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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本文对２０１３年海洋和大气环流异常特征进行分析，讨论这些异常特征对中国气温和降水的主要影响。结果表明：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冬季，北极涛动持续维持负位相，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上，欧亚大陆中高纬环流呈“两槽一脊”的环流形势，乌拉尔

山的高压脊持续偏强，而东亚槽也异常偏强，导致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季内，西伯利亚高压强度变化显著，与之相

对应，我国气温季内阶段性变化大，前冬冷、后冬暖。进一步研究表明，前秋北极海冰的大幅偏少是造成东亚冬季风偏强的重

要原因。２０１３年冬季至夏季，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异常偏低而海洋性大陆至西太平洋海温异常偏高，受此影响，夏季西太平

洋副热带高压位置明显偏北，导致我国北方夏季多雨。与此同时，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下沉气流的控制，我国南方大部高

温持续。２０１３年南海夏季风爆发偏早两候，结束偏晚４候，强度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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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全球变暖背景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繁发

生，对重大天气、气候事件的成因分析已经成为气候

业务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李清泉等，２０１３）。了解

和掌握气候系统关键异常信号及其气候影响机理，

分析气候异常的成因，对正在发生或刚发生过的气

候异常事件及时进行诊断分析（高辉等，２００８；张培

群等，２００９；艾婉秀等，２０１０；贾小龙等，２０１１；王朋岭

等，２０１２；王遵娅等，２０１３ａ），有利于加深对气候异常

形成机制或机理的认识，同时为气候预测提供参考。

２０１３年，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较前一年少，

但局地气象灾害较重。２０１３年，降水总体偏多，但

时空分布不均，前少后多、北多南少；气温总体偏高，

但东北偏低。全国平均降水量６５３．６ｍｍ，较常年

偏多４％，比２０１２年略偏少；冬季降水偏少，春、夏、

秋三季偏多。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０．７℃，为

１９６１年以来第四暖年，较２０１２年偏高０．８℃；冬季

气温偏低，春、夏、秋三季偏高。２０１３年汛期，我国

主要多雨带位置偏北。华南前汛期开始早、结束晚、

雨量多，长江中下游入梅晚、出梅早、雨量少；华北雨

季早、雨量偏多；华西秋雨开始早、结束晚、雨量多；

西南雨季开始早、结束晚、雨量少。从区域情况看，

东北、华北、西北、华南降水偏多，其中东北偏多

２２％、华北偏多１４％，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偏少。

本文将主要从海温异常和大气环流异常两方面

来分析产生我国２０１３年气候异常的原因，揭示其可

能的成因机制。

１　资　料

本文主要使用了国家气候中心的“气候系统监

测—诊断—预测—评估系统”提供的资料和产品及

１９６１—２０１３年ＮＣＥＰ／ＮＣＡＲ的２．５°×２．５°水平分

辨率的逐日高度场、温度场、风场和比湿场等再分析

资料。中国地区的气温、降水资料来源于中国气象

局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整编的中国地区台站观测气候

数据集。本文使用的各要素的气候平均值为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平均值。

２　海温异常及其影响

２．１　赤道太平洋海温

２０１３年，赤道中东太平洋大部海温呈弱冷水状

态。

２０１３年１—３月，赤道中东太平洋大部海温维

持前期的弱冷水状态，并呈现出逐渐减弱的趋势；４

月起，赤道中东太平洋冷海温再次发展，５—７月发

展到最强，Ｎｉ珘ｎｏＺ指数（李哓燕等，２０００）在７月达

到－０．５℃，但冷海温向西扩展的范围并不大，低于

－０．５℃的冷水区域一直维持在赤道中东太平洋东

部（１５０°Ｗ 以东）；９—１２月，冷海温明显减弱。在赤

道中东太平洋冷水波动的过程中，赤道西太平洋海

温一直维持较明显的偏暖状态（图１）。年内，尽管

图１　赤道太平洋（５°Ｓ～５°Ｎ）海表温度

距平时间经度剖面（单位：℃）

Ｆｉｇ．１　Ｔｉｍｅ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

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５°Ｓ～５°Ｎ）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ｆ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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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道中东太平洋的冷水状态没有发展成一次 Ｌａ

