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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夏季东亚大气环流异常及

对我国气候的影响

丁　婷　高　辉
国家气候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提　要：为更好了解２０１９年夏季（６—８月）我国主要气候异常特征及成因，利用气象要素站点资料和ＮＣＥＰ／ＮＣＡＲ再分析

大气环流资料分析了２０１９年夏季降水、气温的时空分布和东亚大气环流特征，并初步诊断了长江中下游降水偏少的可能原

因。结果显示，２０１９年夏季全国气温偏暖明显，降水总量接近常年，但旱涝分布有明显的空间差异，东部主要多雨区位于江南

至华南及东北地区，云南和黄淮等地气象干旱长时间持续。东部季风区降水还呈现出明显的季节内变化，尤其是江南等地在

夏季前期降水过程密集，涝灾严重，但后期急速减少，高温事件迅速爆发。华南前汛期和江南梅雨开始早结束晚。２０１９年夏

季，欧亚中高纬度地区两槽一脊的环流形势非常明显。其中黄海至日本海持续维持的低槽造成夏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

度偏强，位置略偏西偏南。这一低槽也是长江中下游少雨和江南多雨的直接原因。其在夏季前期位置明显偏南，和副热带高

压脊线南北位置的演变非常一致。但在夏季后期，随着这一低槽的减弱北移，副热带高压迅速北跳，也造成雨带从江南快速

移动到北方地区。

关键词：夏季降水，梅雨，东亚夏季风指数，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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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国位于亚澳季风区，青藏高原热动力效应和

印度洋、太平洋等海洋热力差异的共同作用以及亚

洲夏季风的影响使我国成为全球旱涝灾害最频发的

国家之一。统计表明，在我国所有自然灾害造成的

经济损失中气象灾害损失占据七成以上，这其中旱

涝灾害分列前两位。夏季更是旱涝灾害高发季节，

每年夏季旱涝灾害的多少直接决定着当年的社会经

济发展能力和防灾减灾决策部署。我国夏季降水的

影响因子非常复杂，不同海区的海温异常、欧亚和高

原积雪、南北极海冰和大气内部因子（如西太平洋副

热带高压、东亚夏季风等）等都会给当年的雨带位置

和降水强度带来很大的影响。因此，诊断夏季气候

异常尤其是降水异常对理解旱涝致灾机理和提高预

测水平有着重要的作用。早在１９３４年，竺可桢

（１９３４）就阐述了东南亚季风环流特征及与中国降水

的关系。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许多工作对我国夏

季降水的影响因子做了系统的归纳梳理（如赵振国，

１９９９；陈兴芳和赵振国，２０００；丁一汇，２０１３；郑国光，

２０１９）。

但我国夏季气候的影响因子非常复杂，绝大多

数年份存在多个影响因子相互作用和调制的问题，

尤其是当这些因子强度不特别极端时往往很难客观

诊断各自贡献。另外，夏季降水的异常是多种时间

尺度叠加的结果，既有季节内和季节变化，也有年际

和年代际变化，在不同时间尺度上也存在相互作用。

这种季节年际年代际变化的相互作用，尤其是不

同位相的作用，目前尚缺乏系统的研究和清晰的物

理图像。对气候异常的物理过程及其机理的认识仍

不够全面。因此深入认识气候异常的成因将有助于

气象工作者提高认知能力。为此国家气候中心近年

来加强了当年汛期气候异常成因的分析（袁媛等，

２０１７；郑志海和王永光，２０１８；陈丽娟等，２０１９；顾薇

和陈丽娟，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年夏季全国平均降水量接近常年，但旱涝

分布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我国东部主要多雨区位于

江南至华南及东北地区，但云南和黄淮等地的气象

干旱长时间持续发展。本文首先回顾了２０１９年汛

期降水尤其是旱涝事件、东部雨季季节进程、气温等

的特征，给出了东亚夏季风主要环流系统的异常，并

对汛期南方主雨带位置偏于江南同时长江中下游干

旱少雨做了初步的分析，以求给出基本事实特征，为

以后进一步的诊断分析提供基础。

１　资料和方法

文中所用逐日降水资料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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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段

为１９５１—２０１９年。该数据集集中解决基础气象资

料质量和国家级—省级存档资料不一致的问题，数

据质量和空间分辨率（测站数）比之前观测降水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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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明显提高，已在业务和科研中得到广泛应用。

