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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利用常规 ＭＩＣＡＰＳ数据资料，对广西“回南天”发生特征及预报着眼点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１）“回南天”发生

在春季低温阴雨后期迅速回暖的转变过程中；（２）有利“回南天”发生的环流形势共同特征为：５００ｈＰａ我国北支西风气流转

为纬向环流，南支槽加深并向东移动，８５０ｈＰａ有西南急流，地面冷空气减弱，华南静止锋减弱北抬；（３）犜ｌｎ狆探空曲线中，锋

区逆温层上限持续下降到８５０ｈＰａ以下，次日落地消失；（４）室外空气露点温度高于室内物体表面温度，暖湿空气中的水汽入

室遇冷后，在物体表面发生相变凝结；（５）根据前一天最低气温、当天露点温度及升幅，将“回南天”划分为重度、中度和轻度３

个等级；（６）“回南天”有冷性结束和暖性结束两种方式。所得成果可应用到预报业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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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回南天”是华南及江南部分地区春季回暖返

潮的特殊天气现象，表现为室内地板、镜面、墙面等

发生潮湿，或凝结有小水珠甚至出现冒水等现象，严

重时楼梯或通道甚至发生积水等。“回南天”虽不是

重大灾害性天气，但因地面潮湿容易滑倒摔伤，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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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衣物等受潮难干，食物发生霉变，办公和家用

