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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讨论了
#$$L

年夏季的异常天气过程和环流形势演变!主要涉及南海夏季风)华南)江淮)东

北降雨等情况(该年夏季未发生区域或流域性的洪涝!而干旱的面积较大(

#$$L

年南海夏季风在
=

月第
N

候爆

发!爆发后季风的推进出现了异常!同时!印度季风的推进出现了异常(华南前汛期降雨时间长)降水范围

广(江淮梅雨期典型梅雨形势没有建立!为空梅年!但西风槽和登陆台风带来了几次降雨过程(华北降水偏

弱!东北低涡活动频繁!使东北北部地区降水偏多!出现了低温冷害(此外!

O

月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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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
M

月
!=

日至
L

月

!N

日两段时期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出现了大范围持续高温!加剧了南方地区

干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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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密切关注实时天

气的分析和预测!特别是每年汛期 $

"

"

M

月%都

开展我国灾害天气机理分析及预测试验(采用有

限区域数值天气预报模式对逐日雨区和天气形势

进行实时预测!并定期举行天气会商!分析研究夏

季的环流特征!重要灾害性天气系统的结构)演

变(在汛期结束后!有针对性地对相关问题进行

科学总结 $孙建华等!

#$$N

!

#$$=

!

#$$"

*陈红

等!

#$$O

%(本文主要讨论
#$$L

年汛期中国主要

的异常天气及其环流特征!分别讨论了该年的南

海季风!华南)江淮)东北降雨!此外!由于

#$$L

年夏季的旱重于涝!本文还对造成
=

月东北

北部地区的干旱和盛夏长江中游)江南干旱的环

流形势进行简单分析(

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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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

M

月中国 $

*

%降水距平百分率与 $

B

%气温距平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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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

#$$L

年的夏季暴雨洪涝影响的范

围不大!但干旱区域的面积较大(长江中下游空

梅!梅雨锋雨带不明显!华北雨季偏弱(降雨偏

多地区为 $见图
!*

%&东北的北部地区降水偏多
#

"

=

成!局部偏多
!

倍以上*长江下游地区偏多
#

成 $不是梅雨所致%!东南沿海的福建和浙江偏多

#

"

=

成*西北的甘肃和宁夏等也偏多(从气温距

平看 $见图
!B

%!全国大部分地区温度普遍比常

年同期偏高!偏高
!\&

以上的区域主要出现在华

北)西北)长江中游*偏低的地区主要出现在新

疆的北部和东北(

B

!

亚洲夏季风的推进和雨带分布

亚洲季风是全球大气环流中的一个重要环流

系统!大多数研究学者将其分为印度季风和东亚

季风两个子系统!两者既相互紧密联系!又有其

相对独立性 $

_*2*-.&63-

!

!LMO

%!

RA*-

G

3+

*';

$

#$$%

%对亚洲季风的研究做了总结(

_*2*-.

&63-

$

!LMO

%指出!亚洲夏季风最早在南海爆发!

平均于
=

月中旬爆发!然后分阶段向西北和北方逐

渐推进(春末夏初南亚大陆上空的大气迅速加热!

而其南方海洋上空的大气并无太多加热!这引起

大陆与海洋之间大气温度梯度出现反相!即由

/北冷南暖0变成 /北暖南冷0(同时!低空出现

西南风!而在对流层上部出现东北风!形成一个

季风的直接环流圈(本文用上述
%

个指标作为南

海夏季风爆发的判据(图
#

给出
#$$L

年南海夏季

风爆发监测的
%

个指标的实况!图上显示看该年

南海夏季风在
=

月第
N

候爆发(

#$$L

年的印度季风为
!LN"

年以来最异常的一

年!于
=

月
#=

日爆发后!一度处于停滞状态!

"

月
#O

日才推进到印度中部!印度降水偏少!

"

月

#M

日印度季风突然北推大约
=$$ )̀

!到达印度的

北部!同时降水也增强(

"

月!由于季风北进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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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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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N

月
!

日至
=

月
#$

日南海夏季风爆发实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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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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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的纬向风经度
Z

时间剖面

$单位&

)

+

5

Z!

%!实线表示西风!点虚线表示东风* $

,

%对流层中上部 $

=$$

"

#$$6Y*

%平均温度在
##8=\9

"

#O8=\9

和
#8=\9

"

O8=\9

两个纬度带差值的经度
Z

时间剖面 $单位&

\&

%(粗点线表示南海夏季风爆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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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O8=\9

迟!印度中部)北部和东部)尼泊尔)巴基斯坦

和孟加拉等南亚地区出现罕见持续高温热浪天气!