大气环流资料为ＮＣＥＰ／ＮＣＡＲ逐日再分析资料集

中的各层位势高度场、水平风场和水气场。资料水

平分辨率为２．５°×２．５°（Ｋａｌｎａｙ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Ｋｉｓｔｌｅｒ

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文中所用东亚副热带夏季风强度指数（张庆云

等，２００３）、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副高）强

度和脊线指数（刘芸芸等，２０１２）、关键海区海温指

数、我国雨季开始结束时间和强度、ＥＮＳＯ事件的开

始结束时间和强度等均由国家气候中心监测并提

供。其中西太平洋副高取１０°Ｎ以北，１１０°Ｅ～１８０°

范围内５００ｈＰａ层５８８ｄａｇｐｍ特征等值线范围内所

围格点高度值减去５８７ｄａｇｐｍ差值的总和。脊线

位置定义为１０°Ｎ 以北、１１０°～１５０°Ｅ范围，５８８０

ｇｐｍ等值线所包围的副高体内纬向风狌为０，且

狌／狔＞０的特征线所在纬度位置的平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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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０°～１２０°Ｗ）区域平均海温距平。

如无特殊说明，本文中冬季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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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夏季基本气候特征

２０１９年夏季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３３６．７ｍｍ，较

常年同期（３２５．２ｍｍ）偏多３．５％（图１ａ）。但旱涝

分布有明显的空间差异（图１ｂ）。我国东部主要多

雨区位于江南至华南及东北地区。东北大部、江南

南部、华南北部、西北地区西部和东北部及山东中

部、内蒙古西部和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西藏西部、新

疆南部等地降水量偏多２成至１倍，局部地区偏多

１～２倍。２０１９年夏季雨型的分布和孙林海等

（２００５）提出的第四类雨型接近，表现为长江和江

南—华南相反的位相特征，但２０１９年南方多雨中心

位置更偏北。就分省而言，黑龙江偏多超过５成，浙

江偏多超过４成，均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同期最多。湖北

降水偏少３成。云南和黄淮等地的气象干旱长时间

持续发展。

　　除空间分布差异突出外，东部季风区降水还呈

现出明显的季节内变化，尤其是江南华南等地。

图２给出了２０１９年夏季１１０°Ｅ以东降水纬度时间

剖面。从图中可以看到，在夏季前期（６月１日至７

月１５日），长江以南地区有几次很明显的强降水过

程，其中７月６—９日广西灵川，江西萍乡、宜春、分

宜、芦溪等６个县（市）日降雨量破当地建站以来历

史极值，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福建等地遭受

暴雨洪涝等灾害。１２—１４日，江南和华南大部再次

出现大范围强降水过程，安徽、江西、福建等地有６

个县（市）突破当地日降雨量７月历史极值，浙江、安

徽、江西、湖南、广西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但１５

日开始，雨带迅速北跳到长江以北地区，这也导致

２０１９年淮河流域出现了空梅。８月，第９号台风利奇

图１　１９６１—２０１９年逐年夏季全国平均降水量（ａ，水平虚线为气候均值）及

２０１９年夏季全国降水距平百分率分布（ｂ）

Ｆｉｇ．１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ｓｕｍｍｅｒ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ｍｅａｎｓ

ｔｈｅ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ｏｆ１９８１－２０１０）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６１－２０１９ａｎｄ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ｙ（ｂ）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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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１９年夏季１１０°Ｅ以东降水

纬度时间剖面（单位：ｍｍ·ｄ－１）

Ｆｉｇ．２　Ｔｉｍｅ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ａｃｈ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ｅａｓｔｏｆ１１０°Ｅ

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２０１９（ｕｎｉｔ：ｍｍ·ｄ－１）

马于１０日、１１日相继在浙江温岭市沿海、山东青岛

市黄岛区登陆。“利奇马”是１９４９年以来登陆我国

第五强的台风。８月９—１５日，受“利奇马”影响，江

南东部、江淮东部、黄淮东部、华北东部、东北东部等

地累计降水量一般为５０～２５０ｍｍ，山东中部超过

２５０ｍｍ，浙江和山东局地超过４００ｍｍ（图略）。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２０１９年华南前汛期于