Ｎｉ珘ｎａ事件，但大气仍较明显地表现出了对冷水波动

的响应。主要表现在夏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简

称西太副高）位置偏北，导致夏季我国南方大部分地

区持续受异常下沉运动控制，对流活动受到抑制，降

水偏少，高温持续发展。相反，受西太副高偏北影

响，我国东北、华北夏季降水异常偏多。

２．２　印度洋海温

２０１３年５—８月，热带印度洋呈现出中东部暖

而西部正常的异常海温分布［印度洋偶极子（ＩＯＤ）

负位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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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温距平与热

带东南印度洋（１０°Ｓ～０°、９０°～１１０°Ｅ）的海温距平

差（Ｓａｊ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Ｗｅｂｓｔ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９）。可以发

现，５月的偶极子指数已超过－０．５，而８月的偶极

子指数也在－０．５以下（图２）。

图２　热带印度洋偶极子指数逐月变化

Ｆｉｇ．２　Ｍｏｎｔｈ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ｄｉｐｏｌｅ（ＩＯＤ）ｉｎｄｅｘ

３　北半球大气环流异常及其影响

３．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冬季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冬季，全国平均气温为－３．７℃，

较常年同期（－３．４℃）偏低 ０．３℃（王东阡等，

２０１３）。与常年同期相比，东北大部、内蒙古东部、华

北大部、华东大部、华中大部、新疆北部和中部、西藏

西部部分地区气温偏低，其中东北大部、内蒙古东

部、华北东北部、新疆北部和西藏西部局部地区偏低

２～４℃，局部偏低４℃以上。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冬季，北极涛动（ＡＯ）指数持续维

持负位相，有利于极地的冷空气向南侵袭影响我国。

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上，欧亚大陆中高纬环流呈“两

槽一脊”的环流形势，乌拉尔山的高压脊持续偏强，

而东亚槽也异常偏强，有利于冷空气沿高空槽南下

影响我国（图３）。Ｗｕ等（２０１３）研究发现，该异常环

流型与冬季极端天气型的盛行模态非常相似，有利

于我国冬季极端低温天气的出现。而该异常环流型

的出现与前期秋季北极海冰异常偏少也存在密切联

系。Ｗｕ等（２０１１）研究发现，前期海冰偏少有利于

欧亚大陆北部地区出现异常阻塞环流异常，导致西

伯利亚高压阶段性加强，进而导致我国出现极端阶

段性低温。观测显示，自２０１２年夏季开始，北极海

冰覆盖范围持续异常偏小，偏小幅度超过气候态两

倍标准差，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冬季；

其中８月中旬至１０月中旬，海冰覆盖面积持续低于

自有观测资料以来年海冰覆盖面积的最小纪录———

２００７年同期海冰覆盖面积（图略）。而从海冰范围

距平分布来看（图４），秋季北极大部分地区海冰范

围较常年明显偏少，巴伦支海北部、喀拉海、拉普捷

夫海、楚科奇海、波弗特海和巴芬湾等海域海冰范围

较常年同期偏低２０％～６０％，其中喀拉海北部和波

弗特海偏低６０％以上。因此，前期秋季北极海冰的

减少有利于欧亚地区高纬的冷空气南下影响我国，

导致冬季我国东北、内蒙古东部、华北、华东等地大

范围低温的出现。

　　季内，我国气温变化呈现前冬冷，后冬暖的阶段

性变化特征。前冬是过去２７年中我国经历的最冷

的冬季，东北、华北地区气温均创近４０年新低；而到

后冬又迅速转暖，全国除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偏冷外，

其余大部地区气温以偏暖为主。季内，西伯利亚高

压强度变化显著，前冬西伯利亚高压偏强，后冬西伯

利亚高压偏弱（图５），这可能是导致我国冬季前冬

冷、后冬暖的主要原因。

３．２　春季

２０１３年春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１．０℃，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８．３％，但气温