印度东部奥里萨邦部分地区出现近
=$\&

的高温天

气!巴基斯坦中部旁遮普也出现
NM\&

高温(高温

热浪造成土地干裂)水库干涸)河流枯竭(夏季

我国东部地区雨带的推进与印度夏季风的推进有

密切的关系(赵声蓉等 $

#$$#

%的研究指出!印

度半岛中北部地区以及菲律宾附近地区凝结潜热

异常可以通过影响西太平洋副高和青藏高压!进

而影响我国东部的降水(还有研究讨论了印度季

风对中国东部夏季降水的影响!指出印度季风与

东亚季风存在两种不同的遥相关关系 $刘芸芸和

丁一汇!

#$$M

%(印度西南部的克拉拉邦地区夏季

风爆发后
#

周左右!中国长江流域梅雨开始(印

度夏季风爆发后!形成从印度西海岸经孟加拉湾

到达中国长江流域及日本南部地区的遥相关型

$

?(A*-.>(-

G

!

#$$M

%(

由于印度季风的推进出现了异常!因而!我

国的季风和雨带的推进也出现了异常(图
%

是
#$$L

年
=

"

M

月
!!$\/

"

!#$\/

的平均风速(从风速的

演变看!

"

月西南季风稳定在华南地区!

"

月初出

图
%

!

#$$L

年
=

月
!

日
"

M

月
%!

日
!!$\/

"

!#$\/

的平均风速

@(

G

8%

!

_63)3*-J(-.5

E

33.2F!!$\/ !#$\/F12)!:*

I

+2%!

XA

G

#$$L

现了大于
!#)

+

5

Z!的急流中心!

"

月底至
O

月初

北跳到
%$\9

!江淮地区出现了一次降雨过程!但

西南季风很快减弱!没有稳定在江淮地区!一直

到
M

月中旬!都没有出现大于
!#)

+

5

Z!的急流中

心(季风的这种特点造成了
#$$L

年的雨带不稳

定!江淮流域降水偏少(

O

月中旬至
M

月中旬!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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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西太平洋和南海地区台风活跃!在华南地区形

成一支强东南风急流!在我国南方造成了强烈的

台风降雨!

#$$L

年西太平洋出现了
##

个编号台

风!

L

个在我国登陆!其中
"

"

M

月有
"

个台风登

陆我国!莫拉克台风对我国的影响很大!特别是

在台湾地区造成了严重灾害!在其影响期间阿里

山的过程降水为
%!%L))

(

图
N

!

#$$L

年
=

"

M

月的月降雨量&$

*

%

=

月*$

B

%

"

月*$

,

%

O

月*$

.

%

M

月

@(

G

8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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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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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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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根据季风的演变!下面对
=

"

M

月的逐月降雨

和环流形势作简单介绍(

=

月雨带位于江南和华

南地区 $图
N*

%!江西)广东和广西的大部分地区

降雨量都在
%$$))

以上!其中在两广的沿海地

区出现
N$$))

以上的降雨中心(

=

月除了华南的

降雨过程外!还出现了
#

次较强降雨过程&

=

月
L

"

!$

日华北南部)黄淮东部降大到暴雨!局部大

暴雨!过程降水量一般在
=$

"

!=$))

!其中河北

邢台为
!OO8"))

*

=

月
#O

"

#M

日河南西部)湖

北大部)江西西部)广西中南部出现大到暴雨!

局部大暴雨!过程降水量一般也在
=$

"

!=$))

!

其中湖北天门降水量为
!NL))

(

"

月出现了少见

的
%

条雨带 $图
NB

%&华南)长江中下游和黑龙

江!

%

条雨带的降雨量都在
#$$

"

N$$))

!东北

北部的总降水量与长江及以南地区基本相当(

"

月

最显著的降水偏多地区出现在东北北部!局部地

区偏多
!

倍以上!江南北部地区)西北大部分地

区以及内蒙古中西部)西藏大部分地区偏少
%

"

M

成 $图略%(

O

月雨带出现在东北北部)渤海湾地

区)长江上游以及从长江下游到广西的东北
Z

西

南向雨带!总降雨量都在
%$$))

以上 $图
N,

%!

与气候平均比!大部分地区为负距平!只有长江

下游到广西的雨带偏多
%

成以上!东北的北部有

较小范围的偏多区!西北的青海等地降水偏多(

M

月从长江口到广西的沿海地区降雨较多!大多由

登陆台风造成 $图
N.

