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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降水资料$探讨夏季逐月东亚高空急流

异常与淮河流域降水的关系(研究表明$夏季淮河流域降水多寡与东亚高空急流月际变化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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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淮河

流域降水偏多 "偏少#的环流特征为东亚高空西风急流位置比气候态偏北 "偏南#$亚洲中高纬地区呈两脊一

槽 "两槽一脊#环流型$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偏弱 "偏强#$淮河流域受来自南方暖湿 "北方冷#气流影响$降

水偏多 "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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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淮河流域降水偏多 "偏少#的环流特征为东亚高空西风急流位置比同期气候态偏南

"偏北#$南亚高压偏东 "偏西#以及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西 "偏东#'强度偏强 "偏弱#(分析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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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东亚高空西风急流位置'强度变化更多受亚洲中高纬度环流变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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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东亚高空西风急流位置'强度

异常更多受热带'副热带环流变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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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淮河流域位于东亚中纬度地区$是我国旱涝

频发地区之一$频发的旱涝灾害给当地的工农业

生产'人民生活等带来严重影响$淮河流域降水

异常的成因机理一直受到气象工作者的高度关注(

67

世纪
>7

年代$竺可桢 "

28>L

#就论述了季风

对
28>2

年江淮涝灾的影响(陶诗言等 "

28??

#指

出$东亚夏季风的异常$导致东亚季风环流系统

位置偏北 "偏南#$影响江淮流域出梅'入梅时间

及梅雨持续天数$进而造成江淮流域干旱或洪涝(

M#&&%

"

28?:

#'黄荣辉和李维京 "

28??

#以及黄荣

辉和孙凤英 "

288L

#指出$东亚大气环流遥相关

"

;H

波列或
*Q;

遥相关型#的异常对夏季江淮流

域降水有重要影响(孙淑清和孙柏民 "

2889

#则

从江淮流域旱涝年前冬东亚冬季风异常的角度分

析了江淮旱涝的原因$指出旱年前冬冬季风偏强$

涝年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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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强和丁

一汇 "

2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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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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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6

#'陈兴

芳和宋文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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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7>

#分别从海表温

度'积雪等外强迫因子异常对江淮旱涝的影响进

行深入研究(

进入
62

世纪以来的
677>

'

6779

和
677:

年夏

季淮河流域都出现了异常降水引发的洪涝灾害事

件$孙建华等 "

677L

#'周玉淑等 "

6779

#'巩远

发等 "

677:

#'钱 永 甫 等 "

677:

#'卫 捷 等

"

677:

#'徐广阔等 "

677:

#'赵琳娜等 "

677:

#'

赵思雄等 "

677:

#分别通过数值模拟'动力
A

统

计或物理量诊断等方法从天气学与中尺度角度研

究了淮河流域暴雨的多时间尺度的环流演变特征$

取得了一系列有应用价值的结果(

亚洲地区气候的季节变化与
3

月及
27

月大气

环流的突变紧密联系$而这种突变的重要表现之

一是副热带西风急流的北跃或南移 "叶笃正等$

289?

#(陶诗言等 "

289?

#的研究表明$东亚梅雨

的开始和结束与
3

月和
:

月亚洲上空南支急流的

两次北跳过程密切相关(李崇银等 "

677L

#指出$

东亚高空西风急流冬季向夏季的转变过程中一般

存在两次向北突跳现象$分别可视为南海夏季风

爆发和江淮梅雨开始的先期信号(可见东亚高空

西风急流位置的南北移动对我国降水有十分重要

的影响(在年际时间尺度上$吴伟杰等 "

6773

#

指出$在气候平均意义和年际变化上夏季东亚高空

急流和天气尺度波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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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急流偏南将使得
3

!

?

月

江南降水偏多$而急流偏北将使华北地区夏季降

水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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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7L

#和
T#(%()TD

"

6779

#分析

指出$夏季急流位置异常偏南$长江中下游及江

南'华南降水偏多$东亚夏季风偏弱$反之$东

亚夏季风偏强(此外$廖清海等 "

677L

#'况雪源

和张耀存 "

6773

#等也指出$东亚副热带西风急

流位置'强度变化在年际时间尺度上与我国夏季

降水密切相关(杨莲梅和张庆云 "

677:

$

677?

