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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文章主要分析了２０１１年初夏长江中下游降水的气候特征及其成因。结果表明：２０１１年５月长江中下游降水异常

偏少，６月转为异常偏多，出现了明显的旱涝转换。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旱涝转换主要受南海季风、东亚季风强度以及西太平洋

副热带高压（副高）的异常快速北跳的影响。研究还发现，６月亚洲中高纬长期维持两槽一脊的环流形势，东北冷涡活动频繁，

多次引导冷空气南下。同时，副高异常偏北、偏西，并出现多次西伸过程。由于冷涡的加强南压与西伸的副高相互作用，促使

长江以南地区西南气流明显增强，使得冷暖空气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交汇，最终导致该地降水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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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１１年１—５月，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量明显

偏少，长江中下游五省（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江

苏）平均降水量２６０．９ｍｍ，较常年同期（５３３．３ｍｍ）

偏少５１％，为近６０年来同期最少；五省平均累计无

降水日数为１０５天，为近６０年来同期最多。受少雨

程度重、持续时间长、干旱区集中等影响，长江中下

游地区江河湖库水位下降甚至枯竭，部分地区出现

严重旱情［１］。

进入６月，长江中下游出现多次强降水过程，持

续的强降水大大缓解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前期的旱

情。但由于强降水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

大、局地降雨强，导致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出现旱涝

急转，１０多条河流发生了超保证水位的洪水，其中

湖北陆水上游、江西乐安河、浙江钱塘江中上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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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文利用 ＮＣＥＰ／ＮＣＡＲ逐日再分析资料（要

素包括：位势高度、水平风场、垂直速度、温度和比

湿）以及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提供的７００站逐日观测

降水资料，分析２０１１年初夏我国长江流域气候特

征，并讨论５和６月长江中下游旱涝急转以及６月

长江中下游出现的多次强降水过程的成因。

１　２０１１年初夏长江中下游降水特征

２０１１年５月，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明显偏

少，与常年同期相比大部分地区偏少 ４～６成

（图１ａ）。进入６月，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由５

月的偏少突然转为偏多，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达

２００ｍｍ以上，其中浙江西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

湖北东南部等地达３００～７００ｍｍ，与常年同期相比

偏多５成至２倍（图１ｂ）。

从２０１１年５—６月长江中下游地区逐日雨量演

变（图２）中可以看出，５月，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较

少，几乎没有明显的降水过程出现。进入６月，降水

明显增多，月内长江中下游地区一共出现５次明显

强降水过程，分别出现在：４—７日、１０—１２日、１４—

１６日、１８—２０日、２４—２６日，其中第１次降水过程

持续的时间最长，达４天。

图１　２０１１年长江中下游及其附近地区降水

距平百分率分布（单位：％）（ａ）５月，（ｂ）６月

Ｆｉｇ．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ｖｅｒ

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

Ｖａｌｌｅｙ（ｕｎｉｔ：％）（ａ）Ｍａｙ２０１１，（ｂ）Ｊｕｎｅ２０１１

图２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日至７月２日长江中

下游区域平均（２８°～３２°Ｎ、１１０°～１２０°Ｅ）

逐日降水量演变（单位：ｍｍ）

Ｆｉｇ．２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ｍｍ）

ｏｖｅｒ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Ｖａｌｌｅｙ（２８°－３２°Ｎ，１１０°－１２０°Ｅ）

ｆｒｏｍ１Ｍａｙｔｏ２Ｊｕｌｙ２０１１

２　２０１１年５、６月长江中下游旱涝转

换

　　图３给出了长江中下游旱涝转换前后５００ｈＰａ

位势高度及其距平场的分布特征。从图３ａ中可以

看出，５月，欧亚中高纬地区总体呈两槽两脊的环流

形势，大槽分别位于贝加尔湖和鄂霍次克海附近上

空，而在咸海和东西伯利亚附近上空分别存在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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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脊，且槽脊的强度均偏强，尤其是贝加尔湖上空异

