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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特征及其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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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H

月
!$

日第
G

号台风 )帕布*在广东沿海消失后!尾随而上的南海季风槽给华南沿海和台

湾岛带来持续多日的暴雨和大暴雨(由于南海季风槽是华南最主要的降水系统!因此研究了
H

月第
N

候引发华

南大暴雨的南海季风槽的异常特征及其可能的原因(首先分析了季风槽的气候平均时空特征(研究表明低层辐

合+高层辐散位于季风槽的南侧!表现了季风槽独立的空间结构特征(南海季风槽强度
H

月中旬最强(对
#$$G

年季风槽的分析表明!该年
H

月第
N

候的南海季风槽强度偏强!低层正涡度+辐合以及高层辐散偏强(同时印

度季风槽也偏强(南亚高压中心位于青藏高原上空并加强是整个亚洲季风槽增强的主要原因(青藏高原上空增

温引起高空东风急流和低空西南季风的加强!增加了华南沿海高空辐散和低空辐合!对于南海季风槽的加强和

维持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外!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于日本上空并且强度偏强!西风带长波槽偏强并向我国西

南深入也有利于南海季风槽加强(南海季风槽具有
N$

"

"$

天季节内振荡特征!

N$

"

"$

天大气季节内振荡对南

海季风槽向北迁移及加强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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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季风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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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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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亚洲季风是由南亚季风和东亚季风组成(进

一步又将东亚季风分为南海季风和副热带季风

$

W5?2*)&:

!

!FH"

,何金海等!

#$$H

%(季风槽是

夏季地表面上形成并维持的气压较低的地带(由

于季风槽是一个低压槽!所以低层大气向这个地

带辐合!进而产生降水!因而也是降雨区所在之

处(印度季风槽是南亚季风系统中的辐合带!南

海季风槽是南海季风系统中的辐合带!这两个季

风槽都具有明显的热带辐合带特征(而梅雨锋是

副热带季风系统中的辐合带(

印度季风槽的形成!是由于西南季风受缅甸山

脉的阻挡!发生转向喜马拉雅山!因此印度北部平

原吹偏东风(这种气旋性风系统就形成了印度北部

平原的准定常的低气压系统(印度季风槽线的平均

位置与喜马拉雅山南麓大致平行!东端位于孟加拉

湾北部!产生有组织的湿对流(西端位于拉贾斯坦

邦和接壤的巴基斯坦!产生浅云层的干对流(大约

只有
N$X

的季风槽在平均位置!季风槽的位置有南

北向移的周期变化!也与季风的活动有一定关系(

季风槽的位置对北印度降水的空间变化有重要影

响(

Y0'45,)(?0*'),-D?U0)5(),

A

),

$

!FH#

%发现

南亚季风槽脊在缓慢北移中有
N$

"

K$

天的周期振

荡!南亚夏季风槽脊的
N$

"

K$

天周期性振荡及缓

慢向北传播很可能是由
!

效应与对流凝结加热反

馈共同作用所产生的移动性
%QDY

波激发和驱动

的 $王玉清!

!FFN

%(关于印度季风槽的维持+边

界层结构及模拟已有一些研究 $

Y245)/)(?0*

A

),-JR)-2

!

!FG$

,

P12&),-D0'/)4*)/)

!

!FF$

,

B1**

A

2*)&:

!

#$$!

%!并且分析了引发南亚大暴雨

过程的印度季风槽+季风低压的三维结构以及低

压区域的涡度+水汽收支 $孔期等!

#$$K

%(

从越南向东伸展的西南季风与西太平洋副热

带高压脊所带来的东南风的辐合!将构成南海季

风槽(南海季风槽对台风的发生+发展以及季风

低压的活动有重要作用 $谢义炳等!

!F"N

,容广

埙和谭锐志!

!FF!

,

%5),

=

2*)!:

!

!FF"

,

@),O

-20

!

!FF"

,高建芸等!

#$$H

%(谭锐志和容广埙

$

!FF!

%从结构特征+维持机制+内部能量转换特

征等方面对陆地和海洋两类南海季风槽作了对比

研究(季风槽不仅对初夏南海和华南地区的天气

有重大影响 $王荫桐和彭洪!

