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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２日至２月２０日，广西出现了１９５１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平均气温最低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天气过

程，过程气温偏低程度达到了异常偏低的标准。利用数理统计、对比分析方法对广西历史上同期６次严重低温过程与２００８年

低温雨雪过程环流形势和主要影响因子进行了分析，并对相关性显著的４种环流指数进行了经验模态分析。结果表明：北半

球５００ｈＰａ环流为偶极型，欧亚大陆中高纬度和北太平洋地区为持续稳定的高压脊，同时巴尔喀什湖以南的青藏高原地区及

孟加拉湾地区为持续稳定的低压槽，这种“北脊南槽”分布形势是造成广西异常低温过程的主要环流背景；蒙古低槽、孟加拉

湾低槽、东北太平洋阻高持续偏强，及副高西伸脊点位于南海至菲律宾一带海面的日数偏多是２００８年初广西异常低温雨雪天

气过程的主要影响因子，它们组合异常，导致了广西异常低温雨雪天气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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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０８年１月中旬至２月中旬，受强冷空气和偏

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广西出现了一次严重的低温

雨雪冰冻天气过程，这次灾害性天气过程影响范围

之广，强度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重，为广西有

气象记录以来所罕见，对广西交通运输、能源供应、

电力传输、通讯设施、农业生产、群众生活等造成严

重影响和损失。这次过程波及面广，全国２０个省

（区、市）先后遭受了低温雨雪冰冻灾害袭击，从过程

影响范围、强度、持续时间、严重的程度上分析，很多

地区为５０年一遇，部分地区百年一遇，属历史罕

见［１］。对此次异常天气过程国内很多学者都进行了

分析研究，丁一汇等［２］、林良勋等［３］分析指出：拉尼

娜事件是灾害发生的气候背景，它为雨雪冰冻天气

提供了冷空气侵袭中国南方的前提条件，欧亚大气

环流持续性异常是造成冷空气不断侵袭中国南方的

直接原因，孟加拉湾和南海地区暖湿气流的北上是

大范围冻雨和降雪形成并持续在中国南方的必要条

件。王东海等［４］、杨贵名等［５］从欧亚异常稳定的大

尺度环流形势及西来冷空气不断地与南来暖湿气流

在长江流域和华南交汇作了分析。高辉等［６］认为西

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北，决定了低温暴雪冰冻

灾害发生的区域，青藏高原南缘的南支槽异常稳定

活跃，为我国长江中下游及其南部地区出现强雨雪

天气提供了更加充足的水汽来源。黄小玉等［７］分析

表明：副热带高压持续偏强，中高纬度阻塞高压维

持，孟加拉湾为稳定低槽，地面冷空气强度偏强是这

次灾害天气的主要环流背景。张俊岚等［８］分析得

到：可降水量场与水汽通量矢量场的分布不一致，水

汽源地中以南海的水汽输送贡献最大；水汽输送通

过西方和东方输送路径，在中层和中低层进行，西方

和东方路径均在青藏高原西侧转为西南气流的水汽

输送带，低空西北和西南急流的建立和维持，对水汽

长距离的输送至南疆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分析主要是从大气环流场上作定性的分

析，但对这些环流异常的定量描述及其它们之间相

互作用分析较少。本文通过对广西２００８年初异常

低温过程和历年同期典型低温年的大尺度环流特征

进行合成对比分析，计算了多种环流指数，找出了冬

季持续低温过程的主要影响因子，并分析其与广西

冬季持续低温过程的关联，对相关显著性大的环流

因子进行了经验模态分析，讨论了拉尼娜事件与欧

亚地区大气环流异常的联系及其对低温形成的作

用。着重从欧亚、太平洋面等大尺度来分析造成广

西２００８年初异常低温过程的环流背景和主要影响

因子，定量地分析这些因子的影响情况，及其主要影

响因子之间的组合作用。

１　资料、典型低温年和指数定义

（１）ＮＣＥＰ／ＮＣＡＲ的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

２．５°×２．５°网格距再分析资料。

（２）广西８９个气象台站逐日平均温度、日最低

温度、日降雨量、降雨日数、日降雪及冰冻、冻雨资

料。

（３）典型低温年定义

计算１９６０—２００８年广西８９个气象台站１月１

日至２月２０日逐日平均气温，统计日平均气温≤８

℃连续出现≥１２天的年份，达此标准的年份有：

１９６７年、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４年、１９７７年、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９

