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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２０１６年夏季（６—８月），我国东部降水呈南、北两条多雨带，长江中下游和华北大部降水均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其

中，６—７月的降水主要发生在长江流域，而８月发生显著转折，除了华南地区降水偏多外，我国东部大部地区降水都较常年同期

明显偏少。６—７月长江流域的降水偏多主要是受到偏强、偏西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副高）的影响，副高脊线位置总

体接近常年，但南北摆动较大，阶段性偏南对应了长江流域降水明显偏多的时段。同时，菲律宾附近低层异常反气旋环流导致来

自副高西侧的水汽通量异常辐合区主要位于长江中下游。热带印度洋全区一致暖海温在超强ＥｌＮｉ珘ｎｏ衰减年的持续发展是导致

上述环流异常的重要外强迫因子。８月，副高发生断裂，西北太平洋对流层低层转为异常气旋性环流控制，水汽输送异常辐散区

控制我国东部大部地区，长江流域持续高温少雨。８月的热带大气季节内振荡（ＭａｄｄｅｎＪｕｌｉａｎ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ＭＪＯ）活动偏强，ＭＪＯ东

传至西太平洋并持续长达２５ｄ，为历史少见。异常的 ＭＪＯ活动是导致８月热带和副热带大气发生转折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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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与太平洋之间，受亚澳季风

系统影响，气候复杂多变。我国夏季天气气候受多

因子控制，既与东亚夏季风系统中多个成员的相互

协同作用有关，又受热带海洋等外强迫因子的影响，

同时也与中高纬冷空气的活动密切相关（张庆云和

陶诗言，１９９８；黄荣辉等，２００６；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多

因子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造成夏季旱涝分布等天气

气候特征具有明显的年际变化，这种分布异常的持

续维持会进一步导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及气象灾害

的发生（王遵娅等，２０１２；龚志强等，２０１４；崔童等，

２０１５；王东阡等，２０１６）。例如，１９９８年长江全流域

的严重洪涝灾害，２００３和２００７年淮河流域洪涝灾

害等，均给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影响，带来严重的经

济损失（冯明等，２０００；徐良炎，２００３）。因此，详细了

解中国夏季气候特征及其变化，加强夏季重大气候

事件的成因诊断分析，明确大气内部动力过程及前

期下垫面外强迫对夏季气候异常事件的可能影响，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２０１６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２１．８℃，较常年同

期偏高０．９℃，是１９６１年以来的最高值。全国平均

降水量３４３．４ｍｍ，较常年偏多５．６％。其中，长江

流域降水异常偏多，梅雨期间梅雨量较常年偏多１

倍以上，同时北方大部降水也明显偏多。２０１６年夏

季也是超强ＥｌＮｉ珘ｎｏ事件的衰减年，ＥｌＮｉ珘ｎｏ事件于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达到峰值，２０１６年４月结束，是１９５１