%!重庆)陕西)河南也有一

个降雨带(

M

月降水偏多的地区明显比
O

月大(从

以上分析表明!总体而言!

#$$L

年夏季我国没有

出现大范围的洪涝!下面将简单分析一下
#$$L

年

夏季华南前汛期和江淮梅雨期降雨的特点(

C

!

华南前汛期!江淮梅雨及江南干旱

图
=

给出了
#$$L

年
"

"

M

月华南)长江流域)

淮河流域和华北的降水日变化!各区域都是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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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9<(*-6A*

!

3+*';_63XB-21)*'C3*+631*-.W+5&(1,A'*+(2-(-DA))312F#$$L

图
=

!

#$$L

年
"

"

M

月我国东部各区域的降水量日变化 $柱%和
!LO!

"

#$$$

年的气候平均 $曲线%& $

*

%华北地区* $

B

%淮河流域*

$

,

%长江流域*$

.

%华南地区

@(

G

8=

!

_63.*('

IE

13,(

E

(+*+(2-2F3*5+31-&6(-*F12)<A-+2XA

G

#$$L

$

B*1

%

*-.+63,'()*+2'2

GI

F12)!LO!+2#$$$

$

,A103

%&$

*

%

921+6

&6(-*

*$

B

%

+63RA*(634(031B*5(-

*$

,

%

+63Q*-

G

+̂34(031B*5(-

*$

.

%

D2A+6&6(-*

站的日平均值(华南)长江流域和华北代表站的

选取是根据国家 /九五0重中之重科技项目 /我

国短期气候预测系统的研究0项目规定(华北地

区
!O

个代表站为&承德)北京)天津)石家庄)

德州)邢台)安阳)烟台)青岛)潍坊)济南)

临沂)荷泽)郑州)长治)太原)临汾*长江中

下游地区
!O

个代表站为&南京)合肥)上海)杭

州)安庆)九江)武汉)钟祥)岳阳)宜昌)常

德)宁波)衢州)温州)贵溪)南昌)长沙*华

南地区
!=

个代表站为&厦门)梅县)汕头)韶

关)河源)广州)阳江)湛江)海口)桂林)柳

州)梧州)南宁)北海)百色(淮河流域代表站

的选取是从中国气象局整编的
!"$

个基准站中选

取
!$

个代表站&连云港)淮阴)徐州)蚌埠)阜

阳)南阳)信阳)东台)南京)合肥(

从图
=

上也可以看出!我国
#$$L

年没有出现

流域性的洪涝!有关华南和江淮流域的情况在下

面将详细介绍!华北的强降水并没有出现在 /七

下八上0!降水过程比较多!但总降雨量与气候平

均相比!大部分地区的降水量为偏少!气温偏高

$见图
!

%(

CDA

!

华南前汛期

#$$L

年华南前汛期为
=

月
!O

日
"

"

月
!=

日

$图
=.

%!具有 /降水时间长)降水范围广)局地

雨强大)面雨量较小0的特点(

#$$L

年南海夏季

风于
=

月第
N

候爆发!在南海夏季风爆发的同时!

=

月
!"

日一次冷空气南下到华南地区!并形成一

条东西走向的静止锋!出现了持续
=

天的降水 $

=

月
!"

"

#$

日%!这也标志着
#$$L

年华南前汛期降

水的开始(图
"

为前汛期
#$$L

年
=

月
!O

日
"

"

月

!=

日平均
=$$6Y*

位势高度及其距平和
M=$6Y*

环流及急流区!有一对高压脊和低压槽分别位于

N$\9

附近的
!$$\/

和
!#$\/

地区!而孟加拉湾地

区低压槽活跃!槽前的西南暖湿气流与中高纬度

高空槽后脊前的冷空气汇合带主要位于长江以南

地区 $图
"*

%(受中纬度
!#$\/

地区低压槽影响!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西界略偏东)北界略偏南(

M=$6Y*

的环流也反映出孟加拉湾低压槽活跃 $图

"B

%!

M=$6Y*

上的低涡切变线主要维持在江南和

华南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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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6778

年
9

月
2:

日
!

3

月
29

日平均环流!"

%

#

9771;%

位势高度 "实线$单位!

)%

<=

$

#及其距平 "阴影区!大于
>)%

<=

$

正距

平区%虚线!小于
7)%

<=

$

负距平区%点划线!气候平均
9?3

和
9??

