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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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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K

再分析资料和中国台风网提供的
$%%#

年台风资料!研究了
$%%#

年夏季台风登陆及

中国东部频发性台风暴雨的环流特征及南北半球环流系统的相互作用#

$%%#

年夏季登陆我国的台风存在显著的

阶段性变化!即
?

月
"%

日
"

&

月
""

日西太平洋无热带气旋生成!

&

月
"$

日
"

'

月
!%

日西太平洋热带气旋频繁活

动!造成登陆我国台风间隔时间短"频数高"强度强!使得我国东部台风暴雨频繁发生#研究指出!

?

月
"%

日
"

&

月
""

日西太平洋无热带气旋生成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南"越赤道气流较弱"东亚热带辐合带 &

#L=

"

"#L=

!

"$%LH

"

"#%LH

'对流偏弱有关#而在
&

月
"$

日
"

'

月
!%

日!西太平洋热带气旋活动频繁与西风槽的多次

南下"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断裂 &或东撤'"东亚热带辐合带对流加强有关#进一步研究发现!气候平均态的西太

平洋越赤道气流分别位于
"$#LH

和
"@#LH

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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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夏季
"$#LH

和
"@#LH

附近的越赤道气流减弱!然而在
&

月

"$

日
"

'

月
!%

日!

"!%LH

"

"!#LH

附近的越赤道气流加强并维持时间较长#

"!%LH

"

"!#LH

附近越赤道气流加强与

澳大利亚高压东移以及
"@%LH

"

"B%LH

赤道低压加深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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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持续性大暴雨是我国夏季常见的一种灾害性天

气!对人民生命财产和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夏季

我国东部持续性"频发性的暴雨过程与东亚夏季风

环流异常以及台风频繁登陆我国有关#

迄今为止!我国气象工作者对东亚夏季风环流

异常引发的持续性暴雨已有较多的研究#例如!林

建等(

"

)研究发现西太平洋副高偏南"偏强"脊点偏

西!并且鄂霍次克海高压加强!整个欧亚环流形势

稳定!有利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多暴雨天气#张琼

等(

$

)指出长江流域大涝的天气"气候背景特征为

#%%)J2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南偏西并显著偏

强!高层
"%%)J2

南亚高压中心持续稳定于青藏高

原上空!脊线偏南!强度偏强!全球海温呈大范围

的正距平#琚建华等(

!

)研究发现!东亚强季风涌

年!准
!%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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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T

振荡减

弱!

"%

"

$%T

低频振荡为主要的振荡周期!容易造

成长江中下游干旱#张庆云等(

@

)更详细地分析了造

成夏季长江流域暴雨的天气"气候条件!指出长江

流域暴雨洪涝的气候背景是东亚夏季风环流偏弱#

夏季长江流域暴雨的大尺度特征表现为东亚地区

东"西"南"北天气系统最佳配合及其环流演变过

程出现显著的
$%

"

!%

天低频振荡#张顺利等(

#

)研

究也指出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南海季风涌"中高纬

度冷空气和青藏高原中尺度对流系统的最佳组配

&或锁定'!容易形成长江流域大范围"时间尺度较

长的暴雨过程#另外!薛峰等(

?

)研究指出!当北半

球从春至夏 &南半球从秋至冬'马斯克林高压增强

时!中国长江流域至日本一带多雨!华南到台湾以

东的西太平洋以及东亚中纬度大部分地区少雨#与

马斯克林高压相比!澳大利亚高压的影响仅限于华

南地区!当澳大利亚高压增强时!华南多雨#

登陆台风是中国夏半年的主要灾害之一!台风

登陆时!总是伴有狂风暴雨#有关西太平洋热带气

旋生成!特别是影响我国的台风!现已有了一定的

研究#如丁一汇等(

&

)从年际变化角度研究了副高"

极涡"西风带"热带环流系统"中东太平洋和西太

平洋等与西太平洋台风发生频率的关系#李崇银(

B

)

的研究指出!

