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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利用常规气象观测资料、中尺度区域自动站逐时地面资料及ＮＣＥＰ／ＮＣＡＲ１°×１°再分析资料等，对引发２０１１年８

月６—１０日宁夏中北部连续５天出现≥３５℃的高温天气的青藏高压水平和垂直结构进行了天气学分析。结果表明：青藏高压

是一个深厚的暖性负涡度系统，它与西风带长波脊的同位相叠加使得高原上空的长波脊和暖高压稳定加强，受其影响，青藏

高压外围５８６ｄａｇｐｍ线东移越过高原后稳定维持在８５°～１０５°Ｅ附近，高压脊线北界伸展到４０°～４２°Ｎ，西北地区大范围长时

间处在５８４ｄａｇｐｍ以上的青藏高压和１０００ｈＰａ以下的地面热低压控制区域内；高压上空在中纬度极锋急流的作用下，高原东

部存在“高空辐合、低空辐散”的环流配置导致高原东部维持较强的下沉运动，处在下沉区的宁夏上空晴朗少云，湿度小，风力

相对较大，地面增温和蒸发强烈，地面感热远远大于潜热，有利于出现以“干热”为主的持续高温天气。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

了宁夏夏季高温的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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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高温天气是指日最高气温≥３５℃的天气，它是

