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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东亚夏季风异常及其

对江淮梅雨的影响

鲍媛媛　金荣花　赵瑞霞　蒋　星

（国家气象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提　要：利用国家气象中心站点日雨量资料、ＮＣＥＰ再分析资料和ＮＯＡＡＯＬＲ资料

对２００８年梅雨前后及梅雨过程中亚洲季风活动、副高及ＩＴＣＺ的变化、索马里急流

和南亚季风活动特征、亚太地区对流和热源分布特征等进行诊断分析，以揭示梅雨期

间季风活动特征的成因及其对江淮入梅、出梅及梅雨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梅雨期

间，季风组成成员复杂多变，无一能占绝对优势，各成员的配置均处于一个动态变化

过程中，此长彼消，导致了梅雨期间雨带不稳定，是２００８年度梅雨偏少的重要原因。

ＩＴＣＺ影响副高的变化，且超前于副高的变化，对江淮梅雨预报有重要的指示意义。６

月初ＩＴＣＺ突然显著增强，是副高北跳、江淮入梅的重要原因；而中旬后期ＩＴＣＺ再次

北抬并伴随台风登陆，直接导致了江淮出梅。６月初，索马里急流爆发，比多年平均

偏早，导致阿拉伯海西南气流北涌、印度季风提前爆发，对江淮偏早入梅有一定作用。

索马里急流的维持和消长对江淮梅雨的位置和强度也有一定影响。印度季风爆发及

其后的变化影响印缅季风槽的北抬和其后的位置变化，并通过改变青藏高原南部和

孟加拉湾热源的强度和分布，影响西南季风的东传和梅雨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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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江淮梅雨是东亚季风气候最为显著的特

征之一。叶笃正等［１］早在１９５８年指出，印度

西南季风爆发后深人中国大陆东南部，与北

方冷空气交汇形成梅雨锋。陶诗言等［２］指出

印度西南季风爆发与东亚入梅之间相互关

联，两者在日期上存在一致性。Ｔａｏ和Ｃｈｅｎ

等［３］对东亚夏季风系统的成员作了详细的分

析，认为东亚季风系统成员配置偏北或偏南

会引起长江流域干旱或洪涝。近年来许多气

象工作者研究了西南季风和副高对梅雨的作

用［４６］。

２００８年，江淮流域梅雨强度较弱。按国

家气候中心梅雨划分标准，２００８年６月７日

入梅，比多年平均（６月１７日）偏早１０天；６

月２４日出梅，比多年平均（７月８日）偏早１４

天；梅雨期长度１６天，比多年平均（１９天）偏

短。梅雨期间，５站（武汉、芜湖、九江、南京、

上海，按国家气候中心梅雨标准选取）降雨量

总量１０５０ｍｍ，比多年平均（１２０８ｍｍ）偏少。

入梅之前，尽管数值预报提前预报了强降雨

的出现，但由于离正常入梅时间尚早，对于后

期环流形势是否稳定还存在诸多不确定因

素，给预报员预报将出现的强降雨是否为梅

雨，江淮是否由此入梅带来了许多困惑。因

此，分析本年度梅雨，特别是分析入梅偏早、

出梅偏早对梅雨预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通过分析２００８年江淮梅雨期间东亚季

风活动特征，南亚季风和东亚季风的关系、亚

太地区对流、大气热源的异常分布特征，来解

释季风活动异常的原因及其对江淮梅雨的影

响。

１　资料和方法

本文所用资料有中央气象台２００８年

５—６月副高１１０～１３０°Ｅ平均脊线及其多年

平均、ＮＣＥＰ／ＮＣＡＲ２００８年逐日平均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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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逐日平均再分析资料、ＯＬＲ资料。视热源