电器受潮招致短路等，造成诸多不便和困扰。近年

来“回南天”备受社会关注，公众强烈要求气象部门

提前作出预警预报，早作防范，减轻“回南天”造成的

危害，气象服务需求越来越迫切。

“回南天”常与雾天相连，多发生在雾天之后，过

去气象部门重视大雾的观测和预报，并没有把“回南

天”作为气象要素进行观测和预报，所以目前广西没

有完整的“回南天”观测记录，给分析研究带来困难。

国内专家学者对南方大雾的研究，已经取得较多成

果（樊琦等，２００９；孙丹等，２００８；屈凤秋等，２００８；吴

兑等，２００８；彭双姿等，２０１２；张礼春等，２０１３；徐峰

等，２０１２；伍红雨等，２０１１；王婷等，２０１０；黄彬等，

２０１４；马翠平等，２０１４），但对后续的“回南天”研究起

步晚，文献少。近年来，何飞等（２０１１）对２０１０年广

西贺州市春季回潮现象进行了分析，初步分析了造

成“回南天”的天气系统以及回潮过程中单站气象要

素变化特征，并探讨开展回潮现象预报方法；余江华

（２０１０）、陈芳丽等（２０１１）、郭媚媚等（２０１３）分别对广

东沿海地区、惠州、肇庆等地的“回南天”过程进行了

技术分析，得出对流层高层北支系统偏北，南支系统

活跃，地面位于发展的低槽前侧是“回南天”发生的

特定大气环流形势背景；张新甲等（２０１１）根据“回南

天”发生原理，设计了一个可监测“回南天”的气象仪

器，对记录“回南天”事件提供了科学依据。以上文

献从单个事件进行了技术分析，对“回南天”预报有

一定的帮助。但是目前国内尚未形成相关的天气预

报理论、方法和经验，因此还需要扩大样本进一步研

究，为今后开展“回南天”预报业务提供技术支持。

１　“回南天”气候特征

当室外气温回升，室内地板、镜面或墙面出现了

湿润（轻度回南天）、有水珠（中度回南天）、水滴流淌

（重度回南天）等潮湿现象之一，并且持续１ｄ（２４ｈ）

以上，作为１次“回南天”过程统计。

通过对１６个“回南天”个例（表１）分析表明，

“回南天”最早出现在１２月（如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４—

１５日），最迟出现在次年４月（如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８—

２１日）。因此１２月至次年４月，是“回南天”发生的

季节，其他时段５—１１月，因高温（５—９月）和干燥

（１０—１１月），不易出现“回南天”。由于缺少完整观

测记录，因此尚无法统计出“回南天”年、月的发生频

次。但是近年来频繁发生“回南天”，备受社会各界

关注，并强烈要求气象部门提前作出预警预报已是

不争事实，表明探讨和研究“回南天”发生成因，建立

“回南天”预报方法，开展“回南天”预报业务，提高

“回南天”预警能力越来越迫切和重要了。

２　“回南天”发生前后本站气象要素特

征及等级划分

　　“回南天”是近地物体表面水汽发生相变的过

程，并没有伴随剧烈的天气现象。

２．１　“回南天”发生前后气温变化特征

“回南天”发生前，强冷空气南下控制广西各地，

因南方无供暖条件，因此室内外气温大体一致。“回

南天”发生后，较强的偏南暖湿气流北上控制广西各

地，出现大雾潮湿的回南天气，前后温差大。以下根

据南宁城区站发生“回南天”前一天最低气温与当

天变温、露点温度与变幅的对比（表１），查看“回南

天”与这些要素的关系。

　　分析表１显示，“回南天”发生前一天，南宁城区

最低气温６．２～１８．１℃，平均１３．０℃，当天升幅０．７

～６．２℃，平均升幅３．３℃；“回南天”发生当天，１４时

露点温度１２．１～２３．４℃，平均１７．７℃，当天升幅０．７

～９．７℃，平均升幅４．０℃。

１６个样本的１４时露点温度均大于前一天最低

气温，因此，发生“回南天”时，前一天最低气温与当

天１４时露点温度有较好的相关关系。

此外“回南天”过程发生，分析室内墙体温度与

室外空气温度的升温快慢是关键。室内外相隔一墙

体，增温条件明显不同，通过外墙接收太阳辐射后，

传递热量使内墙增温的方式，非常缓慢（何云玲等，

２００４），不适用作为“回南天”预报因子。根据观察表

明，墙体将室内空间与外部环境分隔开，很大程度上

降低或阻止了室外气温、湿度、风、雨、太阳辐射等气

象要素对室内的直接影响，因此室内墙体温度下降

慢、滞后，表层冷透后，温度上升也同样缓慢、滞后，

一般情况下，若门窗敞开，室内墙体日升温幅度约为

１～２℃。而上述“回南天”过程中，“回南天”当天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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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南宁市“回南天”前一天气温和当天变温情况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狏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犻狀犖犪狀狀犻狀犵犻狀犮狅狀狋犻狀狌狅狌狊

狑犲狋犱犪狔狊犪狀犱狋犺犲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狅狀狋犺犲犱犪狔犫犲犳狅狉犲

日期 前一天最低气温／℃ 当天变温／℃ 当天１４时露点温度／℃ 变幅／℃ “回南天”等级

２００９年３月９—１１日 ９．５ ＋０．７ １５．４ ＋９．７ 重度

２０１０年２月７—１０日 １４．２ ＋２．７ １９．２ ＋２．４ 中度

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３至３月２日 １２．６ ＋３．３ １６．２ ＋４．６ 重度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４—１５日 １５．０ ＋５．１ ２０．３ ＋２．４ 中度

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０—２３日 １７．６ ＋２．０ １９．９ ＋０．７ 轻度

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９至４月１日 １８．１ ＋１．７ ２０．０ ＋１．９ 轻度

２０１０年４月６—７日 １７．３ ＋１．８ ２３．４ ＋４．６ 中度

２０１０年４月９—１１日 １６．９ ＋５．０ １６．４ ＋２．２ 中度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８—２１日 １２．３ ＋３．２ １７．４ ＋３．６ 重度

２０１２年２月５—６日 ７．８ ＋２．６ １２．１ ＋３．６ 重度

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３—１５日 ６．２ ＋４．２ １３．２ ＋６．６ 重度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７—１９日 １３．７ ＋４．５ ２０．３ ＋１．５ 中度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４—１５日 １２．６ ＋６．０ １９．０ ＋６．１ 重度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０—２２日 １１．１ ＋１．７ １６．３ ＋６．８ 重度

２０１３年２月１７—１８日 １１．５ ＋１．９ １５．８ ＋４．９ 重度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５—２８日 １１．２ ＋６．２ １７．５ ＋２．９ 重度

均值 １３．０ ＋３．３ １７．７ ＋４．１ －－

时露点温度平均升幅４．０℃，明显要比室内墙体升

温幅度大，也就意味着室外暖湿空气进入室内后，露

点温度高于室内墙体温度，容易发生凝结。

２．２　“回南天”发生前后本站露点温度、气温、气压

变化特征

　　为了解“回南天”发生时，相关气象要素的变化

特征，选取南宁市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５—２８日“回南天”

