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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利用ＮＥＣＰ再分析资料及高空观测资料，对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移出青藏高原后生命史长达３天或以上的高原低涡进行

统计，并根据移动路径的不同将其分为东移、东北移和东南移三类，统计结果表明：在不同时间段，不同移动路径的长生命史

高原低涡具有不同的活跃度，盛夏７月，东移个例远远多于东北移和东南移个例，东南移个例多于东北移个例；而在夏末８月，

东南移个例则远多于东北移和东移个例。选取不同移动路径的个例，进行对流层中上层环流背景特征分析，指出其５００ｈＰａ

环流形势，温度平流及２００ｈＰａ环流形势的共同特征和差异。分析结果表明：５００ｈＰａ环流形势，副热带高压的位置、走向分布

对长生命史高原低涡的移动路径有显著影响。东移、东北移、东南移三种路径，副热带高压依次减弱。印缅地区，东南移路径

为季风低压，而东移和东北移路径则为季风槽或印缅槽，即东南移路径２５°Ｎ以南具有相对较低的位势高度，有利于高原低涡

的向南移动；２００ｈＰａ环流，东移、东北移、东南移三种路径，南亚高压１２５２ｄａｇｐｍ东伸脊点依次偏西。东移路径，南亚高压东

伸脊点的明显偏东，使得高原低涡移出高原后受一致西风引导气流的影响，而对于东南移个例，相对北抬的南亚高压前及相

对较深的１１０°Ｅ槽后的西北气流对高原低涡的东南移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温度平流带随时间的走向与不同路径的移动方

向有着较好的对应关系。移出高原后的长生命史高原低涡基本在平均冷平流带中移动，东南移的高原低涡个例具有相对较

强的冷空气活动，使得高原低涡能够向相对较暖的南方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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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关于高原低涡东移的研究，早已引起气象工作

者的重视。如郁淑华等（２００７；２０１５）、郁淑华和高文

良（２００６；２００８）、高文良和郁淑华（２００７）从高原低涡

移出高原的观测事实、大尺度环流及对流层中层环

流特征等多方面都进行了详实的研究分析，顾清源

等（２０１０）分析了移出高原和未移出高原低涡的大尺

度环流背景差异，刘富明和?梅娟（１９８６）将东移的

高原低涡分成高压后部的低涡、西风槽前部的低涡

和切变线上的低涡三种类型，刘晓冉和李国平

（２００７）分析了非绝热加热对高原低涡生成、移动及

高原低涡暖心结构的作用，宋敏红和钱正安（２００２）

指出高原中东部气柱平均厚度可指示高原低涡的移

动，何光碧等（２００９）就两次比较典型的低涡过高原

影响高原天气的低涡东移过程，从动力学角度揭示

两次低涡东移特征及维持发展机制。上述研究丰富

了对高原低涡东移的认识。持续性高原低涡东移移

出青藏高原主体，有时会使我国广大地区产生暴雨、

大暴雨，造成严重洪涝灾害（郁淑华，２００１；杨克明

等，２００１；张顺利等，２００１；王晓芳等，２０１１；孙俊等，

２０１４；王伏村等，２０１４；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黄楚惠等，

２０１５；师锐等，２０１５），这使得对持续性高原低涡的研

究得到更进一步的关注，郁淑华和高文良（２００８）指

出持续强影响高原低涡移出高原时，对４０°Ｎ以北

的环流形势依赖性不强。主要受高原低涡周边的对

流层中层西风带天气系统、副热带与热带天气系统

的影响。肖递祥等（２０１６）等对不同影响系统下，移

出高原后仍长时间维持的高原低涡个例进行了环境

场和维持机制的分析。郁淑华等（２００７）在研究高原

低涡移出高原后的性质变化时，根据低涡中心区的

温度场结构将高原低涡分为位于５００ｈＰａ温度脊区

无冷空气侵入的暖性涡和位于５００ｈＰａ温度槽区或

西风带低压槽前锋区内有明显冷空气入侵的斜压性

涡；占夏季高原低涡绝大多数的是高原暖性涡（李国

平等，２０１４）。暖性涡一旦移出高原东部便迅速消

失，这说明它对高原特殊条件的依赖性（吕君宁和郑

昌圣，１９８４），高原热力和边界层作用对高原低涡流

场结构有不同的影响（陈功和李国平，２０１１）。当有

冷空气侵入时，暖性涡变为斜压性涡，移出高原后多

数为斜压性低涡，低涡加强、多数可产生强度较大的

降水（郁淑华等，２００８）。

由于移出高原并具有长生命史的高原低涡，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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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具有斜压性且较为强盛，会给我国大部分地方带