H3=*̀/

相应的大气环流状态以及海

温的异常变化!对西太平洋台风的形成不利!反
H3

=*̀/

相应的大气环流状态则有利于西太平洋台风

的形成#孙秀荣等(

'

)研究了东亚夏季风与西北太平

洋地区&包括中国南海'热带气旋频数的关系!发现

在强夏季风年西北太平洋地区热带气旋频数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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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夏季风年同期热带气旋频数异常偏少而后期趋于

正常!正常夏季风年热带气旋频数基本正常#张庆

云等(

"%

)研究了夏季东亚环流"大气视热源和视水

汽汇的年际及年代际变化与登陆中国台风频数的关

系!指出夏季登陆中国台风多寡与西太平洋热带大

气视热源"视水汽汇及西太平洋热带海温的变化有

关#李英等(

""

)指出外界持续的水汽输送有利于热

带气旋气旋性环流在陆地上维持!减缓其登陆后的

强度衰减!水汽输送通过影响热带气旋的热力结构

来影响热带气旋强度#另外!最近王会军等(

"$

)首

次利用气候模式对我国
$%%?

年夏季西太平洋地区

台风活动频次进行了实时气候预测#这些研究对热

带气旋生成"登陆"登陆后强度变化乃至台风活动

的预报都有涉及!然而对于西太平洋热带气旋或台

风频繁登陆的环流异常特征!特别对南半球环流及

南北半球环流系统的相互作用研究不多#

$%%#

年

虽然热带气旋总生成数比多年平均略偏少!但由于

具有明显的阶段性!造成登陆我国的台风时间间隔

短"频数高"强度强!我国东部从华南到渤海湾先

后出现了由台风引发的暴雨过程#本文在前人工作

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
$%%#

年夏季西太平洋台风

频繁登陆我国的环流特征!特别是南北半球低纬大

气环流异常特征及出现这种异常特征的成因机理#

!

!

资料

选用的资料包括$&

"

'中国气象局上海台风研

究所中国台风网提供的
$%%#

年台风资料#&

$

'

=(HJ

%

=(5K

再分析大气环流资料#主要是
$%%#

年风场"位势高度场的逐日平均资料以及
"'?B

"

"''?

年平均的气候态逐日资料!水平分辨率均为

$<#La$>#L

经纬度网格#&

!

'美国
=b55

提供的

$%%#

年逐日平均以及
"'&'

"

"''#

年平均的气候态

逐日向外长波辐射 &

b06

I

/*+

I

M/+

I

[2W,K2T*2F

6*/+

!简称
bMK

'资料#&

@

'

"'B"

"

$%%#

年
=b55

最佳差值逐周海表温度 &

bN::Z

'资料及以此计算

出的
"'B$

"

"''?

年平均的气候态
::Z

逐周数据!

其水平分辨率为
"La"L

#

B

!

!""#

年夏季台风暴雨特征

$%%#

年夏季 &

?

"

B

月'全国大部地区降雨量

偏多!全国平均降雨量较常年偏多
$B>'77

!为

"'''

年以来最多的一年!盛夏以后我国东部地区

从华南到华北先后都出现了由台风引发的暴雨#图

"

是中国东部沿海
#

个区域夏季 &

?

"

B

月'逐日平

均降水!这
#

个区域分别是渤海沿海地区 &

!$>#L=

"

@$>#L=

!

""&>#LH

以东'"长江流域下游 &

$BL=

"

!$>#L=

!

""$>#LH

以东'"华南东部 &

$BL=

以南!

""$>#LH

以东的我国沿海'"台湾和海南岛!其中以

点线连接表示是同一个台风活动过程引发的降水#

从图
"

可见!台风海棠登陆 &

&

月
"B

日
"

$"

日'分

别给台湾"华南东部!长江流域下游带来暴雨过

程#台风麦莎登陆 &

B

月
?