和降水空间分布不均，东北气温持续偏低，华北出现

区域性气象干旱。

从图６ａ中可以看到，春季我国大部尤其是西北

至华北一带受异常高压脊的控制，盛行下沉气流，不

利于降水的产生但有利于气温偏高。图６ｂ还显示，

在我国西北至华北一带，为水汽的弱辐散区，表明水

汽条件不利于这一地区降水的出现，加之气温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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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高，使得气象干旱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自冬季以

来ＡＯ持续负位相，尤其在２０１３年３月负位相显著

加强。这在中高层异常环流场上表现为欧亚中高纬

图３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２月５００ｈＰａ

平均位势高度（等值线）和

距平场（阴影）分布（单位：ｇｐｍ）

Ｆｉｇ．３　５００ｈＰａｍｅａｎ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

（ｃｏｎｔｏｕｒ）ａ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

ｆｒｏｍ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ｔｏ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３（ｕｎｉｔ：ｇｐｍ）

图４　２０１２年秋季北极海冰范围距平分布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ａｉｃｅ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ｉｎａｕｔｕｍｎ２０１２

地区维持一宽阔的异常低压带而极地区域则为高气

压所盘踞，我国东北地区正好处于异常低槽的控制

下（图６ａ），冷空气频繁影响从而引发持续低温。

图５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冬季西伯利亚高压强度逐日演变（单位：ｈＰａ）

Ｆｉｇ．５　Ｄａｉ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ｂｅｒｉａｎｈｉｇｈ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ｉｎｗｉｎｔｅｒ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ｕｎｉｔ：ｈＰａ）

　　东北冷涡是我国东北地区特有的天气系统，对

东北地区的天气气候有很大影响，是造成东北低温

的重要因子。统计发现，２０１３年春季东北冷涡活跃

且总体偏强，其中３月出现２４次过程，４月出现２９

次过程，均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并且该两月冷涡的

强度均较常年同期偏强，有利于我国东北地区气温

偏低。另外，我国东北地区自２０１２年秋季以来积雪

持续偏多，通过增加地表长波辐射，有利于东北温度

偏低。并且春季东北积雪季节性融雪消耗热量导致

东北气温偏低加剧（王遵娅等，２０１３ｂ）。

３．３　夏季

２０１３年夏季，受热带太平洋海洋的影响，西太

副高异常偏北，使得东亚夏季风雨带明显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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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２０１３年３—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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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１０００

ｔｏ３００ｈＰａ（ｂ，ｖｅｃｔｏｒ，ｕｎｉｔ：ｋｇ·ｓ
－１·ｍ－１）ａ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ｆ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ｂ，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ｕｎｉｔ：１０
－５ｋｇ·ｓ

