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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秋季!我国气候总体呈现'暖湿(的特点!但是季节内变率很大!

(

月降水'南多北少()

#"

月降水'中间多南北

少(!

##

月降水'北多南少(*环流特征显示!秋季欧亚中高纬度总体为'两脊一槽(型!季节内波动大+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

下简称副高%持续偏强)偏大!西伸明显!但脊线位置的季节内变化大!

(

月偏南!

#"

月略偏北!

##

月明显偏北*外强迫信号影

响分析显示!热带印度洋全区一致偏暖有利于副高持续偏强)偏大)偏西+而热带中东太平洋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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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春季结束后于秋季

进入
4,F=

#

-,

状态的海温演变过程!对热带和副热带环流系统具有重要影响!有利于秋季$尤其是
#"

月%副高偏北*

(

月降水

'南多北少(的异常分布与南海区域对流活动偏弱)偏南导致的副高偏南有关*研究显示!海温外强迫演变以及热带对流活动

季内变化的共同作用导致了
!"!"

年秋季降水呈现出季节内变率大的特征*

关键词!降水异常特征!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季节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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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是东亚季风区夏季风环流向冬季风环流转

变的过渡期!同时也是秋收秋种的重要阶段!因此秋

季的天气气候异常对我国粮食生产和人民生活安全

具有重要的影响!做好秋季气候异常的诊断分析和

预测工作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进入秋季!随着东

亚夏季风系统的减弱南撤!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以下简称副高%南撤速度以及中高纬度冷空气的活

跃程度!在不同的形势配合下!易造成我国秋季的区

域性降水异常*例如华西秋雨异常)江南地区秋涝

秋旱等!形成仅次于夏季的旱涝灾害$谌芸和施能!

!""Z

+齐冬梅等!

!"!"

+张顾炜等!

!"#H

%*因此加强

秋季气候异常的诊断!理解不同的环流配置对秋雨

异常的影响具有科学意义$贾小龙等!

!""D

+竺夏英

和宋文玲!

!"#'

+支蓉等!

!"#D

+赵俊虎和王永光!

!"#(

+孙林海和王永光!

!"!"

%*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我国秋季气温总体呈现

偏高的趋势!而秋季降水具有明显的多时间尺度变

化特征$王春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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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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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秋

季气候不仅受到海温等外强迫因子的影响$谌芸和

施能!

!""Z

+顾薇等!

!"#!

+韩晋平等!

!"#Z

+

K736,?

!

!"#*

%!还受到青藏高原热源异常$陈忠明等!

!""#

%)

西太平洋暖池热含量$郑然等!

!"#D

%等因子的影响!

以及中高纬度大气环流异常$

X,-

.

,-:02<7

!

!"#(

%)海陆之间大气质量迁移和南北涛动$周游等!

!"#H

%等的作用!因此造成秋季复杂的年际)季节内

变化特征*

!"!"

年秋季!我国气候总体呈现出'暖

湿(的特点!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或偏高!其中东

北北部和西藏大部偏高
#̂

以上+全国平均降水量

较常年同期偏多!其中东北大部)江南北部)西南地

区东部等地偏多
*"_

以上*本文从
!"!"

年秋季及

季内我国主要气候特征出发!通过诊断分析造成气

候异常的大气环流及外强迫信号!探讨造成
!"!"

年

秋季气候异常的可能成因!为今后的气候预测和服

务提供参考*

#

"

资料和方法

本文使用
#(H#

.

!"!"

年的中国逐日气温和降

水观测资料!数据来源于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整编的

中国地区
!&""

个台站观测气候数据集$任芝花等!

!"#!

%*此外!本文还使用了
#(H#

.

!"!"

年美国国

家环境预报中心和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F1EG

,

F1I[

%提供的
!$*̀a!$*̀

水平分辨率的逐日和逐

月大气环流再分析资料$

b,?-,

O

36,?

!

#((H

%和美国

国家海洋大气局$

FYII

%提供的
#(D!

