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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２０１６年２月大气环流的主要特征是北半球极涡呈偶极型分布，中高纬环流经向度大；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接近常年

同期或偏强，南支槽较常年同期偏弱，不利于水汽向我国输送。２月全国平均降水量１２．３ｍｍ，较常年同期（１７．４ｍｍ）偏少

２９．３％，全国平均气温－１．６℃，接近常年同期（－１．７℃）。月内，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出现一次寒潮天气过程；西北地区出现

今年首次沙尘天气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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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天气概况

１．１　降水

２月，全国平均降水量１２．３ｍｍ，较常年同期

（１７．４ｍｍ）偏少２９．３％（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６）。河

北南部、黄淮、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以及东北南部累

积降水量超过１０ｍｍ，其余地区则少于１０ｍｍ。江

南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累积降水量超过

５０ｍｍ，局地达８０ｍｍ（图１）。

与常年同期相比，除新疆南部、内蒙古西部和中

部、华北大部、东北地区东南部、黄淮北部、西南地区

北部和南部部分地区降水量偏多５成至２倍、部分

地区偏多２倍以上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降水偏少

或接近常年同期，其中，东北地区北部、内蒙古东部、

新疆西部、黄淮南部、江淮大部、江汉、江南、华南及

贵州、青海大部、西藏大部、陕西中部等地降水量比

常年同期偏少２～８成，部分地区偏少８成以上

（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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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６年２月全国降水量分布（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６（ｕｎｉｔ：ｍｍ）

图２　２０１６年２月全国降水量距平

百分比分布（单位：％）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ｏｍａｌｙ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

ｉ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６（ｕｎｉｔ：％）

１．２　气温

２０１６年２月，全国平均气温－１．６℃，接近常年

同期（－１．７℃）（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６）。从空间分布

看，除新疆北部和中部、内蒙古中部和西部、东北地

区北部、华南大部及西南地区东南部等地气温较常

年同期偏低１～２℃、部分地区偏低３～６℃外，全国

其余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或较常年偏高１～２℃，

其中西藏南部偏高３～４℃（图３）。

２　环流特征与演变

２．１　环流特征

图４分别给出了２０１６年２月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

势高度及距平的水平分布，由图可见，北半球环流形

势有以下主要特点：

图３　２０１６年２月全国平均气温

距平分布（单位：℃）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ｙ

ｉ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６（ｕｎｉｔ：℃）

２．１．１　极涡呈偶极型分布，中高纬环流经向度大

２月，北半球极涡呈偶极型分布，东、西半球极

涡主体分别位于鄂霍次克海和加拿大东北部，极涡

中心值均低于５０４ｄａｇｐｍ（图４ａ）。从５００ｈＰａ距平

高度场上看，远东地区北部为负距平，负距平中心亦

位于鄂霍次克海附近，距平中心达到－８ｄａｇｐｍ，表

明东半球极涡强度较常年明显偏强，且位置偏南

（图４ｂ）。环绕极涡中心，中高纬西风带呈４波型，

高空槽分别位于中欧、东亚、太平洋东部和北美东

部。亚洲中高纬为两槽一脊的环流形势，槽分别位

于欧洲东部和东亚，高压脊位于乌拉尔山高压脊附

近，从距平场上看，上述槽脊强度均较常年偏强，距

平场与高度场分布一致，表明环流经向度较大，有利

于引导冷空气南下。

２．１．２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强，

而南支槽偏弱

２月，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副高）

呈带状分布，５８８ｄａｇｐｍ等高线环绕全球，强度较常

年同期明显偏强；南支槽控制区域内均为２～４ｄａｇ

ｐｍ的正距平，表明南支槽强度较常年同期明显偏

弱（图４ｂ）（杨寅等，２０１４；宫宇等，２０１５）。这种环流

形势不利于水汽向我国输送，导致月内无大范围强

降水过程，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少。

２．２　环流演变与我国天气

图５给出了２月上、中、下旬欧亚地区５００ｈＰａ

平均高度场的环流演变。上旬（图５ａ），欧亚中高纬

地区大气环流形势为“两槽一脊”型，低槽分别位于

欧洲西海岸和亚洲东海岸，远东地区为一强大低涡

控制。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受较弱高压脊控制，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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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活动较弱。低纬地区盛行纬向环流，南支槽不

