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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诊断分析表明，前期副热带东南太平洋海温尤其是前春海温与东北夏季降水存在持续稳定的负相关关

系。无论是在年际时间尺度还是年代际尺度上，冬、春、夏季海温演变趋势与降水均呈反位相。尺度分离结果显

示，关键区海温与降水的显著负相关主要依赖于其年代际分量，但年际分量也起到较重要贡献。相关分析和合成

分析结果都发现，当副热带东南太平洋海温偏低时，其上空可激发出反气旋式距平风场，而在关键区海域西北部

激发出气旋式距平环流。同时在所罗门群岛和菲律宾南部分别出现反气旋式和气旋式距平环流。西太平洋副热带

高压（副高）位置较常年偏西，副高区为反气旋式距平环流。在东北地区西侧则为气旋式距平环流。在这样的环

流背景下，副高西侧的南风加强了源自南海和西太平洋的暖湿气流和北方冷空气在东北地区的交汇，从而使东北

夏季多雨。反之，当东南太平洋海温偏高时，其激发的气旋及反气旋距平中心和偏低年刚好相反，副高位置偏东，

其西侧的南方水汽输送偏弱，同时东北冷涡也偏弱，冷暖空气汇合形成的低空辐合弱，东北降水因此偏少。这表

明，副热带东南太平洋海温异常时确实能激发出一个从关键海区到东北地区的跨越南北半球的气旋—反气旋交替

波列，引发北半球中高纬度大气环流异常，从而影响东北夏季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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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table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real summer precipitation over northeastern China and the sea 
surface temperatures (SSTs) in previous seasons, especially in spring, in the subtropical southeastern Pacific (SSEP) is 
revealed in this paper. Scale separ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SSTs and precipitation possess anti-phase variations at both 
the interannual (less than 7 years) and interdecadal (more than 7 years) timescales. This close relationship is mai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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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ed by the interdecadal components, though the interannual componen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Correlation and 
composite analyses show that the lower SSTs in the SSEP cause an anticyclonic wind anomaly over the study region, and 
a cyclonic wind anomaly in its northwestern region. At the same time an anticyclonic and a cyclonic anomaly exist over 
the Solomon Islands and southern Philippines, respectively. Under this circulation situation, the western Pacific 
subtropical high (WPSH) is situated more westward and stronger compared to its climatology, and the northeastern cold 
vortex (NECV) is stronger than its norm too. Thus, the southerly anomaly in the west of the WPSH strengthens the warm 
and wet moisture transportation from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western Pacific. The cold air in the west of the NECV 
becomes more powerful. Together, these lead to stronger convergence and more precipitation over northeastern China. On 
the contrary, higher SSTs in the SSEP generate opposite anticyclonic and cyclonic wind anomalies over the study region. 
This opposite wave train leads to a weaker WPSH and NECV, weaker moisture convergence in the lower troposphere, 
and less rainfall in the reg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STs in the SSEP exert an alternate cyclonic–anticyclonic 
wave train from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to the eastern Northern Hemisphere. This wave train can impact the general 
circulation in northeastern Asia and ultimately affect precipitation over northeastern China. 
Keywords  Subtropical southeastern Pacific, Northeastern cold vortex, Western Pacific subtropical high, Precipitation, 

Wave train 
 

1  引言 

我国地处亚澳季风区，降水具有明显的季节变

化和区域差异。受雨带位置影响，相比于我国东部

其它地区，对我国东北地区气候的关注更多偏向于

气温和冬季降雪（孙建奇和王会军，2006；孙建奇

等，2009；王会军和贺圣平，2013；范可和田宝强，

2013）。但东北地区是我国 大的商品粮和农业生

产基地，其降水同样具有非常显著的季节和年际变

率，尤其是东北南部降水量要高于同纬度的华北和

西北地区。东北夏季降水异常直接影响到该地区的

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因此，近年来对该地区降

水的研究不断增多，尤其是造成其旱涝的大气环流

异常。例如，刘宗秀等（2003）通过 SVD（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分析发现当北太平洋涛动区