#

进一步分析了夏季东亚西风急流
/-00@

G

波扰动动

能变化与东亚西风急流位置'强度及中国夏季降

水关系$指出夏季东亚西风急流
/-00@

G

波扰动动

能加强 "减弱#$东亚西风急流位置偏南 "北#$

强度偏强 "弱#$中国东部降水中间多'南北少

"中间少'南北多#(由于东亚高空西风急流对东

亚气候的显著影响$许多学者对其形成和变化机

理进行了大量研究 "董敏等$

2888

%况雪源和张

耀存$

677:

#(

综上可见$东亚高空西风急流是影响我国夏

季降水的重要环流系统之一$高空西风急流的位

置'强度及急流上的扰动动能异常变化等对我国

东部降水异常有重要影响(迄今为此$相关的研

究基本都是针对夏季平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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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指出$夏季
3

!

?

月气候平均态的东

亚高空急流位置存在显著的月际变化(实际上$

我国东部夏季降水也存在显著的月际变化$但东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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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高空急流月际变化的东亚大气环流特征及其与

月降水变化关系的研究并不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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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本文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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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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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

析月平均
9771;%

位势高度场'

?971;%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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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风场及逐日
6771;%

纬向风场的分辨率为

659W

"纬度#

g659W

"经度#%中国
237

站月降水

量观测资料由国家气候中心提供%淮河流域降水

的代表站信阳'阜阳'蚌埠'清江'东台'徐州'

新浦 "站点位置见图
2

#参见王慧和王谦谦

"

6776

#的研究结果(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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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流域代表站位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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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东亚高空急流月际变化和指

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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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东亚高空急流中心位置在南北'东西方

向均存在显著的月际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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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亚洲地区有两个风速极大值中心 "最大风速

达
>7$

&

0

A2以上#$一个位于
L7W*

!

37W*

西亚地

区$另一个位于
?7W*

!

237W*

东亚
A

太平洋地区$

3

月东亚高空急流轴 "最大风速达
>7$

&

0

A2以上

中心纬度$下同#位于
>:59WM

"图
6%

#%

:

月急流

轴北移到
L7WM

$

6

个急流中心分别位于
L7W*

!

37W*

和
?7W*

!

277W*

附近 "图
6@

#%

?

月急流轴北移

至
L659WM

附近$

6

个急流中心分别位于
L7W*

!

37W*

和
?7W*

!

277W*

附近 "图
6'

#%气候态的夏

季 "

3

!

?

月#平均的
6771;%

纬向风场只有一个

中心$位于
?7W*

!

277W*

附近 "图
6)

#(本文重点

探讨位于东亚
A

太平洋地区的急流中心的月际变

化特征(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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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向风的气候平均分布 "单位!

$

&

0

A2

#

B#

<

56

!

!"#$%&#'$.%()#0&,#@D&#-(0-E&1.677I1;%\-(%"J#()E-,

"

%

#

HD(

$"

@

#

HD"

$"

'

#

QD

<

$

%()

"

)

#

0D$$.,$.%(

"

D(#&0

!

$

&

0

A2

#

E,-$28:8&-677?

根据图
6% '

所示的东亚高空急流中心位置

的月际变化$把
87W*

!

297W*

定义为东亚高空西

风急流活动的经度范围(根据
3

月'

:

月和
?

月东

亚高空西风急流轴平均位于
>:59WM

'

L7WM

和

L659WM

的特征$把
3

月'

:

月'

?

月东亚高空急

流轴南'北各
9

个纬度的
87W*

!

297W*

经度范围

平均的
6771;%

纬向风之差 "南减北#定义为各

月东亚高空急流位置指数$急流位置指数为正

"负#代表急流位置偏南 "偏北#(

根据上述定义计算了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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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

:

月和
?