!FHK

%!也是华南后

汛期 $

G

"

F

月%除了热带气旋之外的主要降水系

统(南海季风槽伴随热带气旋登陆导致热带气旋

降水强烈增幅的天气现象发生在盛夏季节 $卢生

等!

#$$H

%(

G

月中旬以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脊

线就一直稳定在
NNZ8

"

NKZ8

之间!华南主要受印

度西南季风和副热带高压南侧偏东风里的热带天

气系统的影响 $吕梅等!

!FFH

%(史学丽和丁一汇

$

#$$$

%也指出!

G

月份的降水是在热带季风气流

的辐合线上!受热带系统影响导致暴雨过程(进

一步黄忠等 $

#$$K

%对广东后汛期季风槽暴雨期

间的环流形势和天气系统进行了统计分析(

#$$G

年第
G

号热带风暴 )帕布*于
H

月
K

日

!;

时 $北京时间!下同%在菲律宾以东的洋面上

生成!

H

月
"

日
!;

时加强为强热带风暴!强热带

风暴 )帕布*

H

日
!"

时减弱为热带风暴!于
!$

日

!"

点左右在香港新界屯门附近沿海登陆!)帕布*

于
H

月
!$

日
!H

时
N$

分在中山市沿海地区再次登

陆后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并于
!$

日夜间在江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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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市境内减弱消失(受 )帕布*和热带辐合带共同

影响!广东南部地区发生强降水!雷州半岛南部

降了特大暴雨()帕布*消失后!在华南维持一个

季风槽!给华南带来持续多日的暴雨和大暴雨!

造成严重水灾(分析研究这次南海季风槽异常的

特征和原因!进而寻求预测和预报的途经和方法!

无疑是国家建设的重大需求(

潘静和李崇银 $

#$$"

%曾对印度季风槽和南

海季风槽的结构和演变特征作过初步分析!并对

南海季风槽的年际变化+原因和影响作了研究

图
!

!

多年平均
HK$5B)

涡度的纬度'时间剖面图&$

)

%沿
H$Z.

"

FKZ.

平均,$

U

%沿
!$KZ.

"

!#$Z.

平均

L'

=

7!

!

@)*'*?-2 *'(2+014442+*'1,41C*52+&'()*'+HK$O5B)/10*'+'*

A

)/20)

=

2-1/20

$

)

%

H$Z. FKZ.),-

$

U

%

!$KZ. !#$Z.

$李崇银和潘静!

#$$G

%(在空间结构和演变特征

上南海季风槽也与东亚副热带夏季风槽有明显区

别 $王黎娟等!

#$$"

%(由于季风槽是季风环流中

最主要的降水系统!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季风

槽异常的原因和机理(我们选取
#$$G

年作为个例

详细研究南海季风槽的时空演变特征+在
H

月中

旬广东持续性强降水中的作用以及从整个大气背

景场异常的角度分析南海季风槽异常发生的原因

和机理(资料来自
8%J3

-

8%.B

的逐日再分析资

料!做气候平均的时段是
!FH$

"

#$$;

年(

?

!

季风槽的气候平均特征

采用
HK$5B)

涡度表示季风槽的的位置和强

度 $潘静和李崇银!

#$$"

%(对于夏季 $

"

"

H

月%

气候平均的情况!南海季风槽和印度季风槽都是

对流层中+低层为正涡度!高层位于南亚高压的

负涡度影响范围 $图略%(图
!

给出了
HK$5B)

印

度季风槽 $沿
H$Z.

"

FKZ.

平均%和南海季风槽

$沿
!$KZ.

"

!#$Z.

平均%的纬度时间剖面图(从

图
!

可以看到!季风槽的强度随时间变化明显!

在
H

月强度为最强(印度季风槽位置变化不大!

中心位于
!FZ8

左右!强度分别在
"

月中旬+

G

月

中旬和
H

月中上旬达到峰值(南海季风槽位置变

化明显!

"

月位于
!;Z8

左右!

H

月底北移到
!GZ8

左右!

F

月有南退到
!;Z8

左右(强度的变化非常

明显!

H

月中旬和
F

月初是南海季风槽最强的时

期(低层辐合强度也表现明显的时间变化!

H

月

辐合最强(低层辐合+高层辐散都位于季风槽的

南侧 $图
#

%!表现了季风槽独立的空间结构特征(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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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AB

年夏季季风槽的异常情况

图
N

!