前冬 500 hPa 高度距平场处于“北正南负”涛动的

负位相阶段时，东北夏季降水尤其是中西部降水偏

多的可能性增大。刘飞和何金海（2006）研究指出，

亚洲夏季西风指数高（低）年东北地区降水偏多（偏

少）。贾小龙和王谦谦（2006）从环流配置的角度

指出东北地区汛期多（少）雨年在低层 850 hPa 蒙

古东南部存在气旋（反气旋）式距平环流，我国大

陆东部为西南风（东北风）距平气流，日本南部则

出现反气旋（气旋）式距平环流，三者共同作用将

加强（减弱）低层西南暖湿气流在东北地区的辐合，

从而导致该地区涝（旱）。武炳义等（2008）发现，

北极极涡中心位于北极西部时容易导致东北夏季

降水增多。对局地环流系统而言，初夏东北冷涡作

用更为显著，冷涡活动频繁易导致东北地区降水增

多，反之亦然（沈柏竹等，2011）。除对流层中低

层环流系统外，青藏高原上空 200 hPa 西风急流也

会导致东北降水异常。当急流中心强度偏强（弱），

东北地区上空急流轴向东北（东南）方向倾斜时，

东北降水偏多（少）（兰明才和张耀存，2011），这

种影响在盛夏尤为明显（沈柏竹等，2011）。 
除同期大气环流外，前期海温异常也扮演着重

要角色，尤其是热带太平洋海温。孙力和安刚

（2003）发现若前冬和春季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异

常偏暖和西风漂流区有明显的 SST（Sea Surface 
Temperature）负距平，东北夏季大部分地区降水偏

多，反之偏少。研究还表明，前期西太平洋暖池热

含量异常会激发东亚—太平洋型遥相关和中纬度

高层沿亚洲西风急流东传波列并改变夏季东北冷

涡强度，从而造成东北夏季降水异常（王晓芳和何

金海，2013；何金海等，2006）。黑潮海温同样可

通过改变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后文简称为副高）

和东北冷涡强度进而导致东北夏季降水异常（高辉

和高晶，2014）。大西洋海温也对东北夏季旱涝起

到重要作用。研究发现，春季北大西洋中纬度海温

异常和东北夏季降水关系密切（贾小龙，2003；冯

新等，2006），这一作用可能是大西洋海温异常改

变了北大西洋和北太平洋北部阻塞的强度进而造

成东北夏季降水也出现异常。近期的研究表明，这

种对应关系是东北降水—北大西洋三极子模态关

系的部分体现（Zuo et al.，2013）。此外，前一年 6～
7 月西南印度洋海温对东北汛期降水也有较好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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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冯新等，2006）。 
近年来关于南半球大气环流和下垫面异常对

东亚夏季风影响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南半球环

流的前期异常信号已成为东亚夏季风和我国汛期

降水的重要预测因子之一（薛峰，2005）。这其中，

南极涛动及其副热带分支的马斯克林高压和澳大

利亚高压及南北半球间的越赤道气流等都扮演着

关键角色（王会军和薛峰，2003；薛峰和何卷雄，

2005；范可，2006；范可和王会军，2006a，2006b，
2006c，2007；高辉等，2012）。Xue et al.（2003）
还揭示了南极海冰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若南极海冰

从春到夏范围偏大，易导致东北夏季降水偏少，反

之偏多。除海冰外，近期的研究陆续还表明副热带

西南太平洋海温对我国夏季降水年际异常也存在

重要影响，如澳大利亚东侧海温偏高将导致青藏高

原东北侧夏季降水偏少（王遂缠等，2004），长江

中下游降水偏多（刘舸等，2008；周波涛，2011）。
而西太平洋降水的年代际变化同样可追踪至南太

平洋（Hsu and Chen，2011）。作者 近的研究也发

现（高辉和高晶，2014），东北夏季降水与黑潮及

北大西洋海温的显著相关性存在明显的年代际变

化，但与副热带东南太平洋海区海温关系却一直稳

定维持。但相比于北太平洋和热带海温，对副热带

东南太平洋与我国夏季降水关系及影响机理的研

究仍很少。本文拟在前一工作的基础上讨论东南太

平洋冬、春季海温对我国东北夏季降水的前兆影

响，并分析可能机理，以求为东北夏季旱涝预测提

供一定的参考。 

2  资料简介 

本文使用的降水资料为中国气象局 新提供

的 1981～2013 年全国两千多站逐日降水资料。这

套资料经过严格的质量控制，资料时效长且站点分

布远比过去观测资料密集，已在科研和实际业务中

得到全面的验证和广泛的使用。由于内蒙古东部降

水特征和影响系统与黑龙江、吉林、辽宁省十分相

似，因此选取 38°N 以北、120°E 以东的区域作为东

北地区，用该区域共 194 个测站降水平均代表整个

东北区域降水。 
同时段大气环流资料源自NCEP（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 ） /NCAR
（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逐月再