活跃，导致西南暖湿气流偏弱，对我国长江以南地区

水汽输送不足，因此，２月上旬，我国大部降水量偏

少，多晴好天气。

图４　２０１６年２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

平均高度场（ａ）和距平场（ｂ）

（单位：ｄａｇｐｍ，平均场等值线间隔４ｄａｇｐｍ，

距平场等值线间隔２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４　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

（ｗｉｔｈａｃｏｎｔｏｕｒ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ｏｆ４ｄａｇｐｍ）

ａｎｄｍｏｎｔｈｌｙ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ｏｍａｌｙ（ｂ）

（ｗｉｔｈａｃｏｎｔｏｕｒ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ｏｆ２ｄａｇｐｍ）

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ｉ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６（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２月中旬（图５ｂ），欧亚中高纬维持“两槽一脊”

的环流形势，远东低涡稳定维持，但乌拉尔山西部有

阻塞高压生成，使得位于亚洲西部的平均脊较上旬

明显加强。逐日环流演变（图略）表明，２月１１—１５

日，受贝加尔湖以西东移低槽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

出现一次大范围寒潮天气过程，造成较强降温、大风

和雨雪天气。旬后期，巴尔喀什湖附近低涡减弱东

移，引导西伯利亚较强冷空气南下，造成西北地区今

年首次沙尘天气过程。

２月下旬（图５ｃ），欧亚中高纬环流仍然维持“两

槽一脊”的环流形势，远东低涡位置较中旬偏南，强

度减弱，高压脊位置偏东，位于巴尔喀什湖以北，我

国北方地区持续受高压脊控制；孟加拉湾附近南支

槽强度较上中旬明显增强。逐日环流演变（图略）表

明，２月２１—２７日，南支波动叠加高原槽及东路冷

空气共同作用，我国南方地区出现较大范围雨雪天

气，其特点是降水强度不大，但持续时间长，降水相

态复杂，其中甘肃南部、陕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

北部、四川中东部、贵州中西部、云南东北部等地出

现雨夹雪、雨转雪天气。

图５　２０１６年２月上旬（ａ）、中旬（ｂ）、下旬（ｃ）

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ｓｅｃｏｎｄ（ｂ）ａｎｄｔｈｉｒｄ（ｃ）

ｄｅｋａ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ｏｖｅｒ

Ｅｕｒａｓｉａｉ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６（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３　冷空气和沙尘活动

３．１　概况

从西风指数的演变（图略）可以看到，２月１－１１

日，西风指数略高于气候平均值，１２—２７日，西风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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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有明显的波动性，但均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小，表明

１—１１日欧亚中高纬地区环流以纬向型为主，１２日

以后欧亚中高纬地区环流以经向型为主。图６给出

了２月逐日及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气候态西伯利亚高压指

数的时间序列。从图６可以明显看到，２月上旬，西

伯利亚高压指数从大变小，且于２月９日达最小值；２

月９—１３日，西伯利亚高压指数迅速增大，由１０１１．６

ｈＰａ迅速增大至１０４１．２ｈＰａ；之后，西伯利亚高压指

数经历３次明显的波动。与之相对应，２月上旬冷空

气活动较少，强度较弱，我国江南以北气温距平普遍

为正。影响我国的冷空气过程主要集中在中下旬，因

此中旬新疆、西北地区、内蒙古中西部等地气温普遍

偏低，下旬内蒙古大部、东北地区、华北北部和华南地

区气温普遍偏低，北方地区雾、霾天气偏少。影响我

国的冷空气和沙尘天气过程如表１所示。

图６　２０１６年２月逐日（实线）及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气候态（虚线）西伯利亚

