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袁媛，任福民，王艳姣，等．２０１２年华南前汛期降水特征及环流异常分析［Ｊ］．气象，２０１２，３８（１０）：１２４７１２５４．

２０１２年华南前汛期降水特征及环流异常分析
�

袁　媛　任福民　王艳姣　孙　冷　郭艳君
国家气候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提　要：２０１２年华南前汛期于４月第２候开始，６月第５候结束。前汛期降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４月第２
候至５月第３候的降水集中期（锋面降水），江南大部和华南大部降水偏多２５％以上，第二阶段是５月第４候至６月第２候的

少雨期，华南中部和东部降水偏少５０％以上，第三阶段是６月第３—５候的第二个降水集中期（季风降水），江南东南部至华南

中西部降水偏多５０％以上。对各阶段大气环流距平场的分析结果表明：华南前汛期开始后，偏强的乌拉尔山高压脊导致南下

的冷空气偏强，偏强的低层副热带高压使得我国南方为整层水汽输送的异常辐合区，两者共同导致华南前汛期第一阶段的锋

面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南海夏季风在爆发后偏弱和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副高）持续３候异常偏北是导致第二阶

段前汛期降水明显偏少的主要原因；第三阶段，南海夏季风异常偏强，副高南落并增强，以及孟加拉湾季风槽的偏强使得华南

前汛期此阶段的季风降水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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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华南地区受到热带季风和副热带季风的共同影

响，是我国雨量最充沛的一个区域。与国内其他地

区比较，平均年雨量最大，暴雨次数最多，雨季汛期

也最长。早至３月底、４月初开始，直到９月甚至１０

月才结束。因此，每年４—９月是我国华南的降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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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４１００５０３８）、公益性行业（气象）科研专项（ＧＹＨＹ２００９０６０１６）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２００９ＢＡＣ５１Ｂ０１）共同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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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其中４—６月为华南经历的第一个多雨期，称