分析资料集（Kalnay et al.，1996；Kistler et al.，

2001），资料水平分辨率为2.5°×2.5°，本文使用500 
hPa位势高度场和500、850 hPa水平风场。月海表温

度 资 料 取 自 NOAA （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的ERSST（Extended 
Reconstructed SST），资料水平分辨率为2°×2°
（Smith and Reynolds，2004）。 

3  东南太平洋海温与东北夏季降水
的超前相关 

前文已指出，冬、春季太平洋海温异常与东北

夏季降水存在较好的对应关系，但海洋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热带太平洋海区（黄乾和姚素香，2013）或

北太平洋海区（孙力和安刚，2003；高辉和高晶，

2014）。作者近期的研究发现（高晶和高辉，2014），
和其它海区相比，东北降水与副热带东南太平洋海

温存在稳定的负相关关系。图 1 分别给出了东北夏

季降水与前冬、前春南太平洋海温的线性相关。可

见无论是前冬或前春，南太平洋地区显著负相关区

位于副热带东南太平洋，也即 Niño 3.4 海区以南位

置。相比于前春、前冬东南太平洋海温与东北夏季

降水相关性较弱，但 强负相关中心也通过了 95%
信度检验。前春海温的负相关性则显著加强，在

（40°～20°S，180°～90°W）范围的大部分区域负

相关值都通过 95%信度检验。图 1 的结果表明，东

南太平洋海温与东北夏季降水具有较好的季节持

续性及空间连续性。为此后文选取（40°～20°S，
180°～90°W）作为东南太平洋海温关键区开展进一

步分析。 
为进一步表征副热带东南太平洋海温与东北

夏季降水的超前关系，图2给出了前一年1月至当年

8月上述关键区海温与降水的逐月相关。在前一年

春、夏季，东南太平洋海温并未表现出与东北降水

显著的负相关特性，但自10月开始负相关迅速增

强，至12月已达－0.3以下，通过95%信度检验。前

春关键区海温与降水的负相关性进一步增强，并在

3～4月达 强值（接近－0.5），7月开始相关性逐渐

减弱。海温与降水的持续超前相关特性表明该关键

区冬、春季海温异常可作为夏季东北地区降水多少

的一个可能前兆信号并在气候预测中加以使用。 
东南太平洋关键区海温与东北地区夏季降水

稳定的超前关系还可以从图 3 进一步得以体现。图

3 给出了降水与关键区冬、春及夏季海温标准化序

列。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年际时间尺度还是年代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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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上，三个季节海温演变趋势与降水基本相反。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海温基本以负距平为主，此

时东北夏季降水处于偏多期。进入 21 世纪，受全

球变暖影响，东南太平洋海温增温明显，几乎所有

年份都转为正距平，而这一时段东北夏季降水也 
呈现出偏少的趋势。统计结果表明，冬、春、夏    
季关键区海温与夏季降水的线性相关系数分别为

－0.37、－0.46 和－0.39，均通过 95%信度检验。

2012 年和 2013 年海温偏冷，同样对应东北降水偏

多。 
进一步分析年代际和年际两种时间尺度上海

温和降水的对应关系，对原始序列滤波提取各自的

7 年以上年代际分量和以下的年际分量（图 4）。年

代际分量上海温与降水反位相变化特征更清楚（图

4a），而且二者转型时段都非常一致地发生于上世

纪九十年代末期。年代际尺度上冬、春、夏季关键

区海温与降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8、－0.65 和

－0.54。在年际尺度上海温与降水同样体现了相反

的变化特征（图 4b），例如在海温偏低的 1994 和

1998 年降水均偏多，海温偏高的 1989、2011 年降

水都偏少。年际尺度上冬、春、夏季关键区海温与

降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17、－0.35 和－0.33，
均弱于原始值和年代际分量，但后二者也通过 95%
信度检验，说明东南太平洋关键区海温与降水的 

图 1  1981～2013 年东北地区夏季降水与（a）前冬及（b）前春南太平洋海表面温度线性相关系数，阴影区通过 95%信度检验。 

Fig. 1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the summer precipitation in northeastern China during 1981–2013 and the South Pacific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in the 

previous (a) winter and (b) spring. Areas with the confidence level greater than 95% according to the t test are shaded 