"

'

日'为长江下游"渤

海沿海地区带来暴雨!它是继
"''&

年第
""

号台风

后!近
B

年来对我国东部沿海和华东地区影响最为

严重的台风之一#台风天鹰登陆 &

&

月
!%

日
"

B

月

"

日'为海南带来了大量的降水#台风珊瑚登陆 &

B

月
"$

日
"

"!

日'致使广东"福建等华南的部分地

区遭受暴雨#从图
"

台风暴雨过程可见!

$%%#

年夏

季台风登陆带来的降水都集中在
&

月中旬以后#此

外!

$%%#

年最大风速在
@#7

%

-

以上的台风占总热

带气旋数的
#&>'c

!远高于多年平均
!'>@c

!这说

明
$%%#

年热带气旋 &或台风'强度较大#为什么

$%%#

登陆我国的台风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且在
&

月

中旬以后频繁地出现较强台风登陆+ 为此!我们深

入探讨东亚大气环流异常特征#

C

!

东亚大气环流异常与台风活动的关系

张庆云等(

'

)研究指出!夏季登陆中国台风的多

寡与东亚夏季风环流强弱有关!东亚夏季风偏强

&热带辐合带对流强'有利台风登陆#图
$

给出

$%%#

年
?

"

'

月东亚热带辐合带 &

#L=

"

"#L=

!

"$%LH

"

"#%LH

'区域内的
bMK#

天滑动平均!从图

中可见!

bMK

出现显著的阶段性变化!

?

月
"%

日

"

&

月
""

日的第一阶段为高值段 &

bMK

高于
$$%

G

%

7

$时段'!表明热带辐合带上对流较弱!热带气

旋活动少*

&

月
"$

日
"

'

月
!%

日的第二阶段为

bMK

的低值段 &

bMK

低于
$$%G

%

7

$时段'!表明

热带辐合带上对流较强!对应热带气旋活动较多!

登陆我国的台风也集中在这一时段#说明热带辐合

带上对流强有利于台风登陆我国!这与张庆云等(

'

)

的结论一致#

为了探讨东亚热带辐合带上对流在第二阶段

&

&

月
"$

日
"

'

月
!%

'异常偏强的原因!我们分析

东亚中高纬环流及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活动与夏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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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中国沿海各区域
$%%#

年夏季 &

?

"

B

月'日平均降水$&

2

'渤海沿海地区*&

X

'长江流域下游*&

9

'华南东部*&

T

'台湾*&

,

'海南

d*

I

>"

!

_2*3

U

7,2+

8

1,9*

8

*626*/+/W,1()*+29/2-62321,2-T01*+

I

6),-077,1/4$%%#

$&

2

'

Z),A/)2*:,29/2-6

*&

X

'

6),3/[,11,29)/46),

S2+

I

6\,K*W,1

*&

9

'

,2-6,1+21,2/4:/06)()*+2

*&

T

'

Z2*[2+

*&

,

'

Q2*+2+

东亚热带辐合带关系#图
!

是
$%%#

年
&

月
"$

日
"

'

月
!%

日平均
#%%)J2

位势高度距平图#从图
!

可

见!位势高度正距平分别出现在东亚大陆 &中心达

@%

I8

7

'和北太平洋中纬度地区&中心达
?%

I8

7

'!

这表明东亚大陆和北太平洋中纬度地区位势高度比

气候态偏高!在两个偏高区域之间
"$%LH

"

"#%LH

的位势高度场相对偏低!即此范围内受西风槽活动

影响#另外!

#%%)J2

距平风场流线图&图略'也显

示!在
"$%LH

"

"#%LH

范围内出现偏北风距平!且偏

北风距平南下到
$%L=

以南!即
$%%#

年
&

月
"$

日

"

'

月
!%

日!

"$%LH

"

"#%LH

范围受东亚中高纬度

偏北气流影响!因此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及东亚热

带辐合带上对流异常与东亚中高纬度环流型有关#

为了更清楚地看出
$%%#

年夏季东亚中高纬度

环流"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与东亚热带辐合带上对

流的强弱关系!图
@2

给出
"$%LH

"

"#%LH

平均
#%%

)J2

位势高度的逐日时间 纬度剖面图!其中阴影

区表示位势高度大于
#BB%

I8

7

的西太平洋副热带

高压活动#气候平均态的副高
?

