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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本文对２０１１年夏季的中国气候及大气环流异常特征进行分析，发现我国总体气温偏高，降水偏少。西北西部、华北

南部、江淮至江南一带，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出现了阶段性的较大范围极端高温天气过程。西南地区东部和广西等地出现严重

干旱；而长江下游地区降水显著偏多。进一步对中国气候异常事件的成因分析表明：异常高压的长期维持，孟加拉湾的向北

水汽输送偏弱及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东使其西侧的东南和偏南水汽输送对我国西南地区影响小是导致西南地区严重

干旱的大气环流因素；２０１０年秋季出现的中部型拉尼娜事件可能是西南干旱的一个重要外强迫条件。２０１１年夏季亚洲极涡

偏弱偏小，欧亚中高纬地区经向环流偏强，有利于冷空气南下；同时，中纬度西太平洋地区海温持续偏低而激发反气旋性环流

产生，造成西太平洋副高偏大偏强，冷暖气流在长江下游地区交汇造成降水显著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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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降水的异常可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旱涝灾

害，夏季降水丰沛而气温炎热，一旦气温降水的量及

时空分布等出现显著的异常则往往引发严重的灾

害，如１９９８年夏季长江流域、松花江和嫩江流域发

生特大洪涝［１２］；２００６年夏季重庆地区遭受百年不

遇的酷暑和干旱［３］；２００３和２００７年夏季淮河流域

发生严重洪涝［４６］等。虽然这些重大的气候异常事

件均是受到东亚夏季风的影响而产生［７］，但东亚夏

季风各子系统自身的异常差异，各子系统之间的不

同配合，东亚夏季风与中高纬系统的配合形势等又

会造成相同气候背景下不同区域的旱涝分布。因

而，详细分析各年份夏季的气候异常特征及可能成

因对于监测和预测需求都是有必要的。

２０１１年夏季，我国总体上高温少雨，长江中下

游地区１—５月降水偏少，但６月以后下游地区出现

多次降水过程雨量显著偏多；西南地区出现高温干

旱。本文主要针对夏季中国气候特点和主要异常气

候事件的可能成因进行分析，以期为进一步做好气

候监测预测工作提供参考和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本文主要使用了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提供的

１９５１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１年９月３０日中国７００站逐

日平均气温和降水量资料及美国气象环境预报中心

（ＮＣＥＰ）和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ＮＣＡＲ）联合制

作的ＮＣＥＰ／ＮＣＡＲ再分析数据集。本文使用的气

候平均值为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平均。

２　２０１１年夏季中国气候异常特征

夏季（６—８月），我国总体气温偏高，降水偏少；

极端高温天气频发；西南地区东部及广西等地出现

严重干旱；长江下游降水显著偏多。

２．１　全国总体气温偏高，降水偏少

２０１１年夏季，我国平均气温２１．３℃，比常年同

期（２０．４℃）偏高０．９℃，为１９５１年以来历史同期第

四高值（图１ａ）。从空间分布上看（图１ｂ），新疆大

部、甘肃大部、内蒙古大部、青海西北部、黑龙江西

部、吉林西北部、云贵川渝交界地区等地气温较常年

同期偏高１～２℃，局部地区偏高２～４℃，其余大部

接近常年同期。在各省（区、市）中，贵州、广西平均

气温为１９５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值，宁夏、新疆和

福建次高。

图１　１９５１—２０１１年中国夏季平均

气温历年变化（ａ）及２０１１年夏季

中国气温距平分布（ｂ，单位：℃）

Ｆｉｇ．１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ｓｕｍｍｅｒ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５１ｔｏ２０１１（ａ）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２０１１（ｂ，ｕｎｉｔ：℃）

　　全国夏季平均降水量有２９４．４ｍｍ，较常年同

期偏少６．７％，为近１９年来最少（图２ａ）。从空间分

布上看（图２ｂ），新疆北部、内蒙古西部、青海部分地

区、江苏、安徽东部、上海和浙江北部等地降水量一

般较常年同期偏多３～５成，局部偏多１倍；而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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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９５１—２０１１年中国夏季平均降水量

历年变化（ａ）及２０１１年夏季中国降水量

距平百分率分布（ｂ）

Ｆｉｇ．２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ｓｕｍｍｅｒｍｅａｎ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ａｍｏｕｎｔｓ（ｕｎｉｔ：ｍｍ）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１ｔｏ２０１１（ａ）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ｕｎｉｔ：％）