#$$G

年
H

月
!$

"

!K

日
$H

时
NN

分日本静止气象卫星云图 $引自水利部水文局水利信息中心%&$

)

%

!$

日,$

U

%

!!

日,$

+

%

!#

日,$

-

%

!N

日,$

2

%

!;

日,$

C

%

!K

日

L'

=

7N

!

9)

E

),

=

214*)*'1,)0

A

(2*2101&1

=

'+)&4)*2&&'*2+&1?-'()

=

24)*$HNN@DTC01(!$*1!KJ?

=

#$$G

$

C01(\)*203241?0+24Q,C10()*'1,

%2,*20

!

*52[','4*0

A

1C\)*203241?0+241C%5',)

%&$

)

%

!$J?

=

,$

U

%

!!J?

=

,$

+

%

!#J?

=

,$

-

%

!NJ?

=

,$

2

%

!;J?

=

,$

C

%

!KJ?

=

@C>

!

云图分析

为了表示
#$$G

年
H

月中旬南海季风槽的活

动!在图
N

中分别给出
#$$G

年
H

月
!$

"

!K

日
$H

时
NN

分日本静止卫星云图(可以看到!

!$

日一条

云带位于
#$Z8

附近的南海和台湾以东洋面!

!!

日云带向北移到华南沿海!

!#

日云带沿着海岸线

位于华南和沿海上空!

!N

日云带断裂!但在广西

和台湾及以南洋面云团加强!

!;

日云带建立!

!K

日云带加强!但位于海上!

!"

日云带明显减弱

$图略%!

!G

日云带消失!华南受季风槽的影响结

束(因此台风登陆华南沿海减弱消失后在华南维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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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一个季风槽!给华南造成持续多日的暴雨和大

暴雨(

图
;

!

#$$G

年
K

"

F

月
HK$5B)

$

)

%+$

U

%涡度 $单位&

!$

]"

4

]!

%$

+

%+$

-

%及其距平 $单位&

!$

]"

4

]!

%的纬度'时间剖面图&$

)

%+

$

+

%沿
H$Z.

"

FKZ.

平均,$

U

%+$

-

%沿
!$KZ.

"

!#$Z.

平均

L'

=

7;

!

@)*'*?-2 *'(2+014442+*'1,1CHK$O5B)

$

)

%!$

U

%

/10*'+'*

A

$

!$

]"

4

]!

%

),-

$

+

%!$

-

%

'*4),1()&

A

$

!$

]"

4

]!

%

C01([)

A

*1D2

E

#$$G)/20)

=

2-1/20

$

)

%!$

+

%

H$Z. FKZ.),-

$

U

%!$

-

%

!$KZ. !#$Z.

@C?

!

季风槽的活动情况

图
;

是
#$$G

年
;

"

F

月
H$Z.

"

FKZ.

平均和

!$KZ.

"

!#$Z.

平均的
HK$5B)

涡度的时间'纬度

剖面图!分别表示印度季风槽和南海季风槽的强

度(可以看出!

#$$G

年夏季南海出现了
N

次主要

季风槽活跃期!分别在
"

月下旬至
G

月上旬+

H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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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月和
F

月下半月!其他时间季风槽或者间断

或者不活跃!表现明显的季节内时间尺度的变

化(其中
H

月这次季风槽的强度最强!并且影响

到华南地区(

H

月初季风槽在南海南部建立!随

后向北移到华南上空并稳定维持!带来持续性暴

雨(从图
K

给出的
#$$G

年
H

月的风场分布可以

看到!

H

月第
N

候强偏南气流和季风槽登陆华南

沿海!南海季风云团涌到华南上空!造成强烈

降水(

图
K

!

#$$G

年
HK$5B)

风场 $左列%和风场距平 $右列%&$

)

%+$

U

%

H

月第
#

候,$

+

%+$

-

%

H

月第
N

候,$

2

%+$

C

%

H

月第
;

候

L'

=

7K

!

\',-

$

&2C*+1&?(,

%

),-'*4),1()&

A

$

0'

=

5*+1&?(,

%

)*HK$5B)',

$

)

%!$

U

%

E

2,*)-#

!$

+

%!$

-

%

E

2,*)-N

!