线#%"

@

#

?971;%

风场与强风速带 "阴影区!全风速
"

?$

&

0

A2

#

B#

<

53

!

C1.%+.,%

<

.)'#,'D"%&#-(E,-$2:F%

G

&-29HD(6778

!"

%

#

C1.

<

.-

=

-&.(&#%"1.#

<

1&%&9771;%

"

0-"#)

$

D(#&0

!

)%

<=

$

#

%()#&0%(-$I

%"

G

"

01%)#(

<

%,.%0%,.E-,

=

-0#&#+.%(-$%"#.0

<

,.%&.,&1%(>)%

<=

$

$

J1#".)-&"#(.0%,.E-,(.

<

%&#+.%(-$%"#.0".00&1%(7)%

<=

$

$

)%01.)

"#(.0%,.'"#$%&-"-

<

#'9?3"#(.%()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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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

01%)#(

<

!

J#()0

=

..)

"

?$

&

0

A2

#

华南前汛期共出现
9

次降雨过程$分别为
9

月
23

!

67

日'

9

月
66

!

6L

日'

3

月
2

!

L

日'

3

月

:

!

22

日和
3

月
26

!

29

日 "图
9)

$不包括
9

月过

程#(这几次过程的环流特点和具体的影响系统都

有差异(

9

月
23

!

67

日的降雨过程中$前期为华

南准静止锋$

28

日有低涡生成东移$使低空急流

增强$降雨增强(

9

月
66

!

6L

日$广东南部'江

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浙江东南部出现大到暴

雨$最强降雨出现在
9

月
6>

日的广东沿海地区$

这次过程中孟加拉湾风暴使南海的西南气流加强$

在沿海地区形成涡旋(

3

月
2

!

L

日降雨过程影响

了江南和华南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大范围的暴

雨区$这次过程为切变线和涡旋影响(

3

月
8

!

2>

日影响范围也比较大$但强降水的范围没有
3

月
2

!

L

日降雨过程大(下面以
3

月
2

!

L

日过程为例

进行简单分析(

3

月
2

!

>

日的总降雨量 "图
:%

#显示这次降

雨影响了长江以南的我国南方地区$最强的降水

出现在福建和广东(逐日形势分析显示$

3

月
2

日

在高原东侧有小槽东移$引导冷空气南下$同时$

由于东北地区低涡的发展$低涡西侧的冷空气南

下$切变线形成在江南地区$强降水发生在贵州'

湖南'江西和湖北(

3

月
6

日雨带向东南移动$强

降水发生在浙江'江西'湖南和广西等(

3

月
6

日

东亚地区中纬度的贝加尔湖为高压脊$而我国的

东北和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为低压控制$在这种形

势下$高空急流处于长江流域$低空急流位于华

南和江南$雨带出现在低空急流的左侧$高空急

流入口区的右侧 "图
:@

#$此外$

3

月
6

日在切变

上有涡旋生成东移$

3

月
>

日随着涡旋的东移$雨

带东移$强降水出现在福建和广东(

!"#

!

江淮梅雨期的主要降雨过程

国家气候中心根据我国长江中下游
9

个代表

站梅雨的监测$认为
6778

年为空梅年(大气环流

异常是长江中下游梅雨量偏少的原因之一(盛夏

副高偏北$还有东北低涡活动频繁$欧亚地区没

有出现典型的梅雨天气形势(尽管出现了空梅$

但长江流域受西风槽和登陆台风的影响$也出现

了一些降雨过程 "图
9'

#(

在气候平均的梅雨期$

6778

年没有出现典型

梅雨期环流$典型梅雨常见的中高纬度乌拉尔和

鄂霍次克阻塞高压都没有建立 "图
?

#$中高纬度

高压位于贝加尔湖以东$而不是在鄂霍次克海$

我国东北地区为低槽控制$低纬度副高位置比气

候平均略偏北 "图略#(低空急流明显偏弱$比同

样是空梅年的
6779

年还要偏弱 "孙建华等$

6773

#$以上的环流异常导致
6778

年夏季梅雨期

冷暖空气难于在长江流域交汇$致使降雨偏少(

3

月以来$我国西北和东北地区受低槽影响$

华北地区为高压控制$造成我国东北和西北西部

降水偏多$华北地区高温干旱(虽然中纬度冷空

气较活跃$但东亚季风不活跃$水汽供应不足$

我国南方的降雨强度偏弱(印度季风为
28L3

年以

来最异常的一年$它于
9

月
69

日爆发后$一度处

L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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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

#

6778

年
3

月
2

日
77

时 "协调世界时$下同#至
L

日
77

时的总降雨量% "

@

#

6778

年
3

月
6

日天气形势合成图$

浅色阴影区为地形
"

2977$

$深色阴影区表示
6L1

降雨量
"

69$$

的强降雨中心$箭矢线为
6771;%

上风速
"

L7$

&

0

A2

的高空急流$风向杆为
?971;%

上风速
"

26$

&

0

A2的低空急

流$等值线为
9771;%

等高线 "单位!