－１·ｍ－２）ｆｒｏｍＭａｒｃｈｔｏＭａｙ３０１３

　　２０１３年夏季，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及距平场上，欧洲大

部至西伯利亚西北部为正高度距平控制，而欧洲东

南部至东亚北部为宽广的低槽区，这种环流型有利

于高纬冷空气南下影响中国北方地区。季内，热带

中东太平洋海温偏低而热带西太平洋海温偏高，偏

高的热带西太平洋海温有利于热带西太平洋地区对

流活跃，气旋式异常环流发展，而热带西太平洋地区

偏强的对流活动也可以通过激发异常偏强的局地

Ｈａｄｌｅｙ环流圈，使得西太副高位置偏北（Ｓｉｅｔａｌ，

２０１２）；此外，夏季我国西部（四川部分地区）的降水

异常偏多，有利于凝结潜热释放，在西太副高西侧激

发反气旋性涡度发展，有利于副高的西伸（司东等，

２００８）。副高西侧偏南气流与来自南方偏强的季风

水汽汇合后，向我国北方地区输入异常偏多的暖湿

水汽（图７ｂ），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在我国北方地区交

汇辐合，造成我国北方地区夏季降水异常偏多。季

内，欧亚中高纬度地区的低压槽相对较浅薄，不利于

北方地区的冷空气深入南下影响我国的南方地区

（图７ａ）；同时，受西太副高位置偏北、偏西影响，西

太副高持续稳定控制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导致该

地区持续受异常下沉运动控制，对流活动受到抑制，

夏季降水偏少，高温持续以及秋季干旱的出现。

图７　同图６，但时间为２０１３年６—８月

Ｆｉｇ．７　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６，ｂｕｔｆｏｒ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ｆｒｏｍＪｕｎｅｔｏ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３

３．４　秋季

２０１３年秋季，受 ＡＯ正位相、东亚大槽偏弱等

因素的影响，秋季我国大部气温偏高。此外，西太副

高位置偏北，西北太平洋东南水汽输送异常偏强北

伸，造成我国东北、华北一带降水偏多。

２０１３年秋季，ＡＯ总体处于正位相，但季内变化

显著，其中９月中旬至１０月 ＡＯ处于弱的负位相，

而１０月底以来ＡＯ维持明显正位相。在此背景下，

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上，亚洲地区以纬向型环流为

主，在东亚中高纬呈北低南高的异常环流型，东亚大

槽偏弱（图８ａ），西伯利亚高压强度偏弱。这样的环

流形势不利于中高纬度地区的冷空气南下，我国大

部气温接近常年或偏高。季内，西太副高较常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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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明显偏弱、西伸脊点偏东，脊线位置偏北（图８ａ）。

受其影响，来自西北太平洋异常的东南风水汽输送

明显偏北（图８ｂ），与北方的冷空气共同作用导致我

国秋季东北和华北等地降水偏多，而东南部地区降

水偏少。此外，受孟加拉湾热带风暴及西太平洋热

带气旋活动影响，四川西部、华南西部等地降水偏

多。

图８　同图６，但时间为２０１３年９—１１月

Ｆｉｇ．８　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６，ｂｕｔｆｏｒ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ｆｒｏｍ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ｔｏ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

４　亚洲夏季风

２０１３年南海夏季风爆发偏早２候，结束偏晚４

候，强度偏弱。

４．１　南海夏季风

２０１３年南海夏季风于５月第三候爆发，较常年

偏早２候。５月３候，对流层低层（８５０ｈＰａ）赤道印

度洋西风加强东伸并北抬，南海地区为热带西南风

控制，对流活动明显增强，西太副高撤出南海，南海

夏季风环流形势基本建立。同时，南海季风监测区

主要监测指标从这一候开始连续３候超过季风爆发

时的临界值，即监测区内平均纬向风由偏东风转为

偏西风、假相当位温大于３４０Ｋ（图９）。

２０１３年南海夏季风于１０月第四候结束，较常

年偏晚４候，也是连续第八年结束偏晚。１０月４

候，对流层低层，索马里及１０５°Ｅ附近的越赤道气流

及赤道印度洋的西风明显减弱，南海地区主要受较

强的偏东风控制。同时，监测区内两个主要监测指

标从这一候开始连续２候下降到临界值以下，即监

测区内平均纬向风由偏西风转为偏东风、假相当位

温小于３４０Ｋ（图９）。

　　２０１３年南海夏季风强度指数为－１．２９，较常年

明显偏弱。南海夏季风强度的逐候演变显示

（图１０），自５月３候南海夏季风爆发后，强度呈波

动性变化，其中５月３～４候、６月４～５候、８月３～

５候、９月３～５候、１０月２候偏强，而其余时段以偏

弱为主。

图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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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值（单位：Ｋ）的逐候演变

