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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北半球大气环流及对中国气候

异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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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国家气候中心，中国气象局气候研究开放实验室，北京１０００８１；２国家气象中心）

提　要：２００６年，赤道中东太平洋经历了一次从ＬａＮｉｎａ状态到ＥｌＮｉｎｏ事件的过

程。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上，欧亚中高纬度地区前冬为经向型环流，后冬亚洲地区盛行纬

向环流；夏、秋季，亚洲高纬度地区为经向型环流而中纬度为纬向环流，这种环流形势

不利于冷空气南下，导致我国２００６年的夏、秋季变得异常暖。２００６年西太平洋副热

带高压面积偏大、强度偏强且西伸脊点异常偏西。夏季没有出现持续性的较强的阻

塞形势，从而使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梅雨较弱。东亚夏季风异常偏

强。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冬季，青藏高原温度异常偏高，各季的高度场也较常年同期偏高，

这有利于副高的加强西伸，而７—８月、１０月太平洋暖池区对流活动强盛，为热带气

旋的生成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动力条件，并在副高的引导下多为西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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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冬季（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００６

年２月），全国平均气温接近常年同期，但北

方大部地区气温偏低，青藏高原及云南大部

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较常

年同期偏多，除华北地区外的北方大部地区

雨雪异常偏多，中南部部分地区降水略偏多。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上中旬，受强冷空气的影响，我

国北方及中东部的近１０个省（区、市）经历了

大风降温等严寒的袭击，其月区域平均气温

降到了１９８６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低值；其

中，吉、辽与陕、甘、宁分别为１９６８年和１９８５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低值。同时山东省威海、

烟台遭遇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雪的袭击，新

疆的哈蜜地区巴里坤县、内蒙古巴彦淖尔市

乌拉特中旗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雪灾，使当

地的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２００６年

春季（３—５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降

水偏少，华北大部出现秋冬春三季连旱，云南

发生冬春连旱，宁夏和甘肃大部地区也出现

了严重春旱，北方沙尘天气过程明显偏多，是

２０００年以来最多的年份。夏季（６—８月），全

国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主要多雨区

分布在华南大部、华北南部至长江下游之间、

内蒙古中西部及新疆西部地区。２００６年的

夏季是１９５１年以来最炎热的夏季，全国平均

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１℃，也是１９９７年以来

连续第１０年高于平均值。７—８月，四川东

部发生了５０年一遇、重庆百年一遇的高温热

浪和特大伏旱的袭击。２００６年９—１１月是

自１９５１年以来最暖的秋季。但１１月下旬，

新疆部分地区如库车、拜城、新和县等地出现

了２０年一遇的大雪，积雪厚度达３０ｃｍ 以

上，局部地区达６０～７０ｃｍ，对当地的交通和

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２００６年影响我国的台风的主要特点是

强度大、初终台偏早、灾害重、多西行。２００６

年在西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共生成热带气旋

２４个，较常年同期偏少，６个在我国大陆沿海

和台湾登陆。初台和终台均较多年平均偏早

（初台偏早４１天，终台偏早２个月左右）。

２００６年中国气候异常可能是由于下垫

面的热力异常和大气环流异常相互作用的结

果。本文将分别从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大

气环流、青藏高原热力异常等方面予以分析。

１　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

２００５年９月，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出

现低于－０．５℃的负海温距平，随后冷水范围

逐渐向西扩展，强度加强；２００６年１—２月，

冷水范围西扩至日界线附近，同时赤道东太

平洋海温明显回升，南美沿岸海区出现弱的

正海温距平；３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表层维

持负海温距平，强度较２月有所加强。这一

次从２００５年秋季爆发的冷水过程，到２００６

年冬末春初达到鼎盛。但是按照ＬａＮｉｎａ事

件的标准，它并未形成一次ＬａＮｉｎａ事件，仅

仅是一次冷水位相或冷水过程。

从２００６年春季开始，赤道中太平洋海表

温度逐渐回升，５月，冷水范围退至１２０°Ｗ 以

东，８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距平达到

３０１　第４期　　　　　　　柳艳香等：２００６年北半球大气环流及对中国气候异常的影响　 　　 　　　　　　



了＋０．５℃，且其暖水强度在逐渐增强，至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大于０．５℃的赤道中东太平洋