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２０１１（ｂ）

东部和南部、内蒙古东部、河南中部、四川东南部、云

南东北部、贵州和广西北部等地降水量偏少３～５

成。在各省（区、市）中，江苏夏季平均降水量为

１９５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次大值；贵州、云南夏季平均

降水量为１９５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次小值。

２．２　极端高温天气频发

６月上旬和中下旬，７月中旬和下旬，８月上旬

至中旬，我国分别出现了较大范围的极端高温天气

过程，主要分布在西北西部、华北南部、江淮至江南

一带和西南地区东部等地。整个夏季，全国３４５站

出现极端高温，其中４３站达到或突破历史极值，主

要分布在西南地区东部及江南一带；共有１２９站的

日最高 气 温 达 到 或 超 过 ４０℃，如 新 疆 吐 鲁 番

（４７．８℃）、四川长宁（４３．５℃）、贵州赤水（４３．２℃）和

云南盐津（４２．８℃）等。同时，我国四川东部、江南、

华南及甘肃、新疆、内蒙古等地共１８８站出现极端连

续高温日数事件，其中１２站达到或突破历史极值，

主要分布于云南和四川。

２．３　西南地区东部及广西等地出现严重干旱

２０１１年１—８月西南地区降水量为１９５１年以

来历史同期最少，区域平均无降水日数为历史同期

最多；气温自４月中旬开始持续偏高，５—８月平均

气温为历史同期第二高，贵州省为历史同期最高。

由于降水持续偏少，气温偏高，西南地区东部及广西

等地旱情不断发展。从西南地区干旱县数比例的逐

日演变看（图３），西南干旱自年初开始主要经历了３

个较严重的阶段，其中２月中旬至３月下旬旱情较

轻，其后旱情有所缓解；４月中旬到６月底旱情迅速

发展，每天均有１０％以上的县维持重度以上干旱；７

月上旬旱情略有缓和，７月中旬以后旱情再度发展，

达中旱以上的县的比例甚至超过６０％，达特旱以上

的县也有近２０％。高温干旱对西南等地的农业、水

资源、水利发电、生态环境和人们生活造成了较为严

重的影响。

图３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至９月１０日西南

地区干旱县数比例逐日演变

Ｆｉｇ．３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ｄｒｏｕｇｈｔｃｏｕｎｔｙ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ｉｎＳＷＣ（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ｔｏ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０，２０１１

２．４　长江下游降水显著偏多

如图２ｂ显示，２０１１年夏季长江下游降水较常

年同期偏多５成至１倍。统计发现（图４ａ），２０１１年

苏皖沪浙４省（市）平均夏季降水量为７１１．１ｍｍ，

较常年同期偏多３６．５％，为１９５１年以来第三大值，

仅次于１９５４年（８５３．７ｍｍ）及１９９９年（７２４．２ｍｍ）。

从降水距平的逐日演变可以看到（图４ｂ），整个夏季

苏皖沪浙４省（市）的逐日降水量都以偏多为主，尤

其是６月上旬至中旬，降水量显著偏多且时段集

中；７月中旬、８月上旬及下旬，也分别出现了降水

０５４　　　　　　　　　　　　　　　　　　　 　气　　象　　　　　　　　　　　　　　　 　　 　　　第３８卷　



图４　１９５１—２０１１年夏季苏皖沪浙

４省（市）平均降水量历年变化（ａ）

及２０１１年夏季苏皖沪浙４省（市）

逐日降水量距平（ｂ）

Ｆｉｇ．４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ｓｕｍｍｅｒ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１ｔｏ２０１１（ａ）ａｎｄ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Ｊｕｎｅ１ｔｏ

Ａｕｇｕｓｔ３１，２０１１（ｂ）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ｏｖｅｒ

Ｊｉａｎｇｓｕ，Ａｎｈｕ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ａｎｄ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偏多的集中期。由于１—５月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

近６０年来最严重的冬春气象干旱，而６月上旬至中

旬降水激增，导致部分地区旱涝急转，湖北陆水上

游、江西乐安河、浙江钱塘江上中游和湖南湘江支流

涓水等河流发生超历史实测记录的大洪水；浙江诸

暨浦阳江沿线部分湖泊两次决堤，新安江水库近１２

年来首次泄洪。据不完全统计，江西、湖北、湖南、浙

江和安徽等省共３３９４．７万人受灾，死亡１０６人，农

作物受灾面积２０８．３万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２９３．６

亿元［８］。

３　大气环流和热带海洋特征

从夏季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及距平场的分布

可以看到（图５），欧亚中高纬环流呈现“两脊一槽”