来较持续的强降水，其次对长生命史不同移动路径

的移出高原低涡的比较分析还较缺乏，因此对移出

高原后仍然具有长生命史的高原低涡的不同活动过

程的研究尤为重要。本文对影响我国不同地区大范

围持续性降水，移出高原后仍然具有长生命史的高

原低涡的不同活动过程，进行对流层中、高层环境场

特征的比较分析。以探讨移出高原后具有较长生命

史高原低涡的环境场共同特征，并分析东移出高原

后不同活动路径的高层环境场差异。

１　移出高原后长生命史高原低涡定

义、资料及研究方法

　　借鉴《高原低涡切变线年鉴》（李跃清等，２０１０）

定义，高原低涡指５００ｈＰａ等压面上反映的生成于

青藏高原，有闭合等高线的低压或有三个站风向呈

气旋式环流的低涡，高原低涡移出高原是指低涡中

心移出海拔≥３０００ｍ的青藏高原。从生成到消亡

持续活动６０ｈ或以上，移出高原后活动时间大于在

高原上的活动时间，高原低涡移出高原后持续活动

２ｄ以上的过程，算为１个移出高原后具有长生命

史的高原低涡，本文中统计的高原低涡为此类高原

低涡。

郁淑华和高文良（２００６）的研究指出６—８月是

高原低涡移出高原影响中国东部天气的主要时段。

使用 ＭＩＣＡＰＳ显示历史天气图，普查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４—１０月的高空观测资料，查找出移出高原后具

有长生命史的高原低涡活动个例，然后根据其活动

时间、移动路径的不同，选取生命史长达３ｄ或以上

的移出高原低涡个例６例，采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ＮＣＥＰ日平均再分析资料，对６例高原低涡活动过

程的５００、２００ｈＰａ环流形势以及５００ｈＰａ温度平流

等进行比较分析。对于一个移出高原并具有长生命

史的高原低涡活动过程，给出该高原低涡整个活动

时段内的平均场。

２　移出高原后长生命史高原低涡的活

动情况

２．１　４—１０月各年、各月活动次数

表１给出了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４—１０月各年、月移

出高原后具有长生命史的高原低涡活动次数，由

表１看出：（１）在近１０年中，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移出高原

后长生命史高原低涡的活动次数最多，分别为５、４

次。移出高原后长生命史高原低涡的次数最少的年

份是２００６及２００９年，仅有１次。（２）６—８月是高

原低涡移出高原影响中国东部天气的主要时段，也

是移出高原后的长生命史高原低涡活动频繁的月

份，以６月夏初、７月盛夏两个月份最为频繁，８月夏

末次之。

表１　移出高原后长生命史高原低涡４—１０月活动次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犗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狋犻犿犲狊狅犳犾狅狀犵犾犻犳犲犮狔犮犾犲狏狅狉狋犲狓犿狅狏犻狀犵狅狌狋狅犳犜犻犫犲狋犪狀犘犾犪狋犲犪狌

犻狀犲犪犮犺犿狅狀狋犺犳狉狅犿犃狆狉犻犾狋狅犗犮狋狅犫犲狉

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９月 １０月 总次数

２０００年 ０ ０ １ ４ ０ ０ ０ ５

２００１年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２

２００２年 ０ ０ ０ ２ １ ０ ０ ３

２００３年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３

２００４年 ２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３

２００５年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２

２００６年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２００７年 ０ ０ ３ １ ０ ０ ０ ４

２００８年 ０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３

２００９年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２０１０年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２

总次数 ２ ０ ９ １０ ６ １ １ ２９

２．２　路径分析及活动特征

根据移出高原后长生命史高原低涡的活动路径

情况，将其活动路径大致分为三类，分别为东移，东

北移、东南移。（１）东北移，相对于涡源位置，东北移

动至山西、河北一带甚至到达东北地区，终点明显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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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偏北，终点和起点南北间相差３个纬距或以上；