月初不断北进!

B

月底到达最北纬度后开始南撤#

$%%#

年夏季
?

月

$"'

大
!

气
!

科
!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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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年
?

"

'

月热带辐合带区域 &

#L=

"

"#L=

!

"$%LH

"

"#%LH

'内的
bMK#

天滑动平均#粗线表示热带气旋活动多"

少时段*图底部细线表示各次热带气旋活动起止时间

d*

I

>$

!

Z),#FT2

U

10++*+

I

7,2+/4bMK21,2F2W,12

I

,T/W,1

NZ(D

&

#L= "#L=

!

"$%LH "#%LH

'

T01*+

I

.0+ :,

8

>Z),[*T,

3*+,--)/[6),7/1,61/

8

*9239

U

93/+,-

&

Z(-

'

8

,1*/T2+T6),3,--

Z(-

8

,1*/T

!

2+T6),6)*+3*+,-266),X/66/7*+T*926,6),32-6*+

I

6*7,/4,W,1

U

61/

8

*9239

U

93/+,

图
!

!

$%%#

年第二阶段 &

&

月
"$

日
"

'

月
!%

日'

#%%)J2

位势

高度距平场 &单位$

I8

7

'

d*

I

>!

!

Z),

I

,/

8

/6,+6*23),*

I

)62+/723*,-

&

I8

7

'

26#%%)J2

T01*+

I

6),

8

,1*/T/4"$.03 !%:,

8

$%%#

"%

日
"

&

月
""

日第一阶段副高较稳定且位置偏南!

其南界位于
"%L=

附近!相应东亚热带辐合带对流

偏弱*在
&

月
"$

日以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南界

位置偏北!平均位于
$%L=

附近!且多次出现断裂

&或东撤'!这与中纬度西风带活动有关#图
@2

的

虚线箭头指示中纬度西风带的活动!表示西风槽的

位置#从图
@2

可见!对应西风槽一次次南伸!西太

平洋副热带高压出现了一次次的断裂 &或东撤'#

图
@X

给出的是
"$%LH

"

"#%LH

平均的
bMK

时间 纬

度剖面图!其中阴影区域为
bMK

小于
$!%G

%

7

$的

区域!它表示东亚热带辐合带上强对流的活动#如

图
@X

所示!

&

月
"$

日以后!副高的每次断裂 &或

东撤'都对应一次低纬热带辐合带上对流加强并北

进 &实线箭头所示'#由此可见!东亚热带辐合带

上对流加强北伸与中高纬西风带活动及副热带高压

在
"$%LH

"

"#%LH

范围内减弱密切相关#

我们还进一步分析了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东"

西向活动的情况#图
#2

为
$$>#L=

上
#

天滑动平均

#%%)J2

位势高度经度 时间剖面图!阴影区表示位

势高度大于
#BB%

I8

7

!代表副热带高压#在
?

月

"%

日
"

&

月
""

日的第一阶段!副高不断西伸!从

"@%LH

西伸到
"%%LH

附近!此阶段热带辐合带上对

流活动较弱 &图
#X

'#在第二阶段!气候平均态的

副高西脊点位于
"$%LH

!而
$%%#

年同时段副高西脊

点平均位于
"!%LH

以东 &图
#2

'!比气候平均位置

偏东
"%

个经度!而且多次东撤#对应每一次副高

西脊点的东撤!热带辐合带上对流都出现一次加

强!并对应着一个登陆台风#由此可见!

$%%#

年
&

月
"$

日以后!台风频繁登陆我国与西太平洋副热

带高压西脊点位置比气候态偏东及东亚热带辐合带

对流活动加强有关#大量研究已表明!东亚热带辐

合带上对流强弱除了与副热带高压活动"中高纬度

环流变化有关外!还与南半球环流变化有关!因此

我们进一步探讨
$%%#

年夏季越赤道气流及南半球

环流的变化#

#

!

