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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华南前汛期锋面降水和季风降水的划分日

期!计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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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华南前汛期锋面降水量 &强度'和季风降水量 &强度'的序列!采用
CKL

和扩展
CKL

分析方法!得到华南前汛期降水的几个主要分布型!并探讨锋面降水与季风降水的可能联系#分析结果表明$华

南前汛期的锋面降水和季风降水分布主要有三种类型(((全区旱涝型"西南涝 &旱'东北旱 &涝'型"东南涝

&旱'西北旱 &涝'型#各分布型的时间系数与
@&$(M1

风场的相关结果表明不同的分布对应着不同的低层环流形

势#统计结果显示华南前汛期锋面降水的分布形式与季风降水的分布形式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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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华南前汛期是持续性暴雨的多发期!是大范围

的洪涝灾害发生的主要时段#但是!华南前汛期降

水并不是均匀分布的!不同年份其分布具有不同的

特点#许多研究者针对华南 &或其某一地区'的前

汛期降水分布作了一定的分析#赵仲辉和陈创买)

"

*

分析了广东省
&

"

B

月的降水分布 &包含了后汛

期'!结果表明大部分地区
&

"

B

月平均降水量都在

"$$$66

以上!有
!

个多雨中心!分别位于海丰"

阳江和清远附近#

&

"

B

月平均降水总的分布趋势

是由东南沿海向西北方向递减#刘黎明和陈创买)

#

*

采用系统聚类法对广东省的降水分布进行逐月分

区!他们将
N

月的广东降水分为
N

个区!而
&

"

?

月

则分为
&

个区#这表明了
&

"

?

月的广东降水分布

比
N

月有更大的空间差异#事实上!许多研究都表

明华南前汛期降水包含了锋面性质的降水和热带季

风降水)

!

"

?

*

!因此!前汛初期和后期由于降水性质

的不同会导致降水分布的差异#郭其蕴和沙万英)

%

*

对华南
"?

个站
"B&"

"

"BB?

年
N

"

?

月的降水作

CKL

分析!给出的第一特征向量代表了华南全区

的旱涝型+第二特征向量代表了华南东北旱 &涝'

西南涝 &旱'的分布+第三特征向量代表了华南南

涝北旱 &南旱北涝'的分布特征#前三个特征向量

解释了总方差的
?NH#[

!其余各向量解释的方差均

小于
"$[

!并且分布零乱#前人的这些工作都为我

们进一步分析华南前汛期降水的空间分布特征奠定

了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分析的空间范围摆在

了整个华南地区 &

#$\<

"

#&\<

!

"$&\C

"

"#$\C

'&不

仅仅是广东地区'!而且将前汛期分为锋面降水和

季风降水两个阶段进行分析#虽然!郭其蕴和沙万

英)

%

*对前汛期逐月的降水进行了分析!但是由于各

年华南季风降水开始日期并不一致!甚至相差月

余!因此他们分析的是平滑了的锋面和季风降水分

布!不能突出华南前汛期锋面降水和季风降水两个

阶段特点#

在文献)

?

*中!通过对华南前汛期高低层风场"

假相当位温"湿度和降水的分析!得到划分华南前

汛期锋面降水和季风降水的标准$

"$$(M1

的高层

纬向风由西风转为东风并持续
&

天以上#由此标准

可以判断华南夏季风降水开始的日期!得到的气候

平均的华南夏季风降水开始日期为
&

月
#N

日!并

进一步计算了
"B&"

"

#$$N

年逐年的华南夏季风降

水开始日期#本文将利用中国
%!$

站降水资料分析

华南前汛期不同阶段降水的分布特征!并采用扩展

CKL

分析 &

CCKL

'和相关分析!探讨了华南前汛

期锋面降水和季风降水的可能联系!以及不同的分

布类型对应的低层风场分布!其中风场资料采用

<'CM

%

<'4Z

的再分析资料 &

#H&\]#H&\

'#最后!

给出华南前汛期夏季风降水与锋面降水分布之间的

可能关系#

A

!