夏季常见的一种灾害性天气。２０１１年宁夏共出现

２１ｄ１２９站次高温天气，高温出现的频次、范围、持

续时间创当地有气象资料以来的历史新高，尤其是

８月６—１０日宁夏中北部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

续高温天气，而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９成以上；高

温期间，居民生活和工矿企业用水、用电量激增，一

度电荒、水荒导致限电限水，给人民日常生活带来不

便；而持续的高温少雨也加剧了旱情的发展，土壤墒

情明显不足，农作物和林草生长受到抑制，工农业生

产遭受巨大经济损失。

统计资料分析表明，近１０年宁夏的高温日数是

２０世纪６０—８０年代的２～３倍，９０年代的１．６倍。

夏季高温天气的频繁出现、日最高气温的显著升高

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关心和重视，而高温预报也成

为夏季天气预报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有必要研

究造成宁夏高温天气的天气学成因。

对于高温的分析，许多学者作了很多有益的工

作。王迎春等（２００３），钱婷婷等（２００６），尹东屏等

（２００６），张迎新等（２０１０），张天宇等（２０１０），程炳岩

等（２０１１）和杨群等（２０１１）对华北和川渝地区的高温

天气分析结果表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简称西太

副高）和大陆（河套）高压控制的区域，高温主要是由

暖平流所引起的，并认为高压中空气的下沉绝热增

温是形成高温天气的主要物理机制。西北地区的高

温分析多与南亚高压的研究有关，但对高温个例的

分析所见文献不多。从白肇烨等（１９８８），钱永甫等

（２００２），谭晶等（２００５），苏东玉等（２００６），孙国武等

（２００７），刘梅等（２００７），陈永仁等（２００８）和郭准等

（２００９）对南亚高压的研究结果中得知：青藏高压又

称南亚高压或大陆高压，作为一个行星尺度的环流

背景，夏季长期活动于青藏高原（简称高原）上空，与

高原发生强烈的陆气相互作用，对我国西北地区的

天气有着重要影响，在它的控制范围内，多是干热天

气；西北地区高温热浪的形成与西风带长波脊和青

藏高压的同位相叠加有关。张新荣等（２００４），祁得

兰等（２００５）和陈磊等（２０１１）对西北五省（区）极端高

温天气的环流特征总结出一些结论：西北地区的大

范围高温与１００ｈＰａ青藏高压强度偏强、位置偏北、

５００ｈＰａ闭合高压单体控制着西北地区有关；出现

高温时，西北地区上空存在“上层辐合、下层辐散、整

层下沉运动”的环流结构，下沉运动中心和辐合中心

在３００ｈＰａ左右。宁夏气象工作者陈楠等（２００３）和

周翠芳等（２０１１）对宁夏高温分析得出：夏季青藏高

压比西太副高影响宁夏的次数多、强度强且范围广，

是宁夏高温天气的主要影响系统；当８５０～７００ｈＰａ

的相对湿度在１０％～１５％、中低层温度露点差＞

１５℃、８５０ｈＰａ温度平流达８０×１０－５℃·ｓ－１时，宁

夏易出现３５℃以上高温天气。

从以往研究结果得知：西北地区高温天气与青

藏高压密切联系，但对于青藏高压的结构和发生发

展过程，以及它与宁夏高温之间内在的物理联系还

没有专门的系统性的研究，尤其是还没有客观定量

化的高温概念模型。为填补西北地区缺乏高温概念

模型的不足，本文将在已有的一些定量指标基础上

（张新荣等，２００４；祁得兰等，２００５；陈磊等，２０１１；陈

楠等，２００３；周翠芳等，２０１１）进一步补充完善和归纳

总结，并以２０１１年８月６—１０日宁夏中北部历史罕

见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过程为例，利用常规气象观

测资料、中尺度区域自动站逐时地面资料及ＮＣＥＰ／

ＮＣＡＲ１°×１°再分析资料等，使用天气学分析方法

分析青藏高压的结构及其与西风带高压的同位相变

化对宁夏高温的影响，综合给出宁夏夏季高温概念

模型，为提高当地高温预报能力提供技术支撑。

１　２０１１年８月上旬持续高温天气概

况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日从南疆盆地开始，高温区域逐

９８９　第８期　　　　　　　　 　　陈豫英等：引发２０１１年８月宁夏持续高温天气的青藏高压结构分析　　　　　　　　　　



渐向东扩展，６日扩展到河套地区，持续到１２日，西

北地区高温天气结束，长江中下游地区转而受高温

天气控制。从宁夏高温区域和强度变化看（图略）：

高温从８月６日开始，７日范围最大（１５站高温），８

日强度 最 强 （１１ 站 高 温，日 最 高 气 温 极 值 达

３８．１℃），１０日最弱（３站高温），１１日结束；高温主

要集中在宁夏中北部，５ｄ共有４５站次出现３５℃以

上高温，８站次３７℃以上。

对比２０１１年８月６—１０日连续５ｄ宁夏高温

区域和同时段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与每日１４：００地面气

压场变化：宁夏持续高温是由西北地区大范围长时

间维持稳定的青藏高压和地面热低压造成的，高温

天气出现在５８４ｄａｇｐｍ以上的青藏高压和１０００ｈＰａ

以下的地面热低压控制区域内；高压登上高原后，

５８６ｄａｇｐｍ东界位置维持在８５°～１０５°Ｅ附近，高压

脊线北界位置在４０°～４２°Ｎ；高原上空高压中心值

