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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的地理环境特殊!具有独特的降水变化特征"作者利用海南岛
E

个站的月降水资料$

<'AF

再分

析资料及
<G44

的海温资料!研究了近
@#

年海南岛降水的变化规律!并给出了产生降水异常的一个可能的物理

机制"结果表明!海南岛降水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一年中秋季的
&

$

>"

月份降水最大!而且这两个月降水的年

际方差占全年降水总方差的
@E=>H

"秋季降水的年际异常对应的环流形式主要表现为对流层中下层存在的两个

异常的气旋和反气旋中心"当降水偏多时!有两支异常的气流分别从热带太平洋和印度洋吹向海南岛附近地区!

为该地区提供了更多的水汽!有利于岛上降水"而当降水偏少时!两支异常的气流变为从大陆吹向海洋!使海南

岛上空水汽偏少!不利于岛上降水"另一方面!这种与秋季降水异常对应的环流异常是由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

度异常造成的!异常的海温将使热带地区的沃克环流发生异常!并最终使海南岛附近环流发生异常!导致降水异

常"

关键词
!

海南降水
!

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
!

沃克环流

文章编号
!

>""% &?&#

%

$""%

&

"# >"!@ "&

!!!

中图分类号
!

F@$%

!!!

文献标识码
!

4

!"#

$

%&'()'"

*

+,-&'(+./0#1

$

2+"%&3%"&4('/%#5'56-+'-4"7'&+

!+0

$

+"'/4"+3#""+1

$

#56%5

*

/#.4/4058"+&%

$

%/'/%#5%59'%5'5:1('56

IJK.*

L

>

!

$

!

IMN)BK/

>

!

1*OPA-)*BP1)

$

>!"#"$%$

&

'#()*#")*

&

)

+

,-.$*/0#12)3$1/4

5+

)*6".)7

8

9$*/0!0/$40$7#43:$)

8

9

&

7/0#1;1-/3<

&

4#./07

!

=$4"$*

+

)*2)47))4

!

&

7"$.>$7$#*09

!

?47"/"-"$)

+

6".)7

8

9$*/0@9

&

7/07

!

=9/4$7$60#3$.

&

)

+

!0/$40$7

!

A$/

B

/4

5!

>"""$&

$<$

8

#*".$4")

+

6".)7

8

9$*/0!0/$40$7

!

,#4

B

/4

5

C4/D$*7/"

&

)

+

?4

+

)*.#"/)4!0/$40$#43E$094)1)

5&

!

,#4

B

/4

5!

$>""@@

.;1/"'&/

!

Q(+,515),5)88(10185+0),5)8,1,R+221,5(+3.06)*

L

6+8(1*)8,.3

7

0+8)

7

)515).*)*P1)*1*J,21*O10+)*S+,5)B

L

15+OT

D

/,)*

L

5(+215+,5@#B

D

+106.*5(2

D

01)*3122O15115E,515).*,.S+05(+P1)*1*0+

L

).*

!

<'AFO1511*O99QO1B

51=Q(+0+,/25,,(.R5(155(+,+1,.*128(1*

L

+.3

7

0+8)

7

)515).*),S+0

D

.TS)./,5.122,515).*,)*P1)*1*J,21*O=Q(+

7

0+8)

7

)515).*T+5R++*U1

D

1*O4/

L

/,58.S+0,1T./5?"

7

+08+*5.35.512=Q(+61C)612S12/+1

77

+10,)*9+

7

5+6T+0

1*OG85.T+01*O5(+6)*)612S12/+1

77

+10,)*-1*/10

D

+S+0

DD

+10=Q(+61C)612)*5+01**/12S10)1T)2)5

D

.3

7

0+8)

7

)515)B

.*),12,.3./*O)*9+

7

5+6T+01*OG85.T+0=U+1*R()2+

!

5(+,

7

15)12O),50)T/5).*.3

7

0+8)

7

)515).*),,+S+0+2

D

1,

D

66+5B

0)81*O5(+()

L

(+,5

7

0+8)

7

)515).*.88/0,)*5(++1,5+0*1*O8+*50120+

L

).*R(+0+5(+

7

0+8)

7

)515).*),5R.5)6+,210

L

+0

5(1*5(15.35(+R+,5+0*0+

L

).*=Q(+5+001)*),1*)6

7

.051*53185.0

!