Ｆｉｇ．９　Ｐｅｎｔａ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ｚｏｎａｌｗｉｎｄｓ

（ｕｎｉｔ：ｍ·ｓ－１）ａｎｄｐｓｅｕｄｏ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ｕｎｉｔ：Ｋ）ｏｖｅｒ

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１０°－２０°Ｎ，１１０°－１２０°Ｅ）

图１０　２０１３年５—１０月逐候南海

季风强度指数演变

（空心柱为气候平均值）

Ｆｉｇ．１０　Ｐｅｎｔａ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ｍｏｎｓｏｏｎｉｎｄｅｘ（ｈｏｌｌｏｗｃｏｌｕｍｎ：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ｖｅｒｇｅ）ｆｒｏｍＭａｙｔｏ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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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东亚夏季风

２０１３年６月，索马里越赤道气流明显偏强；７

月，这支异常的越赤道气流加强东伸展至中南半岛

地区，同时西北太平洋地区为异常反气旋性环流控

制；８月，索马里越赤道气流明显减弱，西北太平洋

地区异常反气旋性环流东撤、南压（图略）。从整个

夏季平均的情况看，印度洋西部为异常南风，反映索

图１１　２０１３年６—８月平均８５０ｈＰａ

异常风场（单位：ｍ·ｓ－１）

Ｆｉｇ．１１　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８５０ｈＰａｍｅａｎ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

（ｕｎｉｔ：ｍ·ｓ－１）ｆｒｏｍＪｕｎｅｔｏＡｕｇｕｓｔ３０１３

马里急流偏强，而西北太平洋为异常反气旋性环流

（图１１），同时也有利于西太副高加强西伸。受西北

太平洋异常反气旋环流的影响，来自西北太平洋的

东南风水汽输送明显偏强，有利于我国北方大部地

区异常水汽辐合，而我国长江以南大部地区为水汽

辐散。

４．３　夏季风雨带进退特征

２０１３年５月３候至６月１候，东亚副热带夏季

风主要维持在我国华南至江南一带；之后，随着西太

副高北推并持续偏北，江南地区率先入梅，６月我国

东部主雨带维持在江淮地区；７月上旬末至８月上

旬，我国东部主雨带位于华北地区；８月中旬起，东

部主雨带位置明显南落至３５°Ｎ以南地区；８月下半

月至９月中旬，东亚季风明显减弱，伴随西太副高南

落以及季风的南撤，雨带有所南移。９月下旬，东亚

季风再次加强，水汽输送明显偏北，造成我国东部出

现明显降水。１０月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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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部降水

明显减少。１０月４候，南海夏季风结束（图１２）。

图１２　１１０°～１２０°Ｅ候平均假相当位温（ａ，单位：Ｋ）和降水量（ｂ，单位：ｍｍ）的纬度时间剖面

Ｆｉｇ．１２　Ｔｉｍｅ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ｎｔａｄｍｅａｎｐｓｅｕｄｏ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ｕｎｉｔ：Ｋ）

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ｂ，ｕｎｉｔ：ｍｍ）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ｏｖｅｒ１１０°－１２０°Ｅ