年，这些年份称为广西典型低温年（下同）；各年该阶

段日平均气温≤８℃累计日数定为广西低温序列。

（４）指数定义

乌拉尔山阻塞高压（简称乌山阻高）：４０°～

５０°Ｎ、４０°～７５°Ｅ范围５００ｈＰａ高度之和；贝加尔湖

阻塞高压（简称贝湖阻高）：５０°～６０°Ｎ，７５°～１１０°Ｅ

范围５００ｈＰａ高度之和；东北太平洋阻塞高压（简称

东北太平洋阻高）：３０°～８０°Ｎ，１８０°～１２０°Ｗ 范围

５００ｈＰａ高度之和；鄂霍次克海低槽（简称鄂海低

槽）：５０°～６０°Ｎ，１２０°～１５０°Ｅ范围５００ｈＰａ高度之

和；孟加拉湾低槽：２０°～３０°Ｎ，８０°Ｅ与１００°Ｅ范围

５００ｈＰａ平均高度和之差；蒙古低槽：４５°～５０°Ｎ，８０°

～１２０°Ｅ范围５００ｈＰａ高度之和；副高西伸脊点位

置日数（简称副高西脊点）：西太平洋副高西伸脊点

在１１０°～１３０°Ｅ范围内５８８ｄａｇｐｍ等值线最西位置

所在的经度［９］的日数。

以上各项环流指数是指１９６０—２００８年各年１

月１日至２月２０日时段（称为低温过程，下同）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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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３０年（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平均值的差（距平值），因

此，指数的正负代表了有或无阻高或低槽的强与弱。

２　２００８年初广西异常低温过程概况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２—１５日，广西各地先后出现了

大幅度的降温天气，大部地区日平均气温下降幅度

达８～１８℃，有６３个县（市）达到（广西）寒潮标准。

１月１２日至２月２０日广西平均气温为６．８℃，比

常年同期偏低４．８℃，偏低程度为１９５１年以来同期

第１位，其中１月１４日至２月１２日，广西日平均气

温≤８℃持续天数长达３０天，是广西１９５１以来持

续时间最长的低温天气过程。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划

分气候异常标准［１０］的分析方法，计算２００８年初低

温过程平均气温标准差为－２．９，达到了异常的标

准。

低温过程广西平均降水量１６７．８ｍｍ，比常年

偏多３成，降雨日数１６天，比常年偏多３天；期间广

西北部有２２６站次出现冰冻，１０１站次出现冻雨，６２

站次出现降雪，其中冰冻、冻雨最长连续日数分别为

２２天和２１天，是广西近５０年来冻雨总站次最多，

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严重的一次过程；因而２００８

年初的低温过程定为广西异常低温过程。

３　异常低温过程环流特征

持续的大气环流异常是２００８年初南方地区大

范围低温阴雨灾害的直接原因，２００８年广西异常低

温过程也与欧亚大气环流的持续异常有密切关系。

本文分析了２００８年低温过程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平均

高度场和距平场（图１ａ、ｂ）与典型低温年合成的北

半球５００ｈＰａ平均高度场和距平场（图２ａ，ｂ）作比

较。

从图１、图２可看出，２００８年广西异常低温过程

和典型低温年在５００ｈＰａ平均高度场上同为偶极

型，这与冬季平均图上经典的３波环流形势有明显

的不同；低温年极涡呈２波型，主中心略偏于东半

球，极涡轴线沿１４０°Ｅ，从极地向南伸至５５°Ｎ，即在

鄂霍次克海附近形成次中心，欧亚中高纬度地区和

亚洲东部到北太平洋为持续稳定的高压脊，巴尔喀

什湖以南的青藏高原地区及孟加拉湾地区为低槽

区。距平场上，乌拉尔山或贝加尔湖及北太平洋地

区为正距平区，巴尔喀什湖以南到孟加拉湾地区为

大范围的负距平区，这种强度和范围均异常偏强的

“对偶式”距平分布，在动力学上是极其稳定的。当

欧亚中高纬度位势高度升高，在乌拉尔山地区或贝

加尔湖地区有阻塞高压的发展，同时太平洋地区有

阻塞高压时，可导致中、高纬度西风分支，西伯利亚

冷空气不易东移出去，而是受乌拉尔山或贝加尔湖

高压脊前偏北气流引导，从青藏高原的东北侧南下，

造成副热带锋区南压，使得冷空气可频繁南侵到江

南和华南一带。青藏高原地区及孟加拉湾地区低压

系统的持续偏强，也反映了此阶段的南支槽较为活

跃，使得在广西的上游出现了一支强劲的水汽输送

带。冷暖气流在江南、华南地区频繁交汇，为广西低

温雨雪天气过程提供了动力辐合条件；因而这种“北

脊南槽”分布形势的持续稳定是造成广西异常低温

过程的主要环流背景。

 