（２）东移基本在一个纬度，终点在起点的东部，终点

和起点南北间相差２个纬距以内，对于先东北移后

南移和先南移后东北移的个例，如起点和终点基本

在一个纬度也算作东移；（３）东南移，活动至云南、贵

州一带，终点明显比起点偏南，终点和起点南北间相

差３个纬距或以上。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４—１０月移出高原后长生命史

高原低涡的移动路径统计为：东移１６例，东北移６

例，东南移６例，共２８例。在２９例个例中有１例高

原低涡的活动路径为移出高原后绕着川渝呈现近似

圆形的路径，依据３类路径的说明将这一个例剔除。

可见在近１０年中，移出高原后长生命史高原低涡的

移动路径多数是向东移动，而高原低涡生成后移向

东北的频率最大（郁淑华和高文良，２００６）。由对各

月移出高原后长生命史高原低涡的移动路径分析

（图１），６、７月，东移的高原低涡个例远多于东北移

和东南移；而在８月东南移的高原低涡个例则多于

东北移和东移。

　　根据季节和路径的不同，分别选取生命史长达

３ｄ或以上的移出高原低涡个例。并为确保不同月

份、不同路径个例数一致，分别选取７、８月两个月

中东移、东北移、东南移个例共６个，图２显示了所

选个例的活动路径图。表２为所选个例的特征，由

表２可见，（１）涡源地基本位于青海境内或边界，（２）

有的移出高原的长生命史高原低涡生命史长达５ｄ

以上。

表２　个例特征

犜犪犫犾犲２　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犪犮狋犻狏犲犿狅狏犲犿犲狀狋狆犲狉犻狅犱狊狅犳犾狅狀犵犾犻犳犲犮狔犮犾犲狏狅狉狋犲狓犿狅狏犻狀犵狅狌狋狅犳狋犺犲狆犾犪狋犲犪狌

路径类型
起止日期／

年月日

生成时中心位势

高度／ｄａｇｐｍ

生成经纬度／

°Ｎ、°Ｅ

移出高原时中心

位势高度／ｄａｇｐｍ

在高原活动时

长活动时间／ｈ

移出高原

活动时长／ｈ

东移 ２００３０７１２—１４ ５７８ ３７．９、９９．４ ５７７ ０ ４８

２００８０８１１—１４ ５７９ ３８．３、９７．０ ５７９ ２４ ６０

东北移 ２００００７０８—１３ ５８１ ３０．２、９２．３ ５８０ ２４ ６０

２００５０８０４—０７ ５８４ ３５．０、９４．０ ５８０ ３６ ７２

东南移 ２００７０７２９—０８０４ ５８３ ３３．４、９２．６ ５８３ ４８ ８４

２００２０８１２—２１ ５７９ ３８．０、９８．１ ５７９ １２ ２１６

３　大尺度环流背景分析

３．１　５００犺犘犪环流形势

对于不同移动路径的个例进行合成分析。已有

的研究表明在欧亚中高纬度，两槽一脊的环流形势

有利于高原低涡的产生和移出高原（郭绵钊，１９８６），

由图３可见，东移和东南移个例环流背景中，中高纬

同样也具有典型的两槽一脊的环流形势。比较两者

差异，具体有以下几点：（１）在中高纬度，相对于东移

个例环流背景，东南移个例的环流背景中具有经向

度较大的东亚大槽，相应的位于贝加尔湖的高压脊

经向度也较大，高压脊强。（２）在中纬，东移个例，是

平直的西风气流，青藏高原上多短波槽活动；而东南

移个例，青藏高原处于高压脊的影响下，高压脊前的

西北气流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副高）西

侧的西南气流在西南地区东部形成一风场切变，高

原低涡沿着高空槽形成的风场切变南下；东北移个

例，则以纬向型环流为主。

比较三种不同移动路径下环流背景中低纬的两

个天气系统，即副高和季风低压（或季风槽），也有较

为明显的区别：（１）印缅地区，东南移路径为季风低

压，而东移和东北移路径则为季风槽或印缅槽，即东

图１　不同移动路径４—１０月

逐月次数比较

Ｆｉｇ．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ｏｖｉｎｇｔｒａｃｋｓｏｆ

ｌｏｎｇ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ｖｏｒｔｅｘｍｏｖｉｎｇｏｕｔ

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ｔｅａｕｅａｃｈｍｏｎｔｈｆｒｏｍ

ＡｐｒｉｌｔｏＯｃｔｏｂ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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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移出高原后长生命史高原低涡活动路径