＜犙１＞和视水汽汇＜犙２＞依据Ｙａｎａｉ等
［７］

提供的公式计算。

２　江淮梅雨与季风活动

２１　季风涌与梅雨

　　图１为２００８年５月末至７月初１１０～

１２０°Ｅ平均８５０ｈＰａ风矢量和降雨量的时间

纬度剖面图来看。由图１可见，自６月７日

江淮流域突然出现强降雨，即梅雨开始，至

２３日梅雨结束。以经度平均降雨１０ｍｍ以

上为强降雨，则强降雨过程主要有４次：８—

１１日、１３—１４日、１７—１８日、２０—２３日，其中

以８—１１日过程持续时间最长、强度最强。４

次降雨过程出现的纬度范围均不相同，第１、

３次横跨长江流域，第２次主雨带位于华南，

江淮流域降雨相对较弱；第４次降雨偏北，位

于江淮之间。这４次降雨过程与来自较低纬

度的季风涌和北方冷空气活动有着密切的关

系。６月６日之前，西南季风主要在２２°Ｎ以

南的华南南部地区活动。６月７日，副高突

然北跳，其西侧东南气流转向的西南风与

２０°Ｎ附近来自东南亚地区的西南季风合形

成强劲的西南气流，并与来自较高纬度的东

北气流交汇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第一次强降

雨过程开始。１２日，东北气流有一次加强过

程，因较低纬度地区无西南风补充，江淮季风

涌暂时得到抑制，主雨带南压，江淮流域强降

雨出现短时中断。１１—１６日，近赤道地区出

现持续西南风并逐渐加强北抬，与冷空气再

次相遇，江淮流域第２、３次降雨过程均与这

次西南气流的北涌有密切的关系。１９日之

图１　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７月初８５０ｈＰａ１１０～１２０°Ｅ平均风

（ａ）和降雨量（ｂ，单位：ｍｍ）的时间纬度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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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副高再次加强北抬，西南季风加强，继续

