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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半球阻塞高压实时监测诊断业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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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利用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实时气象数据库的逐日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资料，确定了

适合业务使用的北半球及关键区阻塞高压监测诊断方法。通过建立阻塞高压指数实

现了对北半球中高纬地区任意经度上的阻塞形势的实时监测，同时在鄂霍次克海、贝

加尔湖和乌拉尔山这三个对我国夏季降水有较大影响的地区选取关键区进行阻高实

时监测。此外，还通过对北半球逐日和５天滑动平均５００ｈＰａ环流场的监测，从而初

步建立了北半球阻塞高压实时监测诊断业务系统。通过对２００６年阻塞高压实时监

测产品的诊断分析表明，监测到的北半球阻塞高压的出现位置和强度与实况相符，监

测结果对于我国的夏季降水预报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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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高纬度５００ｈＰａ层的阻塞形势，特别

是东亚阻塞高压是影响我国夏季降水和旱涝

的主要环流系统之一。如何准确地监测北半

球和欧亚地区的阻塞形势，对于提高我国短

期气候预测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九

五攻关项目”［１］和其他多项业务改进项目［２］，

我国气候监测业务的范围和水平均有很大的

提升，但北半球的阻塞高压监测仍属薄弱环

节。我国和许多国家相似，在日常气候监测

业务中，主要通过对北半球中高纬度５００ｈＰａ

环流形势的分析来定性地判别是否有阻塞形

势存在及其大致范围，尚未有一套适于业务

应用的客观化方法对阻塞形势进行定量的监

测，例如阻高出现的位置和强度等等，而这些

定量的监测结果对于短期气候预测具有直接

的参考意义。美国海洋与大气局（ＮＯＡＡ）

在气候监测业务中，通过引入阻高指数对北

半球中高纬地区的阻塞形势及强度进行实时

监测［３］，此方法将阻高监测直观化和客观化，

非常适合日常监测业务使用。因此，在建立

我国北半球阻塞高压实时监测诊断系统时借

鉴此方法实现了对北半球中高纬地区任意经

度上的阻塞形势的监测。分析表明［４５］，鄂霍

次克海、贝加尔湖和乌拉尔山这三个地区是

阻塞高压发生频次较高的地区，夏季有无阻

塞高压建立和维持，对我国夏季降水和旱涝

影响较大。因此，分别在这三个地区选择关

键区进行阻高监测。另外，系统也对逐日和

５天滑动平均的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环流场进行

监测，从而初步建立了从北半球到区域的阻

塞高压实时监测诊断业务。

１　资料简介

北半球阻塞高压实时监测诊断业务系统

使用的逐日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资料来自国家气

象信息中心的实时气象数据库，为 Ｔ２１３客

观分析资料，其均匀经纬矩形格点网覆盖全

球，格点距为１．６２５°×１．６２５°，经过程序格式

转换后的应用资料的格点距变为２．５°×

２．５°，资料时段从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开始。