<=

$

#

B#

<

5:

!

"

%

#

C-&%"

=

,.'#

=

#&%&#-(-E7777OC!2&-7777OC!L

HD(6778P

"

@

#

C1.'-$

=

-0#&.J.%&1.,

=

%&&.,(-(6HD(6778

!

T#

<

1&01%)#(

<

#0&-

=

-

<

,%

=

1

G<

,.%&.,&1%(2977$%())%,U01%)I

#(

<

#06LI1

=

,.'#

=

#&%&#-(%$-D(&$-,.&1%(69$$

%

&1.%,,-J0

%,.J#()0

=

..)

<

,.%&.,&1%(L7$

&

0

A2

%&6771;%%()@%,@0,.I

=

,.0.(&0J#()0

=

..).V'..)#(

<

26$

&

0

A2

%&?971;%

%

&1.#0-I

"#(.0%,.

<

.-

=

-&.(&#%"1.#

<

1&

"

<=

$

#

%&9771;%

于停滞状态$

3

月
6:

日才推进到印度中部$印度

降水偏少$

3

月
6?

日印度季风才突然北推大约

977U$

$到达印度北部(与此同时$东亚季风也

在
3

月
6?

日增强$

3

月
6?

日
!

:

月
9

日$我国的

长江流域至华南地区出现了强降雨过程(为什么

印度季风增强推进后$我国的季风也有一次北跳

的过程$值得深入研究(此次过程中$我国东部

地区的冷空气来自东北低涡$而广西地区的冷空

气来源于青藏高原北侧$广西地区的持续性强降

水与低涡的稳定维持有关(

6778

年江淮流域除了台风影响外$最强一次

梅雨降雨过程为
3

月
6?

日
!

:

月
9

日$这次过程

图
?

!

6778

年
3

月
2?

日
!

:

月
27

日 "气候平均的梅雨期#的

环流(阴影为
6771;%

风速
"

67$

&

0

A2

$风矢量为
?971;%

上

风速
"

?$

&

0

A2

$等值线为
9771;%

位势高度场 "单位!

<=

$

#

B#

<

5?

!

C1.%+.,%

<

.)'#,'D"%&#-(E,-$2?HD(&-27HD"6778P

C1.01%)#(

<

#0&1.J#()0

=

..)$-,.&1%(67$

&

0

A2

%&6771;%

$

+.'&-,01-J0J#()0

=

..)$-,.&1%(?$

&

0

A2

%&?971;%

$

0-"#)

"#(.#0

<

.-

=

-&.(&#%"1.#

<

1&

"

<=

$

#

%&9771;%

图
8

!

6778

年
3

月
6?

日
77

时
!

:

月
9

日
77

时的总降雨量 "单

位!

$$

#

B#

<

58

!

C-&%"

=

,.'#

=

#&%&#-(

"

$$

#

E,-$7777OC!6?HD(&-

7777OC!9HD"6778

于
3

月
68

日影响江淮流域$逐渐南移$直到
:

月

L

日影响华南$其中
3

月
>7

日的湖北武汉遭遇特

大暴雨(这次降雨过程我国南方大范围地区的总

降雨量在
277$$

以上 "图
8

#$最强的降雨区在

长江中下游地区$此外$广西的降雨也比较强(

从逐日的形势场演变来看$

3

月
6?

!

68

日东北低

涡位于中蒙边界$高空急流在
>9WM

以北$且强度

较强$副高西伸到
267W*

$西南低空急流形成于

副高的西侧$东西向切变线形成于长江流域$形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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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个降雨带 "图
27%

#(

3

月
>7

日
!

:

月
2

日$

随着贝加尔湖高压脊的发展$东北低涡东移$但

仍控制东北地区$高空的急流带也向东南移动$

东北地区后部和高压脊前的冷空气继续南下$使

雨带南移到江南地区 "图略#(

:

月
6

日开始 "图

27@

#$贝加尔湖的高压脊开始控制我国的东北和

华北地区$东北低涡对我国东北地区的影响基本

结束$高空急流南移到
>7WM

$由于西风带急流的

南移和冷空气的活动使副高东退到太平洋上$雨

带也南移$之后雨带继续南移影响华南地区(

!"!