东移：（ａ）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２—１４日，（ｂ）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１—１４日；东北移：（ｃ）２０００年７月８—１３日，

（ｄ）２００５年８月４—７日；东南移：（ｅ）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９日至８月４日，（ｆ）２００２年８月１２—２１日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ｍｏｖｉｎｇｔｒａｃｋｓｏｆｌｏｎｇ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ｖｏｒｔｅｘｍｏｖｉｎｇ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ｔｅａｕ

ｔｏｅａｓｔ：（ａ）１２－１４Ｊｕｌｙ２００３，（ｂ）１１－１４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０８；ｔｏ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８－１３Ｊｕｌｙ２０００，

（ｄ）４－７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０５；ｔｏ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２９Ｊｕｌｙｔｏ４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０７，（ｆ）１２－２１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０２

图３　５００ｈＰａ平均环流形势（单位：ｄａｇｐｍ）

（ａ）东移，（ｂ）东北移，（ｃ）东南移

Ｆｉｇ．３　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ｆｉｅｌｄ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ａ）ｔｏｅａｓｔ，（ｂ）ｔｏ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ｔｏ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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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移路径２５°Ｎ以南具有相对较低的位势高度，有

利于高原低涡的向南移动；（２）东移、东北移、东南移

三种路径，副高均呈纬向型带状分布，并依次减弱，

５８８ｄａｇｐｍ等高线西脊点伸至的经度依次偏东。东

移路径５８８ｄａｇｐｍ等值线西伸脊点为１１５°Ｅ，东北

移则为１３１°Ｅ，南移则退居１４０°Ｅ以东。东移路径，

华南地区相对较强的副高，使得长江中下游地区处

于纬向型副高北侧的平直西风气流影响下，有利于

高原低涡的东移；东北移路径，副高北界偏北，１０°～

４０°Ｎ、１２５°～１５０°Ｅ区域即朝鲜半岛，日本岛及东海

的位势高度相对偏高，不利于高原低涡继续向东移

动。在东移和东北移路径中，由于东西带状副高的

西伸脊点较西，高原低涡的移动路径将主要受西风

带槽前西北或偏西气流的引导；东南移路径，高原低

涡沿着上述两高之间形成的切变线移动。当副高强

盛，显著西伸时，使高原低涡稳定少动，甚至折向西

退，而当副高显著东退时，可使得高原低涡继续向东

移动而非南折。可见，副高的位置、走向分布对高原

低涡的移动路径有显著的影响。

　　综上所述，东移路径的５００ｈＰａ环流形势

（图３ａ），青藏高原上为平直的西风气流，加之相对

较强的西伸副高影响，副高西北侧较为明显的西南

偏西气流引导高原低涡路径向东移动。而东北移的

５００ｈＰａ环流形势（图３ｂ），虽青藏高原也为平直西

风气流影响下，但副高北界的明显偏北，使得１０°～

４０°Ｎ、１２５°～１５０°Ｅ区域具有相对较高的位势高度，

不利于高原低涡继续东移。东南移路径的环流形势

（图３ｃ），青藏高原处于高压脊的影响下，印缅地区

由相对更强的季风低压代替了东移和东北移的季风

槽，青藏高原高压脊前西北气流影响下，有利于引导

高原低涡南移。

３．２　２００犺犘犪南亚高压

由图４可见，对于不同移动路径，移出高原后具

有长生命史的高原低涡，其２００ｈＰａ南亚高压位置

有差异，但有适度的南亚高压位置，即南亚高压中心

区纬度在２０°～３５°Ｎ，１２４８ｄａｇｐｍ等值线东伸点位

置在１３５°Ｅ以东。

　　不同点有：（１）从东伸脊点来看，东移、东北移、

东南移的高原低涡活动个例，南亚高压１２５２ｄａｇｐｍ

东伸脊点依次偏西，表明对于东北移和东南移个例，