个例进行分析，本站气象要素有：温度、露点温度、温

度露点差和气压等，如图１所示。

　　图１中显示，２５日０２时开始，露点温度曲线与

实况气温曲线相交，空气达到饱和，理论上是“回南

天”发生的时刻。而根据实际观察，２４日中下午开

始，南宁城区就出现了“回南天”现象。这是为什么

呢？

　　原因在于２４日中午，侵入室内的空气露点温度

已经达到并超过室内地板或墙面温度，图１中，２月

２４日０８时前，温度露点差在１℃以内，０８时后气温

回升快，露点温度也明显回升，２４日最低气温为

１１．２℃，根据经验，在未关闭门窗情况下，室内温度

图１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４—２８日南宁站温度、露点温度、温度露点差、气压变化曲线

Ｆｉｇ．１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ｅｗｐｏｉｎｔ，ｄｅｗｐｏｉｎｔ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Ｎａｎｎｉｎｇｆｒｏｍ２４ｔｏ２８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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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幅１～２℃，因此室内物体表面温度约为１２．２～

１３．２℃，而２４日１４时露点温度已升至１４．６℃（图

１），表明此时已经达到“回南天”发生的充分条件。

假如能够进行室内温度常规观测，即在图１中，就可

分析到室内物体表面温度曲线与露点温度曲线提前

相交的情况，才是“回南天”发生的时刻。

２．３　“回南天”形成原因分析

“回南天”发生时，室内物体表面水汽凝结，这是

暖湿空气进入室内后，遇冷迅速凝结形成的。根据

天气学原理，这一过程中，空气露点温度等于或大于

物体表面温度，空气中的水汽发生相变，由气态水瞬

间转变成液态水。其中露点温度是指空气在水汽含

量和气压都不改变的条件下，水汽冷却到饱和时的

温度，也就是空气中的水蒸气变为露珠时的温度。

一般情况下，物体表面的温度大于空气露点温度，空

气中的水蒸气不会发生凝结，空气相对湿度＜

１００％。但是，假如经过一段时间低温之后，室内物

体表层冷透后，室外空气进入时，因空气露点温度大

于物体表面温度，水汽达到饱和状态，即空气相对湿

度等于１００％，便在物体表面发生相变冷却凝结，于

是发生“回南天”现象。因此，“回南天”形成的关键

是：空气露点温度大于室内物体温度，这是“回南天”

发生的充分条件。

２．４　“回南天”等级划分

观察表明，“回南天”影响程度，与前期低温、升

温幅度、持续时间相关。因此，需要从前一天最低温

度、当天露点温度以及室内物体潮湿程度，综合考虑

划分“回南天”等级。

根据陈芳丽等（２０１１）及对表１和图１的综合分

析，将“回南天”划分为重度（严重影响）、中度（中等

影响）和轻度（轻微影响）３个等级（表２）。

表２　“回南天”等级划分

犜犪犫犾犲２　犌狉犪犱犲狊狅犳犮狅狀狋犻狀狌狅狌狊狑犲狋狑犲犪狋犺犲狉

前一天低温／℃ 或当天１４时露点温度升幅／℃ 室内地板、镜面或墙面 “回南天”等级

≤１３ ≥３．５ 水滴流淌 重度（一级）

１４～１７ ２．１～３．４ 有水珠 中度（二级）

≥１８ ≤２．０ 湿润 轻度（三级）

　　此外，“回南天”是个复杂的天气现象，因地理位

置、楼层高低以及迎风或背风条件不同，严重程度不

一，因此这只是一个初步划分的等级，还需要组织专

家讨论。

３　天气形势特征

“回南天”发生与冷、暖空气活动相关，即前期受

北方强冷空气南下影响，出现低温阴雨天气，冷空气

控制一段时间后，势力减弱，后期暖空气势力增强，

在适当的环流条件下，暖空气北上，迅速替代原来的

冷空气控制广西，便出现“回南天”现象。因此“回南

天”形势变化划分为前期、发生期和结束期三个阶段。

３．１　“回南天”前期环流形势

以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５—２８日南宁市重度“回南天”