R()8(61V+,5(+,

7

15)12O),50)T/5).*.3

7

0+8)

7

)51B

5).*6/8(8.6

7

2)815+O=

4T*.06121/5/6*

7

0+8)

7

)515).*)*P1)*1*J,21*O8.00+,

7

.*O,5.1T*.0612156.,

7

(+0)8

L

+*+0128)08/215).*)*5(+



6)OO2+B2.R50.

7

.,

7

(+0+=Q(+0+),1*1T*.06128

D

82.*+R()8(),2.815+O)*5(+J*O.B'()*1

7

+*)*,/211*O1*1T*.0612

1*5)8

D

82.*+R()8(2)+,)*5(++1,5.3Q1)R1*R(+*

7

0+8)

7

)515).*),6.0+5(1**.0612=4*1T*.0612+1,5R10O1)032.R

R()8(8.6+,30.65(+J*O)1*G8+1*1*O1*.5(+0R+,5R10O1)032.RR()8(8.6+,30.65(+50.

7

)812F18)3)88.*S+0

L

+)*

9./5('()*19+11*O

L

.3.0R10O5.*.05(R+,5=Q(+5R.1)032.R,,/

77

2

D7

2+*5)3/2R15+0S1

7

.0R()8(8.*50)T/5+,5.

01)*3122=4*)*S+0,+8)08/215).*,+*,+),.T,+0S+OR(+*

7

0+8)

7

)515).*),2+,,5(1**.0612=

W1,+O.*5(+8.00+215).*1*O8.6

7

.,)5+1*12

D

,),

!

5(+

7

.,,)T2+)*32/+*8+.35(+,+1,/0318+5+6

7

+015/0+

%

99Q

&

)*

5(++

X

/15.0)128+*5012B+1,5+0*F18)3)8.*1/5/6*

7

0+8)

7

)515).*)*P1)*1*J,21*O),0+S+12+O=4T*.061299Q2+1O,5.

1T*.0612

7

0+8)

7

)515).*)*P1)*1*J,21*OT

D

6.O)3

D

)*

L

5(+Y12V+08)08/215).*=Y(+**+

L

15)S+

%

7

.,)5)S+

&

99Q1*.61B

2)+,1

77

+10

!

5(+Y12V+08)08/215).*),,50.*

L

+0

%

R+1V+0

&

5(1**.0612=Q(++*(1*8+O

%

R+1V+*+O

&

Y12V+08)08/215).*

2+1O,5.5(+1T*.0612+1,5R10O

%

R+,5R10O

&

1)032.R)*5(+J*O)1*G8+1*1*O5(+1T*.0612R+,5R10O

%

+1,5R10O

&

1)0B

32.R)*5(+50.

7

)812

7

18)3)8=

<+

=

>#"61

!

P1)*1*J,21*O

!

7

0+8)

7

)515).*

!

99Q

!

5(++

X

/15.0)128+*5012B+1,5+0*F18)3)8

!

Y12V+08)08/215).*

?

!

引言

近年来!随着海南的开发建设!人们越来越关

注海南岛的气候变化"海南是我国一个独特的农业

区!该地区气候异常将直接影响岛上农作物的生

长!特别是暴雨等强降水过程不仅给当地造成了巨

大的经济损失!还直接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因

此!深入认识海南降水的变化规律及产生的原因!

有助于我们对该地区降水异常进行预测!从而有利

于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减少各种损失"

!!

与海南岛相邻的华南地区降水变化一直以来受

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对此已有不少研究'

>

"

!

(

"此

外!海南岛位于南海的北部!南海季风作为亚洲季

风的重要成员!对我国及全球的天气气候有重要影

响'

@

"

E

(

!因而!也得到了广泛研究"

尽管海南岛与华南地区$南海临近!但海南岛

的降水变化有其独特性的一面!譬如!海南岛大部

分地区每年的最大降水量不是出现在华南前汛期和

南海季风爆发的
#

月份"相对于华南地区和南海季

风!已有的专门针对我国海南岛降水变化规律的研

究还很少!而且仅停留在一些早期的观测事实

上'

?