３月６日开始（多年平均为４月６日），结束于７月

２４日（多年平均为７月４日），前汛期雨量为１０７３

ｍｍ，比多年平均偏多４６％，为１９６１年以来第二多

年，仅次于１９７３年。南海夏季风于５月第２候爆

发，也明显早于多年平均日期（５月第５候）。中国

梅雨呈现出很强的区域差异性，其中江南梅雨于６

月５日开始（多年平均为６月８日），结束于７月１６

日 （多年平均为７月８日）。梅雨期长度明显偏长，

梅雨量比常年偏多５６％。长江中下游梅雨于６月

１７日开始（多年平均为６月１４日），７月８日结束

（多年平均为７月１４日），梅雨量为２９０ｍｍ，比常年

偏多３％。整个夏季期间江淮地区未能达到入梅标

准，这也导致了夏季江淮地区降水偏２成以上。华

北雨季于７月２３日开始（多年平均为７月１８日），

于８月１８日结束（多年平均亦为８月１８日），雨季

期间雨量为１２４ｍｍ，偏少８％。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我国夏季气温呈显著

的线性增暖趋势。２０１９年夏季全国气温依旧整体

偏暖明显。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全国平均气温

为２１．５℃，较常年同期偏高０．５℃，比２０１８年同期

偏低０．５℃（图３ａ）。具体到季内各月气温距平分别

为０．５℃（６月）、０．３℃（７月）和０．８℃（８月）。除东

北北部及浙江、重庆局部等地气温偏低外，全国其余

地区气温均偏高（图３ｂ），其中黄淮中西部、江汉东

部、云南大部及新疆东北部等地偏高超过１℃。但

和２０１８年相比，１℃以上的正距平范围明显缩减（顾

薇和陈丽娟，２０１９；Ｄ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ｂ）。

　　江南降水在夏季后期的急速减少也造成这一时

段高温事件的爆发（图４）。可以看到，随着江南梅

雨的结束，副高迅速控制江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造

成这一地区日最高气温迅速上升到３５℃以上，高温

得以维持至８月初，之后高温区略有南落，但高温中

心仍位于沿江和江南等地并一直维持至８月底。７

月１５至８月３１日，湖南、江西、福建东部、湖北大部

３５℃以上高温日数普遍偏多１０ｄ以上，武汉偏多

２０ｄ以上（图略）。

图３　１９６１—２０１９年逐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ａ，水平虚线为气候均值）及２０１９年夏季气温距平分布（ｂ）

Ｆｉｇ．３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ｓｕｍｍ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ａ，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ｍｅａｎｓｔｈｅ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ｏｆ１９８１－２０１０）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６１－２０１９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ｂ）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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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１９年夏季１１０°Ｅ以东最高

气温纬度时间剖面

（仅给出３５℃以上分布）

Ｆｉｇ．４　Ｔｉｍｅ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ｄａｉｌｙｍａｘｉｍ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ｅａｃｈ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ｅａｓｔｏｆ１１０°Ｅ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２０１９

３　夏季主要大气环流特征

前文指出，２０１９年夏季南方最主要多雨区位于

江南地区，且主要集中在夏季前半时段。图５给出

了夏季平均的 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及距平场和

８５０ｈＰａ风场距平。可以看出在欧亚中高纬度地区

两槽一脊的环流特征非常明显。在乌拉尔山及以北

地区 为 一 个 宽 广 的 低 槽，中 心 距 平 值 低 于

－４０ｇｐｍ。贝加尔湖及以北地区则为深厚的高压

脊，中心值超过６０ｇｐｍ。东亚地区为另一个位势高

度距平低值中心，两个负中心分别位于鄂霍次克

海—西北太平洋海盆及黄海至日本海。２０°Ｎ以南

地区则为一致的正位势高度距平所控制。和常年同

期相比，２０１９年夏季副高强度偏强，位置略偏西偏

南，但南北跨度明显偏大。

　　由于黄海至日本海这一低槽的存在和长时间维

持并明显南压，导致不同方法定义的东亚副热带夏

图５　２０１９年夏季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

场（等值线）和距平场（阴影区）

及８５０ｈＰａ风场距平（箭头）

［图中黑色和红色粗实线分别为２０１９年和气候态

的５８８０ｇｐｍ等值线。虚线方框为张庆云等（２００３）

定义东亚副热带夏季风所取区域；Ａ（２０°Ｎ、１２５°Ｅ）、

Ｂ（４０°Ｎ、１２５°Ｅ）、Ｃ（６０°Ｎ、１２５°Ｅ）三点为黄刚和

严中伟（１９９９）基于ＥＡＰ遥相关型定义

东亚夏季风指数所用格点］

Ｆｉｇ．５　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ａ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ａｎｄ８５０ｈＰａ