北抬，北界到达３２．５°Ｎ淮河附近，再次与冷

空气交汇，第４次偏北强降雨过程出现。由

于南方地区无西南季风涌的补充，２４日江淮

梅雨结束。从整个梅雨过程来看，影响江淮

的西南季风涌或为来自中南半岛的西南季

风，或为副高西侧的偏东气流转向而来，或为

来自赤道低纬的西南气流，成分复杂且多南

北摆动，没有在江淮地区持续稳定，这是

２００８年江淮梅雨偏弱的重要原因。

２２　梅雨过程中季风气流分布特征

为了更清晰地显示季风在降雨过程中的

作用，图２为４次降雨过程的８５０ｈＰａ风和

ＯＬＲ及其距平的水平分布。第１次降雨过

程是副高的一次明显的北跳，引起雨带北抬

造成。从距平场中可以看出，副高比常年同

期明显偏强，南亚西南季风已涌到印度中部

和孟加拉湾北部地区，在中南半岛一带明显

削弱，但仍有一定分量经中南半岛北部，进入

华南地区，与副高西北侧由东南气流转向的

西南气流汇成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强（偏强幅

度达３～６ｍ·ｓ－１）的西南气流输送到江南地

区；与此同时，东北亚地区冷空气势力比多年

平均明显偏强，强东北气流和强西南气流在

长江中下游一带交汇，形成了强的对流降水。

第２次降雨过程，印度季风依然强盛，但西南

季风在孟加拉湾及青藏高原向东北涌向华南

地区的分量极小，主要从孟加拉湾南部、中南

半岛南部流入华南南部地区，该地区西南气

流比常年同期偏强５ｍ·ｓ－１左右。此时副

高东退；东路冷空气势力加强。西南季风与

冷空气交汇于华南，使该地区出现强降雨，江

淮流域的第２次降雨过程只是华南主雨带向

北的延伸。

对应第３次降雨过程，印缅季风槽明显

北抬，但旺盛的西南季风经高原南部和中南

半岛北部呈反气旋转进入江南、华南地区。

此时副高位置偏东，西脊点位于１２０°Ｅ附近，

但脊线有所北抬，副高西侧西南气流与转向

西南季风沿着副高北侧向北输送，形成一条

从华南延伸到朝鲜半岛的东南—西北走向的

旺盛的西南暖湿气流输送带，江南、华南、江

淮一带西南气流比常年同期偏强８～１２

ｍ·ｓ－１。江淮地区因这条水汽带带来的旺

盛的暖湿气流与和来自中纬度地区西风带干

冷气流的辐合而产生降雨。第４次降雨过

程，副高明显西伸；季风槽继续维持，高原南

部西南季风加强，与副高北侧的西南气流，西

北路径强冷空气交汇于江南北部沿江及淮河

流域，形成了偏北的雨带。

由上述分析可见，东亚地区季风在江淮

梅雨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季风成员的

位置、强度的不同配置、彼长此消，对梅雨的

位置和强度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西南季

风、副高及其东南季风南北、东西位置和强度

多变，导致了梅雨期间雨带不稳定，是２００８

年梅雨偏少的重要原因。

３　季风活动异常的成因

３１　副高变化与ＩＴＣＺ的活动

　　前面所述，副高的变化在江淮梅雨的变

化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副高与西北太

平洋赤道辐合带ＩＴＣＺ有着密切的关系。因

此有必要分析ＩＴＣＺ的活动以剖析副高变化

的机制。图３为２００８年５月末至７月初１１０

～１５０°Ｅ平均ＯＬＲ纬度时间剖面及其多年

平均。多年平均６月１６日前后，ＯＬＲ值突

然下降到２００Ｗ·ｍ－２，即ＩＴＣＺ突然增强，

这与多年平均副高的第一次北跳和江淮梅雨

的开始的日期非常一致。２００８年６月２日，

ＩＴＣＺ突然显著增强，ＯＬＲ降到２００Ｗ·ｍ－２

以下，４日低值甚至达到１８０Ｗ·ｍ－２以下，

与此同时，其北侧ＯＬＲ高值区即副高北抬，

其后，江淮梅雨开始。ＩＴＣＺ的这次变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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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０８年梅雨各阶段８５０ｈＰａ平均风和ＯＬＲ（左，ＯＬＲ单位：Ｗ·ｍ－２；阴影表示ＯＬＲ

小于２４０Ｗ·ｍ－２；序号表示梅雨阶段）及其距平场（右，阴影表示ＯＬＲ距平小于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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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０８年（ａ）及多年平均（ｂ）５月末至７月初１１０～１５０°Ｅ

平均ＯＬＲ的纬度时间剖面图（单位：Ｗ·ｍ－２）

程信号强，且明显超前于副高的北抬和江淮入

梅，是副高北抬和江淮入梅很好的前期征兆。

经历这次加强过程后，ＩＴＣＺ进入衰退期，ＯＬＲ

小于２２０Ｗ·ｍ－２区域明显南落，低值中心达

到赤道以南地区。伴随这次南落过程，副高也

明显减弱南落，我国东部主雨带南退到华南地

区。１６日之后，ＩＴＣＺ再次北抬，特别是１９日

前后，ＩＴＣＺ突然增强，并稳步北抬，这其实是

一次热带气旋从西北太平洋生成，进入南海加

强成为台风，并登陆我国华南地区的过程（即

２００８年第６号台风，６月２５日在珠海到汕尾

一带登陆）。由于台风西行登陆，造成江南、华

南一带位势高度下降。江淮地区位于台风影

响区域北部，中层为弱的北抬的副高环流控

制，低层因气流向华南一带辐合而成辐散的反

气旋环流，２４日降雨结束（即出梅）。台风影

响结束后，副高更是进一步北抬，直到６月末，

江淮流域持续无降雨。可见，ＩＴＣＺ的演变过

程在梅雨变化的前后整个过程中都对副高和

江淮梅雨产生重大的影响。

３２　索马里急流与印度季风的变化

图４为２００８年及多年平均５月末至７

月初６５～８０°Ｅ经度平均纬向风狌的纬度时

间剖面。如图所示，６月初索马里急流突然

爆发并北涌，印度季风自此由南向北爆发。

与陶诗言等所述的印度季风爆发与江淮入梅

的关系一致。直到６月中旬末，索马里急流

仍维持强劲的态势，这与几次梅雨过程中印

度季风均偏强、偏北是一致的。甚至１１日前

后，索马里急流有一次微弱的减弱过程，印度

西南季风都有相应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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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０８年（ａ）及多年平均（ｂ）５月末至７月初６０～８０°Ｅ平均８５０ｈＰａ