"

>"

(

"

海南岛的面积虽然不大!但具有降水类型多

样$时空差异大$降水成因复杂等特点"那么!海

南岛降水的变化是不是纯粹局地的特殊现象) 如果

它还受到大尺度大气环流的影响!这种影响又体现

在哪些方面) 此外!大气环流的变化往往不是孤立

发生的!而是受到诸如海表温度等外强迫作用的影

响"那么!海南岛降水与大气环流及海表温度之

间有何确切的联系) 造成海南岛降水异常的物理

机制又是什么) 本文的目的就是对这些问题进行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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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本研究用到三部分资料!第一部分为中国气象

局气象信息中心资料室的我国海南
E

个站的月降水

资料*第二部分为美国
<'AF

+

<'4N

再分析逐月

资料 %

$=#Z[$=#Z

&*第三部分资料为
'2)6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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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5)8,'+*5+0

的
<G44AC5+*O+ON+8.*,50/8B

5+O99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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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

&逐月资料"

图
>

!

海南岛
E

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的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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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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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815).*,.3E,/0318+6+5+.0.2.

L

)812.T,+0S15).*12,51B

5).*,)*P1)*1*J,21*O

我们在海南岛选取了
E

个气象站!包括海口$

陵水$琼海$三亚$琼中$儋县及东方站 %图
>

&"

虽然各站有记录的降水资料长度不同!但上述各站

点
>&%"

年以后的降水资料基本上是完整的!因此

我们主要分析
>&%"

年至
$""@

年这一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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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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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分析

A=?

!

海南岛降水的统计分析

对
>&%"

年至
$""@

年海南岛
E

个观测站各

月平均降水量进行统计 %表
>

&可知#降水的季

节变化相当明显"最大降水量出现在秋季的
&

月或
>"

月!降水最小值则出现在
>

月份"全年

降水主要在
#

月至
>"

月出现!各站点这一时期的

降水量占该年总降水量的
E%H

以上!三亚站的这一

比例甚至高达
?&H

"所以!每年
#

月至
>"

月是海

南岛的雨季!相对少雨的时段则为每年
>>

月至次

年
@

月"这表明海南岛降水具有明显的季风性特

征!但同时它还具有不同于华南和南海的独特特

征"

除了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外!海南岛降水的空

间分布也存在差异"平均而言!东部及中部地区降

水较多!而西部则降水偏少"东部$中部一带的站

点 %如琼海$陵水$琼中$儋县等站&年平均降水量

超过
>%""66

!而位于西部的东方站降水量还不到

中东部某些站点的一半"这种降水空间分布的不均

匀性与岛上的地理环境有较大的关系"海南岛平均

海拔
$$"6

左右!但中部
#""6

以上的山地约占全

岛近四分之一的面积"中部琼中站海拔更是超过

$@""6

!很容易产生地形雨!使得该站年降水量为

各站之冠"秋季东部地区处于迎风坡!空气上升运

动强烈!易发生强对流天气!相反!背风的西部地

区降水明显偏少"

为了定量研究海南岛降水的年际变化!我们计

算了各站点逐月降水量的年际均方差 %表
$

&"由表

$

可知!年际降水均方差与平均降水量有相似的季

节变化!夏秋时期较大!冬春时期则较小"除东方

站外!其余
%

个站降水均方差最大值均出现在
&

$

>"

月!这两个月的降水方差占全年降水总方差的

@E=>H

"同时!从表
>

可知!这两个月恰好也是一

年当中降水最多的月份!降水量约占全年降水总量

的
!!=!H

"

因此!本文选取
&

$

>"

月份的总降水量作为研

究海南岛秋季降水量变化的指标"同时!考虑到东

方站降水量和均方差最大值出现在夏季
?

月!而且

其位置在海南岛的西缘!降水量的年际变化规律可

能有别于其他
%

个站的情况!故下面计算降水序列

时仅取表
>

中前面
%

个站代表海南岛降水"下文提

到的海南岛秋季降水均指这
%

个测站平均的
&

月和

>"

月降水量之和"图
$

给出了海南岛各月降水量

及年际均方差!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海南岛
%

个站的平均降水量从
>

月开始增加!在
&

$

>"

月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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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儋县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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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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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年际均方差时没有包括
>&%?

年%缺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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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海南岛各月降水量 %柱线&及年际均方差 %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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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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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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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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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0

&

1*O,51*O10OO+S)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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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J,21*O30.6-1*5.\+8

到最大值!此后迅速减小"降水的年际均方差虽然

在
%

$

E

月有所减小!但到
&

$

>"

月显著增大"

A=@

!