海表温度已持续发展了５个月，且其强度于

１２月达到了鼎盛，至此，这次暖水过程已经

达到了一次ＥｌＮｉｎｏ事件的标准（见图１）。

图１　赤道太平洋（５°Ｓ～５°Ｎ）海表温度

距平经度—时间剖面　　

２　５００犺犘犪环流场总体特征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冬季，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上，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亚洲地区盛行强的经向环流（见

图２），欧亚地区中高纬度为两槽一脊形势，贝

加尔湖以西明显的高压脊将极区较强冷空气

持续不断地输送南下，造成我国大部地区气温

较常年异常偏低。鄂霍次克海区域的东路冷

空气侵袭南下，使山东半岛烟台和威海地区遭

遇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雪的袭击。２００６年１、

２月，亚洲地区则主要以纬向环流为主。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冬季，北方大部地区积雪较常年

同期异常偏多。２００６年春季，欧亚中高纬度

地区５００ｈＰａ高度距平场呈现西高东低的分布

形态，这种形势有利于北方的冷空气系统南

下，使得２００６年春季沙尘暴偏多。夏季，整个

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均较常年同期偏

高，欧亚地区高纬度以经向环流为主而亚洲中

纬度地区则盛行纬向环流，秋季的环流形势依

然如此，它造成了２００６年的夏季和秋季成为

１９５１年以来的最暖的夏季和秋季。

图２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

　　总之，２００６年各个季节的环流特征主要

表现为中高纬度以纬向环流为主，使影响我

国的北方冷空气不易南下，造成我国各季降

水减少，气温升高。

２１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简称副高）与我国

的气候变化密切相关［１］，由于副高自身的变

化规律以及它受到青藏高原热源异常、太平

洋海温、中高纬度环流系统及台风等诸多因

子的影响，它的变化规律就更显复杂。

２００６年，除３月副高较常年同期偏弱、

偏东外，其余时间其面积均偏大，强度偏强且

西伸脊点异常偏西（见图３）。５月，副高脊线

位置偏北，它与较强的印缅槽相互作用，造成

华南前汛期降雨强度较大，华南地区降水达

到近２０年来的最大值。６月，副高强度继续

增大，但其位置偏南，副高西北侧的偏南气流

将丰沛的水汽输送至华南、江南等地区，致使

我国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频频出现强对流

天气。通常情况下，典型的长江中下游梅雨

期间，副高脊线应稳定跳过２０°Ｎ，但是２００６

年６月上中旬副高位置偏南，迟迟没有出现

北跳，而下旬的北跳位置又异常偏北，使长江

中下游错过了其主要的降雨集中期，造成

４０１　　　　 　　　　　　　　　　　　 　气　　象　　 　　　　　　　　　 　　 　　　第３３卷　



２００６年夏季长江中下游梅雨较弱，降水偏

少。７—８月副高异常偏强，脊线位置偏北、

偏西，它一方面使长江中下游长时间地处于

高温干旱之中，另一方面副高南侧的偏东气

流引导台风西行，使我国江南、华南部分地区

遭受严重的台风雨涝影响。

图３　２００６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演变

　　７—８月，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共有

１０个热带气旋生成，受它们的影响，副高的

南北位置波动较大。

２２　东亚阻高

欧亚地区中高纬度阻塞形势对我国气候

变化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阻塞形势的不同分

布对我国产生的影响不同、影响的范围也不尽

相同。２００５年１２月，由于欧洲较强阻塞的影

响，极区冷空气源源不断地向南侵袭我国大陆

地区，造成全国平均温度低于常年同期１．３℃，

是近２０年来的最低值，其中北方大部地区１２

月平均气温低于常年同期２～４℃。

对于夏季，欧亚地区的阻塞形势依然与

我国大陆的降水异常分布密切相关。尤其盛

夏７月，较强的东北亚阻高，会使我国长江及

其以南地区降水异常偏多［２３］。２００６年盛

夏，鄂霍次克海出现了阻塞形势（见图４），但

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并没有出现异常偏

多的现象，反而是异常偏少。

　　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欧亚地区中高纬

度的位势高度场在不断地抬升，阻高出现的

图４　５００ｈＰａ高度距平场４０～５０°Ｎ
经向—时间剖面　　

频率逐渐增大，但影响我国的异常多雨区并

没有出现在长江流域。阻高与我国夏季降水

异常分布的关系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是

短期气候预测中应该引起关注的问题之一。

３　亚洲夏季风

亚洲地区的夏季风主要包括南海季风、

印度季风（西南季风）、副热带季风及东亚夏

季风。不同的季风、不同的强度以及不同的

起止时间对我国夏季降水异常的分布都会产

生不同的影响。

南海季风是南海地区稳定的偏西风的建

立，假相当位温≥３４０Ｋ，就预示着南海季风

的爆发（见国家气候中心网站：东亚夏季风）。

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８日孟加拉湾深对流爆发，较

强的西南气流将丰沛的水汽源源不断地输送

至华南地区，使２００６年５月华南地区前汛期

降水量达到了近２０年来的最大值。５月第４

候，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南海地区深对流的

爆发，西南气流建立，南海季风全面爆发。总

体而言，２００６年南海季风的强度较弱，但是

从其强度逐候演变情况来看，５月第４候、６

月第２候、７月第２、３候的南海季风强度均

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强。２００６年的南海季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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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１０月第２候结束，较常年同期偏晚２候。

