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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BAC

摘
!

要
!!

对
ABBL

年夏季青藏高原移动性高压 $以下简称高原高压(过程进行个例分析并对
@COC

!

ABBL

年间

高原高压过程进行分类合成分析"研究了高原高压对川东地区高温天气的影响#结果表明"

@COC

!

ABBL

年间"

虽然引起高原高压的过程多种多样"但根据川东地区高温天气的成因主要可以将高原高压分为两类#一类是高

原高压在青藏高原的北部或西部发展#在高原高压发展后期"高原高压脊前的西北气流绕青藏高原控制高原东

北侧和东侧地区"不利于水汽向上述地区的输送"使得西北地区到川东地区易于出现高温天气"即 -高原高压

N

高温区绕高原型.#另一类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以下简称副高(强烈西伸上青藏高原引起的高原高压#

在高原高压生成期"副高西端控制川东地区"川东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纬向的高温天气#当副高东退"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高温天气得到缓解时"川东地区受依然维持的高原高压影响"高温天气并不随着副高的东退

而结束"将这类过程称为 -副高
N

长江高温型.#

关键词
!!

青藏高原移动性高压
!

川东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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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于地形等原因"川渝地区易出现高温酷暑

天气#高温酷热天气不仅容易形成干旱"而且严

重影响人民的生产生活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如
ABBL

年"川渝地区遭受了百年一遇的特大干

旱"直接经济损失达
@CA$L

亿元 $邹旭凯和高辉"

ABBO

(#高温酷暑天气在川渝地区的分布并不均

匀#四川盆地中部直至重庆地区北部的
@BH[V

以

东的川东地区是极端高温事件高发区#川西南山

地地区的高温天气发生频数较低 $胡豪然等"

ABBS

(#

影响川渝地区高温干旱的环流系统很多#研

究指出"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以下简称副高(

强烈西伸*伊朗高压强烈东伸形成高压脊控制川

渝地区时"川渝地区易出现高温干旱 $杨淑群等"

ABBS

)赵文虎等"

ABBS

)郭渠等"

ABBC

(#另外"

中亚移动性暖高脊活动引起四川盛行脊前西北气

流"也不利于川渝地区降水的形成 $青泉等"

ABBO

(#在天气实践中"我们发现青藏高原本地区

形成的移动性高压 $以下简称高原高压(对川渝

地区的高温天气也有显著的影响#

高原高压是青藏高原上的天气尺度环流系统#

它的垂直结构具有准正压性"即从低层 $

!BB

;?-

(到高层 $

@BB;?-

(均为高压#高原高压最

早在
@COC

年第一次青藏高原气象科学实验中观测

并研究#研究指出"伊朗高压东伸上青藏高原*

副高西伸上青藏高原*西风带小高压伴随冷空气

入侵进入青藏高原均可引起高原高压 $李桂琴"

@CSO

)孙国武等"

@CSC

)段廷扬等"

@CCA

(#

高原高压不仅是青藏高原上比较特殊的天气

系统"而且它对我国的天气气候也有影响#在高

原高压发展前"青藏高原上通常为冷空气过境"

表现为多雨 $李桂琴"

@CSO

)孙国武等"

@CSC

(#

在分析
@COC

!

ABBL

年的高原高压过程时发现"高

原高压发生发展时"青藏高原以东地区常有
!BB

;?-

低压槽加深"与副高配合可以在我国东部地

区形成强降水过程#而在高原高压缓慢东移时"

受高原高压脊前西北气流的控制"我国西北地区

和川渝地区易出现晴热高温天气"可使得当地的

干旱加剧#

本文拟集中研究以往较少涉及的高原高压和

川东地区高温天气之间具体联系#首先针对
ABBL

年川东地区罕见的高温热浪过程的个例"分析高

原高压在川东地区高温天气形成中的作用#然后

研究
@COC

!

ABBL

年间高原高压与川东高温天气之

间的统计关系"在此基础上"分类讨论高原高压

对川东地区高温天气的影响#

$

!

资料和方法

$"#

!

资料及处理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包括!

@

(美国气候数据中

心提供的
@COC

!

ABBL

年第二版的
":V?

%

":'W

的逐日再分析资料"

!BB;?-

的高度场 $以下记为

D

!BB

(和风场 $以下记为
$

!BB

("水平分辨率为

A$![

$纬度(

hA$![

$经度(#

A

(全国
@COC

!

ABBL

年

O!H

个台站的
!

!

C

月逐日最高气温 $以下记为

B

U-Y

(和降水的观测资料#其中包括川渝地区有

比较完整资料的
H!

个测站#

李桂琴 $

@CSO

(*孙国武等 $

@CSC

(*段廷扬

等 $

@CCA

(的研究表明"高原高压的持续时间通

常为
@

!