海南岛秋季降水的年际变化

图
!

给出了海南岛秋季
&

$

>"

月份降水量的年

际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到!降水最大值出现在

>&E!

年!降水量达到
#!#=#66

!而
$""@

年的总降

水量仅为
?$="66

!因此!海南岛降水量具有明显

的年际变化"

A=A

!

海南岛秋季降水异常对应的大尺度环流

图
@

为海南岛秋季降水时间序列与同期位势高

图
!

!

>&%"

"

$""@

年海南岛秋季降水量时间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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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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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6+,+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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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85

7

0+8)

7

)515).*)*P1)*1*J,B

21*O30.6>&%"5.$""@

度场的相关系数分布!由图可见!对流层中下层高

度场的形势较为一致"在我国台湾以东存在一个显

著正相关区!并且这个正相关中心在
?#"(F1

高度

场上的位置比在
E""(F1

和
#""(F1

上的要偏东一

些"除了这一正相关区外!其他低纬度地区均为负

相关区!特别是在中南半岛上空有一显著负相关中

心!这一负相关中心与上述正相关中心构成一个东

北 西南方向的跷跷板结构"表明当秋季海南岛降

水偏多时!该地区出现由东北指向西南的异常气压

梯度!这一异常气压梯度的出现有利于热带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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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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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海南岛秋季降水序列和
?#"(F1

%

1

&$

E""(F1

%

T

&$

#""

(F1

%

8

&高度场的相关系数分布 %阴影表示通过
&#H

统计信度&

])

L

=@

!

'.00+215).*8.+33)8)+*5T+5R++*9+

7

G85

7

0+8)

7

)515).*)*

P1)*1*J,21*O1*O5(+?#"(F1

%

1

&!

E""(F1

%

T

&!

#""(F1

%

8

&

(+)

L

(5,

%

Q(+0+

L

).*,R)5(&#H,)

L

*)3)81*8+2+S+210+,(1O+O

&

上的偏东气流到达海南岛附近上空"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虽然在对流层中下层

高度场异常基本上是正压结构的!但低层显著区域

范围明显偏大"中南半岛地区
?#"(F1

高度场上的

显著负相关区包括了整个中南半岛及印度洋部分地

区!但是到了
#""(F1

高度!负相关区已不显著!

说明对流层下层环流异常对于海南岛降水的影响可

能更加明显"

为了进一步说明海南岛降水异常所对应的环流

异常!我们根据
>&%"

年至
$""@

年海南秋季降水时

间序列进行合成分析"海南岛秋季降水高于平均值

一个标准差的年份为#

>&%"

$

>&%@

$

>&E!

$

>&E?

$

>&?"

$

>&??

$

>&&%

$

$"""

年!共
?

年*降水低于平

均值一个标准差的年份为#

>&%#

$

>&%%

$

>&%&

$

>&EE

$

>&?E

$

>&&>

$

$""@

年!共
E

年"

我们将上述
?

个降水偏多年进行合成 %图
#1

&"

可以看到!在对流层下层
?#"(F1

风场上!太平洋

上
!"Z<

有一个反气旋环流中心!而且纬向尺度非

常大!赤道中东太平洋为东风!北印度洋地区和南

海南部为西风区!我国海南岛处于东风区中"降水

偏少年 %图
#T

&与偏多年环流形势较为一致!但存

在明显不同之处"首先!海南岛上空风向略有变

化!由降水偏多年的偏东风变为偏东北风"此外!

赤道中东太平洋至我国海南岛的东风区以及赤道印

度洋西风区的风速大小也比降水偏多年小"

图
#8

为秋季降水偏多年与偏少年风矢量的差

值场 %偏多年减偏少年&!由图可以看到!我国台湾

以东地区存在一个反气旋性异常中心!而中南半岛

上空存在一个气旋性异常中心"这两个异常中心恰

好对应位势高度场上两个正负相关中心"在这两个

异常中心之间!有一个狭长的东南风异常区!并且

一直伸展到赤道中东太平洋东风区"此外!在中南

半岛异常气旋的南边!赤道印度洋上空也有一支异

常西风气流!这支异常偏西气流在南海上空转向向

北!与来自太平洋的偏东气流汇合并吹向我国海南

岛附近地区!使海南岛上空产生异常东南气流"这

两支异常气流将使热带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水汽更

易到达我国海南岛附近地区"

A=G

!