４．４　雨季特征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各雨季监测指标监测显示，

２０１３年，华南前汛期３月２８日开始，７月３日结束，

历时９７ｄ，累计雨量８３０．３ｍｍ。与常年相比，开始

偏早，结束偏晚，雨季偏长，雨量偏多。西南雨季５

月１５日开始，１０月１９日结束，历时１５７ｄ，总降雨

量８３１．１ｍｍ。与常年相比，开始偏早１１ｄ，结束偏

晚５ｄ，雨季偏长１６ｄ，雨量偏少。长江中下游地区

梅雨６月２３日入梅，６月２９日出梅。入梅偏晚，出

梅偏早，梅雨期仅为６ｄ，较常年显著偏短，与１９９０

年、１９７１年并列为１８８５年来历史最短年份。华北

雨季７月９日开始，８月１３日结束，历时３５ｄ；开始

与结束时间均较常年偏早，长度偏长；累计降雨量

２０５．９ｍｍ，较常年偏多。华西秋雨８月３１日开始，

１１月６日结束，历时６８ｄ。与常年相比，开始偏早，

结束晚，累计雨量２５８．８ｍｍ，较常年偏多。

５　台风活动异常

２０１３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上共有３１个台风

生成，生成个数较常年同期偏多７个；９个台风在我

００５　　　　　　　　　　　　　　　　　　　 　气　　象　　　　　　　　　　　　　　　 　　 　　　第４０卷　



国登陆，较常年偏多２个。初台和终台登陆时间均

偏早；５个台风登陆时风力在１２级或以上，强度明

显偏强；登陆点均在华南沿海，其中福建４个、广东

３个、海南２个，登陆位置总体偏南。全年台风共造

成１９９人死亡，６７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１２６２．８亿

元。与１９９０—２０１２年平均值相比，死亡人数偏少，

但直接经济损失为１９９０年以来最大。总体而言，

２０１３年台风灾情偏重。２０１３年登陆我国的９个台

风中，除１３０５号“贝碧嘉”、１３０６号“温比亚”、１３０８

号“西马仑”、１３０９号“飞燕”以外，其余５个登陆时

强度均在１２级或以上（其中有４个登陆时达强台风

级别），其中１３１９号“天兔”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１４

级，是２０１３年登陆我国大陆地区强度最强的台风，

也是近４０年来登陆粤东沿海的最强台风。

造成２０１３年台风生成与登陆均偏多且影响偏

南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是台风活跃季节

内，赤道西太平洋暖池海温较常年同期偏暖，对流活

动异常偏强，有利于台风生成，且在近海风切偏小，

有利于台风加强，使台风登陆强度偏强。另外，由于

热带西太平洋地区对流活动偏强以及西太副高的位

置偏北，导致季风槽的位置明显偏北，使得活动在西

北太平洋和我国南海的台风多偏西或西北路径，而

且由于登陆和影响我国的台风生成位置明显偏西

（多数在１３０°Ｅ以西），这导致台风更容易登陆或影

响我国，从而造成台风影响偏南。

６　结　论

对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冬季至２０１３年秋季的主要海

洋和大气环流异常及其对中国气温、降水的影响分

析发现：

（１）２０１３年冬季至夏季，赤道中东太平洋处于

冷水状态，尽管没有发展成一次ＬａＮｉ珘ｎａ事件，但大

气仍较明显地表现出了对冷水波动的响应。受此影

响，夏季西太副高脊线位置明显偏北。西太副高西

北侧的强东南气流携带丰沛的水汽深入我国北方，

导致我国北方尤其是东北、华北夏季多雨。与此同

时，受西太副高下沉气流的控制，我国南方大部高温

持续。

（２）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冬季，北极涛动持续维持负

位相。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上，欧亚大陆中高纬环

流呈“两槽一脊”的环流形势，乌拉尔山的高压脊持

续偏强，而东亚槽也异常偏强，有利于冷空气沿高空

槽南下，导致我国东部长江以北地区的东北、华北、

内蒙古东部以及黄淮地区气温偏低。季内，西伯利

亚高压强度变化显著，与之相对应，我国气温季内阶

段性变化大，前冬冷、后冬暖。进一步研究表明，前

秋北极海冰的大幅偏少是造成东亚冬季风偏强的重

要原因。

（３）２０１３年南海夏季风于５月第三候爆发，较

常年偏早２候。于１０月第四候结束，较常年偏晚４

候，强度偏弱。受东亚夏季风活动影响，我国长江中

下游地区于６月２３日入梅，６月２９号出梅。７月９

日华北雨季开始，８月中旬季风雨带开始南落，８月

１３日华北雨季结束。８月３１日华西秋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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