@!6

#我们将研究重点集中在低频部分"

以了解高原高压对川东地区高温天气的主要影响#

对所有的资料进行
!6

的低通滤波#其中环流资

料采用的是递归六柱正切
Q=,,+5J#5,;

滤波器#台

站资料采用的是
!6

无加权的滑动平均#以下的

讨论都是在滤波后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采用

@COC

!

ABB@

年的平均作为气候平均#

第
T

节的合成分析为逐日合成
D

!BB

*

$

!BB

*全

国降水*

B

U-Y

距平#时间从高原高压开始前
C

天

到开始后
AB

天"共
HB6

#记高原高压开始日为
B

日"之前为
NC

","

N@

日"之后为
i@

","

i

AB

日#合成结果的显著性采用
.

检验!

.

#

K

M

'

B

%

A

B

%槡 7

"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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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东地区高温事件的确认

对单站的高温天气确认通常有两种方法#一

种是固定温度标准"即若某日的
B

U-Y

%

H![:

"则

为高温日 $梁凤荣"

ABBO

)肖递祥和祁生秀"

ABBO

(#另一种是计算单站气温的
(-UU-

分布"

取
C!

百分位值作为极端高温的阈值 $潘晓华和翟

盘茂"

ABBA

)胡豪然等"

ABBS

)黄丹青和钱永甫"

ABBS

(#由于我们主要是关注高原高压对川东地区

影响范围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高温天气过程的

作用"使用单站的和固定温度的高温定义就不能

满足要求#

对川东地区高温天气过程的具体定义如下#

首先"以
@BH[V

为界将川渝地区分为川东和川西#

@BH[V

不仅是夏季川渝地区极端高温天气多发区

和少发区的分界 $胡豪然等"

ABBS

("也和夏季气

候平均的
B

U-Y

À![:

线位置 $图略(*川东与川

西的地理分界线 $龙门山
N

大凉山一线(基本一

致#这样划分后"川东有
@C

站"川西有
@L

站#

其次"定义单站的高温标准"得到单站的高

温日和极端高温日#为了滤去短时间尺度的波动"

以每
!

天为一个阶段#将该站这
!

天的同日
@COC

!

ABBL

年 $共
AS

年(日最高气温按升序排列#

取与
SB

百分位和
CB

百分位对应的日最高气温分

别作为该站在这
!

天达到高温天气和极端高温天

气的阈值#以
O

月
@

!

!

日为例#将
@COC

!

ABBL

年的所有
O

月
@

日","

!

日的该站逐日最高气温

按升序排列组成一个长度为
@TB

的序列#取
SB

百

分位和
CB

百分位对应的日最高气温分别作为该站

在
O

月
@

日","

!

日达到高温天气和极端高温天

气的阈值#为了检验这里定义的 $极端(高温标

准是否合适"我们给出重庆站的情况#盛夏时期

$

O

!

S

月("本文定义的高温标准平均值为
H!$T

[:

"极端高温标准的平均值为
HO$T[:

#与单站定

义的
H!$B[:

和
HS$B[:

的高温日和重高温日标准

接近 $梁凤荣"

ABBO

(#根据 $极端(高温阈值"

得到
@COC

!

ABBL

年夏季川东各站的 $极端(高

温日#

最后"定义川东地区的高温过程#如果某一

日"川东
@C

站中有任意
!

个站出现 $极端(高温

日"则记为一个川东地区 $极端(高温日#如果

川东地区连续出现
!

个以上的 $极端(高温日"

则定义为一次川东地区的 $极端(高温过程#

根据这样的定义"在
@COC

!

ABBL

年间"川东

共出现了
L@

次高温天气过程"平均每年
A$A

次#

极端高温天气过程有
H@

次"平均每年
@$@

次#

$"%

!

高原高压的定义

过去关于高原高压的定义大致分为两种!青

藏高原
!BB;?-

上出现高压脊 $孙国武等"

@CSC

("或定义青藏高原
!BB;?-

上出现闭合的高

压中心 $李桂琴"

@CSO

)段廷扬等"

@CCA

(#这些

定义主要使用青藏高原的台站观测资料#但是青

藏高原上的观测资料往往分布不均"观测时间较

短#本文利用
":V?

第二版再分析资料"以孙国

武等 $

@CSC

(的定义为基础"利用高度距平场对

高原高压进行定义"即!

$

@

(水平范围在 $

A!["

!

T!["

"

LB[V

!

@B![V

("

且地形高度超过
HPU

)

$

A

(从
!BB;?-

到
@BB;?-

高度场距平均为正

距平)

$

H

(

D

!BB

距平大于
HB

*I

U

的点超过
H

个)

$

T

(条件 $

A

(和条件 $

H

(可以持续
H6

以

上为一次高原高压过程#

%

!