.

!"!"

年逐

月海温资料$

[3

O

-<?:936,?

!

!""'

%*副高指数$刘

芸芸等!

!"#!

%及
F=

#

-<Z$&

区指数$

[3-36,?

!

!"#D

%

来自国家气候中心*文中部分图形出自国家气候中

心开发的'气象灾害影响评估系统(及'大气环流交

互诊断系统(*如无特别说明!文中的气候常年值为

#(D#

.

!"#"

年的平均值*

!

"

!"!"

年秋季我国主要气候异常特

征

" "

!"!"

年 秋 季 $

(

.

##

月%!全 国 平 均 气 温

$

#"$*̂

%比常年同期$

($(̂

%偏高
"$Ĥ

$图
#,

%*

我国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或偏高!其中东北)华北

南部)黄淮)江淮)江南东部)华南南部)西北地区中

东部及内蒙古东北部)西南西部和南部)西藏等地偏

高
"$*

"

!̂

!黑龙江北部局地)西藏中部偏高
!

"

&̂

+而西南东部)江南西部)华南西北部及新疆中北

部等地气温较常年偏低!其中西南东部)新疆西北部

局部偏低
#

"

!̂

$图
#>

%*

全国秋季平均降水量为
#Z*$#BB

!较常年同

期$

##($DBB

%偏多
#!$D_

!降水异常的空间分布

差异很大$图
!,

%!其中内蒙古东部)东北大部)江南

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北部等地降水偏多
!

成

至
#

倍!黑龙江西部和南部)吉林)辽宁北部偏多
#

"

!

倍!局部地区偏多
!

倍以上+而华北南部)黄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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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部)江淮北部)西北中西部及东南部)西南地区

东北部和南部)西藏大部等地偏少
!

"

D

成!新疆南

部)青海西北部)西藏西部偏少
D

成以上*按照区域

平均降水量计算!东北地区偏多
##D_

!为
#(H#

年

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秋季全国平均降水量异常的季节内变化特征明

显!前期偏多!中后期偏少*

(

月!全国平均降水量

为
DD$#BB

!较常年同期$

H*$ZBB

%偏多
Z&$(_

!

为
#(H#

年以来累计降水量同期最多的一年+而
#"

月和
##

月!全国平均降水量分别为
Z"$#

和
#H$(BB

!

分别较常年同期偏少
#H_

和
##_

$图略%*

""

秋季全国降水异常的空间分布也存在季节内变

化特征*

(

月降水异常空间分布为'南多北少(型

$图
!>

%!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及东北大部降水偏

多
*

成至
!

倍!部分地区偏多
!

倍以上!其中贵州)

湖南)黑龙江)吉林累计降水量为
#(H#

年以来同期

最多+而西北南部)西藏西部)黄淮大部)华北西部和

北部)西南地区西南部和东北部等地偏少
!

成至
#

倍*

#"

月的降水异常分布为'中间多!南北少(型

$图
!@

%!与
(

月相比!南方异常多雨区北移!西南地

区北部)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区)华南西部等地普遍偏

多
*

成至
#

倍!全国其余大部地区降水接近常年

同期或偏少*

##

月降水异常分布为'北多南少(型

图
#

"

#(H#

.

!"!"

年秋季全国平均气温历年变化$

,

%

及
!"!"

年秋季平均气温距平分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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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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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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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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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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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秋季降水距平百分率分布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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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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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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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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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其中内蒙古大部)东北南部)华北北部)西

北东部)黄淮等地偏多
*

成以上+而华南大部)江南

东南部)西南南部)西藏中部)新疆南部等地偏少
D

成以上*秋季内
(

月降水的气候值占秋季降水的比

例最高!除江南西部地区为
Z"_

左右外!其余地区

占比普遍为
*"_

"

'"_

$图略%!因此
(

月降水异常

的变化特征基本确定了秋季降水异常的特征!但是

!"!"

