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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文章主要对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冬季至２０１２年秋季的海洋和大气环流异常进行分析，并讨论这些异常特征对中国气温和

降水的主要影响。分析表明：２０１２年３月拉尼娜事件结束，赤道中东太平洋在７—８月出现明显暖水波动，之后进入正常状

态。暖水波动使９—１０月西太副高偏强偏西控制长江以南大部，造成该地温高雨少；８—９月，热带印度洋呈显著的偶极子正

位相模态，在热带东太平洋激发出异常反气旋，其西北侧西南气流有利于暖湿气流影响中国华西南部出现明显秋雨。２０１２年

南海夏季风爆发偏早１候，结束偏晚２候，强度偏弱；东亚夏季风为１９５１年以来第四强，使得东亚夏季风雨带位置偏北，中国

北方大部夏季降水偏多。受海温和大气环流异常等的共同影响，我国出现了冬冷、春夏热、秋冷和夏季降水“北多南少”的气

候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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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气候异常是大气环流异常的直接表现，而大气

环流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海洋、雪盖、极冰等外强迫

的影响。对大气和海洋异常特征进行分析，并讨论

其与气候异常态的关联不仅有利于寻找造成气候异

常的可能原因，而且为未来的预测提供了可能的思

路和因子（高辉等，２００８；张培群等，２００９；艾婉秀等，

２０１０；贾小龙等，２０１１；王朋岭等，２０１２）。为此，本文

主要对２０１１年冬季至２０１２年秋季的海洋和大气环

流异常进行分析，并介绍受此影响形成的中国气温

和降水异常特征。

１　资　料

本文主要使用了１９６１—２０１２年 ＮＣＥＰ／ＮＣＡＲ

的２．５°×２．５°逐日高度场、风场和比湿场等再分析资

料。并使用了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整编的中国地区７２３

个台站１９６１—２０１２年月气温和降水量资料。本文使用

的各要素气候平均值为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平均值。

２　海温异常及影响

２．１　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

２０１１年冬季至２０１２年秋季最主要的海温异常

特征表现为：２０１２年３月拉尼娜事件结束，赤道中

东太平洋７—８月出现明显暖水波动，之后进入正常

状态。

２０１１年９月至２０１２年２月赤道中东太平洋发

生了一次拉尼娜事件。大气环流对此次拉尼娜事件

的响应主要表现在后期，尤其是夏季，西太平洋副热

带高压（以下简称西太副高）脊线位置偏北，这造成

了我国２０１２年夏季雨带明显偏北（张礼平等，２０１２；

陈兴芳等，２０００；王艳姣等，２０１３）。

继２０１２年３月拉尼娜事件结束后，赤道中东太

平洋于７—８月出现厄尔尼诺状态。进入９月以后，

日界线以东赤道中东太平洋区域的海表温度正异常

明显减弱，９和１０月 Ｎｉｎｏ犣 区海温指数分别为

０．４℃和０．２℃，连续两个月低于０．５℃的阈值标准，

表明暖水波动已经结束，海温进入正常状态。并且，

这种正常状态在１１月仍继续维持。大气环流对７、

８月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暖水波动出现了比较明显的

响应，主要表现在９、１０月西太副高明显偏强且面积

偏大（Ｓｕ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李崇银等，１９８７；应明等，

２０００）。偏大且偏强的西太副高在１０月分裂为东西

两个部分，东部偏东，不利于水汽向中国地区输送，

使中国大部地区降水偏少；西部控制长江以南大部

地区，造成中国南方地区降水异常偏少，气温偏高。

图１　赤道太平洋海表温度距平的

时间经度剖面（单位：℃）

Ｆｉｇ．１　Ｔｉｍｅ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ＳＳＴＡ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ｔ：℃）