$PPL

年高原高压对川东高温的影响

%"#

!

$PPL

年川东高温天气与高原高压的概况

ABBL

年夏季川渝地区发生了罕见的长时间高

温热浪天气#重庆*四川盆地出现了近
!B

年来最

严重的高温伏旱#图
@

是
ABBL

年夏季川东
@C

站

平均的
B

U-Y

距平的时间序列#根据前面对川东地

区的高温天气过程定义"从
ABBL

年
L

月
@

日
!

C

月
L

日"川东地区共出现了
H

次高温过程!

L

月

@!

日
!

O

月
AH

日"

O

月
AL

日
!

S

月
AB

日"

S

月

A!

日
!

C

月
L

日#高温过程的划分结果和潘建华

和刘晓琼 $

ABBL

(对
ABBL

年夏季川渝地区高温天

气的分析一致#对应图
@

中的
L

段
B

U-Y

距平峰值

期"

ABBL

年
L

!

C

月川东地区共有
L

次极端高温过

程!

L

月
@L

!

AB

日*

L

月
HB

日
!

O

月
T

日*

O

月
O

!

A@

日*

O

月
AL

日
!

S

月
T

日*

S

月
L

!

@C

日*

S

月
AL

日
!

C

月
T

日#

ABBL

年川东地区的高温天数

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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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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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OO6

#

@COC

!

ABBL

年平均每年的高温天数为

AA$A!6

#

ABBL

年川东地区极端高温天数为
!C6

"

气候平均的极端高温天数为
@B$@T6

#

ABBL

年无

论是川东地区的高温天数还是极端高温天数都远

远超过了气候平均#

已有的研究 $鲍媛媛等"

ABBO

)彭京备等"

ABBO

)邹旭恺和高辉"

ABBO

)李永华等"

ABBC

(

指出"大尺度环流异常是造成这次川渝地区罕见

的高温热浪的原因#正如引言中所述"我们发现

除副高异常西伸稳定并与伊朗高压打通形成大陆

高压等大尺度环流异常导致
ABBL

年夏季川东地区

罕见的高温热浪外"天气尺度的高原高压对川渝

地区的高温天气也有显著的影响#图
@

中的阴影

标出的是
ABBL

年夏季的
!

次高原高压过程"它们

分别是!

L

月
AB

!

A!

日*

O

月
H

!

S

日*

O

月
AB

!

A!

日*

O

月
H@

日
!

S

月
H

日和
S

月
@C

!

AT

日#可

以看出"

L

月
AB

!

A!

日*

O

月
AB

!

A!

日和
S

月
@C

!

AT

日的
H

次高原高压过程的后期"川东地区的

平均
B

U-Y

有不同程度的升高#仔细检查每日的天

气图 $图略("可以发现这
H

次高原高压过程确实

对川东地区的高温天气有重要的影响#下面对
L

图
@

!

ABBL

年
L

月
@

日
!

C

月
@B

日川东
@C

站平均的
B

U-Y

距平

逐日演变 $阴影是夏季
!

次高原高压过程所在时间(

D2

*

$@

!

4;+,2U+1+52+1#36-2.

0

U-Y2U=U,+U

I

+5-,=5+-)#U-.2+1

#3,;+@C1,-,2#)12),;++-1,+5)

I

-5,#3>2<;=-) :;#)

*e

2)

*

-5+-

6=52)

*

@b=) @B>+

I

ABBL

$

1;-6+6-5+-1-5+,;+,2U+#3,;+32E+

!BBZ;?-;2

*

;1#E+5,;+428+,-)?.-,+-=2),;+1=UU+5#3ABBL

(

月
AB

!

A!

日*

O

月
AB

!

A!

日的个例进行详细分

析"具体说明
ABBL

年夏季的高原高压是如何影响

川东地区高温天气的"并解释为什么川东地区的

高温天气多出现在高原高压的后期#

%"$

!

$PPL

年
L

月
$P

!

$(

日的个例

在高原高压发生前 $

L

月
@O

!

@C

日("原先位

于青藏高原中部的低压槽减弱#副高西伸北抬

$图略(#

AB

!

A@

日 $图
A-

("副高脊线位于
A!["

附近"西伸脊点位于
CO[V

附近"较常年同期偏北

偏西#强烈西伸的副高西端上青藏高原"高原高

压生成#

AA

日 $图
A8

("副高的
!ST6-

*I

U

线和

伊朗高压的
!ST6-

*I

U

线打通"在
HB["

形成高压

坝#受这个高压坝的影响"江苏大部*安徽*湖

北*浙江大部*福建中北部*江西中北部*湖南

大部和重庆等地出现了高温炎热天气 $图
H-

(#这

时长江沿线的高温天气是由副热带高压坝引起的#

AH

日 $图
A<

("随着青藏高原上空低槽的东

移"副高东退"西伸脊点退至
@@B[V

附近#高原

高压继续维持#脊前西北气流控制川东地区"不

利于水汽向川东地区输送"也就不利于那里的降

水形成#因此"在长江沿线其它地区的高温天气

有所缓解时"川东地区依然维持高温天气 $图

H8

(#

A!

