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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为更好地了解２０１８年夏季（６—８月）我国主要气候异常特征及成因，本文利用我国气象要素站点资料、再分析大气

环流资料和全球海温数据分析了２０１８年夏季我国降水和气温的异常特征、东亚大气环流特征及海温对我国气候的影响。结

果显示２０１８年夏季全国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９．６％，我国中东部地区降水呈现“南北多、中间少”的分布特征，北方和

华南大部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长江中下游降水明显偏少。降水的上述异常特征受到东亚副热带和中高纬大气环流的共同

影响。２０１８年夏季东亚副热带高空急流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都明显偏北，东亚沿岸由南至北为“负—正—负”的高度

距平分布，呈现出“东亚—太平洋型”遥相关负位相的特征，菲律宾附近对流层低层大气维持异常的气旋式环流，东亚副热带

夏季风异常偏强。同时，欧亚中高纬度大气呈现“两槽一脊”的异常高度分布特征。在副热带和中高纬大气环流的这种配置

下，我国北方地区以异常偏南风为主，有利于暖湿气流的输送，降水偏多；华南地区在偏强的热带对流活动影响下，降水也总

体偏多；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则以明显的辐散下沉运动为主，降水偏少。从外强迫因子来看，２０１７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８年４月发生

的ＬａＮｉ珘ｎａ事件对东亚夏季风偏强及我国降水“南北多、中间少”的异常特征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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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国地处亚澳季风区，在亚澳季风系统多个成

员的协同影响下，气候复杂多变，而汛期的气候异常

往往会导致严重的旱涝灾害（黄荣辉等，２００６；李崇

银等，２００９；封国林等，２０１３），如１９９８年长江流域的

洪涝灾害，２００３和２００７年淮河流域的洪涝灾害等，

都对人民生活造成巨大影响，给经济发展造成严重

损失（李维京，１９９９；冯明等，２０００；徐良炎，２００３；高

荣等，２０１８）。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异常和极端的气

候事件频发（Ｄｏｎａ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６），气候异常的影响变

得更大。因此，深入认识我国汛期气候异常特征及

成因有助于提高气候预测准确率（王东阡等，２０１６；

翟盘茂等，２０１６；袁媛等，２０１７；郑志海和王永光，

２０１８），可更好地为政府和公众提供保障服务，对我

国的防灾减灾部署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夏季天气气候受多因子的影响和控制，既

与东亚夏季风系统中多成员的相互协同作用有关，

也与中高纬冷空气的活动密切相关（张庆云和陶诗

言，１９９８ａ；１９９８ｂ）。同时，东亚夏季风系统还受到海

温等外强迫因子的显著影响（陈丽娟等，２０１３；王永

光和郑志海，２０１８）。２０１７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８年４月，

热带中东太平洋发生了一次拉尼娜（ＬａＮｉ珘ｎａ）事件，

东亚夏季风异常偏强。２０１８年夏季，我国气候出现

较为明显的异常特征，中东部地区降水呈现“南北

多、中间少”的空间分布，我国北方和华南大部分地

区降水偏多，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少；气温则以全

国总体偏暖为主要特征。２０１８年夏季我国气候受

到东亚夏季风环流系统的何种影响？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的ＬａＮｉ珘ｎａ事件对东亚夏季风环流的影响程度如

何？本文将针对上述问题开展分析和讨论，希望能

够加深对２０１８年夏季气候异常成因的了解，为今后

的汛期气候预测提供更多的参考和依据。

１　资料和方法

本文用到的降水和气温资料来自中国气象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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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时段为１９５１—２０１８年。各等压面的位势高度

场、水平风场等大气环流资料为 ＮＣＥＰ／ＮＣＡＲ逐

日再分析资料，资料分辨率为２．５°×２．５°（Ｋａｌｎａｙ

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Ｋｉｓｔｌ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１）。海温资料为美国