本文使用的历史气候资料为 ＮＣＥＰ／

ＮＣＡＲ再分析资料中的日平均５００ｈＰａ高度

场资料，其均匀经纬矩形格点网覆盖全球，格

点距为２．５°×２．５°，资料时段为１９４８年１月

１日—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　阻塞高压监测指数定义

２１　北半球中高纬阻塞高压指数

　　阻高数值化定义用Ｔｉｂａｌｄｉ和Ｍｏｌｔｅｎｉ
［３］

的方法，该方法是从Ｌｅｊｅｎａｓ和 Ｏｋｌａｎｄ
［６］改

进得来。该阻高指数是局地和瞬时的，用于

实时监测十分理想。

　　下面是北半球中高纬阻高指数的计算方

法：

对 每 个 经 度，南 ５００ｈＰａ 高 度 梯 度

（ＧＨＧＳ）和北５００ｈＰａ高度梯度（ＧＨＧＮ）计

算如下：

ＧＨＧＳ＝
犣（０）－犣（狊）

０－狊

ＧＨＧＮ＝
犣（狀）－犣（０）

狀－０

　　犣 代表位势高度，狀＝８０°Ｎ＋δ，０＝

６０°Ｎ＋δ，狊＝４０°Ｎ＋δ，δ＝－５°，０°，５°

对某时某经度任意一个δ值，如果条件

８７　　　　 　　　　　　　　　　　　 　气　　象　　 　　　　　　　　　 　　 　　　第３３卷　



满足：

（１）ＧＨＧＳ＞０

（２）ＧＨＧＮ＜－１０ｍ／纬度

则诊断为该时该经度有阻塞，阻塞指数

为ＧＨＧＳ。当有两个以上的δ值同时满足

（１）和（２）两个条件时，则取ＧＨＧＳ值大者为

阻塞指数。因为阻高有一段持续的时间，在

计算ＧＨＧＳ和ＧＨＮＳ之前，先对５００ｈＰａ高

度场做５天的滑动平均，以把有充分持续时

间的阻高分离出来。

２２　关键区选取

赵振国［４］对鄂霍次克海、贝加尔湖和乌

拉尔山分别定义了关键区：５０～６０°Ｎ、１２０～

１５０°Ｅ区域代表鄂霍次克海阻塞高压区，５０

～６０°Ｎ、８０～１１０°Ｅ区域代表贝加尔湖阻塞

高压区，５０～６０°Ｎ、４０～７０°Ｅ代表乌拉尔山

阻塞高压区。这里沿用这三个关键区的经度

跨度范围，则中高北纬地区的５００ｈＰａ位势

高度沿着每个纬度带在这三个经度跨度范围

内的平均值就代表了鄂霍次克海地区、贝加

尔湖地区和乌拉尔地区在各个纬度带的平均

高度场。

　　同样，在这三个关键区的各自经度跨度

内，将每个格点上的ＧＨＧＳ相加后再除以格

点数可代表这三个区的平均阻高指数。

３　北半球阻塞高压监测诊断业务系统

３１　系统结构

　　基于国家信息中心的实时气象数据库的

逐日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资料，初步建立了北半

球阻塞高压实时监测诊断业务系统。该业务

系统每日自动定时启动并生成阻高监测产

品，其系统结构框图如图１所示。以下以

２００６年为例，介绍此系统的监测产品。

 

  

  

 

图１　北半球阻塞高压实时监测业务系统框图

３２　产品

３２１　北半球中高纬阻塞高压指数

图２给出了２００６．０１．０１—２００６．１１．１６

的北半球中高纬阻塞高压指数的时间经度剖

面图。图中显示，２００６年夏季以前，阻塞高

压主要出现在欧洲、大西洋和北美洲的东半

部地区，并呈较明显的４次阻塞形势过程，出

现的时间依次是１月至２月初、２月下旬至３

月初、３月中旬和５月上半月。其中２月下

旬至３月初的阻塞形势范围最广，经度跨度

从９０°Ｗ至２０°Ｅ，其阻高指数也最强，中心值

达到了２０米／纬度。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１月

出现阻塞高压的位置则显得较为分散，北半

图２　２００６年北半球中高纬阻塞高压
指数时间经度剖面（单位：米／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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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各地区在不同的时段均有出现阻塞形势，

