊线异常

偏南或脊点异常偏西时!东亚夏季风环流偏弱!

G%$'J0

矢量风距平场上东亚热带地区出现

反气旋性环流!副热带地区呈气旋性环流!

%$$'J0

垂直速度距平场上东亚热带地区上升运

动减弱!梅雨锋区上升运动加强!

%$$'J0

高度上东亚高纬鄂霍次克海区域出现阻塞高压!

高纬冷空气直达中纬度!梅雨锋扰动加强!造成江淮流域汛期降水偏多&夏季西太平洋副热

带高压脊线异常偏北或脊点异常偏东时!东亚夏季风环流偏强!东亚大气环流系统的活动出

现了与上述情况相反的异常型!江淮流域汛期降水偏少&

关键词!副热带高压(大气环流(夏季降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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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简称西太副高#位于北半球对流层中层西太平洋上!夏季

其南侧的区域受西南和东南气流影响形成东亚热带辐合带 "季风槽#!其北部区域受北

上的西南和东南气流形成的偏南气流与来自中高纬度的西北和东北气流影响形成东亚

副热带辐合带 "梅雨锋#&夏季中国东部的天气和气候状况与东亚地区这两条辐合带的

强弱变化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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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气象工作者除了对北太洋副热带高压变化做了深

入研究外)

A

!

"

*

!还对夏季副高与东亚环流及天气+气候的变化做了大量研究!发现夏季

东亚天气气候的异常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有关!西太副高位置及强度的年际%

季内异常造成东亚天气%气候的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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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研究还指出夏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形态的南北向和东西向的位移!不仅有显著的年际变化!还有显著的季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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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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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太副高的变化还受东亚高纬环流的制约和影响)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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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迄今为此!夏季西太副高

异常时其东亚热带%副热带及中高纬度环流间的联系及其特征并不十分清楚&为了弄

清夏季西太副高异常时东亚大气环流演变过程各系统的变化特征及其天气气候异常的

物理成因!本文根据
;&IJ

$

;&3H

月平均再分析资料和国家气候中心提供的
>K%>

!

>KKG

年逐月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脊线和脊点位置!探讨夏季季节内西太副高异常时东



亚热带%副热带季风环流及中高纬环流的演变及其中国东部汛期降水的特征&

"

!

夏季西太副高异常时东亚季风环流特征

由于亚洲夏季风的建立!北半球副热带高压系统在东经
@$

!

>!$LI

的亚洲季风区

内出现断裂!夏季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中心一直位于北太平洋
>@$

!

>G$LI

处!多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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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平均的西太副高西伸脊点位于
>!$LI

!脊线位于
!A:@L;

&多年平均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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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各

月西太副高西伸脊点分别位于
>>GLI

%

>!>LI

%

>!!LI

!这表明
@

!

G

月西太副高西脊点

位置是逐渐东撤&多年平均的西太副高脊线
A

月位于
>A:>L;

!

%

月位于
>@:$L;

!

@

月

位移到
!$:#L;

!

"

月到达
!%:!L;

!

G

月位于
!":%L;

!西太副高脊线位置变化在
%

!

G

月

最强烈!

%

!

G

月平均北移
>>:%L

&夏季西太副高脊线%脊点位置不仅有较大的年际变化

还有显著的月际变化!北半球副热带高压的年际%季节和季内变化!在亚洲季风区表

现最为显著&故本文对夏季
@

%

"

%

G

各月西太副高变化分别进行讨论&我们定义夏季

各月西太副高西伸脊点位置与相应月的多年月平均差值大于
>%L

则称西伸脊点位置偏

东!小于
E>%L

则称西伸脊点位置偏西(夏季各月西太副高脊线位置与相应月的多年月

平均差值大于
#L

则脊线位置偏北!小于
E#L

则脊线位置偏南&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提供的
>K%>

!

>KKG

年各月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脊线位置资料!

分别对
@

%

"

%

G

各月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脊线%脊点位置 "图略#变化做了分析!

@

月

西太副高脊线变化图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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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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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副高脊线位置偏南 "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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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

和
>K"@

年西太副高脊线位置偏北 "位于
!#L;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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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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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西太副高脊线位置偏南年
G%$'J0

矢量风距平合成图!从图可见!矢量风距平场

上的东亚热带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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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出现一个闭合的反气旋性环流!表明东亚热带季风环

流偏弱(东亚中纬度地区 "

#$

!