ＮＯＡＡ提供的最优插值全球海温数据，水平分辨率

为１°×１°（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２），资料起始时间为

１９８１年１２月。除海温资料的气候平均值因受起始

时间限制取１９８２—２０１０年平均以外，其余数据的气

候平均值均为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平均。本文中冬季指

上一年１２月至当年２月平均，春、夏、秋季分别为

３—５、６—８和９—１１月平均。

本文选用的东亚夏季风指数为：（１）张庆云等

（２００３）利用东亚热带季风槽区与东亚副热带地区平

均８５０ｈＰａ风场的纬向距平差定义的东亚夏季风指

数。（２）祝从文等（２０００）综合考虑东西和南北向热

力差异所定义的季风指数。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以下简称副高）脊线南北位置采用刘芸芸等（２０１２）

定义的方法计算。Ｎｉ珘ｎｏ３．４指数为Ｎｉ珘ｎｏ３．４区（５°Ｓ

～５°Ｎ、１７０°～１２０°Ｗ）平均海温距平。在分析海温

对夏季环流的可能影响时，使用一元线性回归的方

法，回归时段选１９８２—２０１７年。

２　２０１８年夏季我国气候异常特征

２０１８年夏季风季节进程总体表现为前晚后早

的特征，主要气候事件的强度也是前弱后强。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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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汛期开始时间较常年偏晚１５ｄ，结束时间较常年

偏早４ｄ，总降水量较常年偏少１９％。我国梅雨开

始时间偏晚、雨量偏少：江南梅雨开始时间较常年偏

晚１１ｄ，结束时间偏晚５ｄ，雨量偏少３１．８％；长江

中下游梅雨开始时间偏晚８ｄ，结束时间偏早１ｄ，雨

量偏少３９．４％；江淮梅雨开始偏晚７ｄ，结束偏早

５ｄ，雨量偏少３４．６％。但是华北雨季开始和结束

时间均偏早，雨量较常年偏多２２．０％。西南雨季开

始和结束时间均接近常年，总雨量较常年偏多８．６％

（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８年汛期主要气候事件的起止日期及雨量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狊狋犪狉狋犱犪狋犲，犲狀犱犱犪狋犲犪狀犱狋狅狋犪犾狆狉犲犮犻狆犻狋犪狋犻狅狀狅犳犿犪犼狅狉犮犾犻犿犪狋犲犲狏犲狀狋狊犻狀２０１８

雨季名称 开始时间（常年平均） 结束时间（常年平均） 雨量（常年平均）／ｍｍ

华南前汛期 ４月２１日（４月６日） ６月３０日（７月４日） ５９２（７３４）

江南梅雨 ６月１９日（６月８日） ７月１３日（７月８日） ２４９．２（３６５．４）

长江中下游梅雨 ６月２２日（６月１４日） ７月１３日（７月１４日） １７０．４（２８１．０）

江淮梅雨 ６月２８日（６月２１日） ７月１０日（７月１５日） １７２．８（２６４．４）

华北雨季 ７月９日（７月１８日） ８月７日（８月１８日） １６５．６（１３５．７）

西南雨季 ５月２７日（５月２６日） １０月１５日（１０月１４日） ８０８．０（７３８．７）

　　　　　　注：各气候事件定义分别见预报司发文：气预函〔２０１３〕１３５号；气预函〔２０１４〕２，２８，１１７号。

　　　　　　Ｎｏｔｅ：Ｄｅｆ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ｅｖｅｎｔｓａｒｅ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ｌｅｔｔｅｒｓ（Ｌｅｔｔｅｒ〔２０１３〕１３５；Ｌｅｔｔｅｒ〔２０１４〕２，２８ａｎｄ１１７）ｆｒｏｍ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ｔｏ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ｏｆＣＭＡ．