据印度气象局报道（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ｍｄ．

ｇｏｖ．ｉｎ），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６日，季风前沿推进到

喀拉拉邦，较常年同期提前了近一周，５月２８

日，季风的推进位置超过了常年的６月１日

界限，说明２００６年的印度季风较常年同期爆

发提前了１候。在印度季风期间（６—９月），

印度半岛降水只有８月份较常年同期略偏多

（仅５％），其余时间的降水均低于多年同期

的平均水平，但是整个印度半岛季风期降水

基本接近多年平均值，这是因为在全球气候

变暖的背景下，印度的季风雨在减弱而极端

的强降雨事件在增加，导致了总降水量达到

平均水平。这也是近年来印度夏季风的强度

变化出现了有悖于前期多年的统计规律，使

其预报的不确定性增大。

张庆云等定义的副热带季风是东亚热带

季风槽区（１０～２０°Ｎ、１００～１５０°Ｅ）与东亚副热

带地区（２５～３５°Ｎ、１００～１５０°Ｅ）６—８月平均的

８５０ｈＰａ风场的纬向风距平差，它的强弱能较

好地反映中国夏季雨带的位置变化，副热带季

风越强，表征西太平洋副高位置偏北，东亚梅

雨锋强度较弱，长江流域梅雨锋降水比常年偏

少，反之亦然［４］。２００６年夏季，由于台风的频

繁扰动，副热带地区不易形成持续稳定的风场

环流，副热带季风没有出现异常现象。

　　国家气候中心业务预报中常采用的东亚

夏季风指数是赵汉光等人计算的在１０～

５０°Ｎ范围内，１１０°Ｅ与１６０°Ｅ之间的海平面

气压差［５］。如果指数≥１．０，则表征东亚夏季

风较强，反之则偏弱。２００６年夏季６、７、８月

的东亚夏季风指数分别为１．１７、１．２７、１．１８，

夏季平均１．２１，是自１９９０年代以来最强的

东亚夏季风（如图５）。东亚夏季风的强弱严

重地影响着我国夏季降水异常的分布，一般

而言，东亚夏季风越强，北方地区多雨的概率

将会大大增加［６］。但是，２００６年夏季北方地

区并没有出现降水异常偏多的现

图５　东亚夏季风指数变化（赵汉光等，１９９４）

细线：逐年 粗线：５年滑动平均

象，这也是目前存在于我国短期气候预测中

的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４　热带地区大气对流活动

太平洋暖池区的对流活动对北半球大气

环流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７］，对流活动的强弱

直接影响着我国夏季降水异常的分布［８］。从

２００６年１０～２０°ＮＯＬＲ距平的时间—经度剖

面图（如图６）上可以看出，从６月开始，西太

平洋暖池区的对流活动开始加强，７—８月其

对流异常强盛，９月偏弱，１０月再次加强。

２００６年西太平洋暖池区对流活动的强弱与台

风的活跃时期相对应，７—８月和１０月是热带

气旋的群发期，西太平洋暖池区强盛的对流活

动为台风的生成提供了一定的动力条件。

图６　２００６年５—１０月逐候赤道太平洋射出

　 　长波辐射（ＯＬＲ）距平时间经度剖面

５　青藏高原热源

２００６年青藏高原热源活动在短期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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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中担当着重要角色。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冬