年季节内降水异常的变率较大!所以秋季降水

异常的空间分布呈现'插花式(分布!从南向北为

'少.多.少.多(的空间型$图
!,

%*

""

根据行标对华西秋雨监测的定义$全国气候与

气候变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

%!

!"!"

年华西秋

雨平均降水量为
!!!$!BB

!比常年$

!"!$DBB

%偏

多
($H_

*华西秋雨监测区南区$包括湖北西部)湖

南西部)重庆)四川东部)贵州北部以及陕西南部%于

(

月
(

日进入秋雨季!与气候值$

(

月
(

日%持平+结

束日期较常年偏晚
!H:

+秋雨期共计
'D:

!较气候值

$

*!:

%偏长
!H:

+累积降水量偏多
Z($D_

*华西秋

雨北区$包括陕西南部大部)宁夏南部和甘肃南部%

于
#"

月
#

日进入秋雨季!较常年$

(

月
D

日%偏晚

!Z:

!结束日期偏晚
#D:

!秋雨期共计
Z":

!较气候

值$

Z*:

%偏短
*:

!累积降水量偏少
*!$'_

*即

!"!"

年华西秋雨总体表现为雨期较气候值偏长)秋

雨量略偏多的特征!其中南区雨期偏长)秋雨偏强而

北区雨期偏短)秋雨偏弱$表
#

%*

表
3

"

!"!"

年华西秋雨指数特征

4+'5.3

"

%627,.(18+9)9:6*+768+5576;.()<=76+18!"!"

开始时间$气候值% 结束时间$气候值% 持续时间$气候值%,

:

秋雨量$气候值%,

BB

北区
#"

月
#

日$

(

月
D

日%

#"

月
Z#

日$

#"

月
#Z

日%

Z"

$

Z*

%

H&$H

$

#ZH$*

%

南区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H

日$

#"

月
Z#

日%

'D

$

*!

%

!*'$Z

$

#D&$&

%

总体
(

月
(

日$

D

月
Z#

日%

##

月
!H

日$

##

月
#

日%

'D

$

H!

%

!!!$!

$

!"!$D

%

Z

"

!"!"

年秋季气候异常成因分析

以上分析显示
!"!"

年秋季!我国气候总体呈现

出'暖湿(的特点!秋季降水异常的空间分布呈现'插

花式(分布!长江中游和下游)西南地区东南部以及

东北地区明显偏多!但华北南部)黄淮西北部)江淮

北部以及江南西南部)华南北部降水偏少*降水量

和降水异常空间分布的季节内变化特征很显著!

(

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
#(H#

年以来同期最多!长江

以南地区和东北地区显著偏多+而
#"

.

##

月多雨带

明显北移*下文对造成
!"!"

年秋季和季内降水异

常的大气环流及海温强迫等特征进行分析*

>$3

"

大气环流异常特征

大气环流异常是造成我国秋季气候异常的直接

原因*从秋季平均的
*""2G,

高度场及距平场上可

以看出$图
Z,

%!欧亚高纬度高度场偏强!欧亚中纬

度为弱的'两脊一槽(型!乌拉尔山以西为高压脊!巴

尔喀什湖以西的邻近地区为槽区!贝加尔湖.东北

亚的大部地区高度场偏高!该形势有利于西路冷空

气活动!但是势力总体较弱*低纬度地区高度场总

体偏强!副高偏强!副高体内有两个中心!其中西段

西伸明显*由副高特征量的标准化序列演变$图
&

%

可见!

!"!"