　　２０１８年夏季，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３５６．４ｍｍ，较

常年平均（３２５．２ｍｍ）偏多９．６％，为１９９８年之后

最多的一年（图１ａ）。从空间分布来看（图２ａ），我国

中东部降水总体呈现“南北多、中间少”的分布特征。

西北大部、华北东部、东北北部和华南南部沿海等地

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２０％～５０％，部分地区偏多

５０％以上。北方地区多雨特征最为明显，东北（黑龙

江、吉林、辽宁）、华北（北京、天津、河北、陕西、内蒙

古）和西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区平

均降水量为３０７．１ｍｍ，较常年平均（２６３．０ｍｍ）偏

多１７％，列１９９８年之后的第二位，仅次于２０１３年

（图１ｂ）。江汉和江南大部分地区降水较常年同期

偏少２０％～５０％（图２ａ）。

２０１８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１．９℃，较常年

同期（２０．９℃）偏高１℃，为我国夏季平均气温有记

录以来最高的一年（图１ｃ）。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

除华南南部气温较常年同期略偏低以外，全国大部

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江淮、江汉、华北、东北

南部、西北大部和内蒙古大部气温偏高１～２℃

（图２ｂ）。

３　东亚大气环流异常特征及影响

２０１８年夏季，在对流层上层２００ｈＰａ，东亚地区

北部存在一个异常正高度中心和一个相应的反气旋

式环流，在４０°Ｎ以南为异常偏东风，以北为异常偏

西风，即东亚副热带高空急流位置较常年同期

（４０°Ｎ附近）偏北（图３ａ）。在５００ｈＰａ高度距平场

上东亚沿岸为“负—正—负”的距平分布，在３０°Ｎ

以南为高度场负异常中心，以北为正异常中心，即副

高脊线位置较常年同期偏北（图３ｂ）。从夏季副高

脊线位置指数的年际变化（图４ａ）来看，２０１８年夏季

副高脊线指数的正距平达到３个标准差，是１９８１年

图１　１９８１—２０１８年夏季（ａ）全国和（ｂ）北方地区

平均降水量，（ｃ）全国平均气温的历史序列

Ｆｉｇ．１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ｓｕｍｍｅｒｔｉｍｅ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ａｎｄ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ｐａｒｔ

ｏｆＣｈｉｎａ（ｂ），ａｎｄ（ｃ）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８１－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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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１８年夏季全国（ａ）降水距平百分率和（ｂ）气温距平分布

Ｆｉｇ．２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ｙ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ａ）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ｙ（ｂ）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２０１８

图３　２０１８年夏季（ａ）２００ｈＰａ、（ｂ）５００ｈＰａ、（ｃ）８５０ｈＰａ的高度距平（等值线和阴影，单位：ｇｐｍ）

和风场距平（矢量，单位：ｍ·ｓ－１），以及（ｄ）海平面气压距平场（等值线和阴影，单位：ｈＰａ）

Ｆｉｇ．３　（ａ）２００ｈＰａ，（ｂ）５００ｈＰａ，（ｃ）８５０ｈＰａ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ｓ（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ａｎｄ

ｓｈａｄｏｗｓ，ｕｎｉｔ：ｇｐｍ）ａｎｄｗｉｎｄ（ｖｅｃｔｏｒｓ，ｕｎｉｔ：ｍ·ｓ
－１），（ｄ）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ａｎｄｓｈａｄｏｗｓ，ｕｎｉｔ：ｈＰａ）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２０１８

以来最偏北的一年。８５０ｈＰａ距平风场上（图３ｃ）最

显著的特征是菲律宾附近为异常气旋式环流，而且

在东亚沿岸由南至北表现出“气旋—反气旋—气旋”

的分布特征，与５００ｈＰａ东亚沿岸“负—正—负”的

高度距平特征相对应，呈现“东亚—太平洋型”遥相

关负位相的特征（黄荣辉等，２００３）。从海平面气压

距平场（图３ｄ）来看，东亚地区为异常偏低区域，即

夏季大陆热低压明显偏强。总体来看，２０１８年夏季

对流层高、中、低层大气的异常都一致反映出东亚夏

季风偏强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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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１９８１—２０１８年（ａ）西太平洋副高

脊线位置指数、（ｂ）张庆云等（２００３）和

（ｃ）祝从文等（２０００）定义的东亚夏季风指数

Ｆｉｇ．４　（ａ）Ｓｕｍｍｅｒｔｉｍｅｒｉｄｇｅｌｉｎ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ｏｆＷＰＳＨ，ｔｈｅＥＡＳＭｉｎｄｅｘｄｅｆｉｎｅｄ