),-

$

2

%!$

C

%

E

2,*)-;1C

J?

=

#$$G

H

月第
#

候南海季风槽位于南海北部!距平

风场显示南海北部为气旋式距平环流!表示南海

季风槽异常偏强 $图
K)

+

U

%(

H

月第
N

候华南上

空为气旋环流和气旋式距平环流!表示南海季风

槽北移到华南并且强度偏强 $图
K+

+

-

%(

H

月第

;

候气旋环流和气旋式距平环流南移到海上!南

海季风槽对华南的影响结束 $图
K2

+

C

%(印度季

风槽在
H

月第
#

候强度最强!表现为印度北部存

在明显的气旋环流和气旋式距平环流(

H

月第
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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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和第
;

候!印度季风槽位于西藏高原的南侧!

西藏高原南侧距平气流也有明显的气旋性切变!

说明印度季风槽在这段时间都是偏强的(图
;

的

HK$5B)

涡度纬度'时间剖面图清楚地表示印度

季风槽的季节内振荡非常明显!南海季风槽和印

度季风槽的变化几乎是同位相的!南海季风槽的

偏强!同时印度季风槽也偏强(从图
K

还可以看

到!

H

月第
#

"

N

候从印度洋到南海整个西南季

风都是偏强的!也就是说西南季风强!南海季风

槽也强!说明西南季风对南海季风槽具有加强的

作用(所以
H

月第
N

候南海季风槽的加强是在整

个亚洲西南季风和季风槽偏强的大背景下产

生的(

D

!

南海季风槽加强的成因分析

上面的分析表明南海季风槽加强是在整个亚

洲西南季风和季风槽偏强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但

南海季风槽的异常必然有一定的大气环流系统的

异常与之相配合(因此!我们首先分析可能引起

南海季风槽加强的大气环流异常形势(

DC>

!

高层大气环流异常

在图
"

中分别给出了
!$$5B)

高度和距平场

形势(从图
"

清楚看到!在
#$$G

年
H

月!南亚高

压强度和位置的变化及异常是十分显著的(

H

月
!

"

N

候!南亚高压中心位于西藏上空!

H

月第
;

候!南亚高压中心移到青藏高原的东北侧(

H

月

第
!

候 $图
")

%!南亚高压中心强度只有
!"H;

-)

=E

(

左右!整个南亚高压强度为负距平,

H

月

第
#

候!即在南海季风槽登陆华南的前
!

候 $图

"U

%!南亚高压强度开始增强!

!"H;-)

=E

(

线扩

展到整个青藏高原!东伸到
!$KZ.

左右!中心强

度大于
!"HH-)

=E

(

!高压中心附近为正距平!同

时印度季风槽达到最强,

H

月第
N

候 $图
"+

%!南

亚高压东脊西退!

!"H;-)

=E

(

线西退到
FKZ.

左

右!但高压中心附近仍为正距平!中心强度大于

!"HH-)

=E

(

!此时南海季风槽加强并维持在华南

沿海,

H

月第
;

候 $图
"-

%!南亚高压移到青藏高

原的东北侧!强度减弱!高原上变为负异常!印

度季风槽和南海季风槽减弱(因此南亚高压中心

位于青藏高原上空并加强有利于整个亚洲季风槽

增强(

图
G

给出了
H

月第
#

"

;

候
#$$5B)

风场和辐

散场(由于南亚高压增强!南侧东风气流中的高

空辐散加大!有利于季风槽的维持和发展 $图

G)

%(在南海季风槽登陆华南时 $图
GU

%!西风带

长波槽脊发展!青藏高原上空为长波脊!而东

$

!!$Z.

%+西 $

"$Z.

%两侧为长波槽!日本海为长

波脊!并形成闭合的高压环流(

!!$Z.

附近的长

波槽强烈加深!其南端可伸到华南北部(从图
GU

看!华南沿海高层辐散加强并维持一个非常明显

的反气旋闭合环流(因此西风大槽前的西风急流

有利于产生南海季风槽的高层辐散以及高层反气

旋切变(而南亚高压的发展引起的东风急流的发

展同样为增加了华南沿海高层辐散以及高层反气

旋切变!有利于南海季风槽加强 $尤丽钰等!