越赤道气流及南半球环流异常与台

风活动的关系

!!

李宪之(

"!

)的研究指出!南半球冷空气从澳洲

向东侵袭时!不发生台风!而向东北侵袭越过赤道

时!容易导致台风#李曾中等(

"@

)的研究还发现$

"''B

年夏季 &

?

"

'

月'东半球
'%LH

"

"B%L

区间越

赤道气流明显偏弱!而
%L

"

'%LH

区间里!特别是位

于
@%LH

"

@#LH

的索马里急流处!越赤道气流极强

是造成
"''B

年南海及西北太平洋台风发生数目特

少的重要原因#可见!越赤道气流对西北太平洋台

风的生成与活动有较大的影响#为此!我们进一步

分析了
$%%#

年夏季越赤道气流及南半球环流的异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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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LH

"

"#%LH

经向平均的时间 纬度剖面图$&

2

'

#%%)J2

位势高度&单位$

I8

7

'!阴影区为位势高度
"

#BB%

I8

7

的区域*&

X

'

bMK

&单位$

G

%

7

$

'!阴影区为
bMK

值小于
$!%G

%

7

$的区域#图
2

"

X

之间的箭头表示热带气旋活动

d*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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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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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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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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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8

7

'

26#%%)J2

!

6),-)2T,T21,2*+T*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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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26,16)2+#BB%

I8

7

*&

X

'

bM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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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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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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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T

&

X

'

*+T*926,,W,1

U

296*W*6

U

/461/

8

*9239

U

93/+,

图
#

!

&

2

'沿
$$>#L=#

天滑动平均的
#%%)J2

位势高度经度 时间剖面图!阴影为位势高度
"

#BB%

I8

7

*&

X

'

$%%#

年
?

"

'

月热带辐合带区

域 &

#L=

"

"#L=

!

"$%LH

"

"#%LH

'内的
bMK#

天滑动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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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图
?

为
'$#)J2

高度上赤道
W

风场经度 时

图
?

!

'$#)J2

越赤道气流
D

风场的经度 时间剖面图$&

2

'气候平均态!阴影表示越赤道气流经向风速大于
!7

%

-

*&

X

'

$%%#

年!阴影表示

越赤道气流经向风速大于
@7

%

-

d*

I

>?

!

Z),6*7, 3/+

I

*60T,-,96*/+-/4D[*+T/491/--F,

Y

026/1*2343/[26'$#)J2

$&

2

'

d/193*726,7,2+

!

6),-)2T,T21,2*+T*926,-6),W230,

*-

I

1,26,16)2+!7

%

-

*&

X

'

*+$%%#

!

6),-)2T,T21,2*+T*926,-6),W230,*-

I

1,26,16)2+@7

%

-

间剖面图!其中图
?2

为气候平均态情况!气候平均

图
&

!

'$#)J2

矢量风场 &单位$

7

%

-

'$&

2

'气候平均 &只画
"

#7

%

-

'*&

X

'

$%%#

年热带气旋偏少时段 &第一阶段'距平 &只画
"

">#7

%

-

'*

&

9

'热带气旋偏多时段 &第二阶段'距平 &只画
"

">#7

%

-

'

d*

I

>&

!

Z),W,96/1[*+T26'$#)J2

$&

2

'

d/193*726,7,2+

!

6),W,3/9*6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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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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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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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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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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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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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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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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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8

,1*/T/47/1,Z(-*+$%%#

!

6),2+/723*,-3,--

6)2+">#7

%

-21,T,3,6,T

态的西太平洋地区越赤道气流有两支!分别位于

"$#LH

和
"@#LH

附近 &见图中阴影区'#图
?X

给出

的是
$%%#

年夏季情况!从图可见!