年以来峰值强度最强、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ＥｌＮｉ珘ｎｏ

事件（袁媛等，２０１６；邵勰和周兵，２０１６；翟盘茂等，

２０１６）。那么，２０１６年夏季我国东部降水异常特征

是否与前期超强ＥｌＮｉ珘ｎｏ事件有关？是否还有其他

外强迫因子的协同作用？本文将针对这些问题展开

详细分析和讨论，以期为提高短期气候预测提供更

多的参考和依据。

１　资料和方法

本文所用到的资料包括：（１）中国气象局国家气

象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国家级地面气象站基本气

象要素日值数据集（Ｖ３．０）》（任芝花等，２０１２），时段

为１９５１—２０１６年；（２）ＮＣＥＰ／ＮＣＡＲ逐日再分析资

料集中的各层位势高度场、水平风场等；资料水平分

辨 率 为 ２．５°× ２．５°（Ｋａｌｎａｙ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

Ｋｉｓｔｌ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３）美国ＮＯＡＡ提供的线性最

优插值全球海温数据（ＯＩＳＳＴｖ２），网格点分辨率是

１°×１°（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２），资料起始于１９８１年

１２月。除了ＯＩＳＳＴｖ２数据的气候平均场分别取自

１９８２—２０１０年平均外（受资料起始时间限制），其余

所有数据的气候平均场都为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平均。

如无特殊说明，本文中冬季指当年１２月至次年２月

平均，春季为３—５月平均，夏季为６—８月平均，秋

季为９—１１月平均。

东亚副热带夏季风强度指数采用张庆云等

（２００３）定义，即将东亚热带季风槽区（１０°～２０°Ｎ、

１００°～１５０°Ｅ）与东亚副热带地区（２５°～３５°Ｎ、１００°

～１５０°Ｅ）平均的８５０ｈＰａ风场的纬向风距平差作为

季风指数。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副高或

西太副高）强度采用刘芸芸等（２０１２）定义，取１０°Ｎ

以北，１１０°Ｅ～１８０°范围内５００ｈＰａ层５８８ｄａｇｐｍ特

征等值线围成的面积与范围内所有格点高度值减去

５８７ｄａｇｐｍ差值的乘积总和。热带印度洋全区一致

海温模态指数（ＩＯＢＷ）定义为热带印度洋（２０°Ｓ～

２０°Ｎ、４０°～１１０°Ｅ）区 域 格 点 平 均 海 温 距 平。

Ｎｉ珘ｎｏ３．４指数定义为Ｎｉ珘ｎｏ３．４区（５°Ｓ～５°Ｎ、１２０°～

１７０°Ｗ）区域平均海温距平。热带大气季节内振荡

（ＭＪＯ）指数采用 ＷｈｅｅｌｅｒａｎｄＨｅｎｄｏｎ（２００４）设计

的多变量二维 ＭＪＯ指数，取自澳大利亚气象局（ｈｔ

ｔｐ：∥ｗｗｗ．ｂｏｍ．ｇｏｖ．ａｕ／ｃｌｉｍａｔｅ／ｍｊｏ／）。

２　２０１６年夏季降水异常特征

２０１６年夏季，全国平均降水量３４３．４ｍｍ，较常

年同期偏多５．６％（图１ａ），也是１９９９年以来降水量

第二多年，仅次于２００８年同期（３４５．１ｍｍ）。从空

间分布上看，主要呈南、北两条多雨带：长江中下游

大部降水较常年偏多２～５成，其中湖北东部至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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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偏多５成以上；西北地区大部至华北大部降水

也较常年偏多２～５成，其中新疆大部、内蒙古西部

及华北西部部分地区偏多５成以上，局地偏多１倍

以上（图１ｂ）。夏季，全国有３５１站出现极端日降水

量事件，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和华北地区，其中

７３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图１ｃ）。我国南方共

发生１１次区域性暴雨过程，暴雨过程平均综合强度

为１９８０年以来最强，其中６月２８日至７月６日长

江中下游地区暴雨过程历时９ｄ，影响范围包括４５１

个国家气象观测站，为１９６１年以来仅次于１９９８年、

１９９１年等排名第五位的区域性暴雨事件。长江流

域梅雨于６月１９日开始，７月２１日结束，梅雨期

（３２ｄ）较常年（２９．３ｄ）略偏多３ｄ，累计梅雨量

（５８４．３ｍｍ）较常年（２８１ｍｍ）偏多１倍以上。

　　然而，从东部地区夏季降水量的逐日演变来看

（图略），６月至７月中旬降水主要位于长江流域，７

图１　１９５１—２０１６年夏季（６—８月平均）全国平均

降水量历史序列（ａ），２０１６年６—８月

平均全国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分布（ｂ，单位：％）及

全国极端日降水量事件分布（ｃ）

Ｆｉｇ．１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Ｊｕｎｅ－Ｊｕｌｙ－Ａｕｇｕｓｔ

ｍｅａｎ）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１９５１ｔｏ

２０１６（ａ，ｕｎｉｔ：ｍｍ），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ｏｍａｌｙ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ｂ，ｕｎｉｔ：％）ａｎｄｅｘｔｒｅｍｅ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ｖｅｎｔｓ（ｃ）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ｏｆ２０１６

月下旬开始降水北移至我国北方地区，这表明我国

东部地区夏季降水具有显著的季节内变化特征。

６—７月平均降水距平百分率的合成情况也和夏季

平均的情况基本相似（图２ａ），而８月发生显著转

折，除华南大部降水偏多外，东部大部地区的降水都

明显偏少（图２ｂ）。考虑到降水异常所对应的环流

形势的变化，下面将分别针对６—７月平均和８月降

水异常特征做简要的成因分析。

图２　２０１６年６—７月平均（ａ）和８月（ｂ）

全国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分布（单位：％）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ｏｒＪｕｎｅａｎｄＪｕｌｙｍｅａｎ

（ａ）ａｎｄＡｕｇｕｓｔ（ｂ）ｉｎ２０１６，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ｕｎｉｔ：％）