A$L;

#为一个闭合的气旋性环流!说明东亚梅雨锋区

环流加强&我们对
"

月和
G

月西太副高脊线偏南年 "注'

@

%

"

%

G

月各自异常年不一定

相同#也分别做
G%$'J0

矢量风距平合成图 "图略#!发现它们都与
@

月情况相似!即

"

月或
G

月西太副高脊线偏南时!

G%$'J0

矢量风距平场上东亚+西太平洋上的热带地

区呈现为反气旋性环流!副热带地区矢量风距平为气旋性环流!由于脊线变化存在季

内北移现象!其中心位置比
@

月略偏北!这说明夏季西太副高脊线位置异常偏南时!

东亚夏季风环流减弱&图
>M

是
@

月西太副高脊线偏北年
G%$'J0

矢量风距平合成图&

从图
>M

可见!矢量风距平场上东亚+西太平洋热带地区呈气旋性环流!表明东亚热带

季风环流加强(中纬度呈反气旋性环流!说明梅雨锋区环流减弱&我们对
"

月和
G

月

的西太副高脊线偏北年分别做
G%$'J0

矢量风距平合成图 "图略#!发现它们都与
@

月

情况相似!即
"

月或
G

月西太副高脊线偏北!

G%$'J0

矢量风距平场上东亚+西太平洋

的热带地区呈现为气旋性环流!中纬度地区矢量风距平为反气旋性环流!这说明夏季

西太副高脊线位置异常偏北时!东亚夏季风环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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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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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各月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西伸脊点变化图 "图略#表明!

>K@$

%

>K@#

%

>K"A

%

>KGA

%

>KG%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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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副高西伸脊点位置异常偏东!位于

>#%LI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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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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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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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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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G#

%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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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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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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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西太

副高西伸脊点位置异常偏西!位于
>$$LI

左右&

$"# !!

大
!!

气
!!

科
!!

学
!"

卷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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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G%$'J0

矢量风距平合成图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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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副高脊线异常偏南("

M

#西太副高脊线异常偏北

图
!0

是
@

月西太副高西伸脊点偏西年 "

>$$LI

左右#

G%$'J0

矢量风距平合成图&

G%$'J0

矢量风距平场上东亚+西太平洋热带地区出现一个闭合的反气旋性环流!其中

心位于 "

!$L;

!

>!%LI

#"图
!0

#!中纬度地区的矢量风距平呈现为气旋性环流&对
"

月

和
G

月西太副高脊点偏西年分别做
G%$'J0

矢量风距平合成图 "图略#!发现它们亦与

@

月情况相似!即西太平洋热带地区矢量风距平为反气旋性环流!中纬度地区呈现为气

旋性环流!东亚夏季风环流减弱&图
!M

是
@

月西太副高西伸脊点偏东年 "

>#%LI

左右#

G%$'J0

矢量风距平合成图&

G%$'J0

矢量风距平场上的西太平洋上热带地区呈气旋性

环流!其中心位于 "

!$L;

!

>#$LI

#!西太平洋的中纬度地区呈反气旋性环流 "图
!M

#!

说明梅雨锋区的低压环流减弱!而东亚热带季风环流加强&

"

月和
G

月西太副高脊点偏

东年的
G%$'J0

矢量风距平合成图 "图略#!都与
@

月西太副高脊点偏东年情况相似!

即东亚热带季风环流加强而东亚梅雨锋区低压环流减弱&

进一步分析发现!西太副高西伸脊点位置异常偏西与脊线位置异常偏南时的环流

特征相似'即东亚热带地区出现反气旋性距平环流!东亚梅雨锋区出现气旋性距平环

流 "见图
>0

和
!0

#!此时东亚夏季风环流偏弱(西太副高西伸脊点异常偏东与脊线位

置异常偏北时的环流特征相似'即东亚热带地区出现气旋性距平环流!东亚梅雨锋区

出现反气旋性距平环流 "见图
>M

和图
!M

#!东亚夏季风环流偏强&上述现象与我们所

看到的实际天气过程一致!即西太副高脊线位置偏南时其西脊点位置往往偏西!东亚

>"#!

#

期 张庆云等'夏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时的东亚大气环流特征



图
!

!

@

月
G%$'J0

矢量风距平合成图 "单位'

5+

E>

#

"

0

#西太副高脊点异常偏西("

M

#西太副高脊点异常偏东

夏季风环流减弱(西太副高脊线位置偏北时其西脊点位置往往偏东!东亚夏季风环流

加强&

为了进一步说明西太副高脊线%脊点位置异常时东亚夏季风环流强弱特征!图
#0

%

M

%

7

%

N

分别给出
@

月西太副高脊线偏南%偏北及脊点偏西%偏东时
%$$'J0

高度上垂

直速度距平图&图
#

表明!西太副高脊线偏南 "图
#0

#与西太副高脊点偏西 "图
#7

#

的情况相似!即东亚热带季风槽区垂直速度的距平值大于
$

!而东亚梅雨锋区垂直速度

的距平值小于
$

"

!