常偏强的高空槽，有利于西风槽和低涡的发展、东

移，影响我国北方地区，造成我国北方，尤其是东北、

华北和内蒙古中东部等地降水偏多。此外，西太平

洋副热带高压（简称副高）与常年同期相比，明显偏

强、偏西，脊线位于１８°Ｎ附近，我国华南地区正好

位于副高西北侧边缘，有利于我国华南地区多雨，而

长江中下游地区干旱少雨。

到了６月，欧亚中高纬地区调整为两槽一脊的

环流形势，大槽分别位于咸海和鄂霍次克海附近上

空，而在贝加尔湖附近上空存在一高压脊，且槽脊的

强度均偏强。我国东北地区主要处在槽前西北气流

控制下，东北亚地区主要为高度负异常区，有利于我

国北方地区低值系统的活跃。而中低纬地区，印缅

槽异常偏强。与常年同期相比，副高明显偏强、偏

西。６月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副高异常显著的北

跳，脊线平均位于２２°Ｎ附近（图３ｂ）。而我国长江

中下游地区正位于副高北侧或西北侧，有利于长江

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

图３　欧亚地区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黑色等

值线）及其距平场（阴影区）分布

（单位：ｄａｇｐｍ）粗等值线为常年平均值

（ａ）２０１１年５月，（ｂ）２０１１年６月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ｓ（ｔｈｅｔｈｉｎ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ｄｅｎｏｔｅｓｃｏｎｔｏｕｒ；

ｔｈｅｔｈｉｃｋｅｄ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ｈｉｇｈ）ａ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ａ）Ｍａｙ２０１１，（ｂ）Ｊｕｎｅ２０１１

　　从旱涝转换前后８５０ｈＰａ水汽输送及其散度的

距平场中可以看到，５月（图４ａ），南海季风爆发以

后，强度总体偏弱［２］，导致经我国南海向北输送到我

国东部的水汽输送异常偏弱，我国南海至东部一带

出现偏北的异常水汽输送。此外，源至热带西太平

洋和孟加拉湾的水汽输送也明显偏弱，最终致使我

国东部尤其是长江中下游为异常的水汽辐散区所控

制，使得长江中下游地区干旱少雨。到了６月，随着

副高的异常显著北跳（图３），我国长江以南地区的

季风气流异常偏强。我国东海以东、日本列岛以南

出现了一个反气旋式环流异常，导致源至热带西太

平洋输送到我国东部的水汽异常偏强，大量的水汽

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辐合（图４ｂ），有利于该地区

降水的偏多，最终导致长江中下游旱涝转换。

图４　８５０ｈＰａ水汽通量（箭头，单位：ｇ·ｍ
－１·ｓ－１）

及水汽通量散度［阴影区，单位：１０－５ｇ·（ｃｍ
２·

ｈＰａ·ｓ）－１］异常场 （ａ）２０１１年５月，（ｂ）２０１１年６月

Ｆｉｇ．４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ｆ８５０ｈＰａｖａｐｏｒｆｌｕｘ（ｖｅｃｔｏｒ；

ｕｎｉｔ：ｇ·ｍ
－１·ｓ－１）ａｎｄ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ｓｈａｄｅｄ

ａｒｅａ；ｕｎｉｔ：１０－５ｇ·（ｃｍ
２·ｈＰａ·ｓ）－１］

（ａ）Ｍａｙ２０１１，（ｂ）Ｊｕｎｅ２０１１

　　以上分析可知，２０１１年５—６月长江中下游地

区旱涝转换主要受南海季风、东亚季风的强度以及

副高的异常快速北跳的影响，其中副高的快速北跳

是重要原因之一。图５给出了沿１２０°～１４０°Ｅ平均

的犝＝０等值线的演变，这里用来表征副高脊线位

置变化情况。由图可见，５月副高总体呈逐渐南移

的趋势。５月尤其是中旬至下旬，副高脊线与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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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相比略显偏南，有利于华南多雨和长江中下游

干旱少雨。进入６月，副高突然北跳，北跳的速度之

快远超过历史同期，５月底副高脊线还位于１８°Ｎ附

近，到了６月初副高已北跳至２０°Ｎ以北地区。３—

２０日期间，副高脊线维持在２０°～２４°Ｎ之间，此时

我国长江中下游正好处在副高外围西北侧雨带影响

的地区，有利于长江中下游降水增多，导致长江中下

游旱涝转换。到了２１日，副高北移至２５°Ｎ附近，之

后继续北移，而副高外围西北侧的雨带也随之北移

至我国长江以北的淮河流域地区。

图５　２０１１年５—６月沿１２０°～１４０°Ｅ

平均５００ｈＰａ上犝＝０等值线演变

（图中虚线为气候平均值）

Ｆｉｇ．５　Ｔｉｍｅ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

５００ｈＰａ犝＝０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

ｕｎｉｔ：ｍ·ｓ－１）ｂｅｔｗｅｅｎ１２０°Ｅａｎｄ１４０°Ｅ

ｄｕｒｉｎｇＭａｙｔｏＪｕｎｅ２０１１

（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

　　副高的活动受热带西太平洋的热力状况影响较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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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从热带西太平洋区