高压指数时间序列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ｉｂｅｒｉａＨｉｇｈ

ｉｎｄｅｘｉ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６（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ａｎｄ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ａｖｅｒａｇｅｗｅｓｔｅｒｌｙｉｎｄｅｘ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

表１　２０１６年２月主要冷空气过程

犜犪犫犾犲１　犕犪犻狀犮狅犾犱犪犻狉狆狉狅犮犲狊狊犲狊犻狀犉犲犫狉狌犪狉狔２０１６

主要影响时段 冷空气强度和影响范围 大风、沙尘天气

１１—１５日

寒潮，中东部大部最低气温过程降温幅度有８～１６℃，东

北地区中部及内蒙古中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西

北部等地降温幅度达１８～２２℃，局地２４～２８℃

中东部大部有４～６级偏北风，阵风７～８级，渤海至东

海先后出现了７～８级、阵风９～１０级的西北风

１９—２１日
中等强度冷空气，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华北、黄淮、江淮

等地最低气温先后下降４～６℃，局地降温８～１０℃

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华北、黄淮、江淮等地有４～６级偏

北风，阵风７～８级，新疆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

青海北部、宁夏、陕西等地有浮尘或扬沙

２８—２９日
中等强度冷空气，华北西部、黄淮、江淮等地部分地区最

低气温下降６～８℃，局地１０～１３℃

内蒙古中部、华北中北部和西部等地出现４～６级偏北

风，阵风７～９级，内蒙古西部、甘肃中西部、宁夏等地有

浮尘或扬沙；渤海至东海北部先后出现了５～７级、阵风

８级的西北风

３．２　２月１１—１５日寒潮过程分析

２月１１－１５日寒潮过程降温幅度大，影响范围

广，对春运造成不利影响。除青藏高原大部及云南

外，全国大部分地区过程最大降温幅度普遍有８～

１６℃，其中，内蒙古中部、湖南东南部、江西中部和南

部、辽宁西北部、安徽东南部、贵州中西部等地超过

２０℃。此次寒潮天气带来的大风、降温和雨雪天气

对春运正常运行带来不利影响。河北、山东、山西、

内蒙古、重庆、甘肃等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临时封闭

或通行受阻；大连、沈阳、烟台等地部分航班延误或

取消（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６）。

此次寒潮过程的冷空气来源可以追溯至挪威海

至巴伦支海地区，２月５—７日，上述地区的低涡低

槽携带冷空气缓慢东移，槽后高压脊在暖平流作用

下逐渐加强，脊前冷空气并入低槽中，使得低槽在东

移过程中加强，伴随的冷中心强度达－４４℃。１０

日，当该槽东移至西伯利亚地区时，与中心位于远东

地区的低涡底部的低槽再次合并，形成贯穿西伯利

亚至我国新疆地区的东北—西南走向的深槽，强冷

空气在此堆积，对应地面冷高压中心位于巴尔喀什

湖以西地区，强度达１０４５ｈＰａ。

１１日，低槽底部首先影响我国新疆地区，带来

大风和降雪天气。１２—１３日，乌拉尔山阻高向东北

方向伸展，脊前偏北气流汇入低槽，槽后冷平流加

强，低槽伴随的冷中心再次增强至－４４℃。脊后偏

北气流促使东北—西南向的低槽逐渐转为南北向，

引导寒潮东移南下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受低槽后部

负涡度平流和强冷平流的作用，西伯利亚高压强度

增强至１０７０ｈＰａ以上，而我国中东部地区受槽前正

涡度平流和暖平流影响，在东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

地区分别有气旋生成、发展（图７）。高低压系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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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气压梯度显著增大，冷锋后部冷平流非常强，我