越强、位置越偏东、地面气压值越低，高温越明显。

从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１０日连续１０ｄ的５００和

３００ｈＰａ高度场（图略）看，与高温区相对应的青藏

高压无论在对流层中部、还是上部都不是一个完整

的闭合高压，而是作为行星尺度的西风带长波脊的

一部分，它与西风带长波脊的同位相叠加使得高原

上空的长波脊和暖高压稳定加强，造成宁夏长时间

大范围高温天气。因此，下面分析青藏高压的水平

和垂直结构及其对宁夏持续高温的影响。

２　青藏高压的结构特征

２．１　水平结构特征

为了解青藏高压和西风带高压的演变过程和水

平结构变化的特征，兼顾考虑宁夏及青藏高压和西

风带高压脊线的南北界位置，分别沿３６°Ｎ（图１ａ）和

４２°Ｎ（图１ｂ）作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１５日５００ｈＰａ高度

场和风场的时间剖面图。图１反映，８月上旬主体

在伊朗高原、中心强度为５９２ｄａｇｐｍ的高压一直稳

定维持，青藏高压外围线５８６ｄａｇｐｍ和西风带高压

外围线５８４ｄａｇｐｍ随时间演变向东扩展过程中受

高原大地形对西风环流的阻挡与扰动，移动缓慢，在

其控制范围内，高温区从新疆一路扩展至河西走廊、

河套地区和华北北部；其中６—１０日高原上空为大

于５８６ｄａｇｐｍ青藏暖高压和大于５８４ｄａｇｐｍ西风

带暖高压控制，宁夏出现持续高温天气，尤其是７日

青藏高压和西风带高压覆盖范围同时达到最大（５８６

ｄａｇｐｍ东边界在１０３°Ｅ附近，５８４ｄａｇｐｍ东边界在

１０５°Ｅ附近），宁夏高温范围也最大，有超过６０％的

测站出现高温；８日在高原上空，青藏高压和西风带

高压强度同时达到最强，青藏高压在８７°～９５°Ｅ分

裂出一东西向闭合的５８７ｄａｇｐｍ小高压单体，西风

带高压的５８５ｄａｇｐｍ线控制的范围达到最大（东边

界从７日９０°Ｅ东扩到８日９５°Ｅ），宁夏出现３８．１℃

的高温；９—１０日青藏高压单体东移到１００°Ｅ附近，

转为东北—西南向，同时高原东部到西北地区东部

（９０°～１０５°Ｅ）为一闭合５８５ｄａｇｐｍ西风带高压单体

控制，但此时受高空槽东移影响，高原上空由西北风

逐渐转为西南风，青藏高压外围线５８６ｄａｇｐｍ和西

风带高压外围线５８４ｄａｇｐｍ的控制范围缩小，主要

影响区域在９０°～１０５°Ｅ，宁夏高温天气逐渐减弱结

束。由此可见，虽然８月６—１０日青藏高压和西风

带高压控制范围、强度和脊线位置随时间演变减弱

东移，但从８０°～１００°Ｅ，即高原到西北地区东部一

直有青藏高压和西风带暖高压的同时存在，并且两

图１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１５日沿３６°Ｎ（ａ）和４２°Ｎ（ｂ）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ｄａｇｐｍ）和风场（ｍ·ｓ
－１）的时间剖面

Ｆｉｇ．１　Ｔｉｍｅ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５００ｈＰａ（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ｗｉｎｄ（ｕｎｉｔ：ｍ·ｓ
－１）ａｌｏｎｇ３６°Ｎ（ａ）

ａｎｄ４２°Ｎ（ｂ）ｆｒｏｍ１ｔｏ１５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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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呈同位相变化，而正是西风带高压与青藏高压在

８０°～１００°Ｅ同位相水平叠加（图略），才使得８月

６—１０日高原到西北地区东部在中高纬始终处于稳

定的暖高压控制之下，高温过程就是青藏高压和西

风带高压同位相水平叠加后稳定维持的结果。

２．２　垂直结构特征

如果说水平同位相叠加仅能反映高压的宽广程

度，那么垂直位相叠加则能反映高压的深厚程度。

从２０１１年８月６—１０日沿３６°Ｎ和４２°Ｎ平均温度、

涡度、垂直速度和散度纬向剖面图的分布（图２）得

知：西风带暖高压脊与青藏高压对应的负涡度区、下

沉运动区呈同位相分布，高原及以北地区在６００ｈＰａ

及以上为一深厚的暖性负涡度高压（脊）所控制，负

涡度中心都在３５０ｈＰａ的９７°Ｅ附近，且负涡度闭合

中心区正好对应青藏高压５８７ｄａｇｐｍ（图１ａ）和西风

带暖高压５８５ｄａｇｐｍ（图１ｂ）包围的高压单体闭合

中心区，但青藏高压对应的负涡度中心较西风带暖

高压脊的更强；同时包括宁夏在内的西北地区东部

（１００°～１１０°Ｅ）都处于高原东侧辐散下沉区内，同样

的青藏高压对应的下沉运动较西风带暖高压脊的更

强，尤其在４００ｈＰａ及以下更为明显。由此可见，正

图２　２０１１年８月６—１０日沿３６°Ｎ（ａ，ｃ）和４２°Ｎ（ｂ，ｄ）平均剖面图

（ａ，ｂ）平均温度和垂直速度［实线为等温线、阴影区为下沉区（垂直速度＞０）］；（ｃ，ｄ）涡度

和散度［实（虚）线为等涡度线、阴影区为辐散区（散度＞０）］

（单位：温度：℃；垂直速度：１０－４ｈＰａ·ｓ－１；涡度：１０－４ｓ－１；散度：１０－４ｓ－１）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３６°Ｎ（ａ，ｃ）ａｎｄ４２°Ｎ（ｂ，ｄ）ｉｎ６－１０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１