月东亚高空急流位置的年际变化$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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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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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东亚高空急流位

置指数标准化值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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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月际'年际变化

特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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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绝对值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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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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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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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急流位置正'负异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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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9

'

677>

年%偏北年!

28?2

'

28?L

'

28?:

'

28?8

'

2882

'

2883

'

2888

年(

:

月急流异常偏南年!

28:8

'

28?7

'

28?6

'

28?>

'

288>

'

677>

'

677:

年%偏北

年!

28?2

'

28?L

'

288L

'

288:

'

6777

'

6772

年(

?

月急流异常偏南年!

28?7

'

28?:

'

288>

'

288?

'

6772

年%偏 北 年!

28:8

'

28?L

'

288L

'

2883

'

288:

'

2888

'

6773

年(由图
>

清楚可见$

3

月'

:

月和
?

月东亚高空急流位置指数不仅有显著的月

际变化还有显著的年际变化特征(

$

!

夏季东亚高空急流月际变化与淮

河流域降水关系

!!

夏季我国东部雨带具有明显向北推进的特征$

陶诗言等 "

289?

#和李崇银等 "

677L

#指出$夏

季雨带的北移与东亚高空急流的北跳密切相关(

雨带通常位于高空急流南侧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

压西北侧的区域(夏季
3

!

?

月东亚高空急流位置

逐渐北移$高空急流月际位置的异常对雨带位置

有直接影响(东亚高空急流位置指数与同期淮河

流域降水的相关分析 "见表
2

#结果表明$

3

月急

流位置指数与淮河降水为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

为
A75L

$置信度达
8:h

$但
:

月和
?

月急流位置

指数与同期淮河降水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

别达
75L:

和
759>

$都通过
88h

信度检验(为了

进一步了解夏季各月淮河流域降水异常时东亚高

空急流的异常特征$图
L

给出了
28:8

!

677?

年夏

季
3

'

:

'

?

月淮河流域降水与
6771;%

纬向风的

相关$

3

月相关场表明东亚高空西风急流平均位

置 "

>:59WM

#北侧出现显著正相关'南侧为负相

关 "图
L%

#$表明急流轴北侧西风加强'南侧西风

减弱$急流位置较常年偏北$有利淮河降水偏多(

而
:

月 "图
L@

#$急流轴 "

L7WM

#附近及其南侧

>7WM

!

L7WM

为大范围的显著正相关区$最高相关

达
753

$显著相关区位于
227W*

!

237W*

附近(这

表明当
:

月淮河流域降水偏多时$急流位置异常

偏南(与
:

月相似$

?

月 "图
L'

#淮河流域降水

偏多时东亚高空急流位置偏南$急流轴 "

L659WM

#

表
%

!

%'O'

"

#&&P

年夏季各月东亚高空急流位置指数与同

期淮河流域降水的相关

()*+,%

!

7355,+)/036*,/H,,6/-,D)2/E20)H,2/,5+

GQ

,/

>

320=

/03606?,I)6?/-,C8)0-,J01,51)++,

G

5)064)++06M86

#

M8+

#

)6?E8

A

4539%'O'/3#&&P

月份 相关系数 置信度

3

月
A75L7 8:56h

:

月
75L: 8856h

?

月
759> 885:h

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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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

28:8

!

677?

年 "

%

#

3

月'"

@

#

:

月'"

'

#

?

月淮河流域

降水与
6771;%

纬向风的相关(浅色和深色阴影分别表示通过

89h

和
88h

信度检验

B#

<

5L

!

!-,,."%&#-(-E&1.YD%#1./#+.,+%"".

G

,%#(E%""J#&1&1.

677I1;%\-(%"J#()#(

"

%

#

HD(

$"

@

#

HD"

$

%()

"

'

#

QD

<

E,-$28:8

&-677?PT#

<

1&%())%,U01%)#(

<

0%,.%@-+.89h%()88h'-(I

E#).('.".+."0

$

,.0

=

.'&#+."