$%%#

年夏季位

于
"$#LH

和
"@#LH

附近的越赤道气流偏弱!在
&

月

以后!虽然
"$#LH

和
"@#LH

附近的越赤道气流仍偏

弱!但
"!%LH

"

"!#LH

附近的越赤道气流偏强并长

时间维持 &见图中阴影区'#为了清楚地看出各阶

段的变化!图
&2

给出气候平均态
'$#)J2

的矢量

风!较大的偏南风即越赤道气流!分别位于
"$#LH

和
"@#LH

附近*图
&X

"

9

分别是
$%%#

年第一阶段和

第二阶段的矢量风距平#图
&X

显示!

"$#LH

和

"@#LH

附近出现偏北风距平!这说明此阶段越赤道

气流强度比气候平均态偏弱*图
&9

显示!

"$#LH

和

"@#LH

附近仍为偏北风距平!即这两处越赤道气流

强度仍比气候平均态偏弱!但
"!%LH

"

"!#LH

附近

出现了偏南风距平!表明
"!%LH

"

"!#LH

越赤道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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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加强 &图
&9

'#

$%%#

年夏季越赤道气流强弱对东亚热带环流

有何影响+ 我们进一步探讨了
$%%#

年夏季二个阶

段的南北半球整层
D

与
!

变化#图
B

为
$%%#

年

"!%LH

"

"!#LH

平均
D

距平矢量风与
!

距平矢量风

的纬度 高度合成!它反映了赤道地区越赤道气流

附近整层大气环流的变化#图
B2

是第一阶段情况!

"#L=

"

$%L=

热带地区出现下沉距平气流!表明东

亚热带辐合带对流活动偏弱!下沉气流在低层辐

散!从而使在对流层低层
B#%)J2

以下呈现偏北风

距平!也即越赤道气流减弱*而在第二阶段 &图

BX

'!对流层低层
B#%)J2

以下呈现偏南风距平!即

"!%LH

"

"!#LH

附近的越赤道气流加强!引导南半

球的暖空气与来自北方的冷空气在东亚
"%L=

"

图
B

!

$%%#

年
"!%LH

"

"!#LH

平均
D

"

!

&

a

&

e"%

''矢量风距平流线合成图$&

2

'热带气旋偏少时段*&

X

'热带气旋偏多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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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辐合上升运动距平!即热带辐合带上对流

活动加强#可见!东亚热带辐合带上的对流加强与

越赤道气流加强有关#

图
'

!

$%%#

年第一"二阶段
"%%%)J2

位势高度距平场 &单位$

I8

7

'$&

2

'第一阶段*&

X

'第二阶段#阴影为位势高度距平在
e#

I8

7

以下

的负距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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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
$%%#

年夏季
&

月中旬以后
"!%LH

"

"!#LH

越赤道气流显著加强!我们的分析表明这可

能与澳大利亚高压的位置偏东有关#图
'

给出

$%%#

年第一"二阶段的
"%%%)J2

位势高度距平场#

图
'2

为
?

月
"%

日
"

&

月
""

日的位势高度距平场!

可以看出!东亚热带辐合带上为位势高度正距平区

&中心达
$%

I8

7

'!说明副高位置偏南!从而抑制

了该处对流发展!造成第一阶段热带气旋活动偏

少#图
'X

为
$%%#

年
&

月
"$

日
"

'

月
!%

日的位势

高度距平场!澳大利亚东侧呈现一个正距平区 &中

心达
$%

I8

7

'!正距平区以北赤道附近
"@%LH

"

"B%LH

范围内是负距平区 &中心为
e"%

I8

7

'!比第

一阶段 &图
'2

'赤道附近的负距平区 &中心为

e#

I8

7

'范围更大!值也更低#这说明在
$%%#

年

第二阶段 &

&

月
"$

日
"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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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

科
!

学

()*+,-,./01+23/4567/-

8

),1*9:9*,+9,-

!!!

!

!"

卷

;/3<!"



图
"%

!