 

 

 

 

 
 

图１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０日至２月２０日５００ｈＰａ平均高度场（ａ）及距平场（ｂ）（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１　５００ｈＰａ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ａ）ａ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ｙｆｉｅｌｄ（ｂ）

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０ｔｏ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２００８（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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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典型低温年１月１日至２月２０日５００ｈＰａ平均高度场（ａ）

及距平场（ｂ）合成图（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２　５００ｈＰａ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ａ）ａ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ｙｆｉｅｌｄ（ｂ）

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０ｔｏＦｅｂｕｒａｒｙ２０ｉｎ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ｙｅａｒ（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２００８年初低温过程期间欧亚中高纬度、北太平

洋地区及巴尔喀什湖至孟加拉湾地区的正、负距平

中心比典型低温年明显偏强，其中乌拉尔山和贝加

尔湖地区正距平中心偏强约４ｄａｇｐｍ，太平洋上空

的正距平中心偏强约８ｄａｇｐｍ，鄂霍次克海的负距

平中心偏强约２ｄａｇｐｍ，而巴尔喀什湖以南一带负

距平比典型低温年偏低２ｄａｇｐｍ，表明在此低温过

程期间，乌拉尔山和贝加尔湖地区出现了明显的阻

塞高压，而孟加拉湾地区又为明显的低槽区，致使冷

空气和暧湿气流频繁在江南和华南一带交汇，造成

广西持续的低温雨（雪）天气。

４　异常低温过程主要影响因子

为了客观定量分析各类天气系统对广西异常低

温过程的影响情况，本文计算了低温过程的有关环

流指数（表１），由此来描述南北两支气流的特征，通

过综合分析环流指数与广西低温序列间的相关系

数，找出导致广西异常低温过程的主要影响因子。

从表１看出，在广西冬季７个典型低温或异常

低温年中，有５年出现了乌拉尔山阻高，６年出现了

东北太平洋阻高，而同有乌拉尔山阻高和贝加尔湖

阻高的２年中（１９８４年和２００８年）是广西持续低温

日数最长的２年，可见阻高对广西低温过程影响起

到很大作用。在广西７个典型低温或异常低温年

中，５年出现了鄂霍次克海低槽，７年有蒙古低槽，６

年有孟加拉湾低槽，而副高西脊点２００８年为最多的

一年。计算这些指数与低温序列的相关系数可见，

相关系数一般都较大，特别是东北太平洋阻高、蒙古

低槽、副高西脊点和孟加拉湾低槽通过了α＝０．０５

显著性水平。

表１　广西典型和异常低温年环流指数及其与低温序列相关关系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犮犻狉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犻狀犱犲狓狅犳狋狔狆犻犮犪犾犾狅狑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狔犲犪狉狅狉犪犫狀狅狉犿犪犾犾狅狑

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狔犲犪狉犪狀犱犻狋狊犮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狑犻狋犺犾狅狑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狊犲狇狌犲狀犮犲犻狀犌狌犪狀犵狓犻

典型或异常低温年／年 １９６７ １９６９ １９７４ １９７７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９ ２００８ 相关系数犚