３　夏季６—７月平均降水异常成因

２０１６年６—７月，欧亚中高纬呈“两脊两槽”型

环流控制（图３ａ），乌拉尔山高压脊明显偏弱，东亚

北部上空为低压槽控制，而贝加尔湖高压脊和鄂霍

茨克海高压脊均偏强。同时，西太副高较常年偏强、

偏西，脊线位置接近常年，菲律宾附近对流层低层为

异常反气旋环流控制（图３ｂ），来自西北太平洋的转

向水汽输送明显偏强，其与中高纬的弱冷空气配合，

造成水汽通量异常辐合区主要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

（图３ｃ），导致该地降水明显偏多。从水汽输送场上

也可以看出，副高外围的异常西南风水汽输送的部

分南支分量自南向北可一直延伸到黄河中下游，这

也为我国华北大部多雨提供了充沛的水汽条件。关

键环流指数监测也显示出一致的特征：２０１６年６—７

７１１　第１期　　　　　 　　　 　　　袁　媛等：２０１６年夏季我国东部降水异常特征及成因简析　　　　　　　　　　　　　



月平均的欧亚经向环流指数较气候平均略偏弱

（图４ａ），表明欧亚中高纬以纬向环流为主，冷空气

势力较弱；副高较气候平均明显偏强，其强度为历史

第二，仅次于２０１０年同期（图４ｂ）；东亚夏季风强度

明显偏弱，且为２００４年以来最弱（图４ｃ）。

图３　２０１６年６—７月平均大气环流距平场

（ａ）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等值线）及距平场（阴影区），

（红色等值线表示气候平均５８８０和５８６０ｇｐｍ，

单位：ｇｐｍ）；（ｂ）８５０ｈＰａ距平风场（单位：ｍ·ｓ
－１）；（ｃ）对流

层整层积分水汽通量（矢量，单位：ｋｇ·ｍ
－１·ｓ－１）及水汽

通量散度（阴影区，单位：１０－５ｋｇ·ｍ
－２·ｓ－１）距平场

Ｆｉｇ．３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ｉｎＪｕｎｅ－Ｊｕｌｙ２０１６

（ａ）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ａｎｄ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ｓｈａｄｉｎｇ）（Ｒｅｄ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ｓｔａｎｄｆｏｒ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５８８０ａｎｄ５８６０ｇｐｍ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ｕｎｉｔ：ｇｐｍ）；

（ｂ）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ｕｎｉｔ：ｍ·ｓ－１）；

（ｃ）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ｆｌｕｘ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１０００ｈＰａ

ｔｏ３００ｈＰａ（ｖｅｃｔｏｒｓ，ｕｎｉｔ：ｋｇ·ｍ
－１·ｓ－１）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ｓｈａｄｉｎｇ，ｕｎｉｔ：１０
－５ｋｇ·ｍ

－２·ｓ－１）

图４　１９５１—２０１６年６—７月平均大气环流指数历史序列

（ａ）欧亚经向环流指数（单位：ｇｐｍ／°），（ｂ）西太

副高强度指数（单位：１０６ｄａｇｐｍ·ｋｍ
２），

（ｃ）东亚夏季风指数（单位：ｍ·ｓ－１）

Ｆｉｇ．４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ｅｓ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ｉｎＪｕｎｅ－Ｊｕｌｙｆｒｏｍ１９５１ｔｏ２０１６

（ａ）Ｅｕｒａｓｉａｎ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ｕｎｉｔ：ｇｐｍ／°），

（ｂ）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ｏｆＷＰＳＨ （ｕｎｉｔ：１０
６ｄａｇｐｍ·ｋｍ

２）

ａｎｄ（ｃ）ＥＡＳＭ （ｕｎｉｔ：ｍ·ｓ－１）

　　热带印度洋海温的全区一致增暖模态是导致上

述热带和副热带地区大气环流异常的最主要原因。

２０１６年夏季处于超强ＥｌＮｉ珘ｎｏ事件的衰减年，受Ｅｌ

Ｎｉ珘ｎｏ事件影响，西太副高自２０１５年秋季开始就表

现出持续偏强、偏西的特征，并且在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冬

季副高强度达到历史最强（袁媛等，２０１６）。与此同

时，热带印度洋全区一致海温模态也表现出持续偏

暖的特征（图５），并且在前冬（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冬季）和

春季均达到１９５１年以来最暖（袁媛等，２０１６）。研究

表明，热带印度洋全区一致增暖多表现为对ＥｌＮｉ珘ｎｏ

事件的滞后响应，它在维持ＥｌＮｉ珘ｎｏ事件对东亚气

候的影响中起到重要的“接力”作用（ＷｕａｎｄＫｉｒｔ

ｍａｎ，２００４；Ａｎｎａｍａｌ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Ｘｉ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Ｙ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２０１２；Ｓａｊｉｅｔａｌ，