ｂｙ（ｂ）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ａｎｄ

（ｃ）Ｚ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８１－２０１８

　　除了热带、副热带大气环流系统以外，２０１８年

夏季欧亚大陆中高纬度环流系统的异常特征也有利

于东亚夏季风偏强。在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上（图３ｂ），

欧亚大陆地区表现为“两槽一脊”的距平分布特征，

在乌拉尔山和鄂霍次克海附近分别存在负高度距平

中心，而在贝加尔湖附近则为正高度距平中心。由

于乌拉尔山和鄂霍次克海是夏季欧亚大陆阻塞高压

最活跃的两个区域，“两槽一脊”的这种高度场异常

分布特征意味着２０１８年夏季几乎没有明显的阻塞

活动。从国家气候中心对中高纬度阻塞活动的监测

（图５）也可以看到，在２０１８年夏季，欧亚中高纬度

地区没有异常偏强且较为持续的阻塞高压形势出

现。阻塞高压偏弱有利于梅雨锋偏弱，从而使得东

亚夏季风偏强（孙建华和赵思雄，２００３；张庆云和陶

诗言，１９９８ａ；张庆云等，２００３）。因此，２０１８年中高

纬度阻塞高压不活跃的特征也有利于东亚夏季风偏

强。

上述分析显示，无论从对流层高、中、低层大气

环流，还是从热带、副热带到中高纬度大气环流都表

现出东亚夏季风偏强年的典型特征。从张庆云等

图５　２０１８年夏季欧亚中纬度阻塞

高压活动指数监测图

（绿色、蓝色、红色竖线所示区域分别表示

乌拉尔区、贝加尔湖区和鄂霍次克海区）

Ｆｉｇ．５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ｏｖｅｒＥｕｒａｓｉａ

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２０１８

（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ｂｌｕｅａｎｄｒｅｄ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ｆＵｒａｌ，ＢａｉｋａｌａｎｄＯｋｈｏｔｓｋ，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２００３）定义的东亚夏季风指数的年际演变（图４ｂ）

看，２０１８年东亚夏季风是１９８１年以来最强的一年。

祝从文等（２０００）定义的东亚夏季风指数的年际变化

也显示，２０１８年是１９８１年以来第三强（图４ｃ）。

　　在强东亚夏季风环流系统影响下，长江流域受

到其南侧的气旋式异常环流和北侧的反气旋式异常

环流的共同影响，水平风场和水汽通量的辐散形势

非常明显（图６ａ），有利于出现异常下沉运动。从

图６ｂ可以清楚地看出在３０°Ｎ附近长江中下游地

区的确出现较明显的异常下沉运动，从而使得该地

区降水异常偏少。对我国３５°Ｎ以北的大部分地区

来说，低层风场以偏南风距平为主（图３ｃ和图６ｂ），

有利于暖湿气流的输送，从而有利于降水偏多。华

南和南海等地处于异常低压中心（图３ｄ），对流活动

异常活跃，上升运动明显加强（图６ｂ），降水偏多。

同时，由于欧亚中高纬度以纬向环流特征为主，冷空

气活动偏弱，有利于我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

偏高。

４　ＬａＮｉ珘ｎａ事件的可能影响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对 Ｎｉ珘ｎｏ３．４海温指数的监

测（图７ａ），２０１７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８年４月，赤道中东

太平洋发生了一次弱的ＬａＮｉ珘ｎａ事件。从海表温度

距平（ＳＳＴＡ）的空间分布（图７ｂ）来看，这次ＬａＮｉ珘ｎａ

事件表现出明显的东部型特征，冷中心位于赤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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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２０１８年夏季（ａ）整层积分水汽通量距平（矢量，单位：ｋｇ·ｍ
－１·ｓ－１）和

散度（阴影和等值线，单位：１０－７ｋｇ·ｓ
－１·ｍ－２），

（ｂ）１１０°～１２０°Ｅ平均经向垂直速度距平场（单位：ｍ·ｓ－１）

Ｆｉｇ．６　（ａ）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ｆｌｕｘ（ｖｅｃｔｏｒｓ，ｕｎｉｔ：ｋｇ·ｍ
－１·ｓ－１）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ａｎｄｓｈａｄｏｗ，ｕｎｉｔ：１０
－７ｋｇ·ｓ

－１·ｍ－２），

（ｂ）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ｗｉ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ｙ（ｕｎｉｔ：ｍ·ｓ
－１）ｉｎ１１０°－１２０°Ｅ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２０１８