#

天滑动平均的
"%%%)J2

位势高度场经度 时间剖面图$&

2

'

!%L:

处的位势高度场!代表澳高!阴影为位势高度大于
"B%

I8

7

*&

X

'

赤道上的位势高度场!代表赤道低压槽!阴影为位势高度小于
B%

I8

7

*&

9

'

"!%LH

"

"!#LH

的平均越赤道气流
D

风距平时间序列!两条实线

表示第一"第二阶段的
D

风距平平均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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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赤道气流显著加强可能与澳大利亚高压中心位置

偏东"赤道低压槽进一步加深有关#与澳大利亚东

侧正距平区及赤道低压槽加深相对应!

'$#)J2

距

平风 &图
&9

'表现为东南风距平!在
"!%LH

"

"!#LH

附近形成较强的越赤道气流!造成东亚热带辐合带

上对流活动加强#

为了清楚地看出澳大利亚高压中心东移与赤道低

压槽加深的关系!图
"%2

给出了沿
!%L:

的
"%%%)J2

位

势高度场
#

天滑动平均的经度 时间剖面图!阴影

区为位势高度大于
"B%

I8

7

!它表示出澳大利亚高

压一次次东移过程 &实线箭头'#图
"%X

是沿赤道

的
"%%%)J2

位势高度场
#

天滑动平均经度 时间剖

面图!其中阴影区是位势高度小于
B%

I8

7

的区域!

代表赤道低压#图
"%

表明!每当澳大利亚高压

&图
"%2

阴影区'东界偏东达
"B%L

日界线时!都对应

一次赤道低压 &

"@%LH

"

"B%LH

'加深 &图
"%X

阴影

区'#受澳大利亚高压偏东和赤道辐低压加深的共

同作用!形成较强的偏东南风!造成
"!%LH

"

"!#LH

越赤道气流加强 &图
"%9

'#值得注意的是!在
?

月

中旬!澳大利亚高压东移后!也对应赤道低压加

深!但越赤道气流并未随之加强#这与
$%%#

年第

一阶段 &

?

月
"%

日
"

&

月
""

日'!西太平洋副热带

高压位置偏南并维持稳定有关#这说明南半球越赤

道气流的加强!除了受澳大利亚高压和赤道低压环

流影响!还受北半球中高纬系统的影响#

D

!

结论与讨论

$%%#

年夏季登陆我国的台风存在显著的阶段

性$

?

月
"%

日
"

&

月
""

日西太平洋无热带气旋生

成!

&

月
"$

日
"

'

月
!%

日西太平洋热带气旋活动

频繁!登陆我国台风间隔时间短"频数高"强度强!

使得我国东部台风暴雨频繁发生#本文研究了

$%%#

年夏季中国东部台风暴雨的天气气候特征以

及南北半球低纬环流异常与登陆台风集中的原因#

研究发现$

&

"

'在
$%%#

年夏季
&

月
"$

日
"

'

月
!%

日这一

阶段!台风登陆频率高"强度强"引起台风暴雨频

发!这与东亚热带辐合带上对流加强有关*

&

$

'东亚热带辐合带上对流加强不仅与东亚中

纬度西风带活动以及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东

偏北有关!同时还与
"!%LH

"

"!#LH

越赤道气流加

强有关*

&

!

'

$%%#

年
&

月
"$

日
"

'

月
!%

日!

"!%LH

"

"!#LH

越赤道气流加强并长时间维持与澳高东移及

&"'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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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

"

"B%LH

赤道低压加强有关#

综上所述!

$%%#

年
&

月
"$

日
"

'

月
!%

日台风

频繁登陆我国并引起台风暴雨频繁发生的可能机制

如下$在这一阶段!澳大利亚高压位置偏东!同时

赤道低压槽加深#澳高和赤道低压槽共同作用使越

赤道气流在
"!#LH

附近增强#在
"!#LH

附近加强的

越赤道气流又能引导南半球的暖空气与来自北方的

气流在
"%L=

"

"#L=

附近辐合上升!使热带辐合带

上的对流活动加强!并与副热带高压"西风带波动

相互配合!造成热带气旋活动频繁!且中国东部登

陆台风频数高"强度强!台风暴雨频繁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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