１９９９）。通常，在ＥｌＮｉ珘ｎｏ发展年的秋冬季，东亚副

热带地区会通过Ｒｏｓｓｂｙ波遥相关作用在菲律宾附

近激发异常反气旋环流，该反气旋环流也被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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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冬季（ａ）、２０１６年春季

（ｂ）和夏季（ｃ）海温距平分布（单位：℃）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ｉｎｗｉｎｔｅｒ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ａ），ｓｐｒｉｎｇ（ｂ）

ａｎｄｓｕｍｍｅｒ（ｃ）２０１６（ｕｎｉｔ：℃）

ＥｌＮｉ珘ｎｏ影响东亚气候异常的重要纽带（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

１９９９；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Ｗａｎｇａｎｄ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２）。

与此同时，副高加强西伸，位置易偏南，副高西侧大

量水汽输送至我国南方地区，导致秋冬季我国南方

易多雨（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Ｚｈｏｕａｎｄ Ｗｕ，２０１０；

Ｚｈｏｕ，２０１１；Ｙ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然而，在ＥｌＮｉ珘ｎｏ

衰减年的夏季，由于赤道中东太平洋异常暖水已经

减弱，此时副高偏强、偏西以及菲律宾附近异常反气

旋环流的维持却多是印度洋暖海温滞后响应的结果

（Ｘｉ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Ｙ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从各月ＩＯＢＷ

指数和Ｎｉ珘ｎｏ３．４指数分别与同期副高强度指数的

相关系数可以清楚地看出，印度洋海温对于副高强

度的影响是显著的、持续的，而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

的影响却是减弱的，且从５月开始低于０．０５的显著

图６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年３—８月各月ＩＯＢＷ和Ｎｉ珘ｎｏ３．４指数

分别与同期副高强度指数的相关系数

Ｆｉｇ．６　Ｍｏｎｔｈ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ｄｅｘ

ｏｆＷＰＳＨｗｉｔｈｍｏｎｔｈｌｙＩＯＢＷ （ｒｅｄ）ａｎｄＮｉ珘ｎｏ３．４（ｂｌｕｅ）

ｉｎｄｅｘｉｎＭａｒｃｈ－Ａｕｇｕｓｔ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８０－２０１５，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性水平检验，８月相关系数转为负值（图６）。这更进

一步证明了在ＥｌＮｉ珘ｎｏ次年，当赤道中东太平洋暖海

温开始衰减时，印度洋海温的持续偏暖是维持西太

副高继续偏强、偏西的重要外强迫因子。

４　８月降水异常成因

２０１６年８月，环流形势发生明显转折，５００ｈＰａ

欧亚中高纬转为“两脊一槽”的形势，乌拉尔山高压

脊和鄂霍茨克海高压脊均偏强，环流经向度明显偏

大，我国大陆上空为大陆高压持续控制；副高断裂成

两部分，东段偏弱偏东，西段与大陆高压结合，而西

北太平洋为高度场负距平控制（图７ａ）。相对应，西

北太平洋对流层低层也转为异常气旋性环流

（图７ｂ），整层水汽输送明显偏弱，我国东部为异常

的偏北风水汽输送，大部地区为水汽通量异常辐散

区控制（图７ｃ），从而导致我国东部江南及以北地区

降水明显偏少（图２ｂ）。

图７　同图３，但为２０１６年８月

Ｆｉｇ．７　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３，ｂｕｔｆｏｒ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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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月热带和副热带地区的环流形势为何会发生