域平均的海表温度演变（图６）情况来看，４月热带西

图６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至６月３０日热带西

太平洋区域平均（０°～２０°Ｎ、１２０°～１５０°Ｅ）

海表温度演变（单位：℃）（图中虚线为气候平均值）

Ｆｉｇ．６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ｕｎｉｔ：℃）ｏｖｅｒｔｈｅ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

（０°－２０°Ｎ，１２０°－１５０°Ｅ）ｆｒｏｍ１Ａｐｒｉｌｔｏ３０Ｊｕｎｅ２０１１
（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

太平洋的海表温度接近常年同期，进入５月热带西

太平洋异常增暖，相比常年同期，普遍偏高０．２～

０．４℃，并于５月底海温达到最高。热带西太平洋异

常增暖明显要超前于副高北跳约一个月，因此，４月

底热带西太平洋海温的异常升高可能是造成副高异

常显著北跳的重要原因。

３　２０１１年６月长江中下游降水成因

分析

　　东北冷涡一年四季均有出现，但主要集中在夏

季，其中又以６月最多。东北冷涡的活动周期一般

为３～５天
［４］。东北冷涡不仅对我国北方地区，包括

东北和华北等地的天气、气候有着重要影响［５８］，而

且可引导中高纬的冷空气南下影响长江和淮河流域

地区［９１０］。频繁的东北冷涡活动，不仅可以影响中

短期天气过程，而且对短期气候有着较大的影响。

最近何金海等［９］提出东北冷涡的“气候效应”这一概

念，认为尽管东北冷涡的时间尺度为天气尺度，但是

频繁的东北冷涡活动具有显著的“气候效应”。这种

“气候效应”不仅会影响东北地区对流层低层的气

温，而且对长江、淮河流域梅雨期降水也有显著影

响。

２０１１年６月，东北冷涡活动频繁，共出现３次

活跃过程，分别出现在５月３０日至６月３日，６月

６—１４日以及６月２１—２４日，其中第２次冷涡活动

持续时间最长，达９天之长。图７为３次冷涡过程

持续期间平均的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分布。从图中

可以看出，第１次过程的冷涡平均中心位置位于

５０°Ｎ、１１８°Ｅ附近，中心高度值为５５６０ｇｐｍ，第２次

过程的冷涡平均中心位置位于４８°Ｎ、１３５°Ｅ附近，

中心高度值为５５６０ｇｐｍ，第３次过程的冷涡平均中

心位置位于５２°Ｎ、１４５°Ｅ附近，中心高度值为５５２０

ｇｐｍ。经统计，近３５年来，６月份平均的冷涡活动

天数为１５天
［１１］，而２０１１年６月冷涡活动天数达１８

天，多于常年同期，尤其是６月前半月，冷涡活动更

加频繁。

　　从１２０°～１２５°Ｅ纬向平均的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

随时间演变（图８）中可以看出，总体上月内我国东

北地区的冷涡共出现３次大的南移过程。３次过程

中第１次过程南移最明显，且在１—３日期间，５５８０

ｇｐｍ等值线达到３８°Ｎ附近，冷涡在南移过程中也

有明显的增强。３次过程中第２次过程持续时间最

长，且在这次长时间南移过程中存在３次扰动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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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过程。频繁的冷涡活动为长江中下游的降水提供

了足够的冷空气条件。对照图２可见，２０日前的４

次冷涡南移均对应着长江中下游的降水过程，２０日

后的冷涡南移出现在副高北抬之后，降水主要出现

在我国淮河流域。

图７　２０１１年东北亚地区５００ｈＰａ

位势高度场分布（单位：ｇｐｍ）

（ａ）５月３０日至６月３日平均，

（ｂ）６月６—１４日平均，

（ｃ）６月２１—２４日平均

Ｆｉｇ．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５００ｈＰａ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ｓ（ｕｎｉｔ：ｇｐｍ）