气候分布特征

如果以气候平均的日期划分华南前汛期锋面降

水和季风降水!那么!它们的气候平均分布是经过

平滑的!因此!本文将利用
"B%"

"

#$$$

年逐年的

划分日期对华南前汛期锋面降水和季风降水进行合

成!突出它们的气候分布特征#图
"

是气候平均的

华南前汛期平均降水强度"锋面和季风降水强度的

分布#图
"1

显示前汛期的广西东部和广东省大部

是强降水区!平均降水强度大于
%66

%

U

#其中广

东省中北部和西南部分别有一个大于
""66

%

U

的

强降水中心!而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沿海和北部也

分别有一个大于
B66

%

U

的降水中心#分析图
"F

"

8

发现!锋面降水强度和季风降水强度在广东省大

部分地区有相似的分布特征!主要区别在东部沿海

&图
"F

"

8

虚线方框表示'!该处的季风降水强度也

存在一个强降水中心#可见!文献)

"

*中主要突出

了广东省夏季风降水的一个分布特征!它有三个降

水中心#此外!广西的锋面降水和季风降水强度分

布有较大的差别 &见图
"F

"

8

中椭圆所示'#广西的

锋面降水强度普遍偏小!只有在东部有大于
%66

%

U

的降水+而季风降水强度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远大于

锋面降水强度!其中南部和北部分别有一个大于

""66

%

U

的降水强度中心#

从降水量 &图
#

'来看!前汛期的锋面降水量

占总降水量的比例是中部大 &广东和广西的交界处

及附近'"两侧小的分布特征 &见图
#

中箭头!箭头

方向指向降水小值区'!而季风降水量的分布正相

反#前汛期的锋面降水量总体上大于季风降水量#

具体来说!前汛期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的降水量在

锋面降水和季风降水阶段是相当的!而广西中东部

和广东省的锋面降水量约是季风降水量的
"H&

"

#

倍#

?BN

大
!

气
!

科
!

学

'()*+,+-./0*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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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气候平均&

"B%"

"

#$$$

年'华南前汛期&

N

"

?

月'的降水强度分布&单位$

66

%

U

'$&

1

'降水强度+&

F

'锋面降水强度+&

8

'夏季

风降水强度#椭圆"虚线方框$锋面降水和季风降水分布差别较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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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气候平均 &

"B%"

"

#$$$

年'华南前汛期的锋面降水量&

1

'和季风降水量&

F

'与前汛期降水总量的比值#箭头指向降水比例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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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彬等$华南前汛期的锋面降水和夏季风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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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前汛期降水的
CD#

分析

从 &

#$\<

"

#&\<

!

"$&\C

"

"#$\C

'范围内选取

"B&@

"

#$$$

年降水资料较好的站点 &共
N@

个'!并

将这
N@

个站点的降水资料分为锋面降水和季风降

水两个阶段!分别对这两个阶段的降水资料进行

CKL

分析#其中前三个特征向量的累积解释方差

都大于
?&[

!第四个特征向量以后的解释方差都小

于
&[

&表
"

列出前
&

个特征向量的解释方差'!因

此!这里主要分析前三个特征分布#

首先来看一下降水量的分布特征 &图
!

'#从图

!1

"

F

可以看到!华南前汛期降水量的第一分布型

表
@

!

华南前汛期降水
CD#

分解的特征向量的累积解释方差

E(<)0@

!

;==./.)('0,0F

:

)(+&+&

4

G($+(&=0%HCD#0+

4

0&G0='%$

%H

:

$0=+

:

+'('+%&,.$+&

4:

$06$(+&

7

20(2%&+&-%.'898+&(

累积解释方差

488/6/215+U+X

7

21)*)*

G

I10)1*8+

&

[

'

第一

L)0,5

第二

9+8.*U

第三

Y()0U

第四

L./05(

第五

L)35(

锋面降水强度

950+*

G

5(.330.*51201)*

N@HBN &BHNB ?&HNB %$H&@ %&H$!

季风降水强度

950+*

G

5(.36.*,..*01)*

!%HN$ NBHB& ?"H$@ ??H@% %"H#%

锋面降水量
M0+8)

7

)D

515).*.330.*51201)*

&?H&& ?NHB% %$HB# %&H&% %BH"N

季风降水量
M0+8)

7

)D

515).*.36.*,..*01)*

N&H%% &%H&! ?&H"B ?BH&! %!H!!

是全区的旱涝型!与文献)

%

*的结果类似!但是具

体的分布情况却有差异#文献)

%

*中的分布只在广

东阳江有一个极值中心!而图
!1

显示的锋面降水

量的第一特征分布主要有两个极值中心!其一在广

东阳江附近!其二在广东清远附近#广西南端也有

一个大值区#季风降水量的第一特征分布与锋面降

水量的有明显的差别#锋面降水量是广东变化大"

广西变化小!而季风降水量则是广西西部变化小"

东部变化大!广东西南变化小"东北变化大&图
!1

"

F

箭头方向表示变化由小到大'#华南前汛期锋面

和季风降水量的第二特征分布型非常相似 &图
!8

"

U

'!为东北 西南的分布类型+它们的第二特征分

布型也基本相同 &图
!+

"

3

'!为西北 东南分布型#

由以上分析可知!华南前汛期锋面和季风降水量分

布的主要区别在它们的第一分布型#

平均降水强度的分布与降水量的分布类似!锋

面和季风降水强度也是在第一分布型上有较大区

别!而第二"三分布型则基本相同!分别为东北 西

南分布型和西北 东南分布型 &图略'#

前汛期降水有三种主要分布型!以相应的时间

系数大于
"

个标准差作为旱涝的标准!那么对应的

主要分布形式则有
%

种#下面!对
"B&@

"

#$$$

年

的降水分布形式进行分类!得到表
#

#从表
#

可以

清楚地看到全区降水正常的年份占较多 &锋面降水

和季风降水都有
"!