日 $图
A6

("高原高压消亡"青藏高原上

依然维持高压脊#脊前西北气流持续控制川东地

区#直到
AS

日"控制川东地区的西北气流减弱"

高温天气也随之减弱 $图略(#

在这次过程中"高原高压由副高强烈西伸上

青藏高原而引发#在高原高压生成和发展时 $

O

月
@L

!

AA

日("环流的主要特点是副高强烈西伸"

并与伊朗高压打通"形成高压坝#沿长江流域

$包括川东地区(的高温天气由副高西伸和大陆高

压坝控制这些地区引起#

AH

日"副高东退后"由

于高原高压脊前的西北气流仍控制川东"使得川

东地区的高温天气持续到
AS

日#

%"%

!

$PPL

年
Q

月
$P

!

$(

日的个例

和
L

月
AB

!

A!

日的过程不一样"

ABBL

年
O

月

AB

!

A!

日的高原高压过程由伊朗高压东伸上青藏

高原而形成#高原高压发生前"

O

月
@O

日的
!BB

;?-

高度场上 $图
T-

("青藏高原东北部有一高压

中心"但没有达到高原高压的标准#副热带地区

的副高和伊朗高压都处于气候平均位置上#西欧

地区 $

HB[V

附近(和巴尔喀什湖地区分别有一低

槽#巴尔喀什湖地区的长波槽建立有利于下游半

个波长处 $

@B![V

!

@AB[V

附近(长波脊的建立和

副高西伸稳定 $陶诗言和徐淑英"

@CLA

(#另一方

面"巴尔喀什湖低槽前的西南暖湿气流有利于青

藏高原东北部增温增湿和那里高压的加强#此外"

O

月
@O

!

@C

日"西欧的低压槽不断加深并缓慢东

移"其南侧的西风急流中心也随之东移"使伊朗

S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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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京备等!青藏高原移动性高压对夏季川东地区高温天气的影响

?V"(b2)

*

8+2

"

+,-./4;+9U

I

-<,#3,;+!BBZ;?-&2

*

;#E+5,;+428+,-)?.-,+-=#),;+&+-,R-E+2),;+///

图
A

!

ABBL

年
L

月 $

-

(

AB

日*$

8

(

AA

日*$

<

(

AH

日*$

6

(

A!

日的高原高压过程
!BB;?-

环流场演变#等值线为
D

!BB

"阴影部分为

D

!BB

距平分布"矢量为
$

!BB

距平"粗实线为
!SS6-

*I

U

"虚线为同期气候平均的
!SS6-

*I

U

"点线为
%

HPU

的青藏高原地形

D2

*

$A

!

4;++E#.=,2#)#3

*

+#

I

#,+),2-.;+2

*

;,

$

<#),#=5

("

2,1-)#U-.

0

$

1;-6+6

("

-)6-)#U-.#=1J2)6

$

E+<,#5

(

#E+5!BB;?-#)

$

-

(

ABb=)

"

$

8

(

AAb=)

"$

<

(

AHb=)

"

-)6

$

6

(

A!b=)ABBL/4;2<P1#.26.2)+1-5+3#5!SS6-

*I

U

"

6-1;+6.2)+1-5+3#5<.2U-,+U+-)!SS6-

*I

U

"

-)66#,Z

,+6.2)+15+

I

5+1+),3#5,#

I

#

*

5-

I

;

0

;2

*

;+5,;-)H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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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H

!

ABBL

年
L

月 $

-

(

AA

日和 $

8

(

AH

日的
4

U-Y

距平分布

D2

*

$H

!

\21,528=,2#)#3-)#U-.#=16-2.

0

U-Y2U=U,+U

I

+5-,=5+#)

$

-

(

AAb=)-)6

$

8

(

AHb=)ABBL

高压东端东伸北抬 $图
T-

和
T8

(#

O

月
AB

日 $图

T8

("伊朗高压东伸上青藏高原"高原高压生成#

伊朗高压*高原高压*青藏高原东北部高压和副

高打通"形成半球尺度的高压坝"造成了重庆
%

TB[:

的高温 $图
!-

(#这时的环流形势和青泉等

$

ABBO

(分析的四川盆地干旱年的环流形势相似"

即乌拉尔山地区有阻塞高压"伊朗高压偏强"四

川盆地盛行脊前西北气流#

AA

!