在１１０°Ｅ以东没有更利于高原低涡持续活动的高空

辐散条件。（２）青藏高原，东南移个例，受南亚高压

北拱的反气旋风场曲率的影响，而东移和东北移个

例则为平直的西风气流，表明对于东南移路径，青藏

高原高空对流高层具有相对较好的辐散条件，有利

于对流层中层高原低涡能够更长时间的维持或发

展。（３）１１０°Ｅ附近的西风槽，东北移、东南移个例

依次加深，东移路径为平直西风气流。对于东南移

路径，对流层高层槽后的西北气流有利于高原低涡

的南折。

综上所述，南亚高压东伸脊点明显偏东，１２５２

ｄａｇｐｍ东伸脊点达到１３５°Ｅ，使得高原低涡移出高

原后３０°～４５°Ｎ区域为一致的西风气流，引导高原

低涡东移；南亚高压东伸脊点明显偏西，１２５２ｄａ

ｇｐｍ东伸脊点为９５°Ｅ，且１１０°Ｅ附近西风带系统中

有一经向度相对较大的高空槽，使得高原低涡移出

高原后３０°～４５°Ｎ、９５°～１１５°Ｅ区域为相对北拱南

亚高压前及相对较深的槽后的西北气流，引导高原

低涡南折，可见２００ｈＰａ风场对于移出高原后长生

命高原低涡的移动路径具有引导气流的作用。

图４　２００ｈＰａ平均环流背景（线条，单位：ｄａｇｐｍ）和风矢量（箭头，单位：ｍ·ｓ
－１）

（ａ）东移，（ｂ）东北移，（ｃ）东南移

Ｆｉｇ．４　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ｆｉｅｌｄａｔ２００ｈＰａ（ｃｏｎｔｏｕｒ，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ａｎｄｗｉｎｄｖｅｃｔｏｒｓ（ａｒｒｏｗ，ｕｎｉｔ：ｍ·ｓ
－１）

（ａ）ｔｏｅａｓｔ，（ｂ）ｔｏ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ｔｏ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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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温度平流

由图５不同移动路径的高原低涡在整个活动期

间的温度平流平均场，可见不同移动路径的高原低

涡活动期间，温度平流带的空间分布，高原低涡基本

在平均冷平流带中移动，这与郁淑华等（２００７）在高

原涡东移活动过程进行对流层中层冷空气对高原低

图５　５００ｈＰａ平均温度平流（单位：１０－５℃·ｓ－１）

（ａ）东移，（ｂ）东北移，（ｃ）东南移

Ｆｉｇ．５　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ｕｎｉｔ：１０
－５℃·ｓ－１）

（ａ）ｔｏｅａｓｔ，（ｂ）ｔｏ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ｔｏ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图６　不同移动路径个例５００ｈＰａ温度平流时间剖面图（单位：１０－５℃·ｓ－１）

东移：（ａ）沿３８°～４０°Ｎ平均，（ｂ）沿３７°～３９°Ｎ平均；东北移：（ｃ）沿３１°～３６°Ｎ平均，

（ｄ）沿３７°～３９°Ｎ平均；东南移：（ｅ）沿９８°～１０２°Ｅ平均，（ｆ）沿１０５°～１１０°Ｅ平均

（箭头表示不同移动路径的移动方向）

Ｆｉｇ．６　Ｔｈｅ５００ｈＰａ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ｎｇ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

ｐｌａｔｅａｕｖｏｒｔｅｘｍｏｖｉｎｇ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ｕｎｉｔ：１０
－５℃·ｓ－１）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ｔｉｍ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ｔｏｅａｓｔ：（ａ）ａｌｏｎｇａｖｅｒａｇｅ３８°－４０°Ｎ，（ｂ）ａｌｏｎｇａｖｅｒａｇｅ３７°－３９°Ｎ；

ｔｏ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ａｌｏｎｇａｖｅｒａｇｅ３１°－３６°Ｎ，（ｄ）ａｌｏｎｇａｖｅｒａｇｅ３７°－３９°Ｎ；ｌａ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ｔｉｍ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ｔｏ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ａｌｏｎｇａｖｅｒａｇｅ９８°－１０２°Ｅ，（ｆ）ａｌｏｎｇａｖｅｒａｇｅ１０５°－１１０°Ｅ