北
支
气
流
指
数

乌山阻高／ｄａｇｐｍ －４．２ ２．１ ５．２ ３．８ １６．８ －５．３ ５．５ ０．２１

贝湖阻高／ｄａｇｐｍ －０．７ －１６．０ －８．４ －１．８ ２．３ －０．４ ４．３ －０．２４

　　 东北太平洋阻高／ｄａｇｐｍ ５．１ ８．７ ８．７ －１０．３ ０．０ １５ ８．２ －０．４９

鄂海低槽／ｄａｇｐｍ －６．７ －９．８ ３．９ －２．４ ５．２ －２．６ －２．８ －０．０８

蒙古低槽／ｄａｇｐｍ －３．５ －１．４ －４．４ －１．８ －６．２ －１．０ －４．２ －０．４８

南
支
气
流
指
数

孟加拉湾低槽／ｄａｇｐｍ －２．６ －０．３ －４．３ －２．２ －２．４ ０．７ －２．９ －０．２９

副高西脊点／ｄ ０．９ －０．１ －５．４ －３．１ －５．１ ２．９ ７．９ ０．３４

海温事件 无 ＥｌＮｉｎｏ ＬａＮｉｎａ ＥｌＮｉｎｏ 无 ＬａＮｉｎａ ＬａＮｉｎａ

　　　注：犚≥０．２７通过α＝０．０５的显著性检验，犚≥０．３７通过α＝０．０１的显著性检验，犚≥０．５通过α＝０．００１的显著性检验

　　　Ｎｏｔｅｓ：犚≥０．２７，犚≥０．３７，ａｎｄ犚≥０．５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ｖａｌｕｅｓａｔａ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０．０５，０．０１ａｎｄ０．００１，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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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乌拉尔山阻高、贝加尔湖阻高、鄂霍

次克海低槽、东北太平洋阻高、蒙古低槽、孟加拉湾

低槽和副高西脊点是造成广西冬季持续明显低温过

程的主要影响因子，其中后４个因子影响作用最大，

是低温形成的重要条件。

这７个主要影响因子造成广西冬季持续低温过

程的原因是：当有乌拉尔山阻高或贝加尔湖阻高，并

有东北太平洋阻高时，鄂霍次克海和蒙古地区低槽

活跃，使得中、高纬度西风分支，西伯利亚冷空气不

易东移出去，而是受乌拉尔山或贝加尔湖高压脊前

和蒙古低槽后偏北气流引导，从青藏高原的东北侧

南下，造成副热带锋区南压到江南和华南一带，与此

同时，孟加拉湾地区低槽活跃，槽前有西南暖湿气流

源源不断地向广西输送，冷暖气流在广西频繁交汇，

就可造成广西冬季出现严重的低温天气过程，这与

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１７］。

另外，在７个典型低温或异常低温年中，有３年

出现了拉尼娜，２年出现厄尔尼诺，可见，海温事件

与广西冬季严重的低温过程没有明确的对应关系，

只是一种先决条件，即如丁一汇等［２］分析得到的“拉

尼娜事件是灾害发生的气候背景，它为雨雪冰冻天

气提供了冷空气侵袭中国南方的前提条件”，该文在

下一章节还将做进一步分析。

５　异常低温过程主要影响因子分析

造成２００８年初严重低温雨雪天气事件原因是

多方面的，其重要因素是主要影响因子的组合异常，

为此，本文对上述提出的主要影响因子及因子的组

合作用进行深入分析。

５．１　阻　高

分析２００８年初逐日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发现：１

月１日至２月２０日在亚洲大陆中高纬度有５次明

显的阻塞过程，分别是１月１—８日（乌拉尔山阻

高）、１月１７—１９日（乌拉尔山阻高）、１月２２—３０日

（贝加尔湖阻高）、２月４—６日（贝加尔湖阻高）、２月

７—９日（乌拉尔山阻高），而这５次阻高减弱或崩溃

都对应了一次蒙古低槽活动，并有明显的冷空气南

下影响广西，５次过程广西全区都出现了相应的显

著降温，其中１月中旬初最强一次冷空气降温幅度

达到１５．４℃，广西大范围地区出现寒潮天气。在稳

定少变的阻塞环流形势下，一次次的冷空气南下补

充，导致了罕见的持续低温雨雪。

由此可见，只要乌拉尔山或贝加尔湖地区有阻

高，均可造成蒙古地区有低槽活动，这种“北脊南槽”