图７　（ａ）２０１６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Ｎｉ珘ｎｏ３．４指数和

（ｂ）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冬季海表温度距平（单位：℃）

Ｆｉｇ．７　（ａ）ＭｏｎｔｈｌｙＮｉ珘ｎｏ３．４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ｂ）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ｕｎｉｔ：℃）ｉｎｔｈｅ２０１７／２０１８ｗｉｎｔｅｒ

太平洋，西太平洋海温明显偏暖。

以往研究显示，ＥＮＳＯ事件会对次年东亚夏季

风和我国夏季降水产生显著影响。在ＥｌＮｉ珘ｎｏ次

年，夏季风易偏弱；长江流域降水偏多；而在 Ｌａ

Ｎｉ珘ｎａ次年，东亚夏季风偏强；长江流域降水偏少

（ＨｕａｎｇａｎｄＷｕ，１９８９；陈丽娟等，２０１３）。当ＥＮＳＯ

事件发生后，热带中东太平洋ＳＳＴＡ会通过激发大

气中的异常波动使得菲律宾附近低层大气出现异常

的反气旋／气旋，从而对东亚夏季风产生显著影响

（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０）。图８显示了

根据冬季Ｎｉ珘ｎｏ３．４指数回归的８５０ｈＰａ速度势和水

平风场。可以看到当 Ｎｉ珘ｎｏ３．４区海温偏冷时，冬季

热带东太平洋低层出现异常辐合形势，西太平洋地

区则为异常辐散形势（图８ａ），即沃克环流加强，热

带西太平洋地区对流活动加强。热带西太平洋加强

的对流活动可以在赤道两侧分别激发一个气旋式环

流（Ｇｉｌｌ，１９８０），北侧的气旋式环流位于菲律宾附近

（图８ｂ）。热带西太平洋地区的异常辐合形势和菲

律宾附近的气旋在春季和夏季也都十分显著（图８ｃ

～８ｆ），说明在ＬａＮｉ珘ｎａ事件的影响下，西太平洋地

区的对流活动异常及其所激发的菲律宾异常气旋可

以从冬季一直持续至夏季。

２０１８年冬、春和夏季热带和东亚副热带大气环

流异常形势（图９）与根据Ｎｉ珘ｎｏ３．４指数对环流的回

归场（图８）表现出相似的特征，这说明热带大气和

东亚大气环流对于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的弱ＬａＮｉ珘ｎａ事

件产生了较明显的响应。在冬季和春季的８５０ｈＰａ

速度势距平场（图９ａ和９ｃ）上可以看到，热带中东

太平洋出现异常辐散运动，而热带西太平洋附近

则以辐合上升运动为主，沃克环流加强。在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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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根据冬季Ｎｉ珘ｎｏ３．４指数回归的８５０ｈＰａ（ａ，ｂ）冬季、（ｃ，ｄ）春季、

（ｅ，ｆ）夏季辐散风场（ａ，ｃ，ｅ），以及水平风场（ｂ，ｄ，ｆ；矢量，单位：ｍ·ｓ－１）

（为更好显示冷海温的作用，所得结果均反号显示；图中阴影表示通过

０．１０显著性水平的狋检验区域）

Ｆｉｇ．８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８５０ｈＰａ（ａ，ｂ）ｗｉｎｔｅｒ，（ｃ，ｄ）ｓｐｒｉｎｇ，（ｅ，ｆ）ｓｕｍｍｅｒ

（ａ，ｃ，ｅ）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ｔｗｉｎｄ，ａｎｄ（ｂ，ｄ，ｆ）ｗｉｎｄ（ｖｅｃｔｏｒ，ｕｎｉｔ：ｍ·ｓ
－１）

ｏｎｗｉｎｔｅｒｔｉｍｅＮｉ珘ｎｏ３．４ｉｎｄｅｘ

（Ｓｈａｄｏｗａｒｅａ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ｈａｖｉｎｇｐａｓｓｅｄ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ａｔ０．１０ｌｅｖｅｌ）