　　对历史上于１—４月结束的拉尼娜事件（共９个

个例）分析表明，拉尼娜事件结束后热带太平洋变化

趋势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暖海温事件发展，其中

４个个例于当年夏秋季形成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分

别为１９５７、１９６５、１９７２和１９８６年，１个个例（１９７６

年）暖水波动维持５个月；第二类是弱的海温负距平

维持（２个个例，分别为２００１和２００８年）或发展成

一次新的拉尼娜事件（２个个例，分别为１９６２和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经过短暂

暖水波动后进入正常状态，类似海温演变特征在历

史上较为少见。

２．２　印度洋海温

２０１２年８—９月，热带印度洋呈东冷西暖的“偶

极子”模态正位相。定义热带印度洋海温偶极子指

数为热带西印度洋（１０°Ｓ～１０°Ｎ、５０°～７０°Ｅ）的海表

９０５　第４期　　　　　　　　　　　王遵娅等：２０１２年海洋和大气环流异常及其对中国气候的影响　　　　　　　 　　　　



温度距平与热带东南印度洋（１０°Ｓ～０°、９０°～

１１０°Ｅ）的海表温度距平差（Ｓａｊ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Ｗｅｂ

ｓｔ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９）。可以发现，８月的偶极子指数已

超过１，而９月的偶极子指数也在０．８以上（图２ａ）。

大气对这种显著的印度洋偶极子模态产生响应，从

而在热带东印度洋上空激发出一范围较大的异常反

气旋环流（图２ｂ）。该反气旋环流的存在有利于西

太副高加强西伸，其西北侧的强西南气流携带丰沛

的水汽经孟加拉湾深入我国华西南部和华南一带，

对我国华西南部出现明显的秋雨起到了重要作用。

图２　热带印度洋偶极子指数逐月变化（ａ）

和２０１２年９—１０月平均８５０ｈＰａ风场

距平分布（ｂ，单位：ｍ·ｓ－１）

Ｆｉｇ．２　Ｍｏｎｔｈ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ｄｉｐｏｌｅｉｎｄｅｘ（ａ）ａｎｄ

８５０ｈＰａａｎｏｍａｌｙｗｉ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ｔｏ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２

（ｂ，ｕｎｉｔ：ｍ·ｓ－１）

３　北半球大气环流异常及影响

３．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冬季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冬季，东亚大槽偏强，阻塞活跃，

冬季风偏强，气温显著偏低。

季内，北极涛动（ＡＯ）位相转换明显，其在１月

中旬前维持显著的正位相，至２月中旬左右迅速转

入负位相，短暂维持之后再次进入正位相。欧亚中

高纬５００ｈＰａ距平场自西向东维持“＋ － ＋ －”波

列分布，东亚大槽明显偏强，大西洋和乌拉尔山地区

阻塞偏强，尤其是２月中旬该地区阻塞活跃。整个

冬季西伯利亚高压几乎都维持强度偏强的特征。根

据国家气候中心东亚冬季风强度指数（朱艳峰，

２００８）的监测结果，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冬季，东亚冬季风

指数为２．５１（标准化值），与１９６７年并列为１９４８年

以来第一高值，表明２０１１年为强冬季风年（图３）。这

样的环流异常型有利于来自中高纬地区的冷空气南

下影响东亚东部地区，是造成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冬季中国

气温显著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孙丞虎等，２０１２）。

图３　１９４８—２０１１年东亚冬季风

指数序列

Ｆｉｇ．３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ｗｉｎｔｅｒ

ｍｏｎｓｏｏｎｉｎｄｅｘ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４８－２０１１

３．２　春季

２０１２年前春乌拉尔山和鄂霍茨克海阻塞高压

发展，中期西太副高偏北，后期东北冷涡活跃且季风

环流增强，华南前汛期降水经历“活跃—中断—活

跃”。

４月初至５月中期，欧亚中高纬环流呈“两脊一

槽”型分布，乌拉尔山和鄂霍茨克海阻塞高压和贝加

尔湖低压发展加强，使冷空气不断南下影响我国南

方地区（图４ａ）。同时，孟加拉湾和西太副高不断向

该地区输送水汽。冷暖气流交汇形成锋面降水导致

华南前汛期开始，华南进入第一个降水集中期。５

月下旬，南海夏季风爆发但阶段性偏弱，阻碍了夏季

风环流的向北推进。而ＩＴＣＺ北抬和西北太平洋台

风活动使西太副高持续偏北，华南地区在副高主体

控制下对流活动受到抑制进而雨季中断（图４ｂ）。６

月３候起，南海夏季风突然加强北推，其与台风活动

相叠加使华南地区在异常气旋性环流控制之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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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南海北上台风和东北冷涡的频繁活动使西太副

高南落，且孟加拉湾季风槽出现再次加强，两者均促

进南海及西北太平洋水汽向华南输送，华南前汛期

雨季再次活跃，华南地区进入第二个降水集中期

（图４ｃ）（袁媛等，２０１２）。

图４　２１０２年４月２候至５月３候（ａ），

５月４候至６月２候（ｂ）和６月３—５候（ｃ）

各时段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等值线）

和距平场（阴影）分布 （单位：ｇｐｍ）

Ｆｉｇ．４　５００ｈＰａｍｅａｎ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

（ｃｏｎｔｏｕｒ）ａ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ｒｅｅｐｅｒｉｏｄｓｆｒｏｍＡｐｒｉｌ６ｔｏＭａｙ

