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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２０１６年春季，全国平均气温１１．６℃，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二高值，仅次于２００８年（１１．８℃）；全国平均降水量

１７４．９ｍｍ，较常年同期偏多２１．７％，为１９５１年以来同期第三高值，仅次于１９５２年（１８７．１ｍｍ）及１９７３年（１７９．１ｍｍ）。季内

主要发生极端日降温及极端日降水量事件。进一步分析发现，受欧亚大陆中高纬地区“＋－＋”斜压波列影响，我国西北地区

受高空槽控制，而东北地区则处于低层辐合、高空辐散的形势，利于上述地区降水偏多。此外，受到厄尔尼诺影响，印度洋—

西太平洋地区盛行反气旋异常环流，将大量水汽输送到我国南方地区，有利于南方地区降水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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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春季是冬季向夏季转换的过渡阶段，此时，中高

纬冷空气势力和热带暖湿气流激烈交绥，造成大气

不稳定，并进一步引起天气的变化，甚至带来一些极

端天气事件。另外，华南前汛期、江南春雨（Ｔｉａｎ

ｅｔａｌ，１９９８）以及南海夏季风的爆发（Ｔａｏ，１９８７）等

多个气候关键进程和气候事件都在春季发生。分析

表明，中国春季气候有显著的年际变化（王遵娅等，

２０１３；袁媛等，２０１４；邵勰等，２０１５）。由于此时中国

的大多数地区正值农作物播种和生长期，因此春季

的气候异常对农业生产具有重要的影响。

来自海洋的外强迫通过大气波动的传播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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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大气环流异常并进一步导致气候异常（Ｍａｔｓｕ

ｎｏ，１９６６；Ｇｉｌｌ，１９８０）。２０１４年秋季开始，热带太平

洋上发生了一次新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邵勰等，

２０１６），全球多地气候都对此次事件表现出了显著的

响应，并引发了多地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侯威等，

２０１５；王朋岭等，２０１５；李清泉等，２０１５，邵勰等，

２０１６）。２０１６年是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的次年。２０１６年春季，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快速衰减

并在５月结束，而印度洋暖海温持续增长，中国春季

依然受到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而表现出总体高温多

雨的气候特征。

本文将全面介绍２０１６年春季中国地区的主要

气候特征，并从大气环流和海温外强迫的角度重点

分析２０１６年春季中国降水异常的可能成因。

１　资料说明

本文所用资料主要包括：（１）国家气象信息中心

整编的中国２４００站站点逐日降水和气温观测数据

集；（２）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和美国国家大气研究

中心提供的再分析资料，分辨率为２．５°×２．５°；（３）

美国国家海洋大气管理局（ＮＯＡＡ）提供的月平均

海表温度数据。

本文所用各要素的气候平均值为１９８１—２０１０

年平均值。

２　２０１６年春季我国主要气候特征

２．１　降水

２０１６年春季，全国平均降水量１７４．９ｍｍ，较常

年同期（１４３．７ｍｍ）偏多２１．７％，为１９５１年以来历

史同期第三高值，仅次于１９５２年（１８７．１ｍｍ）及

１９７３年（１７９．１ｍｍ）（图１）。从空间分布来看，东北

大部、内蒙古西部及东北部、新疆北部、西北地区东

部、甘肃西北部、西藏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淮、

江南、华南中东部等地降水偏多２～５成，部分地区

偏多１～２倍；新疆西部、西藏西北部、内蒙古中部、

华北至黄淮地区降水偏少２～８成（图２）。

２．２　气温

春季，全国平均气温 １１．６℃，较常年同期

（１０．４℃）偏高１．２℃，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二

高值，仅次于２００８年春季（１１．８℃）（图３）。从空间

分布来看，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明显偏高，

其中北方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１～２℃，局

部偏高２～４℃（图４）。

图１　１９５１—２０１６年春季全国平均降水量历年变化

Ｆｉｇ．１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ｍｅａｎ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ｐｉｎｇｓｏｆ１９５１－２０１６