年秋季!副高强度和面积均为
#(H#

年以

来第二位!西伸脊点位置偏西程度为
#(H#

年以来第

四位!脊线位置较常年略偏北*

D*"2G,

距平风场

显示$图
*,

%在中南半岛和南海南部地区以及菲律

宾以东地区为两个气旋性环流距平区!前者气旋性

环流北部的偏东南风距平!有利于引导副高西段外

围来自南海的水汽向西南地区东部和长江流域输

送!造成华西秋雨区的南区)长江沿线和江南地区降

水偏多+后者气旋性环流北部的偏东南风将西北太

平洋的水汽输送至东北区域!造成我国东北地区和

内蒙古东部降水显著偏多*水汽输送通量距平矢量

$图
H,

%也证实了这两个特征*

""

大气环流和水汽输送特征均存在明显的季节内

变化*

(

月!北极涛动为正位相!巴尔喀什湖附近为

槽区!东亚自北向南为'

VWV

(的
EIG

正位相波列

$

M7,-

.

!

#((!

%!鄂霍次克海附近为高压脊!我国河

套)华北大部至江淮地区为槽区!易引导中西路冷空

气南下*副高面积偏大!强度偏强!西伸脊点偏西!

脊线位置$

!&̀F

%较常年偏南
!

个纬度*副高体断

裂为东西两段!其中西段副高体位于长江以南区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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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Z

"

!"!"

年秋季
*""2G,

位势高度$等高线%及距平场$填色%

$

,

%秋季!$

>

%

(

月!$

@

%

#"

月!$

:

%

##

月

$红色等高线为气候平均的
*DD"

.;

B

线%

5=

.

$Z

"

T23*""2G,

.

3<

;

<63-6=,?23=

.

26

$

@<-6<789

%

,-:,-<B,?=39

$

@<?<83:

%

=-!"!"

$

,

%

,767B-

!$

>

%

P3

;

63B>38

!$

@

%

Y@6<>38

!$

:

%

F<C3B>38

$

[3:@<-6<78996,-:A<8623@?=B,6<?<

.

=@,?*DD"

.;

B@<-6<789

%

图
&

"

秋季副高特征指数标准化序列

5=

.

$&

"

P6,-:,8:6=B3938=39<AXGPM

=-:=@39=-,767B-<A#(H#W!"!"

$图
Z>

%*菲律宾及其周边地区
D*"2G,

距平风场

为显著的反气旋性环流$图
*>

%!可引导来自西太平

洋.南海.孟加拉湾的暖湿水汽向我国西南地区东

部)华南大部)江南等地输送!江淮地区至华北的槽

区形成气旋性环流距平!异常气旋性环流的西侧为

偏西北气流!与暖湿气流在长江及其以南地区交汇!

形成持续的降水带$

H>

%*此外!

(

月初台风美莎克)

海神北上到达东北地区!带来严重大风和暴雨影响!

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当地
(

月历史极值!也造成东北

地区
(

月降水异常偏多$王海平和许映龙!

!"!"

%*

""

#"

月$图
Z@

%!欧亚中高纬度环流有一定调整!

中纬度为'两脊一槽(型!乌拉尔山上中旬阻塞高压

活跃!贝加尔湖至我国东北上空为槽区!东北亚高度

场偏强!东亚槽偏弱*副高强度偏强!仍然分为东西

两段!西段偏西!脊线位置$

!&̀F

%与
(

月基本持平!

但是较
#"

月气候值偏北
#

"

!

个纬距!东段脊线位

置偏东偏北$聂高臻和高栓柱!

!"!#

%*

D*"2G,

距

平风场显示在南海和中南半岛地区为气旋性距平环

流*西段副高引导的来自南海的水汽主要输送到西

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南部和长江流域!北方水汽条

件差$图
H@

%*与
(

月相比!

#"

月水汽通量矢量和辐

合的异常量值明显减弱*

""

##

月$图
Z:

%!欧亚中高纬位势高度为正距平!

巴尔喀什湖地区为负距平!东亚槽偏东!中高纬度的

冷空气南下强度减弱*副高偏强!西伸明显!脊线位

置$

!#$(̀F

%较常年$

#($'̀F

%明显偏北!为
#(D#

年

来最偏北的一年*

D*"2G,

距平风场显示南海地区

为弱的气旋性环流距平!其北部为偏东风距平

$图
*:

%!偏强偏北的副高将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丰沛

的水汽引导到长江以北的地区$图
H:

%!配合
&

次冷

空气活动过程!造成了
##

月降水'北多南少(的空间

分布*

Z"*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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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年秋季
D*"2G,

距平风场分布$箭矢!单位&

B

/

9

W#

%

$

,

%秋季!$

>

%

(

月!$

@

%

#"

月!$

:

%

##

月

5=

.