ｏｖｅｒ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ｉｎ２０１１

（ａ）３０Ｍａｙｔｏ３Ｊｕｎｅｍｅａｎ，（ｂ）６－１４Ｊｕｎｅ

ｍｅａｎ，（ｃ）２１－２４Ｊｕｎｅｍｅａｎ

　　下面再分析一下副高的演变情况。图９为沿

２２°～２７°Ｎ经向平均的５９００ｇｐｍ和５９１０ｇｐｍ位势

高度等值线的演变特征，这里用来表征副高东西向

的移动特征。由图可见，２０１１年６月副高西进东退

特征显著，月内共有５次明显的西伸过程，其中第１

次西伸（２—５日）持续的时间较长，而第２、３和４次

西伸（分别出现在１０—１１日、１３—１５日、１７—１９日）

虽然持续的时间较短，但却是叠加在一次西伸更明

显、持续时间更长的西伸过程中的３次扰动式西伸。

前４次西伸均对应着长江中下游的降水过程，东退

则对应着降水过程的间歇（图２），由于第５次西伸

（２７—２９日）出现在副高北跳之后（图５）
［１２］，此次西

伸过程对应的降水出现在长江以北地区，因此第５

次西伸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本文主要分析前４次

西伸过程。

图８　１１５°～１２０°Ｅ纬向平均的５００ｈＰａ

位势高度随时间演变（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ｔｉｍｅ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ｓ

（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ｂｅｔｗｅｅｎ１１５°Ｅａｎｄ

１２０°ＥｉｎＪｕｎｅ２０１１

图９　２０１１年６月沿２２°～２７°Ｎ经向

平均的５００ｈＰａ上５９００ｇｐｍ和

５９１０ｇｐｍ等值线的演变（单位：ｇｐｍ）

Ｆｉｇ．９　Ｔｈｅｔｉｍｅ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ｓ

（ｕｎｉｔ：ｇｐｍ）ｂｅｔｗｅｅｎ２２°ａｎｄ２７°ＮｉｎＪｕｎｅ２０１１

　　由此可见，长江中下游降水的产生可能与副高

西伸过程存在某种联系。前人的研究［１３１５］也发现，

副高的西伸对我国长江流域以及华南地区夏季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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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影响。

　　东北冷涡的南压和西伸的副高相互作用使得我

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南侧对流层中高层气压梯度力加

大，动能增大，随后动能下传致使长江以南地区西南

低空气流增强［１０］。陈受钧［１６］在研究梅雨锋南侧的

西南风急流时也指出，对流层高层动量的下传是梅

雨锋南侧低空急流得以形成和维持的主要原因。利

用动能收支方程对长江以南西南低空急流的形成做

进一步分析。动能收支方程如下所示：

犽

狋
＝－犞·犽－ω

犽

狆
－犞· （１）

式中，犽是动能，狋是时间，犞 是水平方向全风速，ω

是垂直速度，是位势，狆为气压，方程右端第一项

为水平平流项、第二项为垂直输送项、第三项为气压

梯度力项。由于急流中心附近 犽 很小，所以

犞·犽也很小，水平平流项为小项。本文主要分析

垂直输送项对动能收支的影响。

从垂直输送项的变化情况来看（图１０），７００和

８５０ｈＰａ上，垂直输送项一直为正，即使得动能增

加，并且在６月１—２０日期间，垂直输送项一共出现

图１０　区域平均（２３°～２８°Ｎ、１１０°～１２５°Ｅ）

的动能收支方程中垂直输送项（单位：

１０－４ｍ２·ｓ－３）在不同层次随时间的变化

（ａ）５００ｈＰａ，（ｂ）７００ｈＰａ，（ｃ）８５０ｈＰａ

Ｆｉｇ．１０　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ｔｅｒｍ（ｕｎｉｔ：１０－４ｍ２·ｓ－３）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