１５（ａ），ｆｒｏｍＭａｙ１６ｔｏＪｕｎｅ１０（ｂ）ａｎｄ

ｆｒｏｍＪｕｎｅ１１ｔｏ２５（ｃ）２０１２（ｕｎｉｔ：ｇｐｍ）

３．３　夏季

２０１２年夏季，欧亚中高纬多短波槽活动，西太

副高异常偏北，东亚夏季风明显偏强，使东亚夏季风

雨带明显偏北。

６—７月，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在欧洲东部至西西伯

利亚以及东西伯利亚等地上空为异常正高度距平

区，而贝加尔湖附近和巴尔喀什湖地区为低槽区，短

波槽较为活跃并不断南下影响我国（图５ａ）。同时，

受强东亚夏季风的影响及对前期拉尼娜事件的大气

环流响应，西太副高位置偏北。冷暖气流在我国北

方地区交汇形成丰沛降水，东亚夏季风雨带整体偏

北。进入８月份，环流调整，欧亚中高纬度以纬向环

流为主，冷空气不活跃，我国大部地区降水偏少

（图５ｂ）。

图５　２１０２年６—７月（ａ）和８月（ｂ）

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等值线）

和距平场（阴影）分布 （单位：ｇｐｍ）

Ｆｉｇ．５　５００ｈＰａｍｅａｎ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ｃｏｎｔｏｕｒ）ａ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ｉｎＪｕｎｅ－Ｊｕｌｙ（ａ）

ａｎｄＡｕｇｕｓｔ（ｂ）（ｕｎｉｔｓ：ｇｐｍ）

３．４　秋季

２０１２年秋季，欧亚中高纬持续“＋ － ＋”形势，

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东北、华北地区降水持续偏

多；环绕西太副高的反气旋环流范围较大，位置明显

偏西，影响我国东南地区多雨。

秋季各月，欧亚中高纬的环流型变化不大，欧洲

至乌拉尔山一带维持正高度距平，巴尔喀什湖—贝

加尔湖至东亚大部一带为低槽控制，同时鄂霍茨克

海阻塞高压发展并长期维持（图６ａ）。这种异常型

有利于冷空气不断向我国北方地区爆发南下，造成

我国北方大部秋季气温较常年偏低。同时，在鄂霍

茨克海阻高西南侧强东南气流的影响下，日本海和

我国东海一带的异常东南水汽输送源源不断地进入

我国东北、华北一带，在此与频繁活动的冷空气交汇

形成范围较大的水汽辐合区，造成东北、华北地区的

降水持续偏多（图６ｂ）。还可以注意到，虽然西太副

高的主体较气候态偏弱、偏东，但由于环绕西太副高

的反气旋环流范围较大，其西边界一直西伸到孟加

拉湾地区，从而有利于来自低纬度的西南暖湿水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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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２０１２年９—１１月平均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

（ａ，等值线，单位：ｇｐｍ）和距平场（ａ，阴影区，

单位：ｇｐｍ），整层积分的水汽输送通量距平

（ｂ，箭头，单位：ｋｇ·ｓ
－１·ｍ－１）和散度距平场

（ｂ，阴影区，单位：１０－５ｋｇ·ｓ
－１·ｍ－２）

Ｆｉｇ．６　５００ｈＰａｍｅａｎ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

（ａ，ｃｏｎｔｏｕｒ，ｕｎｉｔ：ｇｐｍ）ａ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ａ，ｓｈａｄｅｄ

ａｒｅａｓ，ｕｎｉｔ：ｇｐｍ）ａｎｄ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１０００ｔｏ３００ｈＰａ（ｂ，ｖｅｃｔｏｒ，

ｕｎｉｔ：ｋｇ·ｓ
－１·ｍ－１）ａ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ｆ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ｂ，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ｕｎｉｔ：１０－５ｋｇ·ｓ
－１·ｍ－２）

ｄｕｒｉｎｇ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ｔｏ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向我国东南沿海输送，并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交汇，