图２　２０１６年春季全国降水量距平

百分率（单位：％）空间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ｏｍａｌｙ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ｉｎ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ｈｅ２０１６ｓｐｒｉｎｇ（ｕｎｉｔ：％）

图３　１９６１—２０１６年春季

全国平均气温历年变化

Ｆｉｇ．３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

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ｓｏｆ１９６１－２０１６（ｕｎｉｔ：℃）

２．３　极端气候事件

２０１６年春季，气温阶段性起伏较大，全国共有

１１６站发生极端日降温事件，主要分布于东北、甘

肃、内蒙古、新疆、华北、江南、西南、华南等地，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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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玉门镇（１７．９℃）及金塔（１７．４℃）、河北曲阳

（１３．６℃）等２２站日降温幅度突破历史纪录（图５）。

图４　春季全国气温距平分布（单位：℃）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２０１６ｓｐｒｉｎｇ（ｕｎｉｔ：℃）

图５　２０１６年春季全国

极端日降温事件分布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ｉｌｙ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ｒｏｐ

ｅｘｔｒｅｍ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２０１６ｓｐｒｉｎｇ

　　同时，全国共有２２站发生极端日降水量事件，

主要分布在华南、湖南、江西、新疆、青海等地，其中

福建的泰宁（２３５．９ｍｍ）及将乐（２２５．７ｍｍ）、广东

信宜（４５５．２ｍｍ）、广西阳朔（１９７．５ｍｍ）、新疆沙湾

（４２．１ｍｍ）５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纪录（图６）。

图６　２０１６年春季全国

极端日降水量事件分布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ｉｌｙ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ｘｔｒｅｍ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２０１６ｓｐｒｉｎｇ

３　我国春季降水异常的成因

３．１　我国西北及东北地区降水偏多成因

春季，从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上来看，欧亚大陆中高

纬自西向东维持“＋－＋”波列，乌拉尔山地区高度

场偏高，贝加尔湖上空高度场相对略偏低，而我国东

北地区至日本岛一带高度场偏高（图７）。同时，在

１０００ｈＰａ高度场上，欧亚大陆高度场均为负距平控

制，极地地区则为正高度距平控制，这种配置主要对

应于北极涛动的负位相（图８）。因此，春季我国西

北地区受到高空槽控制，西风带给西北地区的降水

带来了一部分的水汽。另外，中国中西部地区存在

一个异常气旋性环流，来自热带的暖湿气流沿着该

异常气旋东侧北上到达西北地区东部，给该地区带

来了充足的水汽。特别是５月，西南—东北地区存

在一条倾斜的水汽辐合带，西北地区东部是西风带

水汽和热带暖湿气流的汇合区，因此，水汽条件充足

（图９）。同时，２０１６年春季，共发生了１０次冷空气

过程，较常年春季偏多。这１０次过程都能影响到西

北地区，其中６次以上能影响到西北地区的范围较

大（图略）。在充足的水汽和频繁的冷空气活动影响

下，西北地区降水明显较常年偏多。

图７　２０１６年春季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高度

及距平场分布（单位：ｇｐｍ）

Ｆｉｇ．７　５００ｈＰａｍｅａｎｇｅｏｐｅｎ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

（ｃｏｕｎｔｅｒ，ｕｎｉｔ：ｇｐｍ）ａｎｄｉｔｓａｎｏｍａｌｙ

（ｓｈａｄｏｗ，ｕｎｉｔ：ｇｐｍ）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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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同图７，但为１０００ｈＰａ（单位：ｇｐｍ）

Ｆｉｇ．８　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７，ｂｕｔｆｏｒ

１０００ｈＰａ（ｕｎｉｔ：ｇｐｍ）

图９　２０１６年春季整层积分水汽输送距平

（单位：ｋｇ·ｓ
－１·ｍ－１）及辐合（散）场

距平场（单位：１０－５ｋｇ·ｓ
－１·ｍ－２）

Ｆｉｇ．９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１０００ｈＰａｔｏ３００ｈＰａ

（ｖｅｃｔｏｒ，ｕｉｎｔ：ｋｇ·ｓ
－１·ｍ－１），

ａ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ｆｄｉｒ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ｓｈａｄｏｗ，ｕｎｉｔ：１０－５ｋｇ·ｓ
－１·ｍ－２）