#

$

表示下沉运动!

!

$

$

表示上升运动#!可见夏季西太副高脊线

偏南或西脊点偏西时!东亚热带季风槽区辐合上升运动减弱 "东亚夏季风环流较弱#!

梅雨锋区辐合上升运动加强&西太副高脊线偏北 "图
#M

#与西太副高脊点偏东 "图

#N

#的情况相似!垂直速度距平场上东亚热带季风槽区
!

$

$

!梅雨锋区
!

#

$

!可见夏

季西太副高脊线偏北或西脊点偏东时!东亚热带季风槽区辐合上升运动加强 "东亚夏

季风环流较强#!梅雨锋区辐合上升运动减弱&

综上所述!夏季位于西太副高两侧的东亚热带季风槽和梅雨锋的强度与西太副高

形态异常有关&东亚季风区的风场和垂直速度场的变化表明!西太副高西脊点偏西或

脊线偏南!东亚夏季风环流减弱(西太副高西脊点偏东或脊线偏北!东亚夏季风环流

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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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月
%$$'J0

垂直速度距平合成图 "单位'

J0+

E>

!

!

#

$

表示下沉运动!

!

$

$

表示上升运动#

"

0

#西太副高脊线偏南("

M

#脊线偏北("

7

#脊点偏西("

N

#脊点偏东

#

!

夏季西太副高异常时中高纬环流特征

夏季西太副高形态异常时东亚季风区的风场及垂直速度场都出现异常&夏季西太

副高形态异常时
%$$'J0

位势高度场上东亚中高纬环流有何异常特征,

图
A0

是
@

月西太副高脊线位置偏南年
%$$'J0

位势高度距平合成图&在
%$$'J0

位势高度距平场上!东亚低纬度
!%L;

以南地区为正距平!中纬度
!%

!

A%L;

是负距平

区!高纬鄂霍次克海区域是正距平区&

%$$'J0

位势高度距平场上东亚地区出现一个南

北向的
OEO

的距平波列!此外欧亚 "

$

!

>%$LI

#高纬地区也呈现一个东西向的

OEO

的距平波列 "见图
A0

#&

%$$'J0

位势高度距平场上欧亚地区出现了南%北向和

东%西向的
OEO

两支距平波列!这两支距平波列的正距平区交汇高纬鄂霍次克海地

区!形成鄂霍次克海阻塞高压&图
AM

是
@

月西太副高脊线位置偏北年
%$$'J0

位势高

度距平合成图&

%$$'J0

位势高度距平场上东亚高%中%低纬分别呈现为
E O E

的位

势高度距平波列!同时在欧亚 "

$

!

>%$LI

#高纬地区出现东%西向的
EOE

距平波列

"见图
AM

#&这两支距平波列的负距平区交汇鄂霍次克海区域!东亚高纬鄂霍次克海地

区位势高度偏低!没有出现阻塞&

综上可见!夏季西太副高脊线位置偏南!

%$$'J0

位势高度场上欧亚地区出现

OEO

两支距平波列!高纬鄂霍次克海地区受正距平区控制!有利鄂霍次克海阻塞高

压的建立和维持&夏季西太副高脊线位置偏北!

%$$'J0

位势高度场上欧亚地区出现

EOE

两支距平波列!高纬鄂霍次克海地区受负距平控制!不利于阻高在鄂霍次克海

地区的建立和维持&

夏季鄂霍次克海地区形势变化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形态异常有关!西太平洋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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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

!

@

月
%$$'J0

位势高度距平合成图 "单位'

P6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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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副高脊线异常偏南年("

M

#西太副高脊线异常偏北年

图
%

!

@

月
"$$'J0

温度距平合成图 "单位'

B

#

"

0

#西太副高脊线异常偏南年("

M

#西太副高脊线异常偏北年

热带高压形态异常时东亚中%高纬冷空气活动有何特征, 图
%0

是
@

月西太副高脊线位

置偏南年
"$$'J0

温度距平合成图&夏季西太副高脊线位置偏南时!

"$$'J0

温度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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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中纬度
#$

!

%$L;

为负距平区 "见图
%0

#!表明东亚中纬度温度偏低&图
%M

是
@

月

西太副高脊线位置偏北年
"$$'J0

温度距平合成图&

"$$'J0

温度场上东亚中纬度
#$

!