A!

日"受
BLBT

号台风 -格美.的影响"

副高与伊朗高压
N

高原高压的高压坝断裂 $图

略(#副高东撤"伊朗高压西退"青藏高原东侧有

低压槽加深#受高空槽和台风的共同影响"

AA

!

A!

日"川东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川东的

高温过程出现间断 $图略(#与此同时"高原高压

逐步减弱"但一直控制着青藏高原西部#

AL

!

AS

日 $图
T6

("青藏高原西部的高原高

压缓慢东移#高压前的西北气流在青藏高原东侧

绕青藏高原地形向南控制川东地区#西北气流的

盛行使得水汽难于输送到川东地区"导致这里高

温天气的再度发展#随着高原高压和高压脊前西

北气流的东移"

%

iA[:

的
B

U-Y

正距平区从新疆

和西藏西部"向西南扩展到川东大部分地区"形

成了绕青藏高原的
B

U-Y

正距平区 $图
!8

(#

AC

日"青藏高原上的高压脊与副高再次打

通"形成高压坝 $图略(#川东出现了
H!

!

HS[:

的高温天气#其中重庆局地
B

U-Y

超过
HC[:

$饶晓

琴"

ABBL

("开始了川东地区的第
T

次 $

O

月
AL

日

!

S

月
T

日(极端高温天气#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

O

月
AB

!

A!

日的高原高

压是由伊朗高压东伸上青藏高原而形成的#在高

原高压发生前 $

O

月
@O

!

AB

日("巴尔喀什湖地区

的低压槽维持有利于副热带西伸"中纬度西风急

流的东传使得伊朗高压东伸"并与副高打通形成

高压坝#副热带地区的高压坝造成川东地区的极

端高温天气#在高原高压发生发展阶段 $

O

月
AA

!

A!

日("青藏高原东部有低压槽发展"川东地

区出现强降水"高温天气得到缓和#当高原高压

东移减弱为高压脊 $

O

月
AO

!

AS

日("脊前的西北

气流控制川东地区"导致了第
T

次极端高温天气

的开始#

%"!

!

小结

从以上分析可知"高原高压在青藏高原上的

形成过程并不单一#在
ABBL

年夏季"有的高原高

压由副高西伸上青藏高原而形成"如
L

月
AB

!

A!

日#有的高原高压由伊朗高压东伸而形成"如
O

月
AB

!

A!

日*

O

月
H@

日
!

S

月
H

日和
S

月
@C

!

AT

日#在
ABBL

年夏季"由伊朗高压东伸而形成的高

原高压较多"可能是与
ABBL

年夏季伊朗高压异常

强大和稳定有关 $彭京备等"

ABBO

)李永华等"

ABBC

(#

在
ABBL

年川东地区罕见的高温热浪过程中"

除了已为广泛研究的西太平洋副高和伊朗高压异

常强大稳定外"高原高压过程也起了很重要的作

用#在
!

次高原高压里有
H

次对川东地区的高温

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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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京备等!青藏高原移动性高压对夏季川东地区高温天气的影响

?V"(b2)

*

8+2

"

+,-./4;+9U

I

-<,#3,;+!BBZ;?-&2

*

;#E+5,;+428+,-)?.-,+-=#),;+&+-,R-E+2),;+///

图
T

!

同图
A

"但为
O

月 $

-

(

@O

日*$

8

(

AB

日*$

<

(

AH

日*$

6

(

AO

日

D2

*

$T

!

>-U+-1D2

*

$A

"

8=,3#5

$

-

(

@Ob=.

"$

8

(

ABb=.

"$

<

(

AHb=.

"$

6

(

AOb=.

有影响#由伊朗高压东伸上青藏高原而生成的高

原高压多发于青藏高原西部#在它的生成或发展

期内"青藏高原东部有低槽发展"川东地区的高

温天气缓解或中断#当它东移减弱"青藏高原上

!BB;?-

为高压脊所控制"川东地区受脊前西北气

流控制"引发或者延长了川东地区的高温天气#

@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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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同图
H

"但为
O

月 $

-

(

AB

日和 $

8

(

AO

日

D2

*

$!

!

>-U+-1D2

*

$H

"

8=,3#5

$

-

(

ABb=.-)6

$

8

(

AOb=.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除了
L

月
AB

!

A!

日由副高西

伸引起的高原高压外"图
@

中川东地区的平均

B

U-Y

总是在高原高压发展后期"而不是在高原高

压发生发展前期升高#

!

!

川东高温天气与高原高压的关系

上面我们以
ABBL

年夏季川渝地区百年一遇的

特大干旱作为个例"分析了高原高压对川东高温

热浪天气的影响"下面我们将进一步探讨高原高

压对川东地区高温天气影响的普遍性#我们普查

@COC

!