G

南侧为显著正相关区而北侧呈显著负相关$相关

系数分别达
759

和
A753

$但相关最显著地区位于

东亚大陆
:7W*

!

267W*

附近(

以上分析可见$东亚高空急流对淮河流域降

水的作用在夏季各月有显著的差异$这也表明了

中高纬度冷空气的作用在夏季各月不同$以下各

节将重点讨论(

:

!

夏季逐月东亚高空急流位置异常

年大气环流特征

!!

本节重点分析夏季
3

月'

:

月和
?

月东亚高空

急流位置异常偏南'偏北年对流层高'中'低层

东亚大气环流异常特征(各月急流位置异常年选

取见第
>

节(

:"%

!

R

月大气环流异常特征

3

月急流位置偏南年$亚洲中高纬度风场出

现气旋
A

反气旋
A

气旋性距平分布$气旋性的距

平风场分别出现在乌拉尔山和鄂霍次克海附近%

东亚沿海中纬度 "韩国和日本海南部为中心#呈

现为一个气旋性距平风场 "图
9%

#$说明东亚高空

急流轴 "

>:59WM

#的南侧西风加强'北侧西风减

弱%

3

月急流位置偏北年$亚洲中高纬度风场出

现反气旋
A

气旋
A

反气旋性距平风场分布$反气

旋性的距平风场分别出现在乌拉尔山和鄂霍次克

海附近%东亚沿海中纬度出现一个反气旋性距平

环流 "图
9@

#$表明急流轴北侧西风加强'南侧

西风偏弱%从图
9%

和
9@

还可见$东亚高空急流

位置异常偏南或偏北年$南亚高压位置'强度与

常年接近(从图
9'

和
9)

可见$

9771;%

位势高度

场上显著的异常特征出现在亚洲中高纬度地区%

3

月急流位置偏南年$亚洲中高纬度为两槽一脊环

流型$负位势高度距平分别出现在乌拉尔山和鄂

霍次克海附近%东亚沿海中纬度地区的负位势高

度距平达
A256

个标准差$中心位于日本南部 "图

9'

#$这与
6771;%

上空东亚沿海中纬地区出现气

旋性距平环流一致%

3

月急流位置偏北年$亚洲

中高纬度为两脊一槽环流型$正距平中心出现在

乌拉尔山和鄂霍次克海附近%东亚沿海中纬度地

区为正距平区 "图
9)

#$这与
6771;%

上空东亚沿

海中纬地区出现反气旋性距平环流一致(从图
9'

和
9)

还可见$

3

月急流位置异常偏南或偏北年$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接近常年(

3

月急流位

置异常偏南年$来自中高纬度的偏北气流由鄂霍

次克海附近经日本'韩国到达我国长江以南地区$

淮河流域受东北风距平带来的冷空气控制 "图

9.

#$不利于淮河流域降水(在急流位置偏北年$

来自孟加拉湾和西太平洋的暖湿气流控制我国南

方地区$西南风距平一直到达淮河流域 "图
9E

#$

有利于该地区产生降水(事实上$从
3

月气候平

均降水带分布来看$长江流域这时正进入梅雨季

节$但如果冷空气强度过强$西风带位置南压$

就会使雨带偏南$而淮河流域降水相对较少(从

低层
?971;%

风场的对比中也可以看出$在急流

偏南年 "图
9.

#$南方地区风场的异常辐合带压在

67WM

附近$向东延伸到日本岛的南部$有点接近

华南前汛期的形势(而在急流偏北年 "图
9E

#$与

雨带相连的辐合带位置偏北$有明显的异常西南

风影响我国长江以北地区$这种差别自然会影响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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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

3

月东亚高空急流 "

%

'

'

'

.

#偏南年和 "

@

'

)

'

E

#偏北年 "

%

'

@

#

6771;%

风场'"

'

'

)

#

9771;%

标准化位势高度场'"

.