过程为例，对地面、８５０和５００ｈＰａ形势变化作出分析。

２０１３年２月１９日，北方冷空气爆发南下控制

华南，广西出现一次强降温过程，其中２０—２２日，南

宁市日平均气温分别为１０．２、９．２和１１．７℃，达到

低温阴雨标准。２３—２４日，冷空气势力减弱，气温

小幅上升，但是最低气温仍较低，２３、２４日的最低气

温分别为９．７和１１．２℃，２５日最低气温迅速上升到

１７．４℃，１４时露点温度达到１７．５℃，升幅３．７℃，

“回南天”达到重度等级。

地面气压场上，２月２２日０８时，华南为冷高压

控制（图２ａ），冷高压中心值为１０４５ｈＰａ，１０２０ｈＰａ

线到达南海北部，静止锋在华南沿海维持，出现阴雨

相间天气，光照少。从系统配置、强度等分析，这次

过程达到强冷空气等级。

８５０ｈＰａ高空图上，２月２２日０８时，华南为冷

高压脊控制（图２ｂ），１５６ｄａｇｐｍ 线覆盖到广西区

域，冷高压中心值为１５８ｄａｇｐｍ，华南锋区强度

犜海口—犜汉口达到１１℃，华南上空为３～６ｍ·ｓ
－１偏

北风控制。

５００ｈＰａ高空图上（图２ｃ），２月２２日０８时，欧亚

中高纬度为两槽一脊环流型，我国北方为槽后高压脊

控制，冷空气不断补充到达华南沿海，副热带高压在

南海维持，南支锋区上有短波活动，系统配置有利于

华南静止锋在沿海维持，使华南维持低温阴雨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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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２日０８时天气图

（ａ）地面，（ｂ）８５０ｈＰａ，（ｃ）５００ｈＰａ

Ｆｉｇ．２　Ｓｙｎｏｐｔｉｃｃｈａｒｔｓａｔ０８：００ＢＴ２２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３

（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ｂ）８５０ｈＰａ，（ｃ）５００ｈＰａ

３．２　“回南天”发生期环流形势

　　根据天气形势分析，２月２４—２５日，高空

环流出现了显著的调整，低层冷、暖空气势力也出现

了交替变化。因此，分析２４—２５日的形势变化，是

归纳出“回南天”预报指标的关键。

２月２３日０８时开始，地面冷空气势力减弱，西

南地区气压明显下降，负变压中心位于四川，中心值

－７ｈＰａ。２４—２５日，负变压区向东移，并逐渐扩展

到华南，２４日０８时，负变压中心位于贵州，中心值

－９ｈＰａ（图３ａ）；２５日０８时，负变压中心位于长江

口南侧，中心值为－７ｈＰａ，此时广西地面形势为高

压后部，根据预报经验，负变压中心从两湖盆地移至

长江口附近，是华南静止锋北退关键指标。因此静

止锋从２４日０８时至２５日０８时缓慢北退，“回南

天”发生在２４—２５日之间。

８５０ｈＰａ高空图上，２月２３日２０时开始，广西

转偏南风，２４日０８时，在广西西部百色附近出现犞

分量１１．７ｍ·ｓ－１急流核（图３ｂ）；２５日０８时，急流

核位于广西河池附近，中心值１２．７ｍ·ｓ－１，２５日

２０时，急流核位于广西桂林附近，中心值达到

１４．１ｍ·ｓ－１。由此分析，南风急流由西向东迅速加

大，有利静止锋减弱北退，对发生“回南天”具有前兆

指示意义。

图３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４日０８时地面变压（ａ）、８５０ｈＰａ犞 分量（ｂ）、２０时５００ｈＰａ变高（ｃ）

Ｆｉｇ．３　（ａ）Ａｌｌｏｂａｒｉｃ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ｔ０８：００ＢＴ，（ｂ）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ｗｉｎｄｏｆ８５０ｈＰａ

ａｔ０８：００ＢＴ，（ｃ）ａｌｌｏｈｙｐｓｉｃｏｆ５００ｈＰａａｔ２０：００ＢＴ２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３

　　５００ｈＰａ高空图上，欧亚中高纬两槽一脊环流

型向下游传播，２月２４日０８时，原来位于我国东海

岸的低槽，移至日本以东海面上空，我国北方转为纬

向环流，冷空气向东移动，不再南侵。在低纬地区，

印度半岛有低槽发展加深，南支气流由短波活动转变

为振幅较大的南支槽主导，并向东移动靠近孟加拉

湾。从变高场分析，２月２４日０８时，印度半岛出现－

６ｇｐｍ的变高，２月２４日２０时，负变高区东移到西藏

东南部（图３ｃ），此时副热带高压维持在南海，南支气

流加强有利华南静止锋减弱北抬，并有利华南地区由

低温阴雨天气向暖湿伴有大雾天气转变。

３．３　“回南天”结束环流形势

“回南天”因冷、暖空气交替，在近地层室内升温

缓慢的物体表面发生“相变”产生，它的结束，也同样

存在因冷结束和因暖结束。

３．３．１　冷结束环流形势

“回南天”因冷结束指再度有冷空气爆发南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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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时，“回南天”迅速结束。冷空气温度低、湿度小、