!

江南干旱

前面提到的
3

月
6?

日
!

:

月
9

日降雨过程结

束后$

:

月
?

!

6L

日$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出

图
27

!

6778

年 "

%

#

3

月
68

日和 "

@

#

:

月
6

日天气形势合成图(浅色阴影区为地形
"

2977$

%深色阴影区表示
6L1

降雨量
"

69$$

的强

降雨中心%箭矢线为
6771;%

上风速
"

L7$

&

0

A2的高空急流$风向杆为
?971;%

上风速
"

26$

&

0

A2的低空急流%等值线为
9771;%

等高

线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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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

6778

年夏季江南两段高温期的
9771;%

位势高度及其距平场 "图注说明同图
3%

#!"

%

#

:

月
?

!

6L

日%"

@

#

?

月
29

日
!

8

月
2L

日

B#

<

522

!

C1.

<

.-

=

-&.(&#%"1.#

<

1&%&9771;%%()#&0%(-$%"

G

"

&1.#""D0&,%&#-(0%,.&1.0%$.%0B#

<

53%

#!"

%

#

? 6LHD"6778

%"

@

#

29QD

<

&-2L

N.

=

6778

现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极端最高气温一般为
>:

!

>8W!

$局部地区超过
>8W!

$高温日数较常年同

期偏多近
2

倍$部分地区高温日数及最高气温突

破历史同期极值(此后$由于几个登陆台风的影

响 "图
9'

#$高温天气结束(

?

月
29

日
!

8

月
2L

日$南方再次出现长时间高温天气$长江中下游

及华南地区平均高温日数达
85?

天$较常年同期

偏多
6

倍$为
2896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持续高

温天气加剧了南方地区干旱发展(图
22

给出两段

高温的平均环流形势$第
2

段高温期贝加尔湖到

我国的西北'华北地区为高压控制$副高的位置

也偏北偏西$使我国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在

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形成持续性的高温天气(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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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段高温在我国的西北'华北地区为弱脊控制$

其强度比第
2

段高温弱$但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的面积偏大'强度偏强$并且持续时间达
2

个月

之久$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干旱(从以上分析看$

南方高温的形成是因为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影

响$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形势的持续异常是多

系统综合作用的结果$需要开展深入研究(

$

!

东北地区的干旱和东北冷涡的活动

$"%

!

东北北部的严重干旱

6778

年
L

月下旬内蒙古东北部开始出现干旱(

9

月$黑龙江大部'内蒙古东北部降水量偏少
9

!

?

成$局部地区偏少超过
?

成$加上气温偏高
6

!

LW!

(温高雨少导致上述地区气象干旱迅速发展(

到
9

月下旬$黑龙江大部'内蒙古东北部出现中

到重度气象干旱$部分地区达到特旱等级(

9

月

6?

日以后$该区域出现连续的降雨过程$干旱才

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6778

年
9

月是这次干旱过程的全盛期$下面

我们对
9

月对流层平均大气环流进行分析(

677

1;%

水平风距平场 "图
26%

#显示$

97WM

附近的东

北亚地区有一个反气旋的距平中心$这个反气旋

距平中心与对流层中层
9771;%

的正距平区基本

对应 "图
26@

#$而且在对流层下部的
?971;%

水

平风距平场上依然维持一个反气旋距平中心 "图

26'

#(此外$这一时期$西风带天气系统虽然比

较活跃$但移动较快 "图略#$且低槽和低涡的位

置稍偏北$导致我国这一地区主要处于槽后脊前

西北气流控制下$出现下沉增温$降雨偏少$温

度偏高$是干旱的形成重要原因(

$"#

!

东北冷涡的活动

如上所述$

6778

年
L

月下旬至
9

月我国内蒙

古东北部出现干旱$但
9

月
6?

日以后$环流形势

调整$东北低涡的非常活跃$东北大部频繁的降

水不仅使前期干旱得以解除$而且出现了 )低温

冷害*(东北冷涡一年四季都可出现$集中在夏

季$常给东北地区带来低温多雨$甚至洪涝 "王

东海等$

677:

#$例如
288?

年
3

!

?

