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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对２０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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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的主要影响。结果表明：２０１５年东亚

冬季风强度较常年略偏弱，冬季风季内变化特征显著，初冬强度偏强，隆冬和后冬转为偏弱。受其影响，冬季我国大部分地区

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但季内变化显著，初冬冷、隆冬和后冬暖。２０１５年，赤道太平洋出现了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２０１４年

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厄尔尼诺综合区累计海温指数已达２３．０℃，成为历史上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加之，４月以来印度洋一致

偏暖模态及偶极模态正位相发展，使得夏季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强、偏西、偏南，导致我国南方多雨而北方少雨。２０１５年南海

夏季风爆发时间与常年一致，结束偏晚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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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王遵娅等，２０１３；司东等，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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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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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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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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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中国气候的主要特征

２０１５年，我国气温创历史新高，为１９６１年以来

最暖的一年，降水总体偏多，气候属偏好年景。暴雨

洪涝、干旱等灾害总体偏轻，与近１５年相比，因灾造

成死亡人数和受灾面积明显偏少，气象灾害属于偏

轻年份①。

２０１５年，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０．９℃，为

１９６１年以来最高值，东北、华南年平均气温均为历

史最高，西北、华北为次高值；四季气温均偏高。全

国平均降水量６４３ｍｍ，较常年偏多３％；降水时空

分布不均，长江中下游、华南及西北大部降水偏多，

东北、西南、西北东部、海南降水偏少；冬、夏季降水

偏少，春季接近常年同期，秋季偏多明显。２０１５年，

华南前汛期开始晚、结束早、雨季短、雨量偏少；梅雨

入梅时间偏早，出梅时间偏晚，梅雨期降水偏多；华

北雨季开始晚、结束早，降水量为近１３年来次少；华

西秋雨开始早、结束早、雨量偏少，表现为“南多北

空”特点，华西北部出现空汛。从流域看，长江、珠江

流域降水量偏多，其中长江流域偏多１２％，为近１７

年来最多；辽河和黄河流域均偏少。

２０１５年，南方暴雨过程多，夏季出现南涝北旱，

上海、南京等多个城市内涝重；华北、西北东部及辽

宁夏秋连旱影响较重；１１月江南、华南出现强降雨，

秋汛明显；盛夏，新疆出现持续高温天气，但长江中

下游地区连续两年出现凉夏；登陆台风偏少，但登陆

台风强度强，“彩虹”造成损失重。２０１５年，我国共

出现１１次大范围、持续性霾过程，１１—１２月我国中

东部雾霾持续时间长、范围广、污染程度重，１１月

２７日至１２月１日华北、黄淮等地的雾霾天气过程

为２０１５年最严重的一次。

３　海温异常

３．１　太平洋海温

２０１５年，赤道中东太平洋大部海温异常偏暖，

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

２０１５年１—３月，赤道中太平洋海温呈现出显

著偏暖的状态，此时，赤道东太平洋地区海温基本接

近正常，特别是Ｎｉ珘ｎｏ１＋２区局地海温在２月出现

了一次冷水波动；４—１０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明

显上升，厄尔尼诺事件显著发展，暖海温中心由赤道

中太平洋东移至赤道东太平洋地区（图１）；特别是

９—１１月，Ｎｉ珘ｎｏＺ区（李晓燕等，２０００）海表温度距

平指数连续３个月达到或超过２．０℃。截至１１月

（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本次厄尔尼诺事件

累计海温指数已达２３．０℃，为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

件，成为历史上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

年内，在赤道中东太平洋暖水波动的过程中，赤

道西太平洋海温维持中性状态；南方涛动指数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ＯＩ）除４月外一直维

持负值（图２），其中５—１０月南方涛动指数为显著

的负值，表明热带大气对赤道中东太平洋暖水波动

　①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委员会．２０１５．中国气候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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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赤道太平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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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的响应显著。

３．２　印度洋海温

２０１５年的热带印度洋海温的发展表现出两个

特点。首先是全区一致的暖海温异常，这一模态是

热带印度洋海温距平的最主要模态。从逐月的全区

图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Ｎｉ珘ｎｏＺ和Ｎｉ珘ｎｏ３．４

海温指数及南方涛动指数（ＳＯＩ）逐月演变

Ｆｉｇ．２　Ｍｏｎｔｈ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ｉ珘ｎｏＺ，Ｎｉ珘ｎｏ３．４

ａｎｄＳＯＩｉｎｄｅｘ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一致模态指数的演变中可以发现（图３ａ），热带印度