“偶式”分布使得北方冷空气不断南下，是造成２００８

年广西异常低温过程冷空气侵袭的主要原因。而乌

拉尔山或贝加尔湖地区有阻高是先决条件，蒙古有

低槽是必要条件（重要条件）。

５．２　孟加拉湾低槽和副高西脊点

偏南暖湿气流的维持是造成广西低温阴雨天气

持续的主要因素，一般来说，影响广西的暖湿气流主

要来源于两条路经，一是孟加拉湾附近低槽输送的

西南暖湿气流，二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西侧输送

的东南暖湿气流。２００８年初低温过程期间孟加拉

湾低槽活动较活跃，分析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０日至２月

２０日逐日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发现：１月１１—１７日在

孟加拉湾地区连续７天有低槽活动，并稳定维持在

１０５°Ｅ附近，１月２２日至２月２日的１２天里，低槽

一直维持在孟加拉湾地区，其槽前有暖湿气流不断

向广西方向输送。

经验表明，出现该文定义的副高西脊点位置，广

西西南方通常出现显著的西南气流，给予广西提供

充足的水汽。统计了２００８年１月１至２月２０日副

高西脊点有１６天（１月９—１２日、１５—６日、２２—１

日），对应在南海地区（１５°～２５°Ｎ、１１０°～１３５°Ｅ）出

现南风的有１４天，比常年偏多７．９天，表明当副热

带高压西伸脊点位于南海至菲律宾一带海面，且持

续时间较长时，有利于广西南部的南海地区形成偏

南气流，并向广西一带输送暖湿水汽。

由此可见，当孟加拉湾维持稳定的低槽，且西太

平洋副高西脊点位于南海至菲律宾一带海面的日数

偏多，对２００８年初异常低温过程形成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

５．３　主要环流指数的组合异常

５．３．１　蒙古低槽和孟加拉湾低槽的组合异常

分析了分别代表北支气流和南支气流的主要环

流指数蒙古低槽和孟加拉湾低槽的变化情况，发现：

２００８年１月７至２月１３日，蒙古地区出现了３次异

常（标准化量小于－１．０）偏强的低槽，比常年偏多１

次，孟加拉湾低槽异常偏强的总日数为１０天，比常

年偏多２天。在蒙古低槽第一次出现异常偏强后（１

月７日），孟加拉湾低槽较弱，广西虽出现了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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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潮降温，却没有雨雪天气，到１月２１日蒙古低槽

第二次出现异常偏强时，此时孟加拉湾低槽开始出

现，且持续了１０天的异常偏强，表明蒙古低槽和孟

加拉湾低槽的组合异常是造成广西持续低温雨雪天

气的重要条件。

５．３．２　蒙古低槽、孟加拉湾低槽、东北太平洋阻高

和副高西脊点的组合异常

采用经验模态分解方法（ＥＭＤ）
［１１１２］，分析了４

个主要环流指数，即：蒙古低槽、孟加拉湾低槽、东北

太平洋阻高和副高西脊点的多时间尺度（从高频到

低频）振荡特征，发现：它们一般都仅有５个ＩＭＦ

（本征模态）分量。其中蒙古低槽有４个分量为下降

趋势，即从高频到低频都有利于增强；副高西脊点有

４个分量为上升，即有多种尺度振荡利于副高西脊

点增多；而孟加拉湾低槽的前３个分量为下降，东北

太平洋阻高的前２个分量为增强，即主要环流指数

孟加拉湾低槽和东北太平洋阻高的中高频振荡是有

利增强的。对各主要环流指数最强振幅（包含序列

信息最多）的第１分量作功率谱分析表明，孟加拉湾

低槽及东北太平洋阻高和副高西脊点的ＩＭＦ１均有

３年的显著（９５％的置信度，下同）周期，蒙古低槽的

ＩＭＦ１则有４～６年显著周期，这与南方涛动过程及

太阳双周振动相一致。纵观１９６０年以来这些主要

环流指数的变化（图３），可见：２００８年出现的这种强

度及配置是前所未有的，表明影响广西冬季低温过

程的主要环流指数出现了一种组合异常。

图３　孟加拉湾低槽、蒙古低槽、东北太平洋阻高和副高西脊点的ＩＭＦ１组合演变图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ＩＭＦ１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ｏｕｇｈ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ＢａｙｏｆＢｅｎｇａｌ

ａｎｄ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ｔｈｅ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ｈｉｇｈｏｖｅｒ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ｎｄｏｆｒｉｄｇｅ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ｈｉｇｈ