$*

"

T23D*"2G,U=-:,-<B,?

O

A=3?:9

$

,88<U9

!

7-=6

&

B

/

9

W#

%

=-!"!"

$

,

%

,767B-

!$

>

%

P3

;

63B>38

!$

@

%

Y@6<>38

!$

:

%

F<C3B>38

图
H

"

!"!"

年整层积分水汽输送通量距平$箭矢!单位&

]

.

/

9

W#

/

B

W#

%及

水汽输送通量散度距平场$填色!单位&

#"

W*

]

.

/

9

W#

/

B

W!

%

$

,

%秋季!$

>

%

(

月!$

@

%

#"

月!$

:

%

##

月

5=

.

$H

"

I-<B,?=39<AB<=96783A?7c

$

,88<U9

!

7-=6

&

]

.

/

9

W#

/

B

W#

%

,-::=C38

.

3-@3

$

@<?<83:

!

7-=6

&

#"

W*

]

.

/

9

W#

/

B

W!

%

=-63

.

8,63:A8<B#"""2G,6<Z""2G,=-!"!"

$

,

%

,76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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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3

;

63B>38

!$

@

%

Y@6<>38

!$

:

%

F<C3B>38

>$!

"

海温异常及演变的可能影响

研究表明!热带太平洋和印度洋海温异常是影

响我国秋季降水的重要外强迫因子$谌芸和施能!

!""Z

+刘宣飞和袁慧珍!

!""H

+韩晋平等!

!"#Z

%*热

带印度洋海温一致型模态$

RYQX

%正位相有利于西

太副高偏强)面积偏大)西伸明显$

+,-

.

36,?

!

!""'

%*在
E?F=

#

-<

,

4,F=

#

-,

年!我国秋季降水易出

现南多北少,北多南少的异常分布特征$刘宣飞和袁

慧珍!

!""H

%*热带太平洋海温分布状态与我国南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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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降水密切相关!当东太平洋偏暖)西太平洋偏冷

时!中南半岛至我国东部为显著的偏南风!加强了我

国南方的水汽输送和上升运动!导致我国南方降水

偏多+反之我国南方降水偏少$

K736,?

!

!"#*

%*

监测显示!

!"#(

年
#"

月开始的中等强度的中

部型
E?F=

#

-<

事件于
!"!"

年
*

月结束!赤道中东太

平洋海表温度$

PPT

%迅速降低!

PPTI

负值范围逐

步西扩!

F=

#

-<Z$&

区海温指数
D

月为
W"$H!̂

!进入

4,F=

#

-,

状态!随后于秋冬季达到盛期*热带大气

表现出对中东太平洋
4,F=

#

-,

的响应!南方涛动指

数$

PYR

%自
'

月以来持续为正值!

D

月达到
#$!D

!此

后持续正位相*

!"!"

年
D

.

##

月沃克环流距平场

显示$图略%!在日界线附近及以东区域持续为明显

的下沉运动!而在
#""̀

"

#&"̀E

为明显的上升运动!

无论是
PYR

指数还是沃克环流特征均显示!夏季中

后期开始!热带大气对
4,F=

#

-,

状态已经响应*此

外!

!"!"

年热带印度洋持续偏暖!

RYQX

持续为正

位相*

!"!"

年夏秋季副高偏强和西伸显示出对

RYQX

持续正位相的响应*

但是
!"!"

年秋季!我国东部雨带呈现出'少
)

多
)

少
)

多(的复杂空间型特征!这与以往
4,F=

#

-,

影

响下我国东部降水易出现'北多南少(的分布不吻

合!那么
!"!"