洋的全区一致增暖模态大约从３月开始发展，之后

逐步增强，一直到１２月发展到最强。其次是热带印

度洋偶极型海温模态，这一模态从２０１５年４月开始

由负位相转为正位相，之后正位相逐步增强，其在９

月发展到最强，之后逐步减弱（图３ｂ）。

２０１５年受赤道中东太平洋厄尔尼诺事件以及

热带印度洋全区一致的暖海温异常和印度洋偶极子

正位相的影响，夏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

副高）异常偏强、偏西、偏南，导致２０１５年我国南方

降水偏多而北方降水偏少。

图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热带印度洋全区一致模态海温指数（ａ）及

热带印度洋偶极子指数（ｂ）逐月变化

Ｆｉｇ．３　Ｍｏｎｔｈ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ｉｎｗｉｄｅｍｏｄｅｉｎｄｅｘ（ａ）ａｎｄ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ｄｉｐｏｌｅｍｏｄｅｉｎｄｅｘ（ｂ）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４　北半球大气环流异常及其影响

４．１　北半球大气环流季节异常

４．１．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冬季

从东亚冬季风强度演变的年代际特征上看

（图４），目前东亚冬季风处于偏强时期，２００８年冬

季至２０１３年冬季连续６年强度偏强。而２０１４年冬

季以来，东亚冬季风突然由强转弱，２０１５年冬季，

冬季风指数为－０．２２，较常年同期略偏弱。季内，冬

季风强度变化显著，初冬强度偏强，而隆冬和后冬主

要表现为强度偏弱。西伯利亚高压强度表现为与东

亚冬季风一致的年代际变化特征，目前同样处于偏

强的年代际背景下，但２０１５年冬季，其强度指数为

－０．５８，与东亚冬季风连续两年强度偏弱一致（图

略）。逐日监测表明，西伯利亚高压基本表现出与冬

季风一致的季内变化特征，前冬强度偏强，之后主要

３８４　第４期　　　　　　　　　　　　司　东等：２０１５年海洋和大气环流异常及对中国气候的影响　　　　　　　　　　　　



表现为强度偏弱，但在１月下旬至２月上旬出现一

次阶段性强度增强（图略）。

受东亚冬季风强度和西伯利亚高压强度整体偏

弱影响，２０１５年冬季，全国平均气温－２．３℃，较常

年同期（－３．４℃）偏高１．１℃，是１９６１年以来第四

高年，与２００２年并列，仅次于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和２００９年

（图５）。除西藏西部局部、青海南部局部及海南南

部等地气温偏低０．５～２℃外，全国其余大部分地区

气温接近常年或偏高，其中内蒙古、华北东部、黄淮、

华中、新疆北部和青海中东部等地偏高１～２℃，局

部地区偏高２℃以上（图６）。季内，与冬季风强度变

化相对应，我国气温阶段性变化显著，初冬冷、隆冬

图４　１９６１—２０１５年东亚冬季风强度指数历年变化

Ｆｉｇ．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ｗｉｎｔｅｒｍｏｎｓｏｏｎ

ｉｎｄｅｘｉｎ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ｆ１９６１－２０１５

图５　１９６１—２０１５年冬季全国平均气温历年变化

Ｆｉｇ．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６１－２０１５

图６　２０１５年冬季全国平均气温距平分布（单位：℃）

Ｆｉｇ．６　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ｎｗｉｎｔｅｒ２０１５（ｕｎｉｔ：℃）

和后冬暖（王东阡等，２０１５）。

４．１．２　春季

２０１５年春季，北极涛动（ＡＯ）基本维持较强的

正位相，使得亚洲中高纬地区为正高度距平控制，盛

行纬向平直西风气流，不利于冷空气南下影响我国，

造成全国大部分地区偏暖。２０１４年５月开始的厄

尔尼诺事件对２０１５年华南前汛期入汛偏晚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２０１５年春季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

赤道中太平洋海温明显偏高、对流活跃，上升运动明

显。受此影响，在赤道西太平洋地区盛行下沉运动，

同时，赤道东印度洋海温也明显偏高，两者共同作用

有利于副高偏强、偏西。从５００ｈＰａ环流来看，３—

４月副高西伸脊点异常偏西（位于１００°Ｅ 附近）

（图７ａ），暖湿气流沿着西太平洋副高外围输送主要

影响中印半岛及孟加拉湾等地，而华南地区由于没

有充分的水汽供应（图７ｂ），造成降水异常偏少，致

使华南前汛期入汛偏晚（邵勰等，２０１５）。

图７　２０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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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５００ｈＰａｍｅａｎ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ｃｏｎｔｏｕｒ，