（２３°－２８°Ｎ，１１０°－１２５°Ｅ）

（ａ）５００ｈＰａ，（ｂ）７００ｈＰａ，（ｃ）８５０ｈＰａ

４次明显的增大。而在５００ｈＰａ上，垂直输送项总体

为负，即使得动能减少，随着副高的西伸和东北冷涡

的南压，６月１—２０日垂直输送项一共出现４次明

显的减小，分别出现在：３—５日、８—１１日、１３—１５

日和１６—１９日，对应着动能的４次减少。说明低空

急流区的动能是由高空向低空传输的，这与前人的

研究结果一致。

从５００和８５０ｈＰａ上垂直输送项序列的超前滞

后相关（图１１）中可以看出，５００ｈＰａ上垂直输送项

的变化超前８５０ｈＰａ零至一天时相关最好，相关系

数达到了０．５，超过了０．０５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

明５００ｈＰａ上动能的减少超前于８５０ｈＰａ动能的增

加，进一步说明低空急流区的动能是由高空向低空

传输的。

　　低空急流区动能的下传，有利于急流的加强，加

强的急流将大量的暖湿气流输送到我国长江中下游

图１１　５００与８５０ｈＰａ上区域平均（２３°～２８°Ｎ、

１１０°～１２５°Ｅ）的动能收支方程中垂直

输送项时间序列的超前滞后相关

Ｆｉｇ．１１　Ｌｅａｄｌａｇ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ｒ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５００ａｎｄ８５０ｈＰａ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ｔｅｒｍｏｖｅｒｔｈｅａｒｅａ

ｏｆ（２３°－２８°Ｎ，１１０°－１２５°Ｅ）

图１２　１１０°～１２５°Ｅ纬向平均的８５０ｈＰａ

风场随时间演变（单位：ｍ·ｓ－１）

Ｆｉｇ．１２　Ｔｈｅｔｉｍｅ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ｓ（ｕｎｉｔ：ｍ·ｓ－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１１０°ａｎｄ１２５°Ｅ

ｉｎＪｕｎｅ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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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从沿１１０°～１２５°Ｅ纬向平均的８５０ｈＰａ风场

的演变情况（图１２）来看，２５°～３０°Ｎ 之间有一条明

显的西南风大值带，并且在２２日之前一共出现４

次明显的增强，分别出现在：３—６日、１０—１１日、

１３—１７日和１９—２２日，随着西南风的每一次增强，

水汽输送也出现明显的增强。

　　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的出现与中高纬干冷空气

的活动也密切相关，干冷空气的入侵对降水的产生

发展起着重要的动力作用。从图１３中可以看出，

受冷涡活动的影响，月内我国北方地区共出现３次大

图１３　１１０°～１２０°Ｅ纬向平均的８５０ｈＰａ

假相当位温（等值线，单位：Ｋ）和

经向风场的演变（箭头，单位：ｍ·ｓ－１）

Ｆｉｇ．１３　Ｔｈｅｔｉｍｅ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８５０ｈＰａ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ｕｎｉｔ：Ｋ）ａｎｄｍｅｒｉｄｏｎａｌｗｉｎｄ

（ｕｎｉｔ：ｍ·ｓ－１）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１０°Ｅａｎｄ１２０°ＥｉｎＪｕｎｅ２０１１

的冷空气南侵过程，分别出现在２—５日、６—１７日

和２１—２７日。大量冷空气向南侵袭，到达了３０°Ｎ

附近。冷暖空气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交汇，有利于梅

雨锋的形成和维持，激发长江中下游地区低层对流

不稳定增加，上升运动强烈发展，从而导致长江中下

游降水的增多。

由以上分析可知，２０１１年６月长江中下游地区

前４次强降水过程主要受副高的４次西伸以及东北

冷涡的频繁活动的影响。６月２６日之后，副高出现

了月内的第５次西伸，但由于此时的副高出现了明

显北跳（中心位于３０°Ｎ附近），此次西伸导致的降

水主要出现在长江以北地区。

４　结　论

本文利用观测的逐日降水资料以及 ＮＣＥＰ／

ＮＣＡＲ再分析资料，分析了２０１１年初夏长江中下

游地区的气候特征，研究了５—６月长江中下游地区

旱涝转换以及６月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水产生的原

因。主要结论如下：

（１）２０１１年５月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异常偏

少，而到了６月又转为异常偏多，出现了明显的旱涝

转换。５—６月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旱涝转换主要受

南海季风、东亚季风强度以及副高的异常快速北跳

的影响。而４月底热带西太平洋海温的异常升高可

能是造成副高异常快速北跳的重要原因。

（２）２０１１年６月，东北冷涡活动频繁，月内共出

现３次活动过程。东北冷涡的南压和西伸的副高相

互作用使得长江中下游地区南侧对流层中高层气压

梯度力加大，西南气流增强。西南气流的增强将大

量的暖湿气流输送到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而频繁

的冷涡活动也有利于冷空气向南侵袭。冷暖空气在

长江中下游地区交汇，最终导致长江中下游地区降

水异常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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