图 2  1981～2013 年东北地区夏季降水与不同月份东南太平洋关键区

海温线性相关，虚线以下通过 95%信度检验 

Fig. 2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the summer precipitation in 

northeastern China during 1981–2013 and sea temperature in the key 

region of the Southeast Pacific in different months. Values greater than the 

95% confidence level according to the t test are below the dashed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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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负相关主要依赖于其年代际分量，但年际分量

也起到较重要贡献。 

4  可能机制 

前文已引述，北半球中高纬度的大气环流系统

如东北冷涡及副热带环流系统、副高等都会对东北

地区夏季降水产生影响。这一特征从东北降水异常

年合成的同期大气环流场上可以很清楚看出（图

5）。基于图 3，本文选取降水标准化值大于 1 的异

常偏多年分别为 1985 年、1991 年、1994 年、1998
年和 2013 年；标准化值小于－1 的异常偏少年分别

为 1982 年、1989 年、1992 年、1999 年、2000 年、

2004 年和 2007 年。偏少年比偏多年样本略多。在

降水偏多年合成图上（图 5a），东北西部低空为气

旋式距平风场，对应于中层涡度距平为正，有利于

该地区低空气流辐合上升，因此夏季东北冷涡强度

较常年偏强。在副热带地区，副高位置偏西，这从

5880 gpm 特征等值线可以看出。在降水偏多年副高

西伸脊点平均在 128°E 附近，比其气候态位置

（132°E）偏西约 4 个经度。副高偏西有利于其西

侧南风分量水汽偏强并输送到更北的纬度，同时由

于东北冷涡偏强，冷涡西侧的冷空气强度也偏强，

从而导致东北地区冷暖气流辐合偏强，降水偏多

（图 5a）。降水偏少年环流特征与偏多年基本相反

（图 5b），东北西部上空为反气旋式距平风场，对

应的涡度距平场为负，不利于低层水汽辐合，东北

冷涡较常年偏弱。同时，副高位置较常年偏西约 7
个经度且强度较弱。这样的环流配置不利于经向水

汽向东部内陆的中高纬度地区输送并和北方冷空

气在东北地区交汇，东北降水因此偏少。 
东南太平洋海温异常时是否也会激发出这样

的环流距平呢？为探讨可能的影响机理，图 6 给出

了关键区前冬海温与夏季 500 hPa 位势高度场和

850 hPa 水平风场的线性相关。虽然从图 2 可以发

现，关键区海温与东北降水 强的相关时段出现在

春季，但从我国的汛期气候预测业务实际角度考

虑，这里仍给出冬季的相关场。图上同时用“A”

和“C”标注出反气旋式和气旋式相关矢量中心（南

北半球旋转方向相反）。从图 6 看出，在海温关键

区上方为气旋式相关矢量，也即当海温偏高时，在

其上方低层辐合上升运动增强。这样在其北部被激

发出反气旋式相关矢量。在关键区西北侧，即所罗

门群岛附近则为气旋式相关矢量，此气旋式相关矢

量西北侧也即菲律宾南部出现了反气旋式相关矢

量，在西太平洋暖池上空为气旋式相关矢量，这表

明当东南太平洋海温偏高时，副高强度偏弱，这和

东北夏季降水偏少年对应的 850 hPa 距平风环流相

似。另外，在东北地区西侧为反气旋式相关矢量，

同样和东北少雨年冷涡异常一致。这表明，当东南

太平洋前期海温偏高时能激发出一个从关键区上

空到东北上空的气旋—反气旋交替波列，这一波列

使东北冷涡偏弱，副高强度也减弱，从而不利于东 

图 3  东北地区夏季降水（直方图）与东南太平洋关键区冬季（实线）、春季（虚线）及夏季（点线）海温标准化序列 

Fig. 3  Standardized summer precipitation in northeastern China (histogram) and standardized sea temperature in the key region of the Southeast Pacific in the 

previous winter (solid line) and spring (dashed line) and the summer (dotted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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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降水偏多；反之，当前期关键区海温偏低时，其