密度大、露点温度低，与暖湿空气正好相反，由于比

暖空气密度大，相遇时沉于低层，混合后迅速降低地

面空气温度，使空气露点温度低于室内物体表面温

度，附着于物体表面（此时转变为热源）的液态水，发

生相变转变成气态水，回到空气中，“回南天”结束。

因此，“回南天”因冷结束的环流形势相对简单

一些，可概括为高空槽引导切变线、冷空气南下，重

新控制华南结束“回南天”过程。

３．３．２　暖结束环流形势

“回南天”因暖结束指无冷空气影响情况下，气

温持续升高，湿度持续降低，室内外温差减小至０℃

后，地板、墙面、衣物、电器内部等的水珠蒸发干，“回

南天”才结束。

“回南天”因暖结束的时间要比“回南天”因冷结

束时间长，过程缓慢，也是公众最受煎熬、反映最强烈

的时段。在１６个“回南天”样本中，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３日

至３月２日南宁市重度“回南天”属于典型过程。

这次“回南天”过程前期、发生期环流形势，与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５—２８日南宁市重度“回南天”过程相似，

但是结束期环流形势变化慢，一直到８天后才结束。

分析５００和８５０ｈＰａ及地面资料，从２月２３日

至３月上旬，５００ｈＰａ欧亚中高纬度为纬向多波动

环流型，不利于冷空气南侵到江南、华南，南支槽在

孟加拉湾附近有振幅超过１０个纬度的低槽活动，移

动缓慢，副热带高压在南海维持，这一环流配置有利

于南支槽前西南暖湿气流向华南上空输送；８５０ｈＰａ

从孟加拉湾至江南南部，从２月２３日至３月上旬，

维持一支较强的西南气流，犞 分量普遍在８ｍ·ｓ－１

以上，充沛的水汽输送，使华南低层湿度大，有利于

“回南天”持续；地面在云贵川交界处维持一个西南

暖低压，中心气压在１０００ｈＰａ左右，华南地面等压

线呈南北向分布，广西处于暖低压前部受偏南潮湿

气流影响，伴有轻雾，云层散开迟缓，光照少，室内气

温回升缓慢，直到３月２日，室内物体表面温度与室

外气温相等以后，地板、墙面及衣柜等物体表面的水

汽逐渐蒸发，“回南天”才结束。

３．４　“回南天”发生前后探空曲线变化特征

“回南天”发生与华南静止锋减弱北退关系密

切，在犜ｌｎ狆图中，锋区随高度变化存在显著特征。

通过对１６个样本分析发现，“回南天”发生前

期，探空曲线都存在逆温层，表明华南静止锋位于沿

海一带。“回南天”发生后，逆温层降低甚至落地消

失，表明华南静止锋北退或者减弱消失。因此，探空

曲线中逆温层降低是静止锋将北退移过本站，出现

“回南天”的前兆信号。图４是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８日南

宁市出现“回南天”当天和前２天的犜ｌｎ狆图，１６日

０８时（图４ａ）逆温层位于８２０ｈＰａ附近，１７日０８时

（图４ｂ）逆温层位于８７０ｈＰａ附近，１８日０８时（图

４ｃ）逆温层位于９２５ｈＰａ附近，逆温层位置持续下

降，这一特征具有较好的指标意义。

图４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６日（ａ）、１７日（ｂ）和

１８日（ｃ）南宁市探空曲线

Ｆｉｇ．４　犜ｌｎ狆ｄｉａｇｒａｍｉｎＮａｎｎｉｎｇ

ｏｎ１６（ａ），１７（ｂ），１８（ｃ）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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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回南天”预报着眼点及预报指标检