ABBL

年间所有的高原高压个例"首先分析

夏季高原高压与川东地区高温天气的统计特征"

然后将影响川东地区高温天气的高原高压进行分

类"分别讨论不同类型高原高压对应环流和
B

U-Y

演变#

!"#

!

统计特征

@COC

!

ABBL

年间"川东地区高温天气过程共

L@

次"极端高温天气过程共
H@

次#高原高压过程

共
SS

次#逐个考察高原高压对川东地区高温天气

的影响发现"在
@COC

!

ABBL

年共
AS

年中"川东

地区受高原高压影响的高温天气过程共
HL

次"占

总高温天气过程的
!C$BX

#其中极端高温天气过

程共
AB

次"占总极端高温天气过程的
LT$!X

#

为了进一步说明高原高压和川东地区 $极端(

高温天气过程之间的联系"我们还统计了影响高

温过程的高原高压次数#在
@COC

!

ABBL

年间的
SS

次高原高压过程中"有
TB

次高原高压对川东地区

的高温天气过程有影响"

AA

次高原高压对川东地

区的极端高温天气过程有影响"分别占高原高压

过程的
T!$!X

和
A!$BX

#

之所以受高原高压影响的川东高温天气过程

次数 $

HL

次(和影响川东高温天气过程的高原高

压次数 $

TB

次(有些差别"是由于有的高温过程

持续时间比较长"期间有两次高原高压过程#在

@COC

!

ABBL

年间"有
T

次过程是在一次 $极端(

高温过程中受两次高原高压的影响#

!"$

!

合成分析

从
ABBL

年的个例分析可以看出"高原高压对

川东地区高温天气的影响基本上有两类#一类是

高原高压生成*发展后期"正
B

U-Y

距平区绕青藏

高原东侧向川东地区伸展"即类似于
ABBL

年
O

月

AB

!

A!

日的过程"称这类过程为 -高原高压
N

高

温区绕高原型.#另一类是副高强烈西伸上青藏高

原引起的高原高压"正
B

U-Y

距平区位于长江沿线"

基本呈东西向分布"即类似于
ABBL

年
L

月
AB

!

A!

日的过程"称这类过程为 -副高
N

长江高温型.#

下面首先对
@COC

!

ABBL

年间的高原高压过程进行

归类"然后针对这两类过程分别进行合成分析"

讨论它们的环流演变和川东地区气温变化的共同

特点#

T$A$@

!高原高压
N

高温区绕高原型"

-高原高压
N

高温区绕高原型.的高原高压共

AT

个"占所有影响川东夏季高温天气的高原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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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

@COC

!

ABBL

年间 -高原高压
N

高温区绕高原型.过程合成!$

-

(

NH

日)$

8

(

N@

日)$

<

(

B

日)$

6

(

iH

日#实线和虚线分别

为
D

!BB

距平的正*负值 $单位!

6-

*I

U

("阴影为距平合成结果通过
C!X

信度检验)矢量为
$

!BB

距平)点线为
%

HPU

的青藏高原地形

D2

*

$L

!

:#U

I

#12,+,2U++E#.=,2#)#3-)#U-.#=1

*

+#

I

#,+),2-.;+2

*

;,

$

=)2,1

!

6-

*I

U

"

1#.26-)66-1;+6.2)+16+)#,+

I

#12,2E+-)6)+

*

-,2E+E-Z

.=+1

"

5+1

I

+<,2E+.

0

)

1;-6+6-5+-1-5+-8#E+C!X<#)326+)<+.+E+.

(

-)6-)#U-.#=1J2)6

$

E+<,#5

(

#E+5!BB;?-3#5,;+,

0I

+#3!BBZ;?-;2

*

;

;+-,J-E+-5+--5#=)6,;+428+,-)?.-,+-=2)@COC ABBL

!$

-

(

6-

0

NH

"$

8

(

6-

0

N@

"$

<

(

6-

0

B

"

-)6

$

6

(

6-

0

iH/\#,,+6.2)+15+

I

5+1+),

3#5,#

I

#

*

5-

I

;

0

;2

*

;+5,;-)H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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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
!O$@X

#图
L

和图
O

是对 -高原高压
N

高

温区绕高原型.过程的
D

!BB

距平场*

$

!BB

距平和

B

U-Y

距平的合成#

图
O

!

@COC

!

ABBL

年间对 -高原高压
N

高温区绕高原型.过程

中
iH

日
B

U-Y

距平的合成 $单位!

[:

"阴影表示合成结果通过

C!X

信度(

D2

*

$O

!

:#U

I

#12,+#3,;+-)#U-.#=16-2.

0

U-Y2U=U,+U

I

+5-,=5+

$

=)2,1

!