年'!其他
?

种分布形式分别有

&

"

@

年#仔细分析锋面降水和季风降水各种分布

表
A

!

@IJK

!

ALLL

年华南前汛期降水的分布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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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华南前汛期降水量
CKL

分解的锋面降水量 &

1

"

8

"

+

'和季风降水量 &

F

"

U

"

3

'的特征向量$&

1

"

F

'第一特征向量+&

8

"

U

'第二特征

向量+&

+

"

3

'第三特征向量#箭头指向变化较大的区域

L)

G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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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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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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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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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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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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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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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份!可以看到!锋面降水和季风降水的分布形

式存在某种对应关系 &发生频率可高于
"

%

!

'#

以前的研究多是从前期的环流)

@

"

""

*

"雪盖)

"#

*

"

海温)

"!

"

"&

*上寻找预报预测华南前汛期降水的强信

号!而对华南前汛期锋面降水和季风降水之间联系

的研究就相对少#南海夏季风爆发前的华南锋面降

水释放的潜热对加热中高层大气可能是一种重要机

制!从而影响南海夏季风的爆发!南海夏季风爆发

的早晚和强度又影响了华南夏季风降水#因此!华

南前汛期锋面降水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之后的夏

季风降水#事实上!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当某年

的华南前汛期锋面降水是全区偏少 &多'&第一分

布型'!那么紧接着的前汛期季风降水是西南偏多"

东北偏少 &全区偏多或东南偏多"西北偏少'!这往

往将导致整个前汛期华南的东北部偏旱 &东南部偏

涝'+当某年的华南前汛期锋面降水是西南多东北

少 &第二分布型'!随后的季风降水则是趋于正常!

对整个前汛期来说就是西南涝东北旱!而锋面降水

如果是西南偏少"东北偏多!则没有对应较好的季

风降水分布形式+当某年的华南前汛期锋面降水东

南少 &多'"西北多 &少'&第三分布型'!对应的季

风降水则是全区偏少!那么往往形成整个前汛期的

东南旱 &西北旱'#因此!该结果可以为华南前汛

期旱涝和前汛期季风降水的分布形式提供预测思

路#

从表
#

还可以看到!虽然大部分年是由某一种

分布形式占优!但是仍然存在个别年份有两种!甚

至三种分布形式#例如!

"B?$

年的锋面降水!有全

区旱的分布形式 &第一分布型'又有西南旱东北涝

分布形式 &第二分布型'!因此形成了该年前汛期

锋面降水的分布形式是西南旱而东北趋于正常#由

于这种分布形式不是主要的!本文不作详细分析#

将华南前汛期锋面降水和季风降水
CKL

前
!

个模态的时间系数与
""$\C

"

"#$\C

平均的
@&$(M1

风场求相关!探讨降水分布型对应的低层风场特

征#从图
N1

可以看到!华南前汛期锋面降水的第

一分布型 &即全区旱涝型'对应着华南北部 &

"&\<

"

#$\<

'和南部 &

#&\<

"

!&\<

'显著的相关#若是

全区降水偏多!则对应华南南部是较强的西南风!

而北部是强东北风!因此在华南形成较强的辐合+

降水偏少的情形正好相反#对于季风降水的第一分

布型!其对应的低层风场分布则完全不同 &见图

NF

'!华南地区由西南风牢牢控制!体现了季风对流

降水的影响#锋面降水的第二"三分布型分别与赤

道附近和中纬度的纬向风有显著的相关 &图
N8

"

+

'!