所激发的一系列波列造成副高偏强偏西且东北冷

涡也偏强，有利于南方水汽的经向输送并与冷涡西

侧的北方冷空气在东北汇合导致水汽辐合偏强，东

北降水也随之增多。 
关键区海温与 500 hPa 位势高度的相关同样表

明了这一点。当关键区海温偏高时，受上升运动的

影响，海区上空为负相关，即对应负位势高度距平，

其北侧则为正相关，这和海温与风场的相关非常一

致。在其它标注“A”和“C”的地区也均为负相关

和正相关中心，尤其是在副高主体区西侧和东北冷

涡地区， 大相关值均通过 95%信度检验。由此也

可以推断，东南太平洋海温所激发的波列 终可影

响到副高和东北冷涡强度，这可能是副热带东南太

平洋海温异常对东北夏季降水影响的途径。 
为进一步验证相关分析得到的结论，从图 3 中

选择前冬关键区海温异常偏低和偏高年合成夏季

的大气环流如图 7 所示。在海温偏低年环流场上，

由于海温持续性，关键区海域上空中层为正涡度距

平，即对应气流为下沉运动，因而在该区域激发出

一个反气旋式距平风场。这个反气旋距平环流西北

侧的东北风距平分量加强了关键区海域西北部的

北风，并在该地区形成气旋式距平环流。和图 6 结

果一致，在所罗门群岛附近有反气旋式距平环流而

在菲律宾南部则为气旋式距平环流。合成的环流场

上，副高较常年位置偏西，意味着副高强度也偏强，

图 4  同图 3，但为各自的（a）年代际分量和（b）年际分量 

Fig. 4  Standardized summer precipitation in northeastern China (histogram) and sea temperature in the key region of the Southeast Pacific in the previous 

winter (solid line) and spring (dashed line) and the summer (dotted line): (a) Interdecadal components, (b) interannual 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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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副高区为反气旋式距平环流。在东北地区西

侧则为气旋式距平环流。这种环流型的配置与图 5
中东北多雨的环流型非常相似。这一结果表明，东

南太平洋海温偏低时确实能激发出一个从南半球

到东北地区的气旋—反气旋交替出现波列，使副高

西侧的南风增强，加强了源自南海和西太平洋的暖

湿气流向北输送，并和北方冷空气在东北地区交

汇，从而使东北夏季多雨。反之，当东南太平洋海

温偏高时，其激发的波列和偏低年刚好相反，西太

平洋副高位置偏东，其西侧的南方水汽输送偏弱，

同时东北冷涡也偏弱，冷暖空气汇合形成的低空辐

合弱，东北降水因此偏少。 

图 5  东北地区夏季降水异常（a）偏多年和（b）偏少年对应的同期大气环流。填色区为 500 hPa 涡度距平（单位：10−6 s−1），细等值线为 500 hPa

位势高度距平（单位：gpm），粗实线为异常年合成的该层 5880 gpm 特征等值线，粗虚线为气候平均的 5880 gpm 特征等值线，箭头为 850 hPa 风场

距平（单位：m s−1） 

Fig. 5 Atmospheric circulation in the years with abnormally (a) more and (b) less summer rainfall over Northeast China. The 500 hPa vorticity anomaly field is 

shaded (units: 10−6 s−1); the 500 hPa geopotential height is represented by thin contours (units: gpm); the thick solid lines indicate the 5880 gpm contours in

abnormal years; the thick dashed lines indicate the climatological 5880 gpm contours; arrows represent 850 hPa anomalous wind (units: m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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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副热带东南太平洋关键区前冬海表面温度与夏季 500 hPa 位势高度（等值线，阴影区通过 95%信度检验）及 850 hPa 风场（箭头）相关 
Fig. 6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the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in the key region of the Southeast Pacific in the previous winter and the 500 hPa 
geopotential height (contours; Areas with the confidence level greater than 95% according to the t test are shaded) and 850 hPa wind (arrows) in summer 

 
图 7  同图 5，但为前冬关键区海温异常（a）偏低和（b）偏高年合成 
Fig. 7  Same as Fig. 5, but for atmospheric circulation in the years with abnormally (a) low and (b) high sea temperature in the key region of the Southeast 
Pacific in the previous w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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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跨赤道遥相关波列外，海洋本身的季节演变