５．４　拉尼娜事件的潜在作用

广西冬季７个典型低温或异常低温年中，有３

年出现了拉尼娜事件（表１），表明赤道东太平洋海

温事件与广西冬季低温有一定关系。２００７年８月

开始，赤道东太平洋海温出现了明显的负距平，一次

新的拉尼娜事件开始发生，到２００８年１月赤道东太

平洋海温最低温度达到了－２℃左右，达到了顶盛

期。何溪澄等［１３１４］研究表明，强拉尼娜事件发生的

当年冬季，亚洲中纬度大气环流的经向发展会异常

强烈，由暖空气构成的高压脊可向北延伸到极区，引

导那里的极地冷空气频繁南下侵入中国，造成中国

北方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气温偏低。表明拉尼娜事件

造成了大气环流的异常，间接对我国气候产生了影

响。

为了定量客观地分析判断拉尼娜事件对广西冬

季严重低温过程的影响情况，计算了冬季（１２月到

次年２月）赤道东太平洋 Ｎｉｎｏ３区海温与北半球

５００ｈＰａ平均高度场的关系（图略），可见，Ｎｉｎｏ３区

海温与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平均高度场相关系数最大的

有３个区域，即：东北太平洋负相关区，印缅到贝加

尔湖地区的正相关区，乌拉尔山至里海的负相关区，

其中与东北太平洋区负相关系数通过α＝０．００１显

著性检验的范围达２６个经度、１７个纬度，在印缅一

带的正相关区也通过α＝０．０５的显著性检验。表明

拉尼娜事件发生时，东北太平洋区域阻高偏强，印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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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贝加尔湖地区高度场偏低（即多低槽活动）。显而

易见，东北太平洋阻高稳定维持对高纬度西风带气

流有一种阻塞作用，造成冷空气在其上游（贝加尔湖

地区）堆积。分析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０日至２月２０日逐

日地面气压场可知，１月１０—１２日在巴尔喀什湖至

贝加尔湖一带一直维持１０４０ｈＰａ的强冷高压中心，

１３日以后冷高压中心才逐渐开始减弱出海，表明：

此次持续低温雨雪发生期间，亚洲中高纬度一直维

持着一个强冷源，为广西冬季持续低温雨雪提供了

重要冷源条件。

６　小　结

针对广西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异常低温天气过程，

对广西异常低温与典型低温年低温期间５００ｈＰａ高

度场和距平场进行了对比分析；并计算分析了多种

环流指数，定量描述了影响广西低温过程主要环流

指数的组合异常，并探讨了它们发生异常的可能原

因，得到以下结论：

（１）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２日至２月２０日，广西出现

了１９５１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平均气温最低的低温

雨雪冰冻灾害天气过程，累计气温达到了异常偏低

的标准，也是广西近５０年来冻雨总站次最多，影响

最严重的一次过程。

（２）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环流的偶极型，欧亚大陆

中高纬度、北太平洋地区为稳定高压脊，巴尔喀什湖

以南的青藏高原地区及孟加拉湾地区为持续稳定的

低压槽，这种强度和范围均异常的“对偶式”分布是

造成广西异常低温过程的主要环流背景。

（３）当有乌拉尔山阻高或贝加尔湖阻高，并有

东北太平洋阻高时，鄂霍次克海和蒙古地区低槽活

跃，使得副热带锋区南压到江南和华南一带，此时，

孟加拉湾地区低槽活跃，槽前有西南暖湿气流源源

不断地向广西输送，冷暖气流在广西频繁交汇，易造

成广西冬季出现严重的低温天气过程。

（４）乌拉尔山或贝加尔湖地区有阻高，均可造

成蒙古地区有低槽活动，这种“北脊南槽”“偶式”分

布是造成２００８年广西异常低温过程冷空气侵袭的

主要原因。而乌拉尔山或贝加尔湖地区有阻高是先

决条件，蒙古有低槽是必要条件。

（５）孟加拉湾维持稳定的低槽，且西太平洋副

高西脊点位于南海至菲律宾一带海面的日数偏多，

对２００８年初异常低温过程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

（６）１月下旬开始，蒙古低槽和孟加拉湾低槽

的组合异常是造成广西持续低温雨雪天气的重要条

件。

（７）副高西脊点位于南海至菲律宾一带海面的

日数，与蒙古低槽和孟加拉湾低槽及东北太平洋阻

高的强度和配置出现了１９６０年以来前所未有一个

组合异常，是造成广西２００８年初异常低温雨雪天气

的主要原因。

（８）前冬拉尼娜事件的出现，使得东北太平洋

阻高稳定维持，造成亚洲中高纬度一直维持着一个

强冷源，为广西冬季持续低温雨雪提供了重要冷源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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