ｕｎｉｔ：ｇｐｍ）ａ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ａ，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ｕｎｉｔ：ｇｐｍ）

ａｎｄ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ｆｒｏｍ

１０００ｔｏ３００ｈＰａ（ｂ，ｖｅｃｔｏｒ，ｕｎｉｔ：ｋｇ·ｓ
－１·ｍ－１）ａｎｄ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ｆ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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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ｍ－２）

ｄｕｒｉｎｇＭａｒｃｈｔｏＭａｙ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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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３　夏季

我国夏季降水异常特征与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发生的

厄尔尼诺事件及印度洋海温偏暖密切相关。２０１５

年６月以来，受厄尔尼诺和印度洋海温持续偏暖的

共同影响，副高总体呈现强度偏强，位置偏西、偏南

的特征（图８ａ），导致夏季风向北推进不足。受副高

偏强、偏南和东亚夏季风总体偏弱的影响，来自低纬

地区的暖湿水汽主要向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

输送，而向北输送至我国华北和东北地区的水汽较

弱（图８ｂ）。此外，在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上，我国中东

大部地区主要受高空槽控制，冷空气活动相对活跃。

冷暖气流在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交汇，使得

该区降水偏多，而华北至东北地区降水明显偏少，夏

季降水总体呈现“北少南多”的分布型（王东阡等，

２０１６）。

图８　同图７，但为２０１５年６—８月

Ｆｉｇ．８　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７，ｂｕｔｆｏｒＪｕｎｅｔｏ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５

４．１．４　２０１５年秋季

２０１５年秋季，在５００ｈＰａ环流场上，欧亚中高

纬度地区呈现“西低东高”的分布型，我国大部地区

为高压脊控制，气温偏高。此外，副高偏强、偏西且

北界偏北（图９ａ）。水汽条件上，受副高西侧异常南

风气流的引导，来自西太平洋和南海的水汽向我国

输送。此外，来自孟加拉湾的水汽向我国南方输送，

两者共同造成我国秋季降水偏多（图９ｂ）（聂羽等，

２０１５）。

图９　同图７，但为２０１５年９—１１月

Ｆｉｇ．９　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７，ｂｕｔｆｏｒ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ｔｏ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

４．２　中高纬度环流系统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和２０１５年５月亚洲极涡面积偏

大；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４月和６—８月，亚洲极涡面积

偏小；２０１５年３月和９—１１月接近常年值（图１０）。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冬季，东亚大槽位置在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至２０１５年１月接近常年，２月偏西。印缅槽强度２

月明显偏强，其余月份以偏弱为主。北极涛动以正

位相为主。海平面气压距平场分布特征显示，欧亚

大陆中高纬总体为负距平控制，北太平洋东部也为

负距平控制，阿留申低压强度偏强（图略）。

　 　２０１５年欧亚和亚洲西风环流指数的月际变化

图１０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亚洲极涡面积指数变化

Ｆｉｇ．１０　ＡｒｅａｉｎｄｅｘｏｆｐｏｌａｒｖｏｒｔｅｘｏｖｅｒＡｓｉａ

ｆｒｏｍ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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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表明：２０１５年１—４月、７月和１１—１２月亚

洲及欧亚地区纬向环流明显占优势，而２０１４年１２

月和２０１５年８—１０月亚洲及欧亚主要以经向环流

为主。

图１１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亚洲和欧亚西风指数变化

Ｆｉｇ．１１　Ｉｎｄｅｘ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ｌｙｗｉｎｄｏｖｅｒＡｓｉａ（ｓｏｌｉｄ）