型分布，蒙古国至贝加尔湖以北地区为２０～４０ｇｐｍ

的正高度距平控制。我国上空呈现高度场整体偏高

的态势，北方地区上空的正距平值在１０ｇｐｍ以上。

这种高度场的分布形势不利于冷空气南下与南方暖

湿气流交汇形成降水，因而在整个夏季，我国的降水

整体偏少。从图上还可以看到，夏季西太平洋副热

带高压西伸脊点及脊线位置与常年持平，但副高主

体偏北、面积明显偏大、强度偏强，还是比较有利于

低纬暖湿气流向北输送。

　 　从整个夏季的海温看（图６），赤道中东太平洋

图５　２０１１年夏季东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

平均位势高度及距平场（单位：ｇｐｍ），

虚线为常年５８８０ｇｐｍ

Ｆｉｇ．５　Ｍｅａｎ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ｓａｎｄ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ｎ５００ｈＰａｆｏｒ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１１（ｕｎｉｔ：ｇｐｍ），５８８０ｇｐｍ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ｉｎ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

图６　２０１１年夏季平均海表温度距平（单位：℃）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ＳＳＴ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ｕｎｉｔ：℃）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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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温处于正常状态，虽然其大部海表温度较常年同

期偏低，但负距平值高于－０．５℃。需要注意的是，６

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维持正距平，７月海温正距

平区域出现了明显减小，而８月其大部海表气温较

常年同期偏低，负距平中心低于－１．０℃，呈现出拉

尼娜状态的特征。就其他海区而言，夏季，太平洋中

高纬地区东部偏冷而中部偏暖明显；副热带地区中

东部偏冷；印度洋以偏暖为主；大西洋海温异常呈现

出弱的正负正三极子的特征。

４　中国主要异常事件的可能成因

前面的分析表明，２０１１年夏季我国降水普遍偏

少，尤其是西南地区高温少雨发生了严重干旱；但长

江下游降水在６月发生旱涝急转，整个夏季降水量

之多达该区域１９５１年以来第三大值。下面就影响

此两个事件形成的大气环流和可能的外强迫因素进

行一些粗浅的讨论。

４．１　西南干旱

从图５可以看到，夏季西南地区为高度正距平

区。我们进一步计算了２０１１年以来至９月中旬西

南地区平均逐日５００ｈＰａ高度距平（图７）。可以发

现，实际自１月下旬以来西南地区的高度场就一直

偏高。对同时段不同层次气流的水平散度进行计算

发现（图略），西藏东部至川滇一带８５０及５００ｈＰａ

上空维持一致的气流辐散中心，而到了４００ｈＰａ以

上为辐合中心控制。也就是说，西南地区长期在异

常高压的控制下，对流层中低层气流辐散而高层气

流辐合，以下沉气流为主，不利于降水产生。因而，

持续的异常高压控制是西南地区干旱不断发展的重

要环流条件之一。

　　下面分析水汽输送对干旱的影响。２．３节的讨

论表明４月中旬至６月底及７月中旬至８月底为西

南干旱非常严重并不断发展的两个阶段，我们就着

重对该２个时段分析。如图８ａ所示，２０１１年４月

中旬至６月底，以印度南部为中心维持一异常反

气旋型水汽输送带，导致孟加拉湾上空以偏西北风

图７　２０１１年１—９月中旬西南地区

（２２．５°～３２．５°Ｎ，１００°～１１０°Ｅ）

平均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距平

时间序列（单位：ｇｐｍ）

Ｆｉｇ．７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ｄａｉｌｙ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ｕｎｉｔ：ｇｐｍ）ｏｎ５００ｈＰａ

ｌｅｖｅｌ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ｏｖｅｒ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

（２２．５°－３２．５°Ｎ，１００°－１１０°Ｅ）

ｄｕｒｉｎｇＪａｎｕａｒｙ－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１

图８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０日至６月３０日（ａ）及７月１０日至８月３１日（ｂ）整层积分的水汽输送

通量距平（向量，单位：ｋｇ·ｍ
－１·ｓ－１）及水汽通量散度（阴影，单位：１０－６ｋｇ·ｍ

－２·ｓ－１）

Ｆｉｇ．８　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ｆｌｕｘ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ｖｅｃｔｏｒ，ｕｎｉｔ：ｋｇ·ｍ
－１·ｓ－１）ａｎｄ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