ｗｉ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ａｒｒｏｗｓ）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２０１９

［Ｔｈｉｃｋｂｌａｃｋａｎｄｒｅｄｃｕｒｖｅｓｍｅａｎｔｈｅ５８８０ｇｐｍ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２０１９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ｍｅａｎ．Ｄａｓｈｅｄ

ｒｅｃｔａｎｇｌｅｓｍｅａｎｔｈｅｔｗｏａｒｅａｓ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ｓｕｍｍｅｒｍｏｎｓｏｏｎｉｎｄｅｘｂｙＺｈａ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Ａ（２０°Ｎ，１２５°Ｅ），Ｂ（４０°Ｎ，１２５°Ｅ），

Ｃ（６０°Ｎ，１２５°Ｅ）ａｒｅ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ｉｄｐｏｉｎｔｓｕｓｅｄ

ｉｎ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ｓｕｍｍｅｒｍｏｎｓｏｏｎ

ｉｎｄｅｘｂｙＨｕａｎｇａｎｄＹａｎ（１９９９）］

季风强度指数值有一定差别，这也给２０１９年夏季风

强度的定性判断带来了困难。图６分别为黄刚和严

中伟（１９９９）和张庆云等（２００３）定义的夏季风指数

图６　１９８１—２０１９年东亚夏季风指数

（ａ）黄刚和严中伟（１９９９），（ｂ）张庆云等（２００３）

Ｆｉｇ．６　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ｓｕｍｍｅｒｍｏｎｓｏｏｎｉｎｄｅｘ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８１－２０１９

（ａ）ＨｕａｎｇａｎｄＹａｎ（１９９９），（ｂ）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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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黄刚和严中伟（１９９９）基于ＥＡＰ定义的夏季风

指数主要使用图５中Ａ、Ｂ、Ｃ三点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

度值差的标准化值（Ｂ点减去Ａ、Ｃ两点的平均值并

考虑三个点的纬度差异）。张庆云等（２００３）则将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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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指

数值看，基于ＥＡＰ波列定义的夏季风指数在２０１９

年为１９８１年以来第七负值（图６ａ），但基于热带季

风槽与梅雨锋定义的指数在２０１９年则为较弱的正

值（图６ｂ）。这和２０１８年两种指数值一致异常偏强

并超过各自两倍标准差不同。这也表明２０１９年并

非典型的弱夏季风年。

　　前文指出，２０１９年夏季我国东部降水具有明显

的季节内变化特征。在７月１５日以前降水主要集

中在江南等地，而在之后急速北跳至黄淮、华北和东

北等地，长江中下游和淮河雨季时间短，淮河流域甚

至出现空梅。这样的季节内突变特征在环流场上也

很清楚，这里我们以５８００ｇｐｍ表征槽区的南界位

置，５８８０ｇｐｍ表征副高主体中心位置。由图７可以

看到，相比于各自的气候态，无论是中高纬度的低槽

还是副高在７月１５日以前位置都明显偏南，但在７

月１５日之后形势发生了明显的转变，７月１６日至８

月１５日的一个月时间内，５８００ｇｐｍ等值线都较气

候态位置偏北。

图７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６月１日至８月３１日

逐日１２０°～１４０°Ｅ平均的５８００ｇｐｍ（蓝线）

和５８８０ｇｐｍ（红线）等值线

（实线为２０１９年，虚线为气候态）

Ｆｉｇ．７　Ｄａｉｌｙ５８００ｇｐｍ（ｂｌｕｅｌｉｎｅ）ａｎｄ

５８８０ｇｐｍ（ｒｅｄｌｉｎｅ）ｌｉｎｅｓ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ｉｎ

１２０°－１４０°Ｅｄｕｒｉｎｇ１Ｊｕｎｅｔｏ

３１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１９８１－２０１０

（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２０１９，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ｍｅａｎ）