月切断低压和

东北冷涡频繁发生引发了松花江和嫩江百年不遇

的洪灾 "孙力和安刚$

6772

%陶诗言等$

6772

%

X1%-%()ND(

$

677:

#(陶诗言 "

28?7

#曾对影响

图
26

!

6778

年
9

月平均的大气环流!"

%

#

6771;%

水平风距平

场 "阴影区!风速距平
"

27$

&

0

A2

#%"

@

#

9771;%

位势高度

场及其距平 "图注说明同图
3%

#% "

'

#

?971;%

水平风距平场

"阴影区!风速距平
"

>$

&

0

A2

#

B#

<

526

!

C1.%+.,%

<

.)'#,'D"%&#-(#(F%

G

6778

!"

%

#

C1.%(-$%I

"

G

-EJ#()%&6771;%

"

01%)#(

<

#()#'%&.0&1.%(-$%"

G<

,.%&.,

&1%(27$

&

0

A2

#%"

@

#

&1.

<

.-

=

-&.(&#%"1.#

<

1&%()#&0%(-$%"

G

"

&1.#""D0&,%&#-(0%,.&1.0%$.%0B#

<

53%

#%"

'

#

&1.J#()%(-$%"

G

%&

?971;%

"

01%)#(

<

#()#'%&.0&1.%(-$%"

G<

,.%&.,&1%(>$

&

0

A2

#

我国的东北低涡及其它们引发的暴雨进行过较系

统的研究$指出东北冷涡一般在贝加尔湖附近形

成$经过我国东北'俄罗斯远东地区$向堪察加

半岛方向移去(一般可维持
>

天以上$有时可达
3

!

:

天(东北低压或冷涡给东北地区'华北北部

造成暴雨或雷阵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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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对
6778

年夏季东北低涡的活动进行简单

分析(

6778

年东北低涡活动频繁$

3

!

?

月均出现

了较强的降雨 "图
L

#$东北北部地区降雨偏多$

温度则出现了负距平 "图
2

#(

6778

年夏季东部低

涡的活动情况见表
2

$共有
?

次过程$东北低涡虽

然能产生降雨$但如无低纬度系统的配合$一般

为中到大雨$暴雨只出现在局地(

6778

年低涡的

活动在
3

!

?

月都比较频繁$

?

月影响的日数相对

3

'

:

月要少$但降水强度并不弱(低涡的源地有

6

个!贝加尔湖和蒙古国(

X1%-%()ND(

"

677:

#

的研究将低涡生成的源地分为
>

种!贝加尔湖$

蒙古国和我国内蒙古地区$以及江淮和黄河流域(

孙建华等 "

6773

#对
6779

年的分析还发现有我国

东北生成的低涡$而
6778

年夏季的东北低涡的源

地主要为蒙古和贝加尔湖地区(

表
%

!

#&&'

年夏季东北低涡活动情况

()*+,%

!

(-,)./010/0,234135/0.,231,5635/-,)2/,567-06)06

/-,2899,5#&&'

序号

低涡影响

东北日期 低涡源地

9771;%

最

低位势高度

+

<=

$

! !

降雨强度

2 9

月
6?

日

3

月
3

日
!

蒙古国
9L?7 9

月
6?

日
!

3

月
3

日东

北地区大部分出现小到

中雨

6 3

月
:

!

26

日

蒙古国
9L?7 3

月
8

!

27

日中到大雨

> 3

月
2?

!

66

日

贝加尔湖

以西

9LL7 3

月
2?

!

28

日有中到大

雨

L 3

月
6:

!

:

月
2

日

蒙古国
9L?7 3

月
6:

!

>7

日较强降雨

出现东北的中部和北部

9 :

月
3

日
!

:

月
27

日

贝加尔湖

以东
9967

:

月
3

!

:

日较强降雨出

现东北的北部

3 :

月
29

!

6L

日

贝加尔湖
9377 :

月
23

'

28

'

62

日出现

中到大雨

: ?

月
27

!

26

日

蒙古国
9377 ?

月
8

!

27

日中到大雨

出现东北的北部

? ?

月
67

!

62

日

贝加尔湖
9937 ?

月
67

!

62

日黑龙江和

吉林出现大范围暴雨

!!

孟庆涛等 "

6778

#对
2887

!

6779

年东北地区

的大暴雨过程进行了分类研究$考虑阻塞高压'

热带'副热带系统和西风带之间的相互关系$将

暴雨过程的主要影响系统大致分为
3

类!台风与

西风带系统的远距离相互作用%登陆台风 "或南

图
2>

!