'

E

#

?971;%

风场距平合成(粗虚线 "多年平均#和粗实线 "急流位置异常年#代表 "

%

'

@

#

2697

和 "

'

'

)

#

9??)%

<=

$

线$浅色和深色阴

影分别表示在急流偏南'偏北年的 "

%

#纬向风'"

@

#位势高度和 "

'

#经向风差异 "偏南年减偏北年#通过
89h

和
88h

信度检验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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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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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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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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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D,-E&1.

"

%

$

@

#

2697%()

"

'

$

)

#

9??)%

<=

$

$

,.0

=

.'&#+."

G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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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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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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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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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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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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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J#()%,.%@-+.89h%()88h

'-(E#).('.".+."0

$

,.0

=

.'&#+."

G

雨带位置的变化(

综上分析清楚可见$

3

月东亚高空急流位置

异常年$

6771;%

南亚高压以及
9771;%

西太平洋

副热带高压位置接近气候态$而亚洲中高纬度环

流表现出显著的不同(急流位置异常偏南 "北#

年$亚洲中高纬度为两槽一脊 "两脊一槽#环流

型$对应冷空气强度偏强 "弱#$淮河流域降水偏

少 "多#(这说明
3

月淮河流域降水异常$中高纬

度冷空气活动起了主要作用(

:"#

!

O

月大气环流异常特征

:

月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

月急流位置偏南

年$东亚地区
6771;%

纬向风从低纬到中高纬度

地区均表现出明显的异常(东亚沿海中纬度 "日

本海为中心#出现气旋性距平风场 "图
3%

#$说明

东亚高空急流轴 "

L7WM

#的南侧 "

>7WM

!

L7WM

#

西风加强'北侧 "

L9WM

!

97WM

#西风减弱%低纬

度地区 "

67WM

附近#热带东风异常偏强$我国南

方地区及东部洋面上空为异常的反气旋性距平环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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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同图
9

$但为
:

月

B#

<

53

!

N%$.%0B#

<

59

$

@D&E-,HD"

流(此时南亚高压较常年位置异常偏东$

2699

)%

<=

$

线东伸至
229W*

附近$较常年偏东约
29

个

经度 "图
3%

#(相反$在急流位置偏北年 "图

3@

#$东亚沿海中纬度呈现反气旋性距平风场$东

亚高空急流轴北侧西风加强'南侧西风减弱(低

纬度 "

67WM

附近#东风减弱$南亚高压位置较常

年异常偏西(根据陶诗言和朱福康 "

283L

#的研

究$南亚高压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具有相向而

行'相背而去的特征(

:

月急流位置异常偏南年

"图
3'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较常年位置偏西'

范围偏大$

9??)%

<=

$

线西伸至
229W*

附近$较

多年平均 "

269W*

附近#偏西约
27

个经度(东亚

东部沿海从低纬到中高纬度鄂霍次克海附近位势

高度异常呈正
A

负
A

正的分布$异常最显著的地

区位于中'低纬度 "见合成图中的阴影#(相反$

:

月急流位置偏北年 "图
3)

#$不仅西太平洋副热

带高压位置偏东$强度偏弱 "在
2?7W*

以西的太

平洋上空位势高度均小于
9??)%

<=

$

#$且它自南

向北的波列也与急流偏南年相反$呈负
A

正
A

负

的配置(同样$最强的差异也是发生在热带'副热

带地区(在急流偏南年$我国南方地区受西伸的副

热带高压西北侧异常西南风的控制$来自南海和热

带西太平洋的异常西南气流一直抵达淮河流域 "图

3.

#$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有利于淮河

流域降水的发生和维持(而急流偏北年 "图
3E

#淮

河流域为气流辐散区$不利于该地区降水(

以上分析可见$

:

月东亚高空急流位置异常年$

亚洲中高纬度环流异常并不明显$而热带'副热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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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流呈现出显著不同(

:

月急流位置异常偏南 "北#

年$南亚高压位置偏东 "西#'西太平洋副热带高

压异常偏西 "东#$淮河流域降水偏多 "少#(

图
:

!

同图
9

$但为
?

月

B#

<

5:

!