为前汛期，７—９月受台风活动影响经历第二个多雨

期，称为后汛期（或台风汛期）［１３］。前汛期降水约占

全年降水量的４０％～５０％或更多，是华南的主汛

期，暴雨洪涝灾害也多发于这个时期［４６］。华南前汛

期是我国雨带每年开始出现和北移的第一个阶段。

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华南前汛期降水的目的不单是

了解其自身的规律性，而且也能提供我国降水北移

的一些规律，对全国汛期的气候趋势预测有重要意

义，对农业生产服务的意义更为重大［７］。

东亚地区自春到夏存在副热带季风雨季和热带

季风雨季［８］，相应的华南前汛期降水在夏季风爆发

前后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并且前汛期降水的开始

和结束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副高）脊

线位置的南北移动有密切关系。华南前汛期的起始

阶段是春季向夏季的过渡期，这时我国华南地区两种

不同性质的气团相互交绥频繁，副高脊线在１５°～

１８°Ｎ一带南北摆动，形成锋面降水。随着５月中下

旬东亚夏季风在我国的建立，华南雨量陡增，这时副

高脊线北上并稳定在２０°Ｎ以南，形成夏季风降水。

从６月中旬起，副高脊线第一次北跳越过２０°Ｎ，华

南前汛期结束，长江中下游梅雨开始［９１１］。

华南前汛期逐候降水量的演变通常包括三个阶

段：４月为第一阶段，４月第１候起雨量突然显著增

加，达到５ｍｍ以上；５月进入第二阶段，随着夏季

风的入侵，５月第１候起华南降水量增幅明显，从

６ｍｍ增加到８ｍｍ左右；第三阶段开始于６月第１

候，候平均降水量增至９ｍｍ，并且在６月第３—４候

达到全年最大峰值１１ｍｍ左右。６月第５候以后，

降水量迅速减小到９ｍｍ以下
［３，７］。

已有研究表明，华南前汛期降水主要受大尺度

西风带锋面系统影响［１２］。此外，季风爆发、副高、海

温、青藏高原积雪和南极海冰等多种因素也会影响

华南前汛期降水［１３１７］。基于以上研究成果，本文将

从东亚夏季风的爆发与推进、副高的演变、水汽输送

的辐合辐散，以及台风活动的影响等方面详细分析

２０１２年华南前汛期各个阶段的降水特征及对应的

大气环流异常特征，希望能为后期雨带的进程及短

期气候预测提供一定的信息。

１　数据及方法说明

本文使用的逐日降水资料来自国家气象信息中

心提供的中国７２３站逐日观测资料，再分析资料取

自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ＮＣＥＰ）和美国国家大气

研究中心（ＮＣＡＲ）提供的逐日再分析资料。所有变

量的气候态（常年）都是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距平场去除

的都是气候态的平均。

　　考虑实际气候监测业务的需要，本文研究的华

南区域包括广西、广东和福建，共６２站。考虑到海

南省的降水不同于华南区域其他三省［３，７］，因此，本

文分析的华南区域删除了海南省的各站（图１）。华

南前汛期开始和结束的标准参考的是强学民等［７］的

研究成果：若某候平均雨量≥５ｍｍ，或者有５０％以

上的站点候平均雨量≥５ｍｍ，则取该候为待定的雨

季开始候；然后考查紧接该候之后第２候或者第３

候的平均降水情况，当这第２候或者第３候的平均

雨量≥４ｍｍ时，就把待定雨季开始候作为当年前

汛期雨季开始期。假如不满足上述条件就继续往后

查。华南候平均降水达到峰值后（含峰值候）的某一

候，从该候开始，当其下一候平均雨量≤９ｍｍ，同时

候平均雨量≥８ｍｍ的站点个数在３０％以下，则取该

候为待定的雨季结束候，还必须满足紧跟该候之后连

续２候总降水量的平均值≤８ｍｍ，同时每１候降水

量≥５ｍｍ的站点百分比在５０％以下。其中，候平均

降水量（或雨量）指的是候内的日平均降水量。

图１　华南地区站点分布情况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

２　２０１２年华南前汛期降水特征

图２给出２０１２年华南区域３月第１候至７月

第２候的候平均降水量的演变。可以看出，自４月

第２候起，华南区域的降水量出现了第一次明显的

增长，候平均降水量超过５ｍｍ，之后一直维持候平

均５ｍｍ以上的降水。第二次明显的增长发生在６

月第２—３候，候平均降水量突然增长到１０ｍｍ以

上，并在６月第５候达到峰值２１．５ｍｍ，在紧跟的第

１候快速下降到５ｍｍ左右。根据上述华南前汛期

标准［７］，可以确定２０１２年华南前汛期的开始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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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第２候，结束时间为６月第５候。整个华南前

汛期（４月第２候至６月第５候）的平均降水量为

９．３ｍｍ，较常年同期（７．７ｍｍ）偏多２１％。但是，

２０１２年的华南前汛期降水并不是每一候都较常年

同期偏多，从图２可以清楚地看出５月第４候至６

月第２候华南地区的降水明显少于常年同期，称为

少雨期［７］。而在之前的４月第２候至５月第３候和

之后的６月第３候至６月第５候降水量基本持续多

于常年同期（５月第２候除外），称为降水集中期
［７］。

由此，本文把２０１２年华南前汛期降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第一个降水集中期（４月第２候至５月第

３候），第二阶段为少雨期（５月第４候至６月第２

候），第三阶段为第二个降水集中期（６月第３—５候）。

　　从全国累计逐日降水量和降水量的距平百分率

分布图（图３）上也可以看出，在第一阶段，我国长江

图２　２０１２年华南区域每候（柱状）及

气候平均态（虚线）平均降水量

的演变（单位：ｍｍ·ｄ－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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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ｆｏｒ２０１２（ｂａｒ）ａｎｄｔｈｅｃｌｉｍａｔｅ

ｍｅａｎ（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ｕｎｉｔ：ｍｍ·ｄ－１）

图３　全国逐日累计降水（ａ、ｃ和ｅ，单位：ｍｍ）及降水距平百分率分布图（ｂ、ｄ和ｆ，单位：％）

［其中（ａ）和（ｂ）为第一阶段，（ｃ）和（ｄ）为第二阶段，（ｅ）和（ｆ）为第三阶段］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ａｉｌｙ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ｃａｎｄｅ，ｕｎｉｔ：ｍｍ）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ｂ，ｄａｎｄｆ，ｕｎｉｔ：％）ｉｎＣｈｉｎａ

［（ａ）ａｎｄ（ｂ）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ｐｅｒｉｏｄ，（ｃ）ａｎｄ（ｄ）ｆｏｒ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ｐｅｒｉｏｄ，ａｎｄ（ｅ）ａｎｄ（ｆ）ｆｏｒ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ｐｅｒｉ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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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都在１００ｍｍ以