纬向风狌的纬度时间剖面图（单位：ｍ·ｓ－１）

４　亚太地区热源分布与季风活动

图５为４次降雨过程中亚洲整层积分热

源的距平分布。东亚地区，对应第１次降雨

过程，印度尼西亚地区为比多年平均（图略）

明显偏强的热源。与这一带地区的偏强的对

流活动分布完全一致（见图２ａ），主要由对流

凝结潜热释放造成。偏强的热源有利于北侧

负涡度的增长和副高的加强［８］。第２次降雨

过程，印度尼西亚地区赤道辐合带西段南落

减弱，热源也南落减弱，副高减弱南退，雨带

也同时南落。第３次降雨过程，ＩＴＣＺ东段

北抬（图２ｃ），热源分布呈同样变化的趋势，

菲律宾附近地区热源明显加强北抬，副高东

段明显北抬。降雨的第４个阶段，赤道辐合

带明显加强、东西范围加大，覆盖南海中南

部、菲律宾及以东洋面，整体呈纬向带状分

布，热源呈同样的变化趋势；此时副高也呈带

状分布，西伸明显，控制华南及江南南部地

区。梅雨出现在副高的北侧，偏北位置。

孙颖、丁一汇［９］的研究表明，青藏高原热

源强度异常偏弱，可使向高原的低层流入气

流偏弱，引起夏季风的爆发偏晚及在中国东

部北进的偏弱。图５显示，第１次降雨过程

（图５ａ），由于印度季风的爆发伴随的印缅槽

的北抬，高原东南部及孟加拉湾热源从２５０

Ｗ·ｍ－２左右增强到３００～３５０Ｗ·ｍ－２，有

利于西南气流向高原东南部地区辐合和孟加

拉湾地区西南气流沿东北方向输送。第２次

降雨过程中（图５ｂ）高原南部及孟加拉湾热

源有所增强，中心强度达到４５０Ｗ·ｍ－２，但

中心位置偏南，这与１１日前后，索马里急流

的微弱的减弱相应的印度季风及西南季风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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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南摆过程是有关系的。第３次过程中

（图５ｃ），印缅槽再次北抬，青藏高原东南部

及孟加拉湾北部形成一强大的热源，中心强

度达到５５０Ｗ·ｍ－２，有利于西南季风向东北

方向的输送，西南季风越过中南半岛北部和

我国西南地区向北输送到江南、华南一带。

第４次过程（图５ｄ），由于西南季风槽稳定，

高原南部到孟加拉湾一带热源虽然有所减

弱，但位置仍然偏北，且仍具一定强度，西南

季风向东北方向涌进，与中高纬度冷空气和

西南气流辐合于偏北区域，形成偏北雨带。

可见，印度季风爆发后的一系列变化，引起印

缅季风槽出现相应变化，并通过改变青藏高

原南部和孟加拉湾热源的强度和分布，影响

西南季风的东传和梅雨雨带。

图５　２００８年梅雨４个阶段（分别为ａ，ｂ，ｃ，ｄ）平均整层积分的视热源的水平分布（单位：Ｗ·ｍ－２）

５　结论

（１）２００８年初夏，东亚地区季风在江淮

梅雨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季风涌与我

国东部雨带有着较好的对应关系。梅雨期

间，季风组成成分复杂多变，或为来自中南半

岛的西南季风，或为副高西侧的偏东气流转

向而来，或为来自赤道低纬的西南季风，没有

一个东亚季风成员能占绝对优势。各成员的

位置、强度的不同配置均处于一个动态变化

过程中，彼此消长，导致了梅雨期间雨带不稳

定，是２００８年梅雨偏少的重要原因。

（２）ＩＴＣＺ的演变过程在梅雨变化的前

后整个过程中通过改变热力和动力过程影响

副高的变化，其变化与副高变化一致，且超前

于副高的变化，对江淮梅雨产生重大的影响。

６月初ＩＴＣＺ突然显著增强，且明显超前于

副高的北抬，是江淮入梅很好的前期征兆。

中旬后期，ＩＴＣＺ再次北抬伴随台风登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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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出梅的重要原因。

（３）６月初索马里急流比多年平均提前

爆发，导致阿拉伯海西南气流北涌，印度季风

提前爆发，对江淮偏早入梅有一定作用。索

马里急流爆发后持续稳定也是印度季风持续

偏强、偏北的重要原因。

（４）印度季风爆发及其后的变化影响印

缅季风槽的北抬和其后的位置变化，并通过

改变青藏高原南部和孟加拉湾热源的强度和

分布，影响西南季风的东传和梅雨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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