ｆｌｕｘ（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ｕｎｉｔ：１０－６ｋｇ·ｍ
－２·ｓ－１）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ｏ３００ｈＰａ

ｆｒｏｍＡｐｒｉｌ１０ｔｏＪｕｎｅ３０，２０１１（ａ）ａｎｄｆｒｏｍＪｕｌｙ１０ｔｏＡｕｇｕｓｔ３１，２０１１（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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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汽输送为主，不利于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向北输

送至我国西南一带。同时，我国南方大部地区上空

都为异常东北向水汽输送，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

置偏东偏北，其西侧的东南及偏南风将太平洋上的

暖湿气流向北输送到长江下游甚至更北的位置，但

对我国西南地区的影响很小。在孟加拉湾水汽输送

偏弱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西侧水汽输送偏东的情

况下，我国西南上空形成一水汽辐散区，不利于降水

形成。７月中旬至８月底的水汽输送异常形势与此

相似，孟加拉湾及西北太平洋上空的水汽输送以东

北、偏北异常为主，对西南暖湿气流向北的输送弱，

我国西南上空维持水汽辐散区，导致干旱长时间持

续。

　　上面的分析表明，异常高压的长期维持，孟加拉

湾的向北水汽输送偏弱及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

偏东偏北使其西侧的东南和偏南水汽输送对我国西

南地区的影响小是导致西南地区严重干旱的大气环

流因素。而最新的研究还发现［９］，中部型拉尼娜事

件可以在西南地区上空激发出一异常反气旋型环

流，且该异常性反气旋自前秋就出现，可一直维持到

拉尼娜事件结束年的夏季；其在春夏季尤为明显。

因而２０１０年秋季出现的中部型拉尼娜事件可能是

２０１１年春夏季我国西南干旱的一个重要外强迫条

件。

４．２　长江下游降水明显偏多

长江下游地区在夏季出现了降水显著偏多的状

况，下面我们就分析产生这种异常的可能原因。

５００ｈＰａ的环流特征已经在第３节中进行了分

析，还需要注意到的是，在华北至黄淮一带上空为弱

的槽区，有利于引导冷空气南下与偏大偏强的西太

平洋副热带高压向北输送的暖湿气流交汇于长江下

游一带形成降水。从低层环流场上看（图９），长江

中下游地区维持一异常气旋，以上升气流为主，有利

于降水产生。并且长江下游地处该异常气旋东侧气

流与偏强的副高西侧偏南气流的汇合区，降水量更

大。从图上还可以注意到，鄂霍次克海、日本海西北

部上空还各有一个异常气旋，与长江中下游异常气

旋连成一个异常气旋串，与５００ｈＰａ上鄂霍次克海

异常低压以南的槽区相对应，表明长江中下游异常

气旋是高纬度冷空气向南侵入的结果。

　　从环流异常的情况看，长江下游地区夏季降水

偏多一方面是受到北方冷空气活跃的影响，另一方

图９　２０１１年夏季８５０ｈＰａ异常风场

（单位：ｍ·ｓ－１）

（实线示意青藏高原地区）

Ｆｉｇ．９　Ｗｉ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ａｔ８５０ｈＰａｆｏｒ

ｓｕｍｍｅｒ２０１１（ｕｎｉｔ：ｍ·ｓ－１），ｗｉｔｈｔｈｅ

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ｄｅｎｏ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面是受到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大偏强的影响。下

面我们就来分析什么因素可能产生这样的环流异

常。

图１０显示的是长江下游上空８５０ｈＰａ的平均

逐日经向风速。可以看到，从５—８月，长江下游中

低层的经向风速以偏北风为主，并且除了个别时段

外，经向风速均较气候值偏弱，即以偏北风异常为

主。尤 其 是 ６—７ 月，长 江 下 游 平 均 风 速 为

－１．１２ｍ·ｓ－１，为１９５１年以来首次出现北风，较气

候平均值（２．８６ｍ·ｓ－１）明显偏小，为强的偏北风异

常。这表明夏季长江下游地区的冷空气活动确实是

图１０　２０１１年５—８月长江下游

（２７．５°～３２．５°Ｎ，１１５°～１２５°Ｅ）８５０ｈＰａ

上空平均经向风速的逐日变化

Ｆｉｇ．１０　Ｄａｉｌｙ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

（ｕｎｉｔ：ｍ·ｓ－１）ａｔ８５０ｈＰａ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ｏｖｅｒ

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

（２７．５°－３２．５°Ｎ，１１５°－１２５°Ｅ）

ｄｕｒｉｎｇＭａｙｔｏ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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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活跃。有研究指出［１０］，夏季亚洲极涡偏弱且面