上，而江南大部至华南中部降水量超过３００ｍｍ，尤

其江南中南部和广东中部局部降水量甚至超过

５００ｍｍ（图３ａ）。与常年同期相比，江南大部和华

南大部降水偏多２５％以上，其中江南中东部和华南

中东部偏多５０％以上（图３ｂ）。之后华南进入第二

阶段（少雨期），１００ｍｍ以上的降水区较前期略南

压，２００ｍｍ以上的降水区主要位于江南中部和华

南西部（图３ｃ）。与常年同期相比，西南地区东部至

江南中部和华南西南部降水偏多２５％以上，而华南

除西南部以外的其余大部地区降水都较常年同期偏

少５０％以上（图３ｄ）。少雨期结束后，华南降水再次

增多，进入第三阶段，华南前汛期降水达到峰值。在

此阶段，累计降水量超过１００ｍｍ的降水区主要位于

江南中南部至华南大部，其中华南中东部及江南东南

部降水超过２００ｍｍ，局部地区超过３００ｍｍ（图３ｅ）。

与常年同期相比，江南南部至华南大部降水偏多

２５％以上，其中江南东南部和华南中西部偏多超过

５０％（图３ｆ）。下面将分别针对２０１２年华南前汛期

的这三个阶段具体分析大气环流的异常特征。

３　２０１２年华南前汛期各阶段大气环

流特征对比

３．１　前汛期开始前

前汛期开始前的３月，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上，欧亚

中高纬西风带为两槽一脊，其中一脊位于俄罗斯中

北部上空，而欧洲东部至乌拉尔山以东上空为低

压槽，贝加尔湖以东的亚洲东北部为另一低压槽

（图４ａ）。由此，我国西北部上空没有较强的高压脊

维持，北方冷空气相对较弱。在中低纬度，我国华南

上空为高度场正距平，弱高压脊控制在华南上空。

同时，西太副高较常年同期偏弱，但是在８５０ｈＰａ距

平风场上，我国江南东部及其东部海域为反气旋性

环流控制（图略），表明低层副高相对较强。孟加拉

湾槽并没有明显加强，但是低层副高西侧的转向气

流将西北太平洋充沛的水汽输送到我国华南地区

（图略）。以上这些条件都有利于华南地区增暖增

湿，为４月初华南前汛期的开始做了准备。

图４　２０１２年３月（ａ）、前汛期第一阶段（ｂ）、第二阶段（ｃ）和第三阶段（ｄ）

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等值线，单位：ｇｐｍ）及距平场（彩色阴影区）

（图中红色粗线为气候平均５８６０和５８８０ｇｐｍ等值线）

Ｆｉｇ．４　Ｔｈｅ５００ｈＰａｍｅａｎ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ｓ（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ｕｎｉｔ：ｇｐｍ）ａｎｄ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ｃｏｌｏｒｓｈａｄ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ｒｃｈ（ａ），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ｂ），ｓｅｃｏｎｄ（ｃ），

ａｎｄｔｈｉｒｄ（ｄ）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ｆｌｏｏｄｓｅａｓｏｎｉｎ２０１２

（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ｅｄ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５８６０ａｎｄ５８８０ｇｐｍ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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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前汛期第一阶段（第一个降水集中期４月第２