突然转折？观测表明，２０１６年８月，西北太平洋热

带气旋突然变得异常活跃，共有７个台风生成，其中

２个登陆我国（这是导致华南地区降水偏多的主要

原因）。另一方面，ＭＪＯ指数位相图逐日监测显示：

２０１６年８月 ＭＪＯ东传至西太平洋（６～７位相），并

且一直持续在６～７位相超过２０ｄ（图８ａ）。ＭＪＯ在

印度洋区域（２～３位相）活跃有利于西太副高的加

强西伸，而 ＭＪＯ在西太平洋（６～７位相）活跃则有

利于热带气旋的生成，反而使得副高减弱东撤。

２０１６年８月 ＭＪＯ在６～７位相持续了２５ｄ，超过气

候平均值（７．４ｄ）近１８ｄ，为１９７９年以来历史第二

多，仅次于１９８４年（２７ｄ）。２０１６年８月 ＭＪＯ处于

６～７位相的平均强度也较气候平均偏强，并且是

２００３年以来最强的一年（图８ｂ）。历史上中等以上

强度的ＥｌＮｉ珘ｎｏ次年８月，ＭＪＯ处于６～７位相的天

数多数年份也少于气候平均值，且强度多偏弱（图

略）。因此，２０１６年８月ＭＪＯ活动的异常是导致西

图８　（ａ）２０１６年７—９月 ＭＪＯ指数位相图

（引自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ｏｍ．ｇｏｖ．ａｕ／ｃｌｉｍａｔｅ／ｍｊｏ／），

红色为８月指数和（ｂ）１９７９—２０１６年８月 ＭＪＯ

处于６～７位相的平均强度

Ｆｉｇ．８　Ｐｈａｓ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ＭＪＯｉｎｄｅｘｄｕｒｉｎｇＪｕｌ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ｃｉｔｅｄｆｒｏｍ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ｏｍ．ｇｏｖ．ａｕ

／ｃｌｉｍａｔｅ／ｍｊｏ／），ｗｉｔｈｒ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ｄｅｘ（ａ），ａｎｄ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ＭＪＯ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Ｐｈａｓｅｓ６ａｎｄ７ｉｎ

Ａｕｇｕｓｔ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７９－２０１６（ｂ）

北太平洋台风异常活跃以及夏季热带—副热带大气

环流发生突然转折的重要原因。

５　结论和讨论

２０１６年夏季，我国东部地区降水呈南、北两条

多雨带，长江中下游和华北大部降水均较常年同期

明显偏多。然而，东部地区的降水表现出了显著的

季节内变化特征，６—７月降水主要发生在长江流

域；７月底至８月初，环流形势的调整导致我国东部

雨带发生显著转折，除了华南地区受登陆台风影响

降水偏多外，东部大部地区降水都明显偏少，尤其长

江中下游持续高温少雨。文章利用大气环流和海温

等资料简要分析了２０１６年夏季降水异常的可能原

因。６—７月长江流域降水异常偏多主要表现为对

前期超强ＥｌＮｉ珘ｎｏ事件和热带印度洋持续暖海温异

常的响应，最直接的环流影响因子是强度偏强、西伸

脊点偏西的西太副高，对流层低层菲律宾附近异常

反气旋环流，以及由该反气旋环流所导致的西北太

平洋转向水汽输送。从６—７月平均５００ｈＰａ高度

场来看，副高脊线位置基本接近常年同期。但是从

月内脊线位置的逐日演变来看，副高脊线南北摆动

很大（图略）。与长江中下游降水量逐日演变对比可

以看出，副高脊线位置偏南的时候多对应长江中下

游降水偏多的时段。而华北降水偏多除了欧亚西风

带槽脊的配合外，副高西侧外围的水汽输送也为之

提供了重要的水汽来源。８月，热带和副热带地区

环流形势的突然转变主要是受到热带 ＭＪＯ活动的

影响，较强的 ＭＪＯ 东传至西太平洋并持续长达

２５ｄ，在下垫面偏暖海水的影响下激发了异常活跃

的热带气旋活动，从而导致副高断裂，西北太平洋为

异常气旋性环流控制，水汽输送条件转差，水汽通量

异常辐散区控制我国东部大部地区。而８月 ＭＪＯ

的活动异常可能与热带印度洋海温快速发展的偶极

子负位相有关，我们将另文做更多深入的分析研究

工作。

文章仅分析了我国东部地区夏季降水异常，尤

其是南方地区降水异常的成因，对于夏季我国北方

旱涝分布的机理认识还有待提高。我们已在另文中

简单分析了２０１６年夏季华北地区降水的异常特征，

除了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８—２１日的强降水过程外，华北

地区其他几次过程的区域平均降水量都不到

２０ｍｍ。而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９—２０日两日的累计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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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占５—８月降水总量的２５％，如果去除这次过程

的降水量，２０１６年夏季华北地区降水呈现较常年同

期略偏少的特征。这表明华北地区本次极端强降水

对汛期降水整体偏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极端

性天气尺度环流造成的强降水对短期气候可预测性

的影响究竟如何还需要做更多的深入研究工作。最

后，２０１６年夏季处于超强ＥｌＮｉ珘ｎｏ事件的衰减年，这

与１９９８年夏季的前期海温分布及演变格外相似；

２０１６年夏季长江流域降水异常偏多的特征也与

１９９８年较为相似，但前者强度明显偏弱。我们将另

文详细分析这两年夏季的降水异常特征、大气环流

和夏季风活动以及外强迫因子的异同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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