ａｎｄＥｕｒａｓｉａ（ｄａｓｈｅｄ）ｆｒｏｍ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

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

４．３　副热带环流系统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除２０１５年２月

副高面积偏小、强度偏弱以外，其他月份副高均面积

偏大、强度偏强。

副高西伸脊点除在２０１５年２和７月偏东以外，

其他月份均偏西。副高脊线２０１５年３—７月偏北，

而在２月和８—１０月偏南（图１２）。总的来说，２０１５

年夏季副高总体特征为面积偏大、强度偏强、西伸脊

点偏西，脊线位置偏南。

４．４　热带对流活动

２０１５年１—４月，强对流活动（通常用射出长波

辐射通量距平来表征）由赤道西太平洋东部东移到

赤道中太平洋地区，对流活动中心位于日界线及其

附近地区。５—６月，对流活动扩展至整个赤道中东

太平洋地区。７月，赤道中太平洋地区的对流活动

出现中断，对流区位于赤道东太平洋。８—１０月，赤

道中太平洋地区对流偏强，对流中心位于日界线地

区，而赤道东太平洋地区的强对流区则向西收缩至

１３５°Ｗ 以西。赤道西太平洋地区对流活动自２月开

始一直处于偏弱状态，特别是５月以来，随着厄尔尼

诺事件的发展，赤道西太平洋地区的对流活动显著

偏弱（图１３）。赤道太平洋对流活动的异常分布及

演变特征与海表温度的发展演变相对应，反映了热

带大气对赤道中东太平洋暖水波动的响应。

图１２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西北太平洋副高指数距平变化

（ａ）副高面积和强度，（ｂ）副高西伸脊点和脊线

Ｆｉｇ．１２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ｈｉｇｈｉｎｄｅｘ

ｆｒｏｍ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

（ａ）Ａｒｅａａｎ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ｈｉｇｈ，

（ｂ）ｗｅｓｔ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ｒｉｄｇｅｅｎｄａｎｄｌｉｎｅ

ｏｆ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ｈｉｇｈ

图１３　２０１５年热带太平洋（５°Ｓ～５°Ｎ）

射出长波辐射（ＯＬＲ）距平（单位：Ｗ·ｍ－２）

时间经度剖面图

Ｆｉｇ．１３　Ｔｉｍｅ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ＯＬＲｏｖｅｒ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Ｐａｃｉｆｉｃ（５°Ｓ－５°Ｎ）（ｕｎｉｔ：Ｗ·ｍ
－２）

５　亚洲夏季风活动

南海夏季风的活动和强度变化，东亚夏季风进

程等对我国夏季降水异常的分布均会产生影响。

５．１　南海夏季风

２０１５年５月第５候以来，索马里越赤道气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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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道印度洋西风明显增强，从索马里经赤道印度洋、