候至５月第３候）

　　４月初，５００ｈＰａ中高纬大气环流发生了明显的

调整，由前期的两槽一脊型转为两 脊 一 槽 型

（图４ｂ），乌拉尔山高压脊明显加强，同时鄂霍次克

海高压脊也发展加强，而在两个高压脊的中间贝加

尔湖附近为偏强的低压槽。这样的中高纬环流型有

利于北方冷空气南下影响我国南方地区。与此同

时，南亚和东南亚的高度场由前期的正距平转为负

距平，尤其是在中南半岛上空，意味着孟加拉湾槽较

前期明显加强且位置偏东，有利于孟加拉湾的水汽

沿着槽前向我国华南地区输送。副高仍较常年同期

偏弱略偏东，但强度较前期明显加强。副高脊线位

置在１５°Ｎ附近南北摆动，但一直位于１８°Ｎ以南同

时逐渐向北缓慢推进，且较常年同期略偏南（图５）。

在低层８５０ｈＰａ，菲律宾及其以东洋面为反气旋性

距平环流，表明低层副高仍较常年同期偏强。孟加

拉湾槽前西南气流明显偏强，与低层副高西侧转向

气流汇合于华南（图６ａ）。从对流层整层水汽输送

的距平场来看，来自孟加拉湾槽前的西南气流和副

图５　１１５°～１４５°Ｅ平均５００ｈＰａ副高脊线位

置逐候变化（实线）

（虚线为常年平均值，引自ｈｔｔｐ：∥ｃｍｄｐ．ｎｃｃ．ｃｍａ．ｇｏｖ．ｃ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ｍｏｎｓｏｏｎ．ｐｈｐ？ＬｉｓｔＥｌｅｍ＝ｐｍｓｕｂｔ）

Ｆｉｇ．５　Ｐｅｎｔａｄ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ｅａｎ５００ｈＰａ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ｈｉｇｈｒｉｄｇｅｏｖｅｒ１１５°－１４５°Ｅ（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ｆｏｒｔｈ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ｍｅａｎ，ｈｔｔｐ：∥ｃｍｄｐ．ｎｃｃ．ｃｍａ．

ｇｏｖ．ｃ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ｍｏｎｓｏｏｎ．ｐｈｐ？ＬｉｓｔＥｌｅｍ＝ｐｍｓｕｂｔ）

高西侧的转向气流共同为华南前汛期第一阶段的降

水提供了充沛的水汽输送（图７ａ），它们与中高纬乌

拉尔山高压脊前南下的冷空气汇合于华南，从而形

成华南前汛期第一阶段的锋面降水。

图６　２０１２年华南前汛期第一阶段（ａ）、第二阶段（ｂ）和第三阶段（ｃ）低层８５０ｈＰａ距平风场 （单位：ｍ·ｓ－１）

［其中Ａ（Ｃ）字母表示反气旋性（气旋性）距平环流］

Ｆｉｇ．６　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ｓｅｃｏｎｄ（ｂ）ａｎｄｔｈｉｒｄ（ｃ）ｐｅｒｉｏｄｏｆ

ｔｈｅｐｒｅｆｌｏｏｄｓｅａｓｏｎｉｎ２０１２（ｕｎｉｔ：ｍ·ｓ
－１）

（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ａｎｄＣｆｏｒ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ａｎｔｉｃｙｃｌｏｎｅａｎｄｃｙｃｌｏｎｅ）

图７　同图６，但为整层（１０００～３００ｈＰａ）水汽输送（矢量）及辐合辐散（彩色阴影区）距平场

［水汽输送单位：ｋｇ·ｓ－１·ｍ－１，辐合辐散单位：１０５ｋｇ·ｓ－１·ｍ－２，正值（负值）表示辐散（辐合）］

Ｆｉｇ．７　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６，ｂｕｔｆｏｒｔｈｅ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１０００ｔｏ

３００ｈＰａ（ｖｅｃｔｏｒ，ｕｎｉｔ：ｋｇ·ｓ
－１·ｍ－１），ａ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ｆ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ｙｅｌｌｏｗｓｈ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ｇｒｅｅｎｓｈａｄｉｎｇ）ｏｆ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１０
５ｋｇ·ｓ

－１·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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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前汛期第二阶段（少雨期５月第４候至６月第

２候）

　　２０１２年５月第４候，南海夏季风爆发，随着季

风的爆发，赤道辐合带（ＩＴＣＺ）也进一步向北发展，

导致孟加拉湾—中南半岛—南海—西北太平洋一带

的对流活动明显增强（图略），从而使得副高更加东

退。南海夏季风在爆发后的２—３候强度较弱，南海

区域东西风交替发展（图８），使得来自印度洋的夏

季风环流向北发展的速度减慢，从而不利于西南季

风向华南地区的快速推进，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华

南前汛期降水的发展加强。

图８　南海夏季风监测区（５°～２０°Ｎ，１１０°～１２０°Ｅ）

８５０ｈＰａ纬向风强度（单位：ｍ·ｓ－１）

指数逐候变化（黑色柱状）

（空心柱为气候平均值）

Ｆｉｇ．８　Ｐｅｎｔａｄ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８５０ｈＰａｚｏｎａｌ

ｗｉｎ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ｕｎｉｔ：ｍ·ｓ
－１）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５°－２０°Ｎ，