!FF$

%(

H

月第
;

侯 $图
G+

%!随着东风气流中的

高空辐散位于南海及其附近和强度的减弱!南海

季风槽南退到海上并减弱(

DC?

!

中层大气环流异常

图
H

分别是
#$$G

年
H

月第
#

"

;

候
K$$5B)

高

度和距平场形势(从图
H

我们可以看到!西太平

洋副热带高压位于日本附近!并且有明显的正距

平!这说明副热带高压明显偏强(

H

月第
;

候!副

热带高压脊西伸!南海季风槽强度减弱(

同时!从图
H

我们还可以看到西风带长波槽+

脊的发展十分明显(在
H

月第
N

候 $图
HU

%!我国

东部为长波槽!南海季风槽正好在长波槽的底部!

我国东部一直维持着负的高度距平!表明长波槽

偏强(长波槽的持续偏强并向西南深入!使得槽

后的偏北气流进入季风槽!加强了低层的辐合!

同时冷空气的输入也有利于位势不稳定!对于南

海季风槽的加强和维持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在

青藏高原上空为西风带长波脊!因此南亚高压中

心对应的
#$$5B)

以下是下沉运动(空气下沉增

温和晴空条件下的辐射加热!使得气温持续异常

偏高(上升运动位于季风槽上空 $图略%(随着西

风带槽+脊的东移!西风带长波脊控制我国东部!

南海季风槽减弱 $图
H+

%(

DC@

!

温度场的异常

图
F

是
#$$

"

K$$5B)

平均温度的水平分布(

H

月第
!

候!青藏高原上空是
]#;Z%

等温线控制

$图
F)

%(

H

月第
#

候!即在南海季风槽加强的前

一候!青藏高原上空开始增温!

]#;Z%

等温线范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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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G

年
!$$5B)

位势高度 $实等值线!等值线间隔为
;-)

=E

(

%和异常位势高度场 $虚等值线!等值线间隔为
#-)

=E

(

!深阴影

区
"

#

!浅阴影区
#

]#-)

=E

(

%&$

)

%

H

月第
!

候,$

U

%

H

月第
#

候,$

+

%

H

月第
N

候,$

-

%

H

月第
;

候

L'

=

7"

!

P21

E

1*2,*')&52'

=

5*

$

41&'-+1,*1?04

E

)+',

=

;-)

=E

(

%

),-'*4),1()&

A

$

-)452-+1,*1?04

E

)+',

=

#-)

=E

(

!

*52-)0̂45)-',

="

#-)

=

O

E

(

!

*52&'

=

5*45)-',

=#

]#-)

=E

(

%

)*!$$5B)',

$

)

%

E

2,*)-!

!$

U

%

E

2,*)-#

!$

+

%

E

2,*)-N

!

),-

$

-

%

E

2,*)-;1CJ?

=

#$$G

围明显扩大!并出现
]##Z%

等温线 $图
FU

%(

H

月第
N

候!即在南海季风槽最强时!

]##Z%

等温

线范围明显扩大 $图
F+

%(南海季风槽减弱时!即

H

月第
;

候!青藏高原上空开始降温!

]##Z%

等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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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

!

#$$G

年
#$$5B)

风场和散度场 $等值线间隔为
#_!$

]"

4

]!

!深阴影区
"

#_!$

]"

4

]!

!浅阴影区
#

]#_!$

]"

4

]!

%&$

)

%

H

月第
#

候,$

U

%

H

月第
N

候,$

+

%

H

月第
;

候

L'

=

7G

!

\',-),--'/20

=

2,+2

$

+1,*1?04

E

)+',

=

#_!$

]"

4

]!

!

*52-)0̂ 45)-',

="

#_!$

]"

4

]!

!

*52&'

=

5*45)-',

=#

]#_!$

]"

4

]!

%

)*#$$

5B)',

$

)

%

E

2,*)-#

!$

U

%

E

2,*)-N

!

),-

$

+

%

E

2,*)-;1CJ?

=

#$$G

温线消失 $图
F-

%(这种增温不仅在高原低层!在

整个对流层增温都是明显的 $图略%(这种热力

结构的变化!必然产生偏东热成风!使低层西南

风+高层东北风加强(从图
K

的距平风可以看

到!青藏高原上空温度最强的
H

月
#

"

N

候!西

南季风异常偏强(而西南季风的偏强引起季风北

侧气流气旋性辐合增强!也是南海季风槽加强的

原因之一(

DCD

!