但强度较弱，基本在０～５米／纬度，少数达到

５～１０米／纬度。在４０～１５０°Ｅ范围内（即鄂

霍次克海、贝加尔湖和乌拉尔山的关键区），

出现阻高的时段主要集中在６—７月，阻高指

数基本在０～５米／纬度，仅在７月上旬末的

６０～７５°Ｅ间达到５～１０米／纬度。

　　为检验阻高监测结果是否准确，对比了

同期美国 ＮＯＡＡ 的监测实况（可参考ｈｔ

ｔｐ：／／ｗｗｗ．ｃｐｃ．ｎｃｅｐ．ｎｏａａ．ｇｏｖ／）。总体上，

两者在监测阻高出现的位置和时间上基本完

全吻合，但阻高指数的强度略有差异，具体表

现在业务系统监测到的阻高指数有时比

ＮＯＡＡ监测到的偏小０～１０米／纬度。如

２００６年９月中旬，北半球中高纬的１８０～

９０°Ｗ之间出现阻高，ＮＯＡＡ 监测到的该区

间的阻高指数的中心最大值为５～１０米／纬

度，而本系统监测的阻高指数强度为０～５

米／纬度，偏小５米／纬度左右。２００６年１１月

上旬末至中旬，北半球中高纬的１２０°Ｅ～１８０

之间出现阻高，ＮＯＡＡ监测到的该区间的阻

高指数的中心最大值为５～１０米／纬度，而本

系统监测的阻高指数强度为０～５米／纬度，偏

小１０米／纬度左右。这种差别的出现与所用

的实时资料不同有关。其他时段两者的差别

较小。

３２２　关键区阻塞高压指数

图３是２００６．１．１—２００６．１１．１６鄂霍次

克海、贝加尔湖和乌拉尔山关键区的阻塞高

压指数。图中显示，乌拉尔山关键区出现两

次明显的阻塞形势，出现时间分别在４月底

至５月初和７月中旬附近，持续时间分别为

１０天和８天，其中前者指数最大值为１．１，后

者的最大值达到２．２。贝加尔湖关键区只在

７月上旬和７月下旬各出现一次阻塞高压，

持续时间分别是５天和４天，两次过程的指

数最大值均不超过１。鄂霍次克海关键区共

出现五次明显的阻塞过程，出现时间分别在

１月底、６月初、６月中旬、７月下旬和１１月上

旬，持续时间分别是２天、８天、７天、３天和７

天，在这五次阻塞过程中，指数最大值分别是

０．６、０．２、１．８、０．７和２．１。

图３　乌拉尔山（ａ）、贝加尔湖（ｂ）
和鄂霍次克海（ｃ）关键区的阻高指数

２００６．１．１—２００６．１１．１６

　　廖荃荪和赵振国
［７］、赵振国［４］研究指出，

夏季东亚阻塞高压的持续发展是造成我国出

现３类雨型，即长江流域多雨的主要原因，夏

季鄂霍次克海地区、贝加尔湖地区的阻塞高

压与长江流域的降水量存在明显的正相关。

将鄂霍次克海地区、贝加尔湖地区的夏季的

每日阻高指数各自累加再去除以出现的阻高

天数，可得到这两个地区的夏季平均阻高指

数。由此计算出鄂霍次克海地区和贝加尔湖

地区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的３０年平均夏季阻高指

数分别是０．９２，０．２９。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得

出２００６年夏季上述两个地区的夏季平均阻

高指数分别是０．４６和０．２４，均小于３０年气

候平均值。气候监测表明（参考国家气候中

心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ｃｃ．ｃｍａ．ｇｏｖ．ｃｎ），

２００６年夏季我国雨带主要位于江南和黄淮

地区，长江流域的降水量较常年偏少，这与同

年夏季的鄂霍次克海地区、贝加尔湖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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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高偏弱相符。

３３　北半球阻塞高压监测诊断业务中的其

他监测产品

　　北半球阻塞高压监测诊断业务系统中还

包括日平均和 ５ 日滑动平均的北半球

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的实时监测，其中后者是对最

近连续５天的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计算和平均。

此外，还有鄂霍次克海、贝加尔湖和乌拉尔山

这三个关键区的平均５００ｈＰａ高度逐日演变

的实时监测。具体方法是利用经过５日滑动

平均后的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资料，沿３５～８５°Ｎ

的每个纬度带分别对１２０～１５０°Ｅ、８０～

１１０°Ｅ和４０～７０°Ｅ这三个关键区的经度跨度

范围内的５００ｈＰａ高度求和平均，用以代表

鄂霍次克海地区、贝加尔湖地区和乌拉尔地

区在各个纬度带的５００ｈＰａ平均高度（图

略）。

４　小　结

北半球阻塞高压实时监测诊断业务是国

家气候中心监测诊断业务中新增的一项实时

业务，北半球中高纬阻塞高压指数实现了对

北半球中高纬任意经度上阻塞形势及其强度

的实时监测，鄂霍次克海、贝加尔湖和乌拉尔

山地区的阻塞高压的监测，尤其在夏季的监

测，可为我国的夏季降水预测提供良好的参

考因子。通过与美国 ＮＯＡＡ的同期阻高监

测情况比较，两者的监测结果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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