１１０°－１２０°Ｅ）ｆｏｒ２０１２（ｂｌａｃｋｂａｒ）ａｎｄ

ｔｈ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ｍｅａｎ（ｈｏｌｌｏｗｂａｒ）

　　同时，５月２２日１２０２号热带风暴珊瑚在西北

太平洋关岛附近（１３．５°Ｎ、１４４．１°Ｅ）生成，２２—２７日

向偏北—西北方向移动并发展达到台风强度。６月

１日，１２０３ 号 热 带 风 暴 马 尼 拉 在 菲 律 宾 东 部

（１４．９°Ｎ、１２５．５°Ｅ）生成，１—６日向西北方向移动并

发展达到台风强度（图略）。受这两个台风活动的影

响，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为８５０ｈＰａ气旋性距

平环流（图６ｂ），由此导致副高异常北抬。副高脊线

位置逐候监测显示，副高从５月第４候开始突然北

抬，并连续３候跃过２０°Ｎ（图５）。从此阶段的

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及距平场的分布图中也可以看出，欧

亚地区中高纬两脊一槽的环流型与前一阶段相比并

没有太大的变化（除了鄂霍次克海有阻塞高压发

展）。但是在低纬地区，孟加拉湾和中南半岛的高度

场负距平区明显加强并向东发展到菲律宾东部的西

北太平洋地区，受此影响，副高较常年同期明显偏东

偏北，脊线位置超过２０°Ｎ（图４ｃ）。尽管孟加拉湾槽

较前期明显加强并发展成宽广的季风槽，从而使得

来自南海的水汽向我国华南输送，但是由于夏季风

强度在此阶段向北推进较慢，水汽输送的辐合距平

区也只发展到华南西部，华南东部仍为水汽的辐散

距平区，水汽条件较差 （图 ７ｂ）。同时 在中 层

５００ｈＰａ，弱的高压脊控制在我国华南上空，导致华

南为高度场正距平控制（图４ｃ），对流活动受抑制加

之异常的下沉运动都不利于华南降水的进一步加

强，从而使得华南前汛期经历少雨期阶段。

３．４　前汛期第三阶段（第二个降水集中期６月第

３—５候）

　　从６月第３候起，南海夏季风突然增强，南海监

测区平均的西风强度达到１０ｍ·ｓ－１，超过常年同

期约３倍，并且持续２候（图８）。夏季风的加强促

进了西南季风向北的推进，同时将热带对流及大量

水汽向我国华南地区输送（图略）。此阶段也有两个

台风生成，分别是１２０４号古超［６月１２日生成于西

北太平洋关岛西南部（９．６°Ｎ、１４２．６°Ｅ），北上转向，

１９日登陆日本］和１２０５号泰利［６月１７日生成于我

国南海北部（１８．９°Ｎ、１１２．３°Ｅ），北上台风］，其中

“古超”更是在过程中发展为超强台风（图略）。受夏

季风北推和这两个台风活动的共同影响，我国南海

南部至华南上空为８５０ｈＰａ气旋性距平环流（图

６ｃ），南海经我国东部海域至日本南部上空对流活动

较常年同期偏强（图略），再加上东北冷涡活动频繁

的影响（图略），副高南压，脊线位置回落到２０°Ｎ以

南（图５）。

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及距平场显示：欧亚大陆中高

纬两脊一槽的环流形势略有调整，乌拉尔山以东和

鄂霍次克海附近阻塞高压发展，贝加尔湖的低压槽

减弱消失，距平场上欧亚大陆基本为北高南低的异

常特征。西太副高较前期明显加强西伸，并且脊线

位置南压接近常年同期。孟加拉湾季风槽进一步加

强变得更为宽广，我国南方及南海也为低压槽控制

（图４ｄ）。受此环流形势影响，一方面，我国华南上

空的低层异常气旋性环流配合对流活动的偏强以及

５００ｈＰａ低压槽，有利于局地上升运动发展；另一方

面，孟加拉湾季风槽前的西南气流和副高西侧的转

向气流共同导致了南海及西北太平洋水汽向我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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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地区的输送，使得华南上空为整层水汽的辐合距