6778

年
?

月
67

日天气形势合成图(浅色阴影区为地形

高于
2977$

%深色阴影区表示
6L1

降雨量
"

69$$

的强降雨

中心%箭矢线为
6771;%

上风速
"

L7$

&

0

A2的高空急流$风

标为
?971;%

上风速
"

26$

&

0

A2的低空急流%虚线为
?971;%

等高线 "单位!

<=

$

#$粗实线为
9771;%

的
9??7

<=

$

线

B#

<

52>

!

C1.'-$

=

-0#&.J.%&1.,

=

%&&.,(E-,67QD

<

6778PC1.

"#

<

1&01%)#(

<

#0&-

=

-

<

,%

=

1

G<

,.%&.,&1%(2977$%())%,U01%)I

#(

<

#06LI1

=

,.'#

=

#&%&#-($-,.&1%(69$$

%

&1.%,,-J0%,.J#()

0

=

..)

<

,.%&.,&1%(L7$

&

0

A2

%&6771;%%()@%,@0,.

=

,.0.(&

J#()0

=

..)"%,

<

.,&1%(26$

&

0

A2

%&?971;%

%

&1.)%01.)"#(.0

%,.

<

.-

=

-&.(&#%"1.#

<

1&

"

<=

$

#

%&?971;%

$

%()&1.&1#'U0-"#)

"#(.#09??7

<=

$%&9771

=

%

来低涡#北上与西风带系统相互作用%台风直接

暴雨%槽前暴雨%低空切变型暴雨%东北低涡暴

雨(研究虽然发现很多东北低涡引发大范围暴雨

的过程都是在低纬台风或是南来低涡的影响下共

同产生的$但是无低纬台风或南来低涡影响的东

北低涡暴雨过程也不少(

6778

年夏季的东北低涡

发生时$一般都没有低纬系统的配合相互作用$

水汽主要来源于东边的日本海(这里我们以
?

月

67

!

62

日为例进行分析$这次过程
6

天都出现了

暴雨$

?

月
67

日的天气形势合成图 "图
2>

#表

明$此次过程降雨中心出现在低涡的北部$在低

涡的东部存在东南风与东风的切变$主要的雨区

位于切变线的附近$且没有高空急流的配合(

:

!

结论和讨论

本文对
6778

夏季的主要天气过程和形势作了

简单的总结和分析$主要的结论如下! "

2

#

6778

年夏季未发生大范围的暴雨洪涝$干旱面积较大%

"

6

#印度季风出现了异常$南海夏季风在
9

月第
L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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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爆发$华南前汛期降雨为
9

月
2:

日
!

3

月
29

日$降水时间长'范围广$但没有出现流域性洪

涝(江淮梅雨期典型梅雨环流形势没有建立$为

空梅年$但仍出现了几次由西风槽和登陆台风造

成的降水过程% "

>

#华北雨季降水偏弱$东北低

涡活动频繁$使东北北部地区降水偏多$并且温

度偏低$出现冷害% "

L

#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

区出现两段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

:

月
?

!

6L

日和

?

月
29

日
!

8

月
2L

日$持续高温天气加剧了南方

地区干旱发展(

根据中国气象局的统计结果 "曲晓波$

6778

#$

6778

年干旱是最为严重的气象灾害$其

次是暴雨洪涝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强对流天气

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则超过台风$是
6778

年气象

灾害中第三大灾害(其中有两次影响范围较大$

强度较强的强对流过程!

3

月
>

!

L

日$河南'安

徽'山西'山东'江苏先后出现了雷暴大风等强

对流天气$出现了
?

!

27

级的大风$商丘永城风

速达到
68$

&

0

A2

(

3

月
2L

日安徽大部'江苏'

河南等地出现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6778

年强对流天气为什么频发而且强度强, 此

外$这类系统尺度小$其发生发展机理尚不够清

楚$需要开展深入研究(

根据本文的分析$需要进一步分析的问题还

有!"

2

#

6778

年
9

月
6?

日东北地区的环流发生调

整$东北低涡在
3

!

?

月非常活跃$从干旱转为降

水偏多'低温冷害$大尺度的环流为什么会发生

这种突然调整$造成东北北部地区 )旱涝急转*$

环流调整的原因应开展深入研究% "

6

#

6778

年
3

月以后东北低涡为什么如此活跃, 其发生发展的

机理尚待探讨% "

>

#由于篇幅所限$对于造成严

重灾害的莫拉克台风$未做更多的讨论$应进行

专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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