季，青藏高原积雪较常年同期偏少，青藏高原

温度达到自１９５１年以来同期的最高值２．１℃

（拉萨为２．６℃）。冬季高原高度场强度仅次

于１９９８年。由于青藏高原的热力作用，春

季、夏季和秋季的高度场均较常年同期偏高。

夏季，１００ｈＰａ青藏高压异常偏强、偏东，盛夏

其东伸脊点达到了１２０°Ｅ。西太平洋副高与

南亚高压相向而行，所以，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上

副高也异常西伸（西伸脊点达到了１００°Ｅ以

西），导致长江中下游地区气温偏高、降水偏

少，而川渝地区则处于对流层深厚的反气旋

控制之下，造成了四川５０年一遇、重庆百年

一遇的高温热浪和严重伏旱袭击。

６　总结和讨论

综上所述，２００６年中国的气候异常主要

是由于大气环流的异常造成的。通过对２００６

年大气环流异常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１）２００６年，赤道中东太平洋经历了一

次从ＬａＮｉｎａ状态到ＥｌＮｉｎｏ事件的转变过

程。截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赤道中东太平洋的

暖水已经达到了一次ＥｌＮｉｎｏ事件标准。

（２）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上，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前

冬，异常的经向型环流发展，欧洲阻塞显著，影

响我国的冷空气异常活跃；后冬亚洲盛行纬向

型环流，我国的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２００６

年夏、秋季，亚洲中高纬度以纬向环流为主，冷

空气不易南下，造成我国夏秋季异常偏暖。

（３）除３月外，２００６年的西太平洋副热带

高压面积偏大、强度较强且西伸脊点异常偏

西，它导致了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异常偏少；

尤其是四川东部、重庆等地遭遇了严重的伏旱

袭击。

（４）２００６年出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

最强的东亚夏季风，但它并没有使我国的北方

地区降水异常偏多，其成因还需进一步深入研

究。

（５）２００６年夏季，西太平洋暖池对流异常

活跃，为热带气旋的生成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动

力条件。强度较大的青藏高原热源使西太平

洋副高加强西伸，有利于台风的西行，致使我

国华南等地区遭受了严重的台风雨涝的袭击。

众所周知，目前短期气候预测仍是世界

性的难题。２００６年我国的气候异常，除了本

文所分析的影响因子之外，还有很多其它不

为人知的因素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影

响着我国的气候变化。随着全球气候变暖，

影响我国气候变化的各因子也在发生变化，

过去应用于业务预报中有些很经典的气候变

化规律，在目前的短期气候预测中也出现了

偏差，为了提高短期气候预测准确率，必需关

注在气候变化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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