季风降水的第二分布型与华南地区的纬向风有一定

的相关性 &图
NU

'!而第三分布型风场的关系与锋面

降水第一分布型和风场关系相似!只是位置向南移

了
"$\

左右#除了第一分布型!第二和第三分布型与

风场的关系还不能从物理图像上给予解释!但是大

体上可以理解为锋面和季风控制区域的差异#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锋面降水与季风降水

的分布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利用扩展
CKL

分

析 &

CCKL

'可以突出二者之间的联系#

CCKL

分

析得到的第一到第三特征向量的解释方差分别为

!%HN?[

"

"&HN[

和
&H@"[

!由于锋面降水和季风

降水对应的是同一特征向量的不同分量!所以它们

符号的意义是相同的#

CCKL

分析突出了时间上的

联系!所以对空间的分布型反倒是没有
CKL

好解

释!但是!我们可以从时间延续上看出华南前汛期

锋面降水与季风降水的关系#从图
&1

"

F

可以看

到!锋面降水和随后的季风降水的第一特征向量虽

然具有相同的符号!可是空间分布非常复杂!难以

解释+图
&8

"

U

显示的第二特征向量具有全区型的

分布!它们的两个分量也具有相同的符号+而图
&+

和
3

显示的第三特征向量中锋面降水和随后的季风

降水基本是反号的#由前面各年分布形式的分析可

以知道!锋面降水和季风降水在全区型分布上相对

应的年份并不多!可见大多数年份
CCKL

的第二和

第三特征向量是组合出现的#

M

!

小结

利用中国
%!$

站降水资料和第
J

部分)

?

*得到的

华南前汛期锋面降水和季风降水的划分日期!计算

"B&@

"

#$$$

年华南前汛期锋面降水量 &强度'和季

风降水量 &强度'的序列!采用
CKL

和扩展
CKL

分析方法!得到华南前汛期降水的几个主要分布

型!并探讨锋面降水与季风降水的可能联系!得到

以下几点结论$

&

"

'气候平均 &

"B%"

"

#$$$

年'的前汛期!广

东省中北部和西南部分别有一个大于
""66

%

U

的

强降水中心!而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沿海和北部也

分别有一个大于
B66

%

U

的降水中心#锋面降水强

度和季风降水强度在广东省大部分地区有相似的分

$$&

大
!

气
!

科
!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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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N

!

对应图
!

分布的时间系数与
""$\C

"

"#$\C

平均的纬向风 &实线'和经向风 &虚线'的相关系数$&

1

"

F

'第一特征向量+&

8

"

U

'第二

特征向量+&

+

"

3

'第三特征向量#水平实线和水平虚线分别代表
BB[

和
B&[

的置信水平

L)

G

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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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5).*8.+33)8)+*5,F+5W++*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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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G

5)6+8.+33)8)+*5)*L)

G

H!1*U""$\C "#$\C6+1*E.*12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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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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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UC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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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同图
!

!但为
CCKL

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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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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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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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特征!主要区别在东部沿海!该处的季风降水强

度也存在一个强降水中心+而季风降水强度在广西

远大于锋面降水强度#从降水量来看!前汛期的锋

面降水量总体上大于季风降水量#

图
?

!

华南前汛期锋面降水和季风降水典型分布之间的联系

L)

G

H?

!

Z+215).*,.35

>7

)812,

7

15)12

7

155+0*,F+5W++*6.*,..*01)*1*U30.*51201)*U/0)*

G7

0+D01)*

>

,+1,.*)*9./5('()*1

&

#

'华南前汛期锋面降水和季风降水的分布型

基本相同$第一分布型为全区旱涝型!第二分布型为

西南 东北型!第三分布型为东南 西北型#以各自

的时间系数大于一个标准差为异常标准!那么它们

的分布形式大致可分为
%

种!其中正常的年份最多#

&

!

'华南前汛期锋面降水若是全区降水偏多

&第一分布型'!则对应华南南部是较强的西南风!

而北部是强东北风!因此在华南形成较强的辐合+

降水偏少的情形正好相反#对于季风降水的第一分

布型!华南地区由西南风牢牢控制!体现了季风对

流降水的影响#锋面降水的第二"三分布型和季风

降水的第二"三分布型与低层风场的关系大体上可

以理解为锋面和季风控制区域的差异#

&

N

'华南前汛期锋面降水和季风降水具有较好

的对应关系$当某年的华南前汛期锋面降水是全区

偏少 &多'&第一分布型'!那么紧接着的前汛期季

风降水是西南偏多"东北偏少 &全区偏多或东南偏

多"西北偏少'+当某年的华南前汛期锋面降水是

西南多东北少 &第二分布型'!随后的季风降水则是

趋于正常!而锋面降水如果是西南偏少东北偏多!则

没有对应较好的季风降水分布形式+当某年的华南

前汛期锋面降水当锋面降水东南少 &多'"西北多

&少'&第三分布型'!对应的季风降水则是全区偏少#

我们将华南前汛期锋面降水和季风降水分布的

关系绘成如下示意图 &图
?

'#当然!本文中华南前

汛期锋面降水和季风降水分布的关系是从已有资料

的统计分析结果得到的!用于预测显然还不成熟!

仅能为华南前汛期降水的预测预报提供一种思路!

!$&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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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结合其他一些预报因子作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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