影响我国海南岛秋季降水的可能物理机制

前面的分析表明海南岛秋季降水的年际变化与

对流层低层风场上的两支异常气流密切相关"可能

正是由于这样两支异常气流的出现!才使得海南岛

降水出现显著的年际变化"那么!风场上为什么会

出现这样两支异常的气流) 下面我们从纬向环流的

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

从图
%1

中可以看到!平均而言!对流层存在
@

个纬向风大值中心"赤道印度洋对流层中下层为西

风!上层为东风"而赤道东太平洋对流层中下层为

东风!上层则为西风"日界线以西的广大地区整个

对流层基本上为上升气流!其中!

&"ZA

和
>%"ZA

附

近为两个上升速度较大的区域"而日界线以东的东

太平洋地区对应的是平均的下沉气流"这种纬向风

场和垂直气流实际上反映了赤道地区的沃克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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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F1

水平风矢量场#%

1

&降水偏多年*%

T

&降水偏少年*%

8

&偏多年减偏少年"阴影表示通过
&#H

统计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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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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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赤道地区%

#Z9

"

#Z<

&纬向风%等值线!单位#

6

+

,

&与垂直速度%箭头&的经度 高度剖面图#%

1

&

>&%"

"

$""@

气候平均态*%

T

&海南

岛秋季降水异常时期差值场 %降水偏多年减降水偏少年&"阴影表示通过
&#H

统计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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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T

是海南岛秋季降水偏多年与偏少年风场

的差值场"结合气候态的情况 %图
%1

&可以看到!

降水偏多年比降水偏少年纬向风强很多!在赤道印

度洋和赤道中东太平洋均存在差异显著的区域"具

体来说!海南岛降水偏多年赤道印度洋对流层中下

图
E

!

海南岛秋季降水异常时海表温度差值场 %降水偏多年减降水偏少年!单位#

a

&"阴影表示通过
&#H

统计可信度

])

L

=E

!

\)33+0+*8+.3,++,/0318+5+6

7

+015/0+

%

a

&

T+5R++*5(+6.0+1*O2+,,9+

7

G8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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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15).*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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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2+,,

&

=Q(+0+

L

).*,

R)5(&#H,)

L

*)3)81*8+2+S+210+,(1O+O

层西风显著偏强!对流层上层则有偏强的东风"同

时!赤道中东太平洋对流层下层东风及对流层上层

西风也显著偏强"与此相对应!在西太平洋
>$"ZA

附近出现较强的异常上升气流!在赤道中东太平洋

出现异常下沉气流"这种风场的分布表明海南岛秋

季降水偏多时沃克环流异常偏强"异常偏强的沃克

环流使赤道太平洋地区的东风及印度洋地区的西风

异常加强!这就与我们前面提到的对流层中下层的

两支异常气流相对应"相反!在降水偏少年!沃克

环流异常偏弱!对应对流层中下层赤道太平洋地区

有异常西风!印度洋有异常东风"因此!对应于海

南岛秋季降水异常!热带地区的沃克环流也出现了

异常"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了海南岛秋季降水异

常对应着赤道附近沃克环流的异常"那么!沃克环

流的异常又是如何发生的) 前面我们看到!当海南

岛秋季降水异常的时候!赤道中东太平洋上空的风

场出现了显著的异常!该地区是海气耦合相互作用

的关键区域!这就使得我们考虑大气环流的异常是

否与海温存在某种关系"

先看海南岛降水与赤道太平洋海温的关系"图

E

是海南岛秋季降水异常时海表温度差值场 %降水

偏多年减降水偏少年&!从图中可以看到!在海南

岛秋季降水出现异常的时候!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

温度存在明显异常!最大异常中心位于
>%"ZY

附

近"当该地区海温异常偏低的时候海南岛降水是偏

多的"相反!当该地区海温偏高时!海南岛降水偏

少"

为了进一步说明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与海南岛

秋季降水的关系!我们计算了海南岛秋季降水序列

与同期赤道中东太平洋 %

?Z9

"

?Z<

!

>E"ZA

"

$@"ZA

&区域平均海温序列的相关系数!结果表明!

两者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

!达

到了
&&H

统计显著水平"

图
?