图９　２０１８年（ａ，ｂ）冬季，（ｃ，ｄ）春季和（ｅ，ｆ）夏季８５０ｈＰａ的（ａ，ｃ，ｅ）速度势

（等值线和阴影，单位：１０５ｍ２·ｓ－１）和辐散风（矢量，单位：ｍ·ｓ－１），

（ｂ，ｄ，ｆ）水平风场（矢量，单位：ｍ·ｓ－１）

Ｆｉｇ．９　Ｔｈｅ８５０ｈＰａ（ａ，ｂ）ｗｉｎｔｅｒ，（ｃ，ｄ）ｓｐｒｉｎｇ，（ｅ，ｆ）ｓｕｍｍｅｒ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ａｎｄｓｈａｄｉｎｇｓ，ｕｎｉｔ：１０
５ｍ２·ｓ－１）ａｎｄ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ｔｗｉｎｄ（ｖｅｃｔｏｒｓ，

ｕｎｉｔ：ｍ·ｓ－１），ａｎｄ（ｂ，ｄ，ｆ）ｓｕｍｍｅｒ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

（ｖｅｃｔｏｒ，ｕｎｉｔ：ｍ·ｓ－１）ｉｎ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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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平洋地区辐合上升运动加强意味着该地区的对

流活动更加活跃，从而可以在菲律宾附近对流层低

层大气中激发出异常的气旋式环流（图９ｂ和９ｄ）。

到了夏季，虽然热带中东太平洋的异常辐散运动减

弱消失，但热带西太平洋的异常辐合运动依然持续，

且位置有所北移（图９ｅ）。相应在８５０ｈＰａ菲律宾地

区附近，异常的气旋式环流也依然持续，位置也较冬

季和春季明显北移（图９ｆ）。菲律宾附近的这一异

常气旋式环流，有利于副高偏北、东亚夏季风偏强，

从而有利于我国降水出现“南北多、中间少”的特征。

由此可见，ＬａＮｉ珘ｎａ事件是２０１８年东亚夏季风异常

偏强的重要原因之一。

５　结论和讨论

２０１８年夏季，全国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平均偏多

９．６％，是１９９８年之后最多的一年。我国中东部地

区降水总体呈现“南北多、中间少”的分布特征：北方

大部分地区和华南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长江中下

游地区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少。２０１８年梅雨开始时

间均较常年偏晚、雨量偏少；华北雨季开始偏早、雨

量偏多。２０１８年夏季全国大部气温较常年同期偏

高，夏季平均气温为有历史记录以来最高的一年。

２０１８年夏季对流层高、中、低层大气的异常都

一致表现出东亚夏季风偏强的典型特征：东亚副热

带高空急流和西太副高位置都较常年同期明显偏

北，东亚沿岸由副热带至中高纬出现“负—正—负”

的高度距平分布特征，菲律宾附近为异常的气旋式

环流，东亚地区大陆低压加强。同时，欧亚中高纬度

高度场表现出“两槽一脊”的分布特征，在乌拉尔山

和鄂霍次克海附近分别存在负高度距平中心，中高

纬度没有明显阻塞活动。在这种环流形势的影响

下，长江流域以南为东北风距平，以北为偏南风距

平，使得长江流域出现明显的异常辐散下沉运动、降

水偏少。而北方大部分地区低层以偏南风为主，有

利于降水偏多。华南地区由于受到热带对流活跃的

影响，上升运动加强，降水偏多。同时，欧亚中高纬

度大气纬向环流特征十分明显，冷空气活动偏弱，有

利于我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８年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

发生的ＬａＮｉ珘ｎａ事件对２０１８年夏季东亚大气环流

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有利于东亚夏季风偏强。伴随

着这次ＬａＮｉ珘ｎａ事件的发生，热带中东太平洋海温

偏低，西太平洋海温偏高，沃克环流加强，热带西太

平洋出现异常的辐合上升形势，对流活动加强，从而

能够在菲律宾附近激发出一个异常的气旋式环流。

热带西太平洋对流活跃的特征从冬季一直持续到夏

季，相应的，菲律宾附近的异常气旋也一直持续至夏

季，从而有利于副高偏北、东亚夏季风偏强。

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表明，ＥＮＳＯ事件对东亚

夏季风的影响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后（高辉和王永

光，２００７）明显减弱，而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发生的这次Ｌａ

Ｎｉ珘ｎａ事件强度偏弱，意味着这次弱ＬａＮｉ珘ｎａ事件对

东亚夏季风的影响可能是有限的，即今年东亚夏季

风异常偏强的特征有可能还同时受到其他因子的影

响，具体影响因子和过程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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