４　２０１９年夏季长江中下游少雨成因

初步分析

　　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长江中下游降水均偏少明

显。对于２０１８年降水偏少的主要原因已有若干研

究。这其中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冬季发生的弱拉尼娜事

件、热带印度洋冬—春—夏季海温持续偏冷以及青

藏高原积雪面积偏少都导致２０１８年夏季副高偏北、

强度偏弱，夏季风强度偏强（顾薇和陈丽娟，２０１９；

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９）。监测结果表明，２０１８年夏季副

热带夏季风强度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第一强（顾薇和

陈丽娟，２０１９），副高位置亦为１９６１年以来最北（顾

薇和陈丽娟，２０１９；Ｙ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Ｄｉ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９ａ；２０１９ｂ）。这就导致水汽输送主要位于我国北

方，长江中下游低层难以形成水汽汇合，大部地区降

水偏少２０％～５０％，尤其是湖北省降水为１９５１年

以来最低（图８）。２０１８年前期外强迫信号和夏季风

环流及降水关系符合传统的物理统计模型。

　　和２０１８年前期外强迫信号截然相反的是，从

２０１８年９月开始，赤道中东太平发生了一次弱的厄

尔尼诺事件。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该次事件于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达到峰值（１０—１２月Ｎｉ珘ｎｏ３．４区海温

指数滑动平均值为１．０℃）。同时ＩＯＢＷ 自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开始持续为正位相。另外，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冬季

图８　２０１８年（ａ）和２０１９年（ｂ）夏季

长江流域降水距平百分率（单位：％）

Ｆｉｇ．８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ｓｕｍｍｅｒ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ｉｎ２０１８（ａ）ａｎｄ２０１９（ｂ）（ｕｎ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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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积雪面积偏多７４％（超过３倍标准差），为

近４０年来最多。根据已有的统计模型，这样的外强

迫信号易导致副高偏南且东亚副热带夏季风强度偏

弱，从而造成水汽在长江中下游汇合，降水易偏多。

但从前面的分析可知，２０１９年夏季夏季风强度仍为

正值，强度略偏强（０．４），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区降水

偏少２０％～５０％，尤其是湖北和安徽等地，其中湖

北省降水为１９８１年以来历史第五少。也即２０１９年

的降水分布和传统的物理统计模型相反。

就本次厄尔尼诺事件而言，其在秋季和冬季的

影响却较强。诊断表明，２０１８年秋季我国江南南部

和华南大部地区降水异常偏多可能和季节内厄尔尼

诺由中部型向东部型发展及热带印度洋暖海温有关

（赵俊虎和王永光，２０１９）。冬季全国平均降水量较

常年偏多３６％，长江下游、江南东部等地降水显著

偏多（支蓉和高辉，２０１９），也和典型的厄尔尼诺年合

成的冬季降水分布型一致。但对于２０１９年春季，刘

芸芸和陈丽娟（２０１９）认为热带印度洋海温的增暖对

副高持续偏强偏西起到更重要的作用，而厄尔尼诺

事件本身对副高强度的影响在春季逐渐减弱，对副

高南北位置的影响增强。ＸｕｅａｎｄＬｉｕ（２００８）的研

究结果也显示，夏季不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对东亚夏

季风和我国东部降水的影响容易被其他外强迫信号

所调制。就气候态而言，副高在６月中旬和７月初

分别有一次明显的阶段性北跳，对应于长江中下游

梅雨的开始和结束。从前面的分析结果看，黄海—

日本海的长时间持续低槽阻碍了副高的北跳，造成

６月至７月前半月雨带一直无法移动至长江和淮

河，并进而影响华北，导致这三个地区雨季开始时间

均偏晚，长江中下游降水偏少。

在全球变暖背景下，欧亚中高纬地区位势高度

具有显著的年代际增强趋势，尤其是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以来（Ｇ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夏季东亚东部中高纬度的

低槽逐渐变浅（图略）。在这样的环流背景下，低槽

的年际尺度加深是否会对夏季水汽输送造成直接影

响进而导致长江中下游少雨呢？我们选取１９９２年

为例加以分析。选取该年主要是根据国家气候中心

定义的 ＥＮＳＯ 历史事件表，根据峰值强度划分，

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赤道中东太平洋的厄尔尼诺事件是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仅次于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 年 和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第三强事