%$L;

为正距平区 "见图
%M

#!表明东亚中纬度温度偏高&为什么夏季西太副高脊线位

置偏南!东亚中纬度温度偏低!脊线位置偏北!东亚中纬度温度偏高, 分析表明!西

太副高脊线位置偏南时!鄂霍次克海地区出现阻塞型!由于阻塞高压的存在!高纬冷

空气直接南下到东亚中纬度地区!造成东亚中纬度温度偏低(副高脊线位置偏北年!

鄂霍次克海地区没有出现阻塞形势!冷空气路径沿着高纬向东扩展!没有直接南下!

造成东亚中纬温度偏高&

综上可见!夏季东亚中高纬环流的异常与西太副高形态异常密切相关&夏季西太

副高脊线位置偏南!东亚鄂霍次克海地区出现阻塞型!高纬冷空气直达中纬度地区!

造成东亚中纬度温度偏低(西太副高脊线位置偏北!东亚鄂霍次克海地区无阻塞型!

冷空气路径沿着高纬东传!东亚中纬度温度偏高&

$

!

夏季西太副高形态异常与中国东部汛期降水

上面讨论了夏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形态异常时东亚季风环流%中高纬环流及冷

空气的异常特征&本节探讨夏季江淮流域降水异常时西太副高形态%东亚季风环流及

中高纬环流特征&夏季江淮流域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
@

月和
"

月!故我们重点分析
@

!

图
@

!

@

!

"

月平均的
G%$'J0

矢量风距平图 "单位'

5+

E>

#

"

0

#

>K"G

年("

M

#

>KKG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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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西太副高形态特征 "脊点%脊线#&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提供的降水资料表明!

>KK>

%

>KK#

和
>KKG

年夏江淮流域降水偏

多!

>K"G

%

>KG%

和
>KK"

年夏江淮流域降水偏少 "图略#&

#

个降水偏多年
@

!

"

月平均

脊线位于
!$:%L;

(

#

个降水偏少年
@

!

"

月平均脊线位于
!#L;

&多雨的
>KK>

年%

>KK#

和
>KKG

年
@

!

"

月平均西太副高西伸脊点分别位于
>>%LI

%

>$$LI

和
>$$LI

(少雨的

>K"G

%

>KG%

和
>KK"

年
@

!

"

月平均西太副高西伸脊点分别位于
>A$LI

%

>#$LI

和
>!%LI

&

由此可见!夏季西太副高西脊点位置偏西时 "位于
>>%LI

以西#!江淮流域汛期降水偏

多(西脊点位置偏东 "位于
>!%LI

以东#!江淮流域汛期降水偏少&也就是说!夏季西

太副高脊线偏南%脊点偏西时江淮流域汛期降水偏多(脊线偏北%脊点偏东时江淮流

域汛期降水偏少&

我们进一步分析了江淮流域汛期降水偏多的
>KKG

年%偏少的
>K"G

年
@

!

"

月东亚

季风环流%中高纬环流及冷空气的活动&图
@0

%

M

分别给出
>K"G

年%

>KKG

年
@

!

"

月

平均的
G%$'J0

矢量风距平图&降水偏少年矢量风距平场上
#$L;

以南的东亚热带地区

呈气旋性环流!

#$L;

以北的东亚中纬度呈反气旋性环流 "见图
@0

#!表明东亚热带季

风环流加强%梅雨锋减弱!这种分布特征与西太副高脊线偏北年的形势一致(降水偏

多年矢量风距平场上
#$L;

以南的东亚热带地区呈反气旋性环流!

#$L;

以北的东亚中

纬度呈气旋性环流 "见图
@M

#!说明东亚热带季风环流减弱%梅雨锋加强!这种分布特

征与西太副高脊线偏南年的形势一致&

图
"

!

@

!

"

月平均的
%$$'J0

垂直速度距平图 "单位'

J0+

E>

!

!

#

$

表示下沉运动!

!

$

$

表示上升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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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降水多寡年东亚热带和副热带季风环流强弱变化!图
"0

%

M

分

别给出
>K"G

%

>KKG

年
@

!

"

月平均的
%$$'J0

垂直速度的距平图&降水偏少年东亚热带

季风槽区垂直速度距平值小于
$

!而梅雨锋区垂直速度的距平值大于
$

"见图
"0

#!表明

东亚热带季风区辐合上升运动加强!梅雨锋区辐合上升运动减弱!这种分布特征与西

太副高脊线偏北年的形势一致&降水偏多年东亚热带季风槽区垂直速度距平值大于
$

!