N%$.%0B#

<

59

$

@D&E-,QD

<

:"!

!

P

月大气环流异常特征

与
:

月相似$

?

月急流位置偏南年$高层
677

1;%

"图
:%

#南亚高压范围偏大$东缘位置较常

年偏东(而急流偏北年 "图
:@

#$南亚高压强度

偏弱$高压东缘较常年位置偏西(中层
9771;%

$

急流偏南年 "图
:'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较常年

位置偏西$强度偏强(东亚地区从低纬至高纬位

势高度距平呈正
A

负
A

正的波列分布$距平中心

分别位于我国华南
A

台湾岛附近'山东半岛
A

渤

海湾附近以及贝加尔湖以北地区(而急流偏北年

"图
:)

#副热带高压强度偏弱$东亚地区从低纬至

高纬位势高度距平呈负
A

正
A

负的波列分布(受

这种高'中'低纬环流异常的影响$低层
?97

1;%

$

?

月急流位置偏南年 "图
:.

#$我国南方地

区为异常西南风控制$来自中高纬度鄂霍次克海

附近的冷空气经由日本北部到达我国淮河流域$

与来自热带地区的异常西南气流在淮河流域附近

汇合$造成该地区降水偏多(

?

月急流偏北年低

层
?971;%

"图
:E

#$我国南方地区为异常的偏东

风距平$来自中高纬度的冷空气偏弱$淮河流域

为气流辐散区$不利于降水(

以上各月分析表明$东亚高空急流位置异常

年$夏季不同月份亚洲大气环流异常呈现出显著不

同(

3

月东亚高空急流位置变化主要和中高纬度环

流异常有关(急流位置异常偏南 "北#年$亚洲中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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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纬度为两槽一脊 "两脊一槽#环流型$影响我国

的冷空气强度偏强 "弱#$淮河流域降水偏少

"多#(而
:

!

?

月高空急流位置的变化可能更多地

受热带'副热带环流异常的影响(急流位置异常偏

南 "北#年$南亚高压位置偏东 "西#'西太平洋

副热带高压偏西 "东#$淮河流域降水偏多 "少#(

R

!

夏季逐月东亚高空急流扰动异常

与淮河流域降水的关系

!!

以上各月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中高纬度冷

空气活动对
3

月淮河流域降水的强弱有主要作用$

而
:

'

?

月淮河降水则更多受热带'副热带环流异

常的影响(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特点$我们分析

了各月东亚高空急流扰动异常对淮河流域降水的

影响(根据夏季
3

!

?

月淮河流域降水的年际变化

特征 "图略#$把
3

月淮河流域降水标准差绝对值

大于
75?

'

:

月绝对值大于
257

和
?

月绝对值大于

758

作为淮河流域降水异常偏多'偏少年(

3

月降

水偏多年!

28?7

'

2882

'

2883

'

6777

'

677>

年%

偏少年!

28?6

'

28?9

'

28??

'

2886

'

288:

年(

:

月降水偏多年!

28?6

'

28?>

'

2882

'

677>

'

6779

'

677:

年%偏 少 年!

28?2

'

28?8

'

288>

'

288L

'

2888

年(

?

月降水偏多年!

288>

'

2889

'

288?

'

677>

'

6779

'

677?

年%偏 少 年!

28?9

'

28?3

'

28??

'

2883

'

2888

年(

3

月淮河流域降水偏多年 "图
?%

#$东亚东部

上空 "

87W*

!

297W*

#急流轴 "

>:59WM

#附近西风

异常存在几次向南传播的过程$说明高空急流南

北向的扰动较强$中高纬度冷空气活动十分频繁$

有利于淮河流域降水(

3

月淮河流域降水偏少年

"图
?@

#$东亚高空急流南北向的扰动现象并不明

显$急流轴南侧西风呈持续正异常$东亚高空急

流稳定少动$表明中高纬度冷空气活动偏弱$不

利于淮河流域降水(与
3

月不同$

:

!

?