也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冬季副热带东南太平洋

海温与冬、春及夏季全球海温的相关分析表明（图

略），当东南太平洋海温偏高时，在其北侧的赤道

东太平洋有一个很显著的负相关中心，这一负相关

中心在冬春季都持续存在，在夏季强度减弱，但相

关分布型依旧存在。也即当副热带东南太平洋海温

偏高（低）时，赤道东太平洋海温偏冷（暖），西

太平洋暖池海温偏暖（冷），其对全球大气的影响

类似于拉尼娜（厄尔尼诺）事件的作用。而在拉尼

娜背景下，我国多雨带位置偏北，反之在厄尔尼诺

背景下多雨带位置偏南。另一方面，已有的一些研

究表明，南半球海温可以通过影响澳大利亚东侧的

位势高度和其北侧的海洋性大陆上空对流活动进

而影响东亚中高纬度大气环流。副热带东南太平洋

海温异常时海洋大陆上空对流异常可以从图 7 很清

楚看出。进一步用东北冷涡的强度[即（40°～50°N，

110°～130°E）面积加权平均的 500 hPa 涡度]和全

球对外长波辐射（Outgoing Longwave Radiation，
OLR）计算相关可以看出（图略），虽然正负相关

中心没有图 5 和图 7 那么明显，但这种从南半球副

热带到北半球高纬度地区的遥相关波列依然存在，

这表明东北冷涡的变化也与海洋大陆对流有关联，

并进而验证副热带东南太平洋海温确实可以通过

这一遥相关波列影响东亚高纬度大气环流并影响

东北夏季降水。 

5  结论和讨论 

基于 新观测资料诊断发现东北地区夏季降

水与副热带东南太平洋海温存在稳定的负相关  
关系。无论是前冬或前春，南太平洋地区 显著的

负相关区位于副热带东南太平洋，即（40°～20°S，
180°～90°W）海区。逐月和逐季分析发现，关键区

海温与降水相关 显著季节出现在春季，但在前冬

和夏季也能通过 95%信度检验。无论是在年际时间

尺度还是年代际尺度上，三个季节海温演变趋势与

降水基本相反。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海温基本以

负距平为主，此时东北夏季降水处于偏多期。进入

21 世纪，受全球变暖影响，东南太平洋海温增温明

显，几乎所有年份都转为正距平，而这一时段东北

夏季降水也呈现出偏少的趋势。尺度分离结果显

示，关键区海温与降水的显著负相关主要依赖于其

年代际分量，但年际分量也起到较重要贡献。这一

结果表明，东南太平洋海温与东北夏季降水负相关

具有较好的季节持续性及空间连续性。 
相关分析和合成分析结果都显示，当副热带东

南太平洋区海温偏低时，其上空中层为正涡度距

平，即对应气流为下沉运动，因而在该区域激发出

一个反气旋式距平风场。这个反气旋距平环流西北

侧的东北风距平，加强了关键区海域西北部的北

风，并在该地区形成气旋式距平环流。在所罗门群

岛和菲律宾南部分别出现反气旋式和气旋式距平

环流。海温偏低时，副高位置较常年偏西，因此在

副高区为反气旋式距平环流。在东北地区西侧则为

气旋式距平环流。这种环流型的配置与东北夏季典

型多雨年的环流型非常相似。这一结果表明，东南

太平洋海温偏低时能激发出一个从关键海区到东

北地区的气旋—反气旋交替波列，使副高西侧的南

风加强，加强了源自南海和西太平洋的暖湿气流和

北方冷空气在东北地区交汇，从而使东北夏季多

雨。反之，当东南太平洋海温偏高时，其激发的波

列和偏低年刚好相反，西太平洋副高位置偏东，其

西侧的南方水汽输送偏弱，同时东北冷涡也偏弱，

冷暖空气汇合形成的低空辐合弱，东北降水因此偏

少。 
虽然近年来对南太平洋海温影响东亚气候取

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相比于其它海域尤其是热带太

平洋和北太平洋，这种影响的机理还有待进一步揭

示。本文初步分析了副热带东南太平洋海温对东北

夏季降水的可能影响，但在详细机制上，如东南太

平洋海温如何影响到其它海域海温的异常，它和

ENSO 及北太平洋海温的内在联系以及其对东北夏

季降水是否还有其它影响路径等方面仍需深入开

展。另外，随着气候模式的发展，大量的研究基于

敏感性试验验证了不同海域海温异常对我国夏季

降水的影响机理。下一步我们也将开展数值模拟，

以验证副热带东南太平洋海温是否通过这一“环太

平洋”遥相关波列逐步影响到东北夏季降水的多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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