孟加拉湾、中南半岛至南海北部地区的西南暖湿水

汽通道已完全建立。可以确认２０１５年南海夏季风

于５月第５候爆发，爆发时间与常年时间（５月第５

候）一致。１０月第２候，监测区内假相当位温降到

临界值（３４０Ｋ）之下，纬向风已由西风转为东风。

经索马里转向的西南季风气流明显减弱撤出南海地

区，东北气流开始稳定地占据南海上空。综合分析

大气环流形势可以发现，２０１５年南海夏季风于１０

月第２候结束，较常年（９月第６候）偏晚２候。

２０１５年南海夏季风强度指数为－０．９ｍ·ｓ－１，

强度偏弱。南海夏季风强度的逐候演变显示，自５

月第５候南海夏季风爆发后，除６月第５候至７月

第４候、８月第５候和９月第５—６候，强度偏强外，

其余时段强度均较常年同期偏弱（图１４）。

图１４　２０１５年５—１０月逐候南海季风

强度指数变化

（空心柱为多年平均值）

Ｆｉｇ．１４　Ｐｅｎｔａ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

ｍｏｎｓｏｏｎｉｎｄｅｘ

（ｈｏｌｌｏｗｃｏｌｕｍ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ｖｅｒｇｅ）

５．２　东亚夏季风

针对东亚夏季风活动及对我国东部夏季雨带位

置分布影响的复杂性，目前相关科研业务领域有多

种不同指数／指标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来描述其特征。

张庆云等（２００３）定义的东亚夏季风指数，采用东亚

热带季风槽区与东亚副热带地区６—８月平均的

８５０ｈＰａ风场的纬向风距平差，其能较好地反映夏

季中国东部降水的年际变化特征，该指数表明２０１５

年东亚夏季风强度指数为０．１（图１５），强度接近常

年。

５．３　我国东部季风雨带的进退特征

２０１５年５月第１—５候，我国东部雨带主要维

持在华南地区，５月第６候，随着副高的北抬，夏季

风推进至我国江南地区，我国江南进入梅雨季节，入

梅日期较常年偏早。随着副高的持续北抬，我国长

江和江淮地区分别于６月第３候和第４候入梅。６

月第５候，华南前汛期结束，结束时间较常年偏早。

７月第２—３候，副高突然南撤，７月第４候副高再次

北抬，７月第５候华北雨季开始，开始时间偏晚。同

时，我国江淮地区出梅。７月第６候，长江和江南地

区相继出梅。出梅时间均较常年偏晚。８月第３候，

副高和东亚季风开始逐渐南撤，季风雨带也开始南

移。８月第４候，华北雨季结束。随着季风的进一

步南撤，８月第５候，我国华西地区降水明显增多，

华西秋雨开始。１０月第２候，华西秋雨结束。随着

北方冷空气南下影响我国华南沿海和南海地区，夏

季风开始撤离南海地区，南海夏季风结束（图１６）。

图１５　１９６１—２０１５年东亚夏季风

指数历年变化

Ｆｉｇ．１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ｓｕｍｍｅｒ

ｍｏｎｓｏｏｎｉｎｄｅｘｏｆ１９６１－２０１５

图１６　沿１１０°～１２０°Ｅ候平均降水量

纬度时间剖面（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６　Ｔｉｍｅ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ｎｔａ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ｍｍ）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ｏｖｅｒ１１０°－１２０°Ｅ

６　台风活动异常

２０１５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上共有２７个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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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附近最大风力≥８级）生成，比常年 （２５．５个）

偏多１．５个，其中６个登陆我国，较常年（７．２个）偏

少１．２个。初台、终台登陆时间均略偏早；台风登陆

时强度大；强台风彩虹致灾重。“苏迪罗”是今年造

成人员伤亡最大的台风，“彩虹”是造成经济损失最

重的台风。全年台风共造成５７人死亡或失踪，直接

经济损失６０２．６亿元。２０１５年台风造成直接经济

损失与近１０年接近，死亡人口明显偏少②。

　　２０１５年台风登陆强度为１９７３年以来最强。全

年有６个台风登陆我国，其中有４个首次登陆强度

达强台风级别。台风登陆我国时平均最大风速

３９．６ｍ·ｓ－１，为１９７３年以来最大。第１３号台风苏

迪罗于８月８日先后在台湾和福建沿海登陆，登陆

强度分别为强台风和台风级别。“苏迪罗”深入内陆

影响范围广，带来的风雨强度大并造成严重灾害。

第２２号台风彩虹于１０月４日以强台风级别在广东

湛江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１５级（５０

ｍ·ｓ－１），中心最低气压９４０ｈＰａ。“彩虹”是有气象

记录以来１０月登陆广东的最强台风，也是１０月进

入广西内陆的最强台风。

７　结　论

对２０１５年冬季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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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４—１０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明显上

升，厄尔尼诺事件显著发展，截至１１月，这次厄尔尼

诺事件累计海温指数已达２３．０℃，发展成一次超强

厄尔尼诺事件，成为历史上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

此外，热带印度洋的全区一致增暖模态持续增强，而

热带印度洋偶极型海温模态从２０１５年４月开始由

负位相转为正位相，之后正位相逐步增强。２０１５年

受赤道中东太平洋厄尔尼诺事件以及热带印度洋全

区一致的暖海温异常和印度洋偶极子正位相的影

响，副高异常偏强、偏西、偏南，导致２０１５年夏季我

国南方降水偏多而北方降水偏少和南涝北旱的出

现。

２０１５年冬季，欧亚中高纬地区盛行纬向环流，

以平直西风气流为主，我国上空主要受正高度距平

控制，东亚大槽偏东，不利于冷空气南下影响我国。

２０１５年冬季风较常年偏弱。受东亚冬季风强度偏

弱影响，冬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季

内，冬季风强度变化显著，初冬强度偏强，而隆冬和

后冬主要表现为强度偏弱。

２０１５年南海夏季风于５月第５候爆发，爆发时

间与常年时间一致，于１０月第２候结束，较常年偏

晚２候。２０１５年，华南前汛期开始晚、雨季短、雨量

偏少；西南雨季开始晚、结束晚、雨量少；梅雨入梅时

间明显偏早，出梅时间显著偏晚，梅雨期降水显著偏

多；华北雨季开始晚、结束早，降水量为近１３年来次

少；华西秋雨开始早、结束早、雨量偏少，表现为“南

多北空”特点，北部出现空汛。

致谢：感谢国家气候中心其他同事对于本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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