（ａ，ｂ）ｔｈｉｃｋｌｉｎｅｓ：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ｓ，ｓｈａｄｏｗｅｄａｒｅａ：ｓｉｎｋｉｎｇｍｏ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０）；（ｃ，ｄ）ｔｈｅ

ｓｏｌｉｄ（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ｖｏｒｔｉｃｉｔｙｉｓｏｌｉｎｅｓ，ｓｈａｄｏｗｅｄａｒｅａ：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ｒｅｇｉｏｎ（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０）

（ｕｎｉｔ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１０－４ｈＰａ·ｓ－１，ｖｏｒｔｉｃｉｔｙ：１０－４ｓ－１，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１０－４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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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青藏高压和西风带高压的同位相垂直叠加，使得

高原及以北地区在６００ｈＰａ及以上为一深厚的暖性

负涡度高压所控制，所以包括宁夏在内的西北地区

东部（１００°～１１０°Ｅ）处于高原东侧辐散下沉区内。

这与陶祖钰等（１９８９），孙国武（１９８９）和白虎志等

（２００４）的研究结果“夏季大多数时候，青藏高压中心

附近的４００ｈＰａ以下是辐合上升区，以上为辐散下

沉区”有所不同。所以，当高原上空对流层中上部青

藏高压与西风带长波脊垂直叠加，出现“６００ｈＰａ以

上都为辐散下沉气流”的独特垂直高压结构时，宁夏

出现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

上述分析表明：虽然夏季的高原上空常为暖高

压控制，但很多时候西北地区并不一定有高温天气，

只有当青藏高压与西风带高压的同位相水平和垂直

叠加时，才能使得高原上空的长波脊和暖高压稳定

加强，这是造成宁夏持续性大范围高温天气的主要

原因。

３　高温干热天气的成因

上一节的分析结果表明，宁夏出现持续高温天

气是因为受高原东部下沉气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

分析造成下沉运动的原因。苏东玉等（２００６）和张新

荣等（２００４）分析总结指出：极端最高气温出现在持

续稳定的大气环流形势背景下，是１００与５００ｈＰａ

环流共同影响的结果。因此下面分析 １００ 和

５００ｈＰａ风场及散度场分布及其对高原东部下沉气

流的影响。

从图３ａ和３ｂ所给出的２０１１年８月６—１０日

１００和５００ｈＰａ风场及散度场可见：青藏高压上空

在１００和５００ｈＰａ上都是一个强辐散区，在其西北

侧有一风速＞１６ｍ·ｓ
－１的极锋急流中心，高压上空

的辐散区正好位于极锋急流出口区的右下方。图

３ｃ是沿１０５°Ｅ的风速和散度经向垂直剖面图，从图

中可以清楚看到高原东部的极锋急流和散度间的联

系。高原东部中纬度极锋急流的大风速中心位于

２００ｈＰａ上４５°～５０°Ｎ附近，其右侧高原东部上空

在对流层上部为辐合区、对流层中下部为辐散区，其

中辐散中心位于７００ｈＰａ上３５°Ｎ附近，这种“高层

辐合、低层辐散”的环流垂直配置正好位于３０°～

４０°Ｎ之间的青藏高压范围内。

　　根据准地转ω方程（陶祖钰等，１９８９）：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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犳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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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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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左边为ω的二阶导数，右边第一项为微差

绝对涡度平流项，第二项为温度平流项。根据准地

转理论，对流层低层的气压上升是高空辐合的动力

强迫作用所致，在准地转过程中与高层辐合相对应

的次级环流为低层辐散下沉运动，辐散有利于反气

图３　２０１１年８月６—１０日１００（ａ）和

５００ｈＰａ（ｂ）风场（实线）和散度场（阴影）

与沿１０５°Ｅ的经向垂直剖面图（ｃ）

（单位：风速：ｍ·ｓ－１，散度：１０－６ｓ－１）

Ｆｉｇ．３　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ｆ

ｗｉｎｄ（ｔｈｅ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ａｎｄ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ｆｉｅｌｄ（ｓｈａｄｅｄ