[:

"

1;-6+6-5+-1-5+-8#E+C!X<#)326+)<+.+E+.

(

2)6-

0

iH3#5,;+,

0I

+#3!BBZ;?-;2

*

; ;+-,J-E+-5+--5#=)6,;+42Z

8+,-)?.-,+-=6=52)

*

@COC ABBL

高原高压发生前"中纬度地区有
D

!BB

负距平

从黑海以西地区东移加强 $图略(并与在巴尔喀

什湖地区的
D

!BB

负距平区打通"在
TA["

附近形成

D

!BB

负距平带 $图
L-

(#在
D

!BB

负距平带以南的里

海东南有一
D

!BB

正距平维持#从
NH

日
!

N@

日

$图
L-

和
L8

("黑海地区的
D

!BB

负距平区显著加

深"并东移到里海以西地区#随着
D

!BB

负距平区

的加深东移"它的东南侧的西南风距平也加强东

移#西南风距平的东移使得里海东南的
D

!BB

正距

平东移上青藏高原 $图
L8

(#

B

日 $图
L<

("

D

!BB

正距平强烈发展"青藏高原西部出现显著的
D

!BB

正距平"高原高压生成#这与
ABBL

年
O

月
AB

!

A!

日的高原高压形成过程很类似 $图
T

(#这就是说

-高原高压
N

高温区绕高原型.中的高原高压生成

过程是伊朗高压东伸上青藏高原而形成高原高压

的过程#

高原高压生成后"

i@

!

iH

日"

D

!BB

正距平

稳定在青藏高原西北部#西北风距平逐渐控制川

东地区 $图
L6

(#从新疆"经宁夏*内蒙古西部至

川东地区"显著的
B

U-Y

正距平区绕青藏高原分布#

川东地区出现了
%

A[:

的显著
B

U-Y

正距平 $图
O

(#

iT

!

iC

日 $图略("随着高原高压减弱东移"

显著的
B

U-Y

正距平区也从新疆绕青藏高原向东南

收缩"强度有所减弱#

因此"产生 -高原高压
N

高温区绕高原型.

的高原高压主要由伊朗高压东伸引起的高原高压

构成#在高原高压形成后"脊前西北气流绕青藏

高原向东南方向伸展"形成了从青藏高原北部到

川东地区环绕青藏高原的
B

U-Y

的正距平区#

T$A$A

!

!副高
N

长江高温型"

图
S

和图
C

是 -副高
N

长江高温型.的环流

和
B

U-Y

距平的演变#这类过程共
@T

次"占所有影

响川东夏季高温天气的高原高压过程的
HH$HX

#

和 -高原高压
N

高温区绕高原型.的环流演

变有所不同"在这类高原高压发生前 $

N!

!

NH

日("巴尔喀什湖地区的显著
D

!BB

负距平稳定维持

$图
S-

("有利于副高的西伸#

NH

!

B

日"长江以

北到华北地区的显著
D

!BB

正距平向西发展"覆盖

整个青藏高原地区"高原高压生成 $图
S8

(#受

D

!BB

正距平区的影响"显著的
B

U-Y

正距平位于长

江沿线和西南地区#川东地区出现了
%

A[:

的显

著
B

U-Y

正距平 $图
C-

(#对照
ABBL

年
L

月
AB

!

A!

日的个例可知"

NH

!

B

日的
D

!BB

距平场演变对应

于副高强烈西伸上青藏高原"而形成高原高压的

过程#这时的川东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高温天气

应是由副高控制上述地区而引起#

iA

!

iT

日"受东亚沿岸
D

!BB

负距平区向南

伸展的影响"位于大陆上的
D

!BB

正距平区与西太

平洋的
D

!BB

正距平区逐步分离 $图
S<

("即副高东

退#与
D

!BB

正距平的演变一致"长江中下游地区

的显著
B

U-Y

正距平减弱#在长江中上游和贵州等

地"依然受到高原高压脊前西北气流的控制"显

著
B

U-Y

正距平维持 $图
C8

(#

i!

!

iO

日 $图

略("大陆上的
D

!BB

正距平区逐步向西收缩减弱"

中心始终位于青藏高原西部#

iS

日"青藏高原

西部的显著
D

!BB

正距平区消失"川东地区的显著

B

U-Y

正距平范围缩小#

从上面的分析看出"副高强烈西伸上青藏高

原而形成高原高压是 -副高
N

长江高温型.的主

要环流演变特征#在高原高压形成前"副高西伸

控制长江沿线直至长江上游地区"形成了沿长江

的高温区#当副高东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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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S

!

同图
L

"但为 -副高
N

长江高温型.过程

D2

*

$S

!