积偏小易使环流呈现出经向型分布，影响高空西风

急流位置偏南且有利于冷空气南下；夏季亚洲极涡

强度和面积与长江中下游降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

系。而监测数据表明，２０１１年夏季亚洲极涡强度指

数为２５，较常年同期（２７）偏小；面积指数１４２，也较

常年同期（１４８）偏小，欧亚中高纬经向环流指数为

４８，较常年同期（４３）偏强，这可能是导致长江下游地

区上空盛行强的偏北风异常，冷空气活动频繁的重

要原因。

　　从图１１可以看到，在西太平洋上夏季副热带高

压维持的区域（２０°～４０°Ｎ、１２０°～１５０°Ｅ），整个５—８

月５００ｈＰａ的高度场均偏高，尤其是５月下旬至７

月中旬，这也证实了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在这个时

段内的持续偏强。有研究指出，热带西太平洋的热

力状况与副高关系密切，一方面热带西太平洋海温

偏高激发对流活跃和气旋式环流发展，有利于副高

北抬［１１］；另一方面，热带西太平洋海温偏低激发反

气旋式环流发展，有利于副高加强［１２１３］。我们分析

了夏季２０°～４０°Ｎ、１２０°～１５０°Ｅ区域内的海温特

点，发现其持续偏低。海温的冷却效应有利于激发

反气旋性环流产生，这可能造成了西太平洋副热带

高压的偏大偏强。

　　从上面的分析得知，２０１１年夏季亚洲极涡偏弱

偏小，欧亚地区经向环流偏强，有利于冷空气南下影

响我国，可能造成了长江下游地区上空冷空气活动

图１１　２０１１年５—８月逐日西太平洋地区

（２０°～４０°Ｎ、１２０°～１５０°Ｅ）

平均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距平

时间序列（单位：ｇｐｍ）

Ｆｉｇ．１１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ｄａｉｌｙ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ｕｎｉｔ：ｇｐｍ）ｏｎ５００ｈＰａ

ｌｅｖｅｌ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ｏｖｅｒＷｅ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

（２０°－４０°Ｎ，１２０°－１５０°Ｅ）

ｄｕｒｉｎｇＭａｙ－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１

图１２　２０１１年夏季长江下游多雨成因示意图

Ｆｉｇ．１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ｍａｐｏｆ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ｃａｕｓｅｓ

ｆｏｒ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ｓｍｕｃｈ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ｉｎ

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

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２０１１

频繁；另一方面，中纬度西太平洋地区海温持续偏

低，激发反气旋性环流产生，可能影响了西太平洋副

热带高压偏大偏强。强的冷暖气流在长江下游地区

交汇，从而形成这一区域降水显著偏多的异常状况。

５　结　论

本文对２０１１年夏季的中国气候及大气环流异

常特征进行分析，并针对中国发生的两个主要气候

异常事件成因进行了讨论，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１）２０１１年夏季，我国总体气温偏高，降水偏

少。西北西部、华北南部、江淮至江南一带，西南地

区东部等地出现了阶段性的较大范围极端高温天气

过程。西南地区东部和广西等地持续高温少雨，出

现了严重干旱；而长江下游地区降水显著偏多，为

１９５１年以来第三多。

（２）２０１１年夏季，欧亚中高纬呈“两脊一槽”环

流型，副高主体偏北、面积偏大，强度偏强。赤道中

东太平洋维持拉尼娜状态，西太平洋的中低纬地区

为海温负距平。

（３）异常高压的长期维持，孟加拉湾的向北水

汽输送偏弱及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东偏北使其西

侧的东南和偏南气流对我国西南影响小是导致西南

地区严重干旱的大气环流因素；２０１０年秋季出现的

中部型拉尼娜事件可能是西南干旱的一个重要外强

迫条件。

（４）２０１１年夏季亚洲极涡偏弱偏小，有利于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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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南下影响我国，造成长江下游上空冷空气活动

频繁；同时，中纬度西太平洋地区海温持续偏低，激

发反气旋性环流产生，可能影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

压偏大偏强。强的冷暖气流在长江下游地区交汇，

从而造成这一区域降水显著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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