ａｒｅａ）ａｔ１００ｈＰａ（ａ）ａｎｄ５００ｈＰａ（ｂ）ａｌｏｎｇ

１０５°Ｅｉｎ６－１０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１（ｕｎｉｔｓ：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ｍ·ｓ
－１，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１０

－６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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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负涡度高压的产生，而负涡度高压的稳定需要靠

下沉运动来增温维持。由此可见，在青藏高压控制

范围内出现的这种高原东部“高空辐合、低空辐散”

的环流配置是导致高原东部下沉运动的主要原因，

而中纬度极锋急流则是产生这种下沉运动的直接影

响系统。这一结论与钱婷婷等（２００６）对北京高温天

气的分析结论“河套高压中的下沉运动是副热带高

空急流和中纬度极锋急流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区别，

主要是因为宁夏地处西北内陆，较难受西太副高的

直接影响。

上述分析表明：在青藏高压这个暖性负涡度系

统中，基本为下沉气流所控制。由于下沉增温作用，

使得青藏高压控制下的西北干旱区高温天气呈现出

不同于东部沿海地区受西太副高控制下的“闷热”高

温天气的“干热”状态。究其原因，在上述大气环流

系统影响下，大气垂直运动和地面潜热、感热都发生

了相应的变化。从宁夏持续高温期间的地面垂直速

度和地面感热、潜热分布（图４）来看：高原西部有中

心值＜－１５×１０
－４ｈＰａ·ｓ－１的强上升运动区，中心

区域在９０°Ｅ附近，而高原东部存在中心值＞３×

１０－４ｈＰａ·ｓ－１的下沉运动区，中心区域在宁夏中北

部，这正好形成高原西部气流上升、高原东部气流下

沉的纬向环流圈（钱正安等，２００１），受其影响，宁夏

处在高原东部的下沉气流控制区域内，造成持续高

温天气；同时，对应宁夏中北部较强的下沉区域是

中心值＞１００Ｗ·ｍ
－２的地面感热大值区和中心值

图４　２０１１年８月６—１０日平均地面垂直速度

（阴影）、感热（粗实线）、潜热（细断线）分布

（单位：垂直速度：１０－４ｈＰａ·ｓ－１；感热与潜热：Ｗ·ｍ－２）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ｅａｎ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ｕｎｉｔ：１０
－４ｈＰａ·ｓ－１），ｓｅｎｓｉｂｌｅ

ｈｅａｔ（ｔｈｉｃｋ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ｕｎｉｔ：Ｗ·ｍ－２）ａｎｄｌａｔｅｎｔ