国大部地区自北向南出现明显的大风和降温天气。

１２—１３日，西北地区、内蒙古、东北地区、华北、黄

淮、江淮等地最低气温过程降温幅度有６～１０℃，东

北地区中部及内蒙古中部等地部分地区降温幅度达

１２～１４℃。１３—１４日，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西北

地区降温趋于结束；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黄淮中

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中北部及西南地区东部

的气温下降６～１０℃，其中东北地区东部、江淮、江

南、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降温幅度达１２～１４℃，

局地降温幅度超过１４℃。１２—１４日，上述地区还出

现４～６级偏北风，阵风７～８级。同时，受南支槽、

低层低涡切变线和地面气旋的共同影响，１２—１４

日，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南部、黄淮至江南

大部先后出现明显雨雪天气。１６日，乌拉尔山阻塞

高压在东移过程中减弱崩溃，地面锋面也移出我国，

寒潮天气过程的影响结束。

图７　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１日０８时（ａ），

１３日０８时（ｂ）８５０ｈＰａ风场

（风向杆，单位：ｍ·ｓ－１）和

海平面气压场（等值线，单位：ｈＰａ）

Ｆｉｇ．７　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ｂａｒｂ，ｕｎｉｔ：ｍ·ｓ
－１）

ａｎｄ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ｕｎｉｔ：ｈＰａ）ａｔ

０８ＢＴ１１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ａ）ａｎｄ１３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ｂ）２０１６

３．３　２月１８—１９日沙尘过程分析

今年首次沙尘天气出现在２月１８日，接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平均首发时间（２月１５日），较２０１５

年首发时间（２月２１日）偏早３ｄ（国家气候中心，

２０１５）。２月１８—１９日，受西伯利亚高压和地面冷

锋影响，新疆南部、内蒙古中西部、甘肃、宁夏、青海

等地出现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青海西部局地出现

沙尘暴。受其影响，上述部分地区ＰＭ１０浓度超过

１５０μｇ·ｍ
－３，出现轻至中度污染，局地ＰＭ１０浓度

超过４２０μｇ·ｍ
－３，达到重度污染。

１８—１９日，新疆大部受高压脊控制，脊后暖平

流作用下不断有暖空气补充进入导致高压脊发展加

强，环流经向度加大。８５０ｈＰａ等温线和等高线接

近垂直有强烈冷平流（图略），地面冷锋从新疆东部

逐渐东移南压至西北地区东南部。海平面气压场

上，高压中心位于新疆东北部，中心气压平均最大值

达１０５５ｈＰａ（图８），高压前部地面风速达１６ｍ·

ｓ－１，引导冷空气南下影响西北地区东部。随着高低

空系统的东移南下，沙尘影响区域往东南方向移动。

２０日，地面冷锋南压至淮河流域，大范围沙尘天气

基本结束。

图８　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８—１９日平均５００ｈＰａ

位势高度场（等值线，单位：ｄａｇｐｍ）、

８５０ｈＰａ风场（风向杆，单位：ｍ·ｓ－１）

和海平面气压场（阴影，单位：ｈＰａ）

Ｆｉｇ．８　Ａｖｅｒａｇｅ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

（ｃｏｎｔｏｕｒ，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

（ｂａｒｂ，ｕｎｉｔ：ｍ·ｓ－１）ａｎｄｓｅａｌｅｖｅ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ｕｎｉｔ：ｈＰａ）

ｏｎ１８－１９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６

４　南方出现降水天气过程，四川部分

地区遭受雪灾

　　２月２１—２７日，江南大部、四川中部、云南大

部、贵州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降水量一般有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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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ｍｍ，局地在５０ｍｍ以上。与常年同期相比，四

川大部、重庆、云南大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降水量偏

多５成至４倍，部分地区偏多４倍以上。受持续降

水影响，四川省雅安、甘孜遭受雪灾，暴雪导致供电

中断、农作物受灾，部分种植大棚垮塌和农房倒损；

云南省贡山县遭受洪涝灾害，部分乡镇引发了泥石

流、滑坡、塌方等灾害，对电力、交通、水利、通讯设施

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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