>-U+-1D2

*

$L

"

8=,3#5,;+,

0I

+#3,;+1=8,5#

I

2<-.;2

*

; ;+-,J-E+

天气得到缓解#青藏高原上残留的高压"即高原

高压"脊前西北气流控制川东地区"使得这里的

高温天气继续维持#

!"%

!

小结

本节中"我们按照对川东地区高温天气的影

响"将高原高压分为两类#一类是高原高压生成*

发展后"青藏高原上形成高压脊#这个高压脊缓

慢东移#脊前西北气流绕青藏高原地形逐步控制

川东地区"有利于高温天气的形成"称这类过程

为 -高原高压
N

高温区绕高原型."其特点是在高

原高压发展后期"正
B

U-Y

距平区绕青藏高原东侧

向川东地区伸展"基本呈南北走向#另一类是副

高强烈西伸上青藏高原形成的高原高压#在这类

高原高压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副高西端控制了川

东地区"形成高温天气#当副高东退"高原高压

依然控制川东地区"使得这里的高温天气延续#

我们称这类过程为 -副高
N

长江高温型."其特点

是在高原高压发展前期正
B

U-Y

距平区位于长江沿

线"基本呈东西向分布#

其中 -高原高压
N

高温区绕高原型.高原高

压过程共
AT

次" -副高
N

长江高温型.高原高压

过程共
@T

次"分别占所有影响川东夏季高温天气

!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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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

!

同图
O

"但为 -副高
N

长江高温型.过程

D2

*

$C

!

>-U+-1D2

*

$O

"

8=,3#5,;+,

0I

+#3,;+1=8,5#

I

2<-.;2

*

; ;+-,J-E+

的高原高压过程的
!O$@X

和
HH$HX

#因此"这两

类过程包括了
CBX

左右的高原高压影响川东地区

高温天气过程"具有相当代表性"是高原高压影

响川东高温天气过程的主要类型#

(

!

结论和讨论

本文从分析
ABBL

年两次高原高压过程对川东

地区罕见的高温热浪过程的影响入手"研究了天

气尺度的高原高压与川东地区高温天气的关系#

对
ABBL

年川东地区罕见的高温热浪过程进行

分析发现"

ABBL

年共发生了
!

次高原高压过程"

其中
H

次对川渝罕见的高温热浪过程有重要影响#

虽然引起高原高压的过程多种多样"但对川东地

区高温天气的影响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

伊朗高压东伸上青藏高原的高原高压#在高原高

压发展后期"高原高压脊前的西北气流绕青藏高

原控制高原东北侧和东侧地区#

B

U-Y

正距平区出

现在西北地区到川东地区#青藏高原东北侧到川

东地区易于出现高温天气#这就是 -高原高压
N

高温区绕高原型.#这一型高原高压在东移过程中

对黄河上游天气气候的影响与孙国武等 $

@CSC

(

的研究结果一致#另一类是副高强烈西伸上青藏

高原引起的高原高压#在高原高压生成期"副高

西端控制川东地区"川东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出现纬向的
B

U-Y

正距平#在高原高压的发展后期"

副高东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高温天气得到缓解#

川东地区受依然维持的高原高压影响"高温天气

并不随着副高的东退而结束#我们称这类过程为

-副高
N

长江高温型.#

@COC

!

ABBL

年间"受高原高压影响的川东高

温天气过程和极端高温天气分别占总高温过程和

极端高温过程的
!C$BX

和
LT$!X

#二者有较密切

的关系#

将
@COC

!

ABBL

年间所有对川东地区高温天气

有影响的高原高压过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高

原高压
N

高温区绕高原型.和 -副高
N

长江高温

型.是高原高压影响川东高温天气过程的主要类

型"包括了
CBX

左右的高原高压影响川东地区高

温天气过程#对这两类过程的合成结果和前面的

两个个例分析结果基本一致#这两种类型的高原

高压体现了不同的高原高压形成机制#-高原高压

N

高温区绕高原型.主要表现了伊朗高压东伸形

成高原高压的过程#-副高
N

长江高温型.则主要

表现了副高强烈西伸上青藏高原形成高原高压的

过程#

我们注意到有近半数的高原高压过程对川东

高温天气没有影响#初步分析表明"当高原高压

的强度比较弱*高原高压的影响主要位于青藏高

原西部或北部"则没有绕青藏高原的西北气流控

制川东地区"也就没有高原高压对川东地区高温

天气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发现在对川东高温天

气影响较小的
ABBL

年
O

月
H

!

S

日和
S

月
@C

!

AT

日的高原高压过程中"副高位置都相对偏南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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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副热带高压的位置是不是高原高压影响川东

地区高温天气的必要条件呢0 什么样的环流配置

最有利于高原高压影响川东地区高温天气0 这些

将是我们今后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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