ｈｅａｔ（ｔｈｉｎｂｒｏｋｅｎｌｉｎｅ，ｕｎｉｔ：Ｗ·ｍ－２）ｆｒｏｍ６

ｔｏ１０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１

＜２０Ｗ·ｍ
－２的地面潜热小值区，地面感热是潜热

的５倍。８月６—１０日宁夏各站地面气象要素逐时

观测资料也反映：高温时段内宁夏上空总云量普遍

不超过５成，低云量小于２成，相对湿度小于２５％，

蒸发累积量达４ｍｍ，东北风４～９ｍ·ｓ
－１。由此可

见，受青藏高压东部下沉气流影响，高温时段内宁夏

上空晴朗少云，湿度小，风力相对较大，地面增温和

蒸发强烈，地面感热远远大于潜热，因此青藏高压控

制下的宁夏高温天气以“干热”为主。

４　青藏高压影响的宁夏持续高温概念

模型

　　利用１９６１—２０１１年宁夏日最高气温观测资料，

统计得到２２次高温过程（连续３ｄ、相邻两个地区超

过３站以上日最高气温≥３５℃为１次高温过程）。

２２次高温过程中有１５次是由青藏高压影响（占总

数６８％），另有７次是西太副高影响（占总数３２％），

可见宁夏的高温天气以青藏高压影响居多。在对这

１５次高温过程的青藏高压结构及其与西风带高压

同位相变化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出关键影响系统的

定量指标，并结合张新荣等 （２００４），祁得兰等

（２００５），陈磊等（２０１１），陈楠等（２００３）和周翠芳等

（２０１１）对西北各省（区）高温过程总结出的环流特征

的量化指标，综合得到青藏高压影响下的宁夏持续

性高温概念模型如图５所示：青藏高压和西风带长

波脊同位相叠加使得青藏高压外围５８６ｄａｇｐｍ线

越过高原后形成闭合高压单体稳定维持在８５°～

１０５°Ｅ附近，高压脊线北界伸展到４０°～４２°Ｎ，西北

地区大范围长时间处在５００ｈＰａ５８４ｄａｇｐｍ以上的

青藏高压、３００ｈＰａ９６４ｄａｇｐｍ以上的西风带高压

脊和１０００ｈＰａ以下的地面热低压控制区域内；高压

上空在极锋急流作用下，高原东部存在“高空辐合、

低空辐散”的环流配置导致高原东部维持较强的下

沉运动，下沉增温导致宁夏出现持续高温天气。与

郑祚芳等（２００５）总结的北京高温概念模型相比，宁

夏高温的影响系统及其动力结构配置不同，北京的

高温天气主要受河套高压影响，副热带西南风急流

和极锋急流的有利配置使下沉运动进一步加强，下

沉绝热增温、辐射增温和平流增温导致北京高温天

气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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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宁夏高温概念模型

［注：断线为地面等压线；实（虚）线为５００（３００）ｈＰａ

等高线；实粗矢线为极锋急流轴；Ｄ、Ｇ分别

为地面热低压和青藏高压中心位置；深浅阴影区

分别为高温和下沉运动区］

Ｆｉｇ．５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Ｎｉｎｇｘｉａ

［Ｔｈｅｂｒｏｋｅｎｌｉｎｅｉｓｓｕｒｆａｃｅｉｓｏｂａｒ；ｔｈｅｓｏｌｉｄ（ｄｏｔｔｅｄ）

ｌｉｎｅｉｓｃｏｎｔｏｕｒａｔ５００（３００）ｈＰａ；ｔｈｉｃｋｒｅａｌｖｅｃｔｏｒ

ｌｉｎｅｉｓｐｏｌａｒｆｒｏｎｔｊｅｔａｘｉｓ；Ｄｉｓ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ｌｏｗａｎｄＧｉｓ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Ｔｉｂｅｔａｎｈｉｇｈ；

ｔｈｉｃｋｓｈａｄｏｗｅｄｒｅｇｉｏｎｉｓ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ｌｉｇｈｔｓｈａｄｏｗｅｄｒｅｇｉｏｎｉｓｓｉｎｋｉｎｇｍｏ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

５　小　结

通过上述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１）青藏高压稳定维持并与西风带高压脊同位

相叠加，使得高原上空的长波脊和暖高压稳定加强，

在这样的大尺度环流背景下，西北地区东部始终处

于高原东侧辐散下沉区内，有利于宁夏出现持续高

温天气。

（２）青藏高压和地面热低压是宁夏持续高温天

气的主要影响系统。宁夏高温天气出现在５８４

ｄａｇｐｍ以上的青藏高压和１０００ｈＰａ以下的地面热

低压控制区域内；高压外围５８６ｄａｇｐｍ线东移越过

高原后稳定维持在８５°～１０５°Ｅ附近，高压脊线北界

伸展到４０°～４２°Ｎ，此时高原上空高压中心值越强、

位置越偏东、地面气压值越低，越有利于宁夏高温天

气出现。

（３）在中纬度极锋急流的作用下，高原东部存

在“高空辐合、低空辐散”的环流配置是导致高原东

部下沉运动的主要原因。受青藏高压东部下沉增温

影响，宁夏上空晴朗少云，湿度小，风力相对较大，地

面增温和蒸发强烈，地面感热远远大于潜热，因此青

藏高压控制下的宁夏高温天气以“干热”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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