大气季节内振荡

从图
;

涡度及其距平的时间'纬度剖面可以

看到!季风槽的季节内变化十分明显(为了清楚

地显示季节内振荡对南海季风槽的作用!图
!$

给

出了
#$$G

年
HK$5B)

低频纬向风沿
!$KZ.

"

!#$Z.

平均的纬度'时间剖面(从图
!$

看!季节内振荡

经向传播明显!正位相对应南海季风槽的加强(

季节内振荡不仅有向北的传播!而且在南海北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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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H

!

#$$G

年
K$$5B)

高度 $实等值线!等值线间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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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异常场 $虚等值线!等值线间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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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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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地加强(季节内振荡加强和北移有利于南海季

风槽的加强和北移(但季节内振荡纬向传播不明

显 $图略%(

#$$G

年
HK$5B)

低频环流形势 $图
!!

%主

要表现为!

H

月第
!

候从印度中部到南海中部上

空为一个低频气旋性环流 $

@L%

%!而日本的东

南海域上空为一个低频反气旋 $

@LJ%

%(华南及

其附近受这对
@L%

和
@LJ%

之间的低频东风影

响(

H

月第
#

候!

@L%

北移并加强!其中低频西

风的加强是十分明显的(西北太平洋上
@LJ%

也

开始加强(

H

月第
N

候南海上空的
@L%

北移到华

南沿海!强度进一步增强(而印度上空的
@L%

开

始减弱(

H

月第
;

候南海上空的
@L%

继续北移北

侧并减弱(可见
@LJ%

是副热带高压位置位于日

本的东南海域上空的重要原因(因此这种低频环

流形势有利于南海季风槽的北移和加强!南海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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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频纬向风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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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平均的纬

度
]

时间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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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槽易于随着
@L%

向北移动!并在我国华南维持

和加强(

E

!

结语

#$$G

年
H

月
!$

日台风 )帕布*给华南带来了

强降水!同时尾随而上的南海季风槽给华南沿海

和台湾岛带来持续多日的暴雨和大暴雨(本文对

#$$G

年
H

月第
N

候引发华南大暴雨的南海季风槽

的特征及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到了以下一些

值得注意的结果&

$

!

%低层辐合+高层辐散位于季风槽的南侧!

表现了季风槽独立的空间结构特征,印度季风槽

和南海季风槽的强度随时间有明显的变化!从气

候平均看!

H

月中强度最强(

$

#

%

#$$G

年
H

月第
N

候的南海季风槽强度强!

低层辐合以及高层辐散偏强(同时印度季风槽也

偏强(此次南海季风槽的加强是在整个亚洲西南

季风和季风槽偏强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南亚高压

中心位于青藏高原并加强是亚洲季风槽增强的主

要原因(南亚高压的发展引起的东风急流的发展

增加了华南沿海的辐散!有利于南海季风槽加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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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于日本上空并偏

强!亚洲东部是东高西低的气压环境(西南季风

偏强以及西风带长波槽偏强并向西南深入是引起

南海季风槽加强的直接原因(

H

月第
N

候!西风带

长波槽脊发展!青藏高原上空为长波脊!而东

$

!!$Z.

%+西 $

"$Z.

%两侧为长波槽(

!!$Z.

附近

的长波槽强烈加深!其南端可伸到华南北部!西

风大槽前的西风急流有利于南海季风槽的高层辐

散以及高层反气旋切变(青藏高原上空空气下沉

增温和晴空条件下的辐射加热!使得气温持续异

常偏高(这种热力结构的变化!必然产生偏东热

成风!使低层西南风+高层东北风加强(而西南

季风的偏强引起季风北侧气流气旋性辐合增强!

也是南海季风槽加强的主要原因(

$

;

%南海季风槽具有
N$

"

"$

天季节内振荡特

征!季节内振荡对南海季风槽向北迁移及加强有

重要影响(南海上空低频气旋性环流的加强和北

移有利于南海季风槽的加强和北移!而日本的东

南海域上空为一个低频反气旋!有利于副热带高

压的稳定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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