在这些地区形成明显的水汽通量辐合，使该区域降

水偏多。

４　亚洲夏季风特征及影响

２０１２年南海夏季风爆发偏早１候，结束偏晚２

候，强度偏弱；东亚夏季风为１９５１年以来第四强，有

利于雨带偏北。

４．１　南海夏季风

２０１２年南海夏季风于５月４候爆发，较常年偏

早１候。９月２候南海夏季风进入临近结束状态。

１０月２候，随着北方干冷空气向南侵袭到华南沿海

和南海北部地区，南海地区的热力性质发生明显改

变，监测区上空的平均假相当位温已稳定降到临界

值（３４０Ｋ）之下；同时，监测区上空的平均纬向风已

稳定转为东风；对流层低层（８５０ｈＰａ），索马里及

１０５°Ｅ附近的越赤道气流显著减弱，赤道印度洋的

西风也随之减弱，标志南海夏季风结束，结束日期较

常年同期（９月６候）偏晚２候，也是连续第７年结束

偏晚（图７）。２０１２年南海夏季风强度指数为－０．４７，

较常年偏弱，主要在６月、７月５候至８月３候，９月

６候至１０月１候偏强，而其余时段以偏弱为主。

图７　南海地区（１０°～２０°Ｎ、１１０°～１２０°Ｅ）

纬向风（单位：ｍ·ｓ－１）和假相当位温

与３４０Ｋ差值（单位：Ｋ）的逐候演变

Ｆｉｇ．７　Ｐｅｎｔａ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ｚｏｎａｌｗｉｎｄｓ

（ｕｎｉｔ：ｍ·ｓ－１）ａｎｄｐｓｅｕｄｏ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ｕｎｉｔ：Ｋ）ｏｖｅｒ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１０°－２０°Ｎ，１１０°－１２０°Ｅ）

４．２　东亚夏季风

东亚副热带夏季风指数 （张庆云等，２００３）显

示，２０１２年东亚副热带夏季风（６—８月）明显偏强，

强度指数２．５８，为近６２年来第四高值，仅次于１９８５

年（３．２４）、１９７２年（２．８９）和２００４年（２．７２），并与

１９７８年持平（图８）。强东亚夏季风有利于夏季主雨

带北推并维持在偏北的位置。事实也证明，２０１２年

夏季降水主要表现出了北方偏多的特征，新疆南部、

甘肃西北部、青海、内蒙古大部、华北东部及辽宁等

图８　１９５１—２０１２年东亚副热带

夏季风强度指数的逐年变化

Ｆｉｇ．８　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ｓｕｍｍｅｒｍｏｎｓｏｏ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１－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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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５０％以上。

４．３　夏季风雨带进退特征

２０１２年６月３候以前，东亚副热带夏季风主要

维持在我国华南至江南一带。江南地区于６月７日

入梅，之后雨带逐渐北推，长江沿江和江淮地区于６

月６候进入梅雨期。此后，随东亚夏季风的向北推

进，雨带进一步向北扩张，于７月第２候抵达华北

南部，此时华北雨季开始。８月５候，随着副高的南

落以及季风的南撤，季风雨带也开始南移。９月３

候，我国华西地区降水明显增多，华西进入秋雨季。

９月５候，季风雨带南移至长江以南，我国华南及其

附近地区出现明显降水（图９）。１０月２候，随着北

方冷空气南下影响我国华南沿海和南海地区，南海

地区的热力性质出现明显改变，夏季风开始撤离南

海地区，南海夏季风结束。

图９　沿１１０°～１２０°Ｅ平均候降水量

纬度时间剖面 （单位：ｍｍ）

Ｆｉｇ．９　Ｔｉｍｅ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５ｄａｙｍｅａｎ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１１０°－１２０°Ｅ（ｕｎｉｔ：ｍｍ）

５　中国气候异常

受前述海温、大气环流异常的影响，我国自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冬季至２０１２年秋季出现了冬冷秋冷、

春夏热和夏季降水“北多南少”的气候特征。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冬季，全国平均气温－４．８℃，较

常年同期（－３．８℃）偏低１．０℃，为１９８６年以来最

低值。除青藏高原大部和云南气温偏高外，全国其

余大部气温偏低，尤其是北方地区气温偏低尤为明

显（图１０ａ）。冬季全国平均降水量３８．８ｍｍ，接近

常年同期（４０．５ｍｍ）。同样呈现出全国大部地区降

水偏少的分布特征，仅新疆南部、青海、四川东部、东

南沿海等地降水偏多５成至２倍（图１０ｂ）。

　　２０１２年春季（３—５月），全国平均气温１０．５℃，

较常年同期（９．９℃）偏高０．６℃。除局部地区气温

图１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冬季中国气温距平（ａ，单位：℃）

和降水距平百分率（ｂ，单位：％）分布

Ｆｉｇ．１０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ａ，ｕｎｉｔ：℃）

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ｙ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ｂ，ｕｎｉｔ：％）ｆｏｒ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Ｃｈｉｎａ