平区（图７ｃ），从而，有利于华南前汛期降水的再次

增加，前汛期进入第二个降水集中期———季风降水。

从２０１２年６月第６候起，副高稳定的北跳超过

２０°Ｎ，长江中下游梅雨开始
［１８］，相应的，华南前汛期

结束，我国夏季雨带开始了第一次向北的推进。

４　总　结

根据文献［７］所述的华南前汛期开始和结束标

准，２０１２年华南前汛期开始的时间为４月第２候，

结束的时间为６月第５候。整个前汛期阶段，华南

区域候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２１％。但是，

２０１２年华南前汛期降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

一阶段为第一个降水集中期４月第２候至５月第３

候，第二阶段为少雨期５月第４候至６月第２候，华

南中部和东部降水偏少５０％以上；第三阶段是第二

个降水集中期６月第３—５候。通过分析各阶段华

南区域的降水特征及对应的大气环流异常，可以得

到以下几点结论。

（１）前汛期开始前的３月，５００ｈＰａ欧亚中高纬

两槽一脊的环流型和华南上空的弱高压脊以及低层

偏强的西太副高都有利于华南地区的增温增湿，为

前汛期的开始做了准备。

（２）２０１２年４月，５００ｈＰａ欧亚中高纬环流调整

为两脊一槽型，有利于北方冷空气南下影响华南地

区。同时，低层副高偏强，孟加拉湾槽较前期明显加

强，孟加拉湾槽前的西南气流和低层副高西侧的转

向气流将充沛的水汽输送到华南地区，与乌拉尔山

高压脊前的冷空气汇合形成锋面降水，并导致华南

前汛期进入第一个降水集中期。

（３）５月下旬，南海夏季风爆发，爆发时间接近

常年，但夏季风强度阶段性偏弱，显著地阻碍了夏季

风环流向北的推进。同时，ＩＴＣＺ北抬和西北太平

洋两个台风活动共同导致副高持续３候异常偏北，

华南区域为水汽的辐散距平区，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正

距平控制其上空，对流活动偏弱，局地异常下沉运动

发展，导致华南前汛期进入少雨期阶段，降水量明显

偏少。

（４）６月第３候起，南海夏季风突然加强，并维

持２候明显强于常年同期，有利地促进了夏季风环

流的加强和向北推进。受夏季风环流北推和南海北

上台风的共同影响，华南区域为８５０ｈＰａ气旋性距

平环流控制，对流活动加强，局地上升运动加强。南

海北上台风和东北冷涡的频繁活动导致副高南落，

低层孟加拉湾季风槽的再次加强促进了南海及西北

太平洋水汽向华南的输送，华南前汛期进入第二个

降水集中期，并于６月第５候达到峰值。此阶段，南

海夏季风异常偏强、孟加拉湾季风槽偏强以及副高

的偏南是导致华南前汛期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的主

要原因。

由此可见，影响２０１２年华南前汛期降水异常特

征的主要因素有：欧亚中高纬的环流型、南海夏季风

的强弱、西太副高脊线的南北位置、孟加拉湾季风槽

的强弱、以及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台风活动。２０１２

年华南前汛期降水演变的最大特点是连续５候候平

均降水量少于８ｍｍ，以及之后再次迅速加强达到

２１．５ｍｍ的峰值。而影响降水异常的最主要原因

可能是少雨期副高连续３候超过２０°Ｎ之后又再次

南落。从分析可以看出，除了南海夏季风爆发引起

的ＩＴＣＺ北抬对副高南北位置的移动有重要影响

外，另一个主要的影响因子是台风活动。已有研究

表明，台风和副高的影响是双向的，台风的路径和强

度既受到副高形态的影响，其所激发的强大扰源还

通过能量频散对副高的变异产生重要影响。台风的

生成源地和移动路径不同对副高南北位置和强度的

影响也不同［１９２０］。正因如此，２０１２年５月下旬至６

月初的两个台风都生成于副高南侧，且都是转向台

风，由此导致副高偏弱偏东并且呈东北—西南走向，

副高脊线位置异常偏北；２０１２年６月中下旬，南海

的北上台风又使得副高南落并增强。关于不同生成

源地台风对副高形态及位置的影响可能还需要进一

步深入研究。

另一方面，２０１２年６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有

４个台风生成（１２０３、１２０４、１２０５和１２０６号），较常年

同期（１．７个）明显偏多；２０１２年６月还有一个台风

登陆广东，而常年同期平均不到１个台风登陆。因

此，偏多偏强的台风活动对前汛期第二阶段降水明

显偏多也有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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