是根据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序列得到

的合成差值场"由图
?1

可以看到!当秋季海温异

常偏低时!赤道太平洋上空存在异常东风气流!而

赤道印度洋上空存在着异常西风气流!这两支异常

气流有助于将两个大洋上的水汽带到我国海南岛附

近!使得这一地区降水偏多"图
?1

所示的风场与

图
#8

很相像!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海温对

应的东风异常主体在华南!而降水对应的东风异常

主体出现在海南以东和华南"这种差异说明除了中

东太平洋海温之外!应该还有其他因素影响海南秋

季降水变化"同样!纬向风及垂直速度场 %图
?T

&

的形势也与根据降水做的差值场 %图
%T

&很相像"

可见!当秋季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异常偏低时!赤

道地区沃克环流显著加强!从而使海南岛附近地区

盛行异常的东南风!有利于该地区的降水"与此相

对应!当秋季海温异常偏高时!赤道地区沃克环流

显著减弱!从而不利于该地区的降水"

我们分析发现图
?

显示的结果不会因所选取的

中东太平洋区域有很大变化"譬如!我们将该平均

区域向东平移
>"

个经度!发现不会改变选取的合

成个例"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影响海南岛

秋季降水的可能物理机制#秋季赤道中东太平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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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异常对应的合成差值场 %海温偏低年减海温偏高年&#%

1

&

?#"(F1

风矢量*%

T

&纬向风 %等值线!单位#

6

+

,

&$

垂直速度 %箭头&经度高度剖面"阴影表示通过
&#H

统计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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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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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0+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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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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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温度通过影响沃克环流进而使海南岛附近地区对

流层中下层风场发生异常!并最终影响海南岛秋季

降水!即秋季海温异常偏低 %偏高&!使得沃克环流

显著增强 %减弱&!造成来自赤道太平洋的异常偏

东 %偏西&气流和赤道印度洋的异常偏西 %偏东&

气流!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以南降水偏多 %少&!进

而在南海激发出气旋 %反气旋&异常!最终使海南

岛降水偏多 %少&"

G

!

结论

本文采用
@#

年的月降水资料研究了海南岛降

水的变化规律"海南岛降水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特

征!全年降水的
?"H

左右出现在
#

月至
>"

月间!

最大降水量出现在秋季的
&

月或
>"

月!而且这两

个月降水的年际方差占全年降水总方差的
@E=>H

"

降水在空间分布上也不均匀!海南岛东南部及中部

降水量大!西部由于处在背风面因而降水偏少!几

乎为东部降水的一半"

海南岛秋季降水的异常与大尺度环流异常有明

显的联系"当海南岛秋季降水偏多时!对流层中下

层风场上存在两个异常中心"一个是位于我国台湾

东部的异常反气旋中心!另外一个异常气旋中心位

于中南半岛上空!这两个异常中心的存在使得两支

异常气流分别从赤道太平洋和印度洋吹向海南岛附

近地区!有利于该地区水汽的堆积"而当海南岛降

水偏少时!风场上异常反气旋变成了异常气旋!异

常气旋则变成了异常反气旋!使得海南岛上空气流

转向!不利于该地区的降水"

在一定程度上!与秋季海南岛降水异常对应的

环流异常是由于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异常引起

的"秋季海温异常偏低!使得赤道地区沃克环流异

常增强!从而导致了从赤道太平洋和赤道印度洋吹

向海南岛的两支异常气流的出现!使海南岛上空盛

行异常东南气流!岛上降水偏多"而当赤道中东太

>@">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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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洋海温异常偏高时!沃克环流被削弱!海南岛附

近的两支异常气流恰好与海温偏低时相反!变为由

大陆吹向海洋!导致海南岛降水偏少"

尽管本文指出了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异常可能

是影响海南岛秋季降水的一个机制!但并不是所有

秋季海温异常的年份海南岛降水都会出现相应的异

常!这说明海南岛秋季降水除了受到赤道中东太平

洋海温异常的影响之外!还受到诸如海陆分布等其

他因素的影响"此外!台风活动对南海
&

$

>"

月降

水也有重要影响!但本文没有研究它对降水异常的

作用"同时!本文只研究了秋季的降水异常!而其

他季节降水异常 %如春季干旱&也对海南的经济发

展有重要影响!而这些季节的降水异常可能有着与

秋季
&

$

>"

月份不同的产生机制"因此!对于海南

岛降水异常变化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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