验

　　通过以上分析，对“回南天”发生的天气形势变

化特征有了一定的系统性认识，为更好地应用于“回

南天”预报预警业务，总结归纳出预报着眼点如下：

　　（１）１２月至次年４月是“回南天”发生的季节，

需高度关注和监视“回南天”发生的可能。

（２）发生“回南天”前，广西受强冷空气影响，出

现低温阴雨天气，锋区强，静止锋位于华南沿海。

（３）发生“回南天”时，５００ｈＰａ我国北方转为纬

向环流，低纬在印度半岛至孟加拉湾区域有南支槽

发展加强并向东移动，副热带高压在南海维持；８５０

ｈＰａ在广西区域有西南急流，急流核在２５°Ｎ附近自

西向东移动；地面冷空气势力减弱，负变压中心从西

南地区经两湖盆地移至长江口附近，华南静止锋减

弱北退。

（４）为方便日常监测，划定“回南天”预报关键

区，选取地面气压、８５０ｈＰａ温度、犜ｌｎ狆探空曲线作

为“回南天”起报指标。

指标１：“广西冷空气减弱指标”，广西周边４个

格点（２５°Ｎ、１０５°Ｅ，２５°Ｎ、１１０°Ｅ，２０°Ｎ、１０５°Ｅ，２０°Ｎ、

１１０°Ｅ）气压的４８ｈ变量之和：∑
４

１

－Δ狆４８ ≤－２０

ｈＰａ，同时桂林狆由≥１０１７ｈＰａ减小到＜１０１７ｈＰａ，

表示冷空气快速东撤；

指标２：“广西冷空气活动指标”，（狆成都—狆海口）

＋（狆汉口—狆海口）＋（狆兴仁—狆海口）＋（狆桂林—狆海口）≤０

ｈＰａ，表示北方无冷空气南下影响；

指标 ３：“广西暖空气活动指标”，８５０ｈＰａ

（２５°Ｎ、１０５°Ｅ，２５°Ｎ、１１０°Ｅ，３０°Ｎ、１１０°Ｅ）气温的

４８ｈ变量之和∑
３

１

Δ犜４８ ≥１５℃ ，表示快速回暖；

指标４：“华南静止锋北退减弱指标”，犜ｌｎ狆探

空曲线中，锋区逆温层上限持续下降到８５０ｈＰａ以

下，次日就有可能落地消失，华南静止锋减弱北抬过

本站或消失，表示暖湿气流北上。

上述指标通过阈值筛选法选出，按照 ＴＳ评分

法检验，从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对应１２月至次年４月“回

南天”发生时段预报指标查算，阈值、样本总天数及

满足指标样本数如表３。

表３　“回南天”预报指标检验

犜犪犫犾犲３　犞犲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犳狅狉犲犮犪狊狋犻狀犵犻狀犱犻犮犲狊犳狅狉犮狅狀狋犻狀狌狅狌狊狑犲狋狑犲犪狋犺犲狉

条件 阈值 样本总天数／ｄ 满足指标样本数

指标１ ∑
４

１

－Δ狆４８≤－２０ｈＰａ

且狆桂林＜１０１７ｈＰａ

７８７ ８７

指标２

（狆成都—狆海口）＋（狆汉口—狆海口）＋

（狆兴仁—狆海口）＋

（狆桂林—狆海口）≤０ｈＰａ

７８７ １６０

指标３ ８５０ｈＰａ∑
３

１

Δ犜４８≥１５℃ ７８７ ７９

同时满足指标１、２、３ 自动计算 ７８７ ２３

指标４
犜ｌｎ狆锋区逆温层上限持续

下降到８５０ｈＰａ以下
７８７ １４９

同时满足指标１、２、３、４ 人工识别 ７８７ １９

　　表３中，同时满足指标１、２、３、４的过程为１９

个，其中１４个与表１的个例相符，其余５个：２个漏

报，３个空报，准确率 ＴＳ＝７３．７％。

５　结　论

本文统计分析了１６个“回南天”过程环流形势

特征及地面气象要素变化特点，从天气预报业务应

用出发，探讨了“回南天”发生的成因和预报着眼点，

得出以下结论供预报业务参考：

（１）“回南天”发生前期出现一次低温阴雨天气，

遇大气环流调整后，冷暖空气势力逆转，华南静止锋

迅速减弱北抬或消失，偏南暖湿气流北上，这是“回

南天”发生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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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偏南暖湿气流输送，使露点温度高于室内物

体表面温度，是“回南天”发生的充分条件。

（３）犜ｌｎ狆探空曲线中，锋区逆温层上限持续下

降到８５０ｈＰａ以下，次日就有可能落地消失，是暖湿

气流北上的前兆特征。

（４）当再次有冷空气南下影响时，“回南天”迅速

结束；当无冷空气再次南下影响时，“回南天”需要依

靠气温持续升高，湿度持续降低，直到室内外温差减

小至０℃后，地板、墙面、衣物、电器内部等的水珠蒸发

干净，“回南天”才结束。“回南天”因暖结束个例少，

但持续时间比因冷结束长，过程缓慢，影响最严重。

（５）室内地板、墙体温度是观测和预报“回南天”

的重要气象要素，需要适时开展常态化观测和记录。

（６）为了方便发布预报预警，根据前一天最低气

温、当天露点温度及升幅，将“回南天”划分为重度、

中度和轻度３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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