　　我国东北地区东部则处于低层辐合高空辐散的

形势影响下，对流不稳定性较大，也为降水偏多提供

了有利的动力条件。同时，在东北地区及其东侧海洋

上空低层有异常反气旋（图１０），该异常反气旋引导来

自东侧海洋上的水汽输送到中国东北地区；另外，来

自热带的暖湿气流向北的输送也十分明显（图９），在

东北地区南部与来自东侧海洋上的水汽汇合，在东北

地区辐合。这样，东北地区在充足的水汽输送和局地

对流不稳定的条件下，降水较常年显著偏多。

３．２　我国南方地区降水偏多成因

２０１６年春季，我国南方地区以降水偏多为主，

特别是在４月，降水异常偏多的区域和强度都更加

显著（图略）。从整层积分水汽输送异常及其辐合

（散）异常场（图９）和１９８０—２０１５年同期我国南方

地区降水与水汽输送场的相关分布（图略）可以看

出，今年春季西太平洋到印度洋一带基本为异常反

气旋环流控制，我国南方地区主要受其外围异常西

南风水汽输送的影响，从而为这些地区降水偏多提

供了有利条件。相关分析也表明，这样的水汽输送

形势与历史上南方地区降水偏多时的水汽输送形势

也是一致的。

图１０　２０１６年春季８５０ｈＰａ异常风场

分布（单位：ｍ·ｓ－１）

Ｆｉｇ．１０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

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ｔｈｅ２０１６ｓｐｒｉｎｇ（ｕｎｉｔ：ｍ·ｓ
－１）

　　进一步分析后发现，上述水汽输送形势与厄尔尼

诺是密切相关的。春季，受到厄尔尼诺影响（图１１），

热带中太平洋地区对流活跃，上升运动偏强，在印度

洋—西太平洋地区对流则受到明显抑制，下沉运

动偏强（图１２），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这一区域为一

图１１　２０１６年春季全球海表

温度距平场（单位：℃）

Ｆｉｇ．１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ｓｅ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ｙ

ｉｎｔｈｅ２０１６ｓｐｒｉｎｇ（ｕｉ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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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２０１６年春季外逸长波辐射

距平场（单位：Ｗ·ｍ－２）

Ｆｉｇ．１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ｏｕｔｇｏｉｎｇｌｏｎｇｗａｖ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ｔｈｅ２０１６

ｓｐｒｉｎｇ（ｕｎｉｔ：Ｗ·ｍ
－２）

大尺度的异常反气旋性环流控制，副热带高压异常

西伸（图略）。因此，来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水汽

在该异常反气旋的西侧汇合，并沿副热带高压外围

经孟加拉湾和中南半岛等地输送到我国南方，有利

于我国南方地区降水偏多。

４　结　论

本文通过中国站点降水和气温资料、ＮＣＥＰ／

ＮＣＡＲ再分析资料和观测的海温资料，总结了２０１６

年春季中国主要气候特征，并分析了西北和东北地

区以及南方地区降水异常的可能成因，得到了以下

主要结论：

（１）２０１６年春季，全国气温普遍偏高，是１９６１

年以来同期第二高值。全国平均降水量亦较常年偏

多，是１９６１年以来同期第三高值。

　　（２）２０１６年春季，受欧亚大陆中高纬地区“＋－

＋”斜压波列影响，我国西北地区受高空槽控制，而

东北地区则处于低层辐合、高空辐散的形势，利于上

述地区降水偏多。此外，受到厄尔尼诺影响，印度

洋—西太平洋地区盛行反气旋异常环流，将大量水

汽输送到我国南方地区，有利于南方地区降水偏多。

致　谢：感谢中国气象局灾害影响评估系统以及气候与气

候变化监测预测系统（ＣＩＰＡＳ２．０）为本文提供部分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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