月淮河流

域降水异常偏多'偏少年$东亚高空急流在南北

方向均表现为稳定少动(

:

月淮河流域降水偏多

年 "图
?'

#$急流轴 "

L7WM

#南侧 "

>7WM

!

L7WM

#

西风持续偏强$而北侧西风持续偏弱$对应东亚

高空急流位置异常偏南(相反$

:

月淮河流域降

水偏少年 "图
?)

#$

>7WM

!

L9WM

范围内纬向风呈

持续负异常$而
L9WM

以北为持续正异常$表明
:

月淮河少雨年东亚高空急流位置持续偏北$强度

偏弱$这与前文的研究结果也是一致的(

?

月与
:

月相似$淮河流域降水异常年东亚高空急流在南

北方向稳定少动$在降水偏多年 "图
?.

#$急流表

现为持续偏南%而降水偏少年 "图
?E

#急流位置

持续偏北(这表明$

:

月和
?

月淮河流域降水异常

年东亚高空急流月内尺度的扰动偏弱$降水异常

受中高纬度冷空气活动的影响较弱(

以上分析可见$夏季不同月份淮河流域降水

异常年东亚高空急流扰动异常特征存在很大差异(

3

月淮河流域降水偏多年$东亚高空急流南北向

扰动偏强$北方冷空气活跃(反之$淮河降水偏

少年$东亚高空急流扰动偏弱(这说明
3

月淮河

流域降水异常主要受中高纬度冷空气活动的影响(

:

!

?

月$淮河流域降水异常偏多'偏少年东亚高

空急流在南北方向均稳定少动$表现为在降水偏

多 "少#年急流持续偏南 "北#(这表明
:

!

?

月

淮河流域降水异常受中高纬度冷空气活动的影响

相对偏弱(

O

!

总结与讨论

本文重点分析了夏季各月东亚高空急流异常

与淮河流域降水的关系(分析表明$夏季各月东

亚高空急流异常与淮河流域降水的关系存在显著

差异!

3

月淮河流域降水偏多时$东亚高空急流

位置异常偏北%而
:

!

?

月淮河流域降水偏多时急

流位置异常偏南(夏季不同月份$东亚高空急流

位置异常时亚洲地区高'中'低层大气环流也表

现出不同特征!

3

月急流位置异常年$南亚高压

以及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强度都接近气候

态$而亚洲中高纬度环流呈现显著不同(急流位

置偏南年$亚洲中高纬地区呈两槽一脊环流型$

来自中高纬度的偏北气流由鄂霍次克海附近经日

本'韩国到达我国长江以南地区$淮河流域受东

北风距平带来的冷空气控制$降水偏少(急流位

置偏北年$亚洲中高纬地区呈两脊一槽环流型$

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偏弱$淮河流域受来自孟加拉

湾和西太平洋的暖湿气流影响$降水偏多(与
3

月不同$

:

!

?

月东亚高空急流位置异常与亚洲热

带'副热带环流的关系更为密切(当急流位置异

常偏南 "北#时$南亚高压位置偏东 "西#$西太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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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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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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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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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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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的
6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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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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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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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西 "东#$强度偏强 "弱#$

淮河流域降水偏多 "少#(文章还分析了夏季各月

淮河流域降水异常年东亚高空急流扰动异常特征(

分析表明$

3

月淮河流域降水偏多年东亚高空急

流南北向的扰动十分明显$中高纬度冷空气活动

频繁$对淮河流域降水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而降

水偏少年$急流位置持续偏南$纬向风异常自北

向南的传播现象并不明显(

:

!

?

月$淮河流域降

水异常偏多'偏少年东亚高空急流在南北方向均

稳定少动$在降水偏多 "少#年东亚高空急流表

现为持续偏南 "北#$这表明
:

!

?

月淮河流域降

水异常受中高纬度冷空气活动的影响较弱(综上

可见$夏季各月东亚高空急流位置'强度以及急

流扰动的异常与我国淮河流域降水异常密切相关(

关于东亚高空急流异常活动的成因机理$将在以

后的工作中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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