件，热带海洋背景和今年相似。图９给出了该年夏

季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距平百分率分布图。可以看

图９　同图８，但为１９９２年

Ｆｉｇ．９　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８，ｂｕｔｉｎ１９９２

出，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分布和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均

相似，仍以大范围降水偏少为主，尤其是沿江地区也

偏少２０％～５０％。也即这次厄尔尼诺事件同样不

符合传统的ＥＮＳＯ东部雨带预测模型。从１９９２年

夏季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及距平场和８５０ｈＰａ距平风

场，可以看出东亚中高纬度地区和２０１９年极为相

似，同样为一低槽所控制（图略）。从风场距平看，整

个东亚地区均为北风距平分量，长江中下游地区没

有有效的水汽辐合。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夏季降水的主要模态中，

传统的三类雨型中第三类雨型即以长江中下游和江

南北部为共同中心（赵振国，１９９９；陈兴芳和赵振国，

２０００）。单从历史统计分析今年长江沿江和江南降

水趋势相反有很大的难度。事实上，在２０１９年３月

参加全国汛期会商的各单位中，均无法预测这两个

地区相反的特征（此部分分析将另文发表）。孙林海

等（２００５）改进的四类雨型中的Ｅ４类虽然表现为长

江中下游沿江和江南—华南反位相的特征，但从其

对应的环流形势看，东亚地区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

上贝加尔湖以南的亚洲大陆地区表现为北高南低的

分布，副高偏北，这一环流分布和今年明显不同。上

述结果仅仅是从１９９２年另一个个例加以解释。详

细的成因诊断还需要深入开展。

５　结　论

综合以上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１）２０１９年夏季全国气温偏暖明显，降水总量

接近常年，但旱涝分布有明显的空间差异，东部主要

多雨区位于江南至华南及东北地区，云南和黄淮等

地气象干旱长时间持续。东部季风区降水还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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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季节内变化，尤其是江南等地在夏季前期降

水过程密集，涝灾严重，但后期急速减少，高温事件

迅速爆发。季节进程方面，华南前汛期开始早结束

晚，造成前汛期长度长，雨量为１９６１年以来第二多。

南海夏季风于５月第２候爆发，亦明显偏早。中国

梅雨呈现出很强的区域差异性，其中江南入梅早出

梅晚，梅雨期长度明显偏长，梅雨量比常年偏多近六

成。长江中下游梅雨量接近正常。江淮地区则未能

达到入梅标准。华北雨季期间雨量略偏少。

（２）２０１９年夏季，欧亚中高纬度地区两槽一脊

的环流形势非常明显。在乌拉尔山及以北地区为一

个宽广的低槽，贝加尔湖及以北地区则为深厚的高

压脊，东亚地区为另一个位势高度负距平区，两个负

中心分别位于鄂霍次克海—西北太平洋海盆及黄海

至日本海。夏季副高强度偏强，位置略偏西偏南。

由于黄海至日本海这一低槽的存在和长时间维持并

明显南压，导致不同方法定义的东亚副热带夏季风

强度指数值有一定差别，其中基于ＥＡＰ遥相关型定

义的指数为１９８１年以来第七负值，但基于热带季风

槽与梅雨锋定义的指数在２０１９年则为较弱的正值。

（３）个例对比分析表明，２０１９年东亚中高纬度

异常强的低槽可能是长江中下游少雨和江南多雨的

直接原因。这一低槽在夏季前期位置明显偏南，和

副高脊线南北位置的演变非常一致。但在夏季后

期，随着这一低槽的减弱北移，副高迅速北跳，也造

成雨带从江南快速移动到北方地区，长江中下游和

淮河雨季时间短降水少。这一低槽在７月中旬后期

减弱北移可能和２０１９年第５号台风丹娜丝（Ｄａｎａｓ）

有关（解晋和周宁芳，２０１９），但在之前这一低槽为何

能长时间维持，这和贝加尔湖地区阻塞活动有何联

系？这一低槽的维持机理，尤其是与其他环流系统

之间的相互影响，详细的成因诊断还需要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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