（Ａｒｒｏｗ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ｍｏｖ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ｔｅａｕｖｏｒｔｅ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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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移出高原影响的观测事实分析中指出的高原低涡

移出高原的活动过程都有冷空气影响相吻合，郁淑

华等（２００８）指出高原低涡的活动与冷空气影响造成

的斜压性强密切相关，东南移个例的冷平流带中心

强度明显强于东移或东北移的高原低涡个例，并有

３个冷中心，分别位于新疆、东北部和河套地区，新

疆和我国东北部的冷平流中心强度达到了－３０×

１０－５℃·ｓ－１，河套地区的冷平流中心为－２０×

１０－５℃·ｓ－１；而东移和东北移的个例冷平流中心有

２个，分别位于新疆和我国的东北部，比较河套区域

附近的冷平流可见，东南移路径最强，北方冷空气伸

入涡区，表明东南移的高原低涡个例具有相对较强

的冷空气活动，使得高原低涡能够向相对较暖的南

方移动，并使其具有相对更强的斜压性，使得东南移

的两个个例持续时间≥６ｄ。

　　那么关注高原低涡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温度平

流带随着时间推移的变化，根据低涡的移动路径

（图２）做经向或纬向时间剖面图（图６），可见在移

动过程中均有较为明显的冷暖过渡带，说明对于长

时间维持的高原低涡，冷空气的进入对它的维持起

到明显的作用。并且温度平流带随时间的走向与不

同路径的移动方向有着较好的对应关系，表明了这

种冷暖结构对于高原低涡的维持和移动具有一定的

引导作用。

５　结　论

移出高原，并具有长生命史的高原低涡具有的

共同点：５００ｈＰａ具有两槽一脊的环流形势；即南亚

高压中心区纬度在２０°～３５°Ｎ，１２４８ｄａｇｐｍ等值线

东伸点位置在１３５°Ｅ以东。高原低涡在整个活动期

间基本上均在冷平流带中活动。不同移动路径的长

生命史高原低涡具有以下不同点或特点。

（１）６—８月是高原低涡移出高原影响中国东

部天气的主要时段，也是移出高原的长生命史高原

低涡活动频繁的月份，以７月盛夏、６月夏初两个月

份最为频繁，８月夏末次之。

（２）５００ｈＰａ环流，东移路径，青藏高原上为平

直的西风气流影响，加之相对较强的西伸副高影响，

副高西北侧较为明显的西南偏西气流引导高原低涡

路径向东移动。而东北移，虽青藏高原也为平直西

风气流影响下，但副高北界的明显偏北，使得１０°～

４０°Ｎ、１２５°～１５０°Ｅ区域相对较高的位势高度不利

于高原低涡的继续东移。东南移路径的环流形势，

青藏高原处于高压脊的影响下，印缅地区由相对更

强的季风低压代替了东移和东北移的季风槽，青藏

高原高压脊前西北气流影响下，有利于引导高原低

涡南移。

（３）２００ｈＰａ环流，东移、东北移、东南移路径，

南亚高压１２５２ｄａｇｐｍ东伸脊点依次偏西，东移路

径，南亚高压东伸脊点的明显偏东，使得高原低涡移

出高原后受一致西风引导气流的影响，而对于东北

移和东南移个例，在１１０°Ｅ以东没有更利于高原低

涡持续活动的高空辐散条件，并且相对北抬的南亚

高压前及相对较深的１１０°Ｅ附近槽后西北气流对高

原低涡的东南移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

（４）移出高原后仍具有长生命史的高原低涡基

本在平均冷平流带中移动，东南移个例的冷平流带

中心强度明显强于东移或东北移个例，相对较强的

冷空气活动，使得高原低涡能够向相对较暖的南方

移动。温度平流带随时间的走向与不同路径的移动

方向有着较好的对应关系。

本文仅分析了７、８月不同移动路径下６次典型

个例的大尺度环流背景差异，移出高原后仍具有长

生命史高原低涡的活动规律及维持机制还与许多因

素有关，如高原低涡作为主要影响系统引起的降水

分布及强度等，还有待于更多个例研究进一步的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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