图１１　同图１０，但为２０１２年春季

Ｆｉｇ．１１　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１０，ｂｕｔｆｏｒ

ｔｈｅｓｐｒｉｎｇｏｆ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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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低外，全国大部地区偏暖（图１１ａ）。季内，全国平

均降水量为１４４．３ｍｍ，较常年同期（１３８．１ｍｍ）偏

多５％。青海省西南部、内蒙古中西部、江南东北部

等地降水偏多明显，而新疆、西藏南部、云南西北部

等地降水偏少明显（图１１ｂ）。

　　２０１２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１．４℃，较常年

同期（２０．９℃）偏高０．５℃。除东北中部和南部、华

北大部、内蒙古东南部、西南东南部和广西东部等地

气温偏低外，全国大部地区偏暖（图１２ａ）。夏季，全

国平均降水量３３２．９ｍｍ，较常年同期（３２４．９ｍｍ）

偏多２．５％。降水距平百分率呈“北多南少”分布，

这主要是受东亚夏季风偏强影响所致（图１２ｂ）。

图１２　同图１０，但为２０１２年夏季

Ｆｉｇ．１２　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１０，ｂｕｔｆｏｒ

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ｏｆ２０１２

　　２０１２年秋季，全国平均气温９．６℃，较常年同期

（９．９℃）偏低０．３℃。除新疆西南部、西藏西北部、

青海西部、云南大部、河南大部和黑龙江中西部气温

偏高０．５～１℃；新疆中部、内蒙古中部和华北北部

等地部分地区气温偏低１～２℃外，全国其余大部气

温接近常年同期（图１３ａ）。季内，全国平均降水量

１３５．１ｍｍ，较常年同期（１１９．７ｍｍ）偏多１２．７％。

降水在空间分布上主要呈“东多西少”态势，而东部

降水又自南向北呈“＋ － ＋”的异常型，东北和内

蒙古东部，江南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图１３ｂ）。

图１３　同图１０，但为２０１２年秋季

Ｆｉｇ．１３　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１０，ｂｕｔｆｏｒ

ｔｈｅａｕｔｕｍｎｏｆ２０１２

６　主要结论

对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冬季至２０１２年秋季的主要海

洋和大气环流异常及其对中国气温和降水的影响分

析发现：

２０１１年９月至２０１２年２月赤道中东太平洋发

生了一次拉尼娜事件，受此影响，夏季副高脊线位置

偏北，影响了我国２０１２年夏季雨带明显偏北。拉尼

娜事件结束后，赤道中东太平洋于７—８月出现厄尔

尼诺状态，大气环流在９和１０月出现明显响应，西

太副高偏强且面积偏大。８—９月，热带印度洋呈

“偶极子”模态正位相，在热带东印度洋上空激发出

一范围较大的异常反气旋环流，有利于暖湿气流向

我国华西南部和华南一带输送，对我国华西南部出

现明显秋雨起到了重要作用。

２０１２年南海夏季风爆发偏早１候，结束偏晚２

候，强度偏弱；东亚副热带夏季风为１９５１年以来第

四强，有利于雨带偏北，新疆南部、甘肃西北部、青

海、内蒙古大部、华北东部及辽宁等地降水较常年同

期偏多５０％以上。

受东亚副热带夏季风活动影响，我国江南地区

于６月７日入梅，长江沿江和江淮地区于６月６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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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梅雨期；７月２候华北雨季开始；８月５候季风

雨带开始南落；９月３候华西秋雨开始；１０月２候南

海季风结束。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冬季，东亚大槽偏强，乌拉尔山和

鄂霍茨克海阻塞高压发展，冬季风偏强，全国大部气

温显著偏低。２０１２年前春阻高活跃，仲春西太副高

偏北，后期东北冷涡活跃且季风环流增强，华南前汛

期降水经历“活跃—中断—活跃”。夏季，欧亚中高

纬多短波槽活动，西太副高异常偏北，东亚夏季风明

显偏强，使东亚夏季风雨带明显偏北。秋季，欧亚中

高纬持续“＋ － ＋”形势，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

东北、华北地区降水持续偏多；西太副高偏西，影响

我国东南地区多雨。总体而言，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冬

季至２０１２年秋季，我国气候的主要特征为：冬冷、秋

冷、春夏热，夏季降水“北多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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