而梅雨锋区垂直速度的距平值小于
$

"见图
"M

#!表明东亚热带季风区辐合上升运动减

弱!梅雨锋区辐合上升运动加强!这种分布特征与西太副高脊线偏南年的形势一致&

图
G0

%

M

分别给出
>K"G

%

>KKG

年
@

!

"

月平均的
%$$'J0

高度距平图&降水偏少年

%$$'J0

位势高度距平场上!东亚高%中%低纬分别呈现为低%高%低的位势高度距平

波列!同时在欧亚 "

$

!

>%$LI

#高纬地区出现东%西向的低%高%低距平波列 "见图

G0

#&鄂霍次克海区域是两支距平波列的负距平区!表明鄂霍次克海地区位势高度偏

低!没有出现阻塞高压!东亚环流这种分布特征与西太副高脊线偏北年的合成图相似&

降水偏多年
%$$'J0

位势高度距平场上!东亚高%中%低纬分别呈现为高%低%高的位

势高度距平波列!同时在欧亚 "

$

!

>%$LI

#高纬地区出现东%西向的高%低%高距平

波列 "见图
GM

#&鄂霍次克海区域是两支距平波列的正距平区!表明鄂霍次克海地区位

势高度偏高!出现阻塞高压&东亚环流这种分布特征与西太副高脊线偏南年形势相似&

图
K0

%

M

分别给出
>K"G

%

>KKG

年
@

!

"

月平均的
"$$'J0

温度距平图&降水偏少年

图
G

!

@

!

"

月平均的
%$$'J0

高度距平图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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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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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冷空气沿着高纬向东扩展!东亚高纬为温度负距平区!江淮流域为正距平区 "见图

K0

#!中高纬温度距平的这种特征与副高脊线位置偏北年温度距平场的形势相似&降水

偏多年东亚高纬为温度正距平区!江淮流域为负距平区 "见图
KM

#!表明江淮流域冷空

气较强!中高纬温度距平的这种分布与副高脊线位置偏南年温度距平场的形势相似&

图
K

!

@

!

"

月平均的
"$$'J0

温度距平图 "单位'

B

#

"

0

#

>K"G

年("

M

#

>KKG

年

从上可见!夏季江淮流域降水偏多%偏少年
G%$'J0

东亚季风环流%

"$$'J0

温度

场及
%$$'J0

高度场的形势有明显不同&夏季江淮流域降水偏多年!鄂霍次克海地区出

现阻塞高压!江淮流域冷空气偏强!梅雨锋低压扰动加强!东亚季风环流偏弱!这种

环流特征与西太副高脊线偏南%脊点偏西的环流型一致(夏季江淮流域降水偏少年!

鄂霍次克海地区无阻塞高压!江淮流域冷空气偏弱!梅雨锋低压扰动减弱!东亚季风

环流加强!这种环流特征与西太副高脊线偏北%脊点偏东的环流型一致&这表明西太

副高形态位置的异常对东亚大气环流及江淮流域汛期降水的多寡有重要影响&夏季西

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异常是造成东亚大气环流及天气气候异常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

!

结论

本文分析了夏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形态异常时的东亚环流特征!探讨了江淮流

域汛期降水异常时的东亚环流型&研究表明夏季江淮流域降水异常偏多 "少#时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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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热带季风槽%梅雨锋%中高纬度环流型及冷空气的活动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脊线

异常偏南 "北#%脊点偏西 "东#时的环流特征一致&夏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形态异

常是东亚大气环流及天气气候异常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主要结论如下'

"

>

#多年平均的
@

!

G

月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脊线位于
!A:#L;

!脊点位于
>!$LI

&

夏季西太副高脊线比正常位置偏南或脊点偏西时!

%$$'J0

高度场上亚洲地区的大气环

流出现南北向和东西向的两支
O E O

的距平波列!鄂霍次克海地区为阻塞高压控制!

高纬冷空气路径偏南!东亚中纬度冷空气偏强!梅雨锋区低压扰动加强!东亚夏季风

环流减弱!夏季江淮流域降水偏多&

"

!

#夏季西太副高脊线比正常位置偏北或脊点偏东时!

%$$'J0

高度场上亚洲地区

的大气环流出现南北向和东西向的两支
E O E

的距平波列!鄂霍次克海地区无阻塞型

控制!高纬冷空气路径偏北!东亚中纬度冷空气偏弱!梅雨锋区低压扰动减弱!东亚

夏季风环流加强!夏季江淮流域降水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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