年秋季和季内变化是否受到
4,F=

#

-,

事件的影响0 大气环流和东亚气候对海洋的响应是

否滞后0 是否还有其他因子的作用0 都值得进一步

研究*

为了进一步分析
!"!"

年秋季气候和历史上具

有相似海洋演变年份的异同点!根据
!"!"

年赤道中

东太平洋
PPTI

的演变特征&即春季
E?F=

#

-<

事件

结束后!夏季为近中性!夏秋季进入
4,F=

#

-,

状态!

以
F=

#

-<Z$&

指数为标准选择
#(D#

年以来的相似年!

共计
'

年&

#(DZ

)

#(DD

)

#((*

)

#((D

)

!""'

)

!"#"

和

!"#H

年$图
'

%*

""

对相似年秋季
*""2G,

位势高度距平场进行合

成*秋季$图
D,

%!在欧亚中高纬度为'两槽一脊(的

图
'

"

E?F=

#

-<

事件春季结束)夏秋季进入

4,-=

#

-,

状态的相似年
F=

#

-<Z$&

海温指数逐月序列$单位&

^

%

5=

.

$'

"

/<-62?

O

F=

#

-<Z$&=-:3c938=39

$

7-=6

&

^

%

<A6239=B=?,8PPTI3C<?76=<-

O

3,89<AE?F=

#

-<

3C3-63-:=-

.

=-9

;

8=-

.

,-:4,F=

#

-,

96,6396,86=-

.

=-97BB38,-:,767B-

图
D

"

相似年秋季
*""2G,

位势高度$等高线%及距平场$填色%合成

$

,

%秋季!$

>

%

(

月!$

@

%

#"

月!$

:

%

##

月

$黑点为通过
"$"*

显著性水平检验区域!单位&

.;

B

%

5=

.

$D

"

1<B

;

<9=63:=968=>76=<-<A*""2G,

.

3<

;

<63-6=,?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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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贝加尔湖上空为高度场正距平*我国大部上

空高度场偏高!通过
"$"*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副高

偏强偏北!孟加拉湾位势高度场偏低!印缅槽偏强*

(

月$图
D>

%!欧亚中高纬度大部高度场偏高!尤其是

贝加尔湖至东北亚地区明显偏高!通过
"$"*

的显著

性水平检验+副高明显偏强!印缅槽较弱*

#"

月

$图
D@

%!欧亚中高纬度环流有较大调整!为'两脊一

槽(型!乌拉尔山及以西地区位势高度为正距平!贝

加尔湖以西至巴尔喀什湖上空为负距平区+副高偏

强偏北!印缅槽显著偏强*

##

月$图
D:

%!欧亚中高

纬度调整为'两槽一脊(!巴尔喀什湖到贝加尔湖的

高度场偏高!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副高有所减

弱!印缅槽维持偏强的特征*相似年的秋季内环流

演变特征显示!中高纬度环流的变率比较大!只有

#"

月为'两脊一槽(型!与已有研究一致*副热带环

流的变化显示了对
4,F=

#

-,

事件的滞后响应*

(

月

副高仍然偏强!但是孟加拉湾西南区域的高度场有

所降低!印缅槽出现增强趋势+

#"

月副高南侧强度

减弱)北侧偏强!副高位置偏北!印缅槽增强+

##

月

副高总体明显减弱!印缅槽维持偏强的特征*

""

对比
!"!"

年和海温相似年的秋季和各月的

*""2G,

位势高度场实况$图
Z

和图
D

%!可见
!"!"

年
#"

月环流与相似年特征最接近!

(

月差异最大!

##

月次之*尤其是
!"!"

年
(

月东亚自北向南为

'

VWV

(的
EIG

正位相波列!我国河套)华北大部

至江淮地区为槽区!与相似年合成有很大差异*对

!"!"

年和相似年副高脊线统计显示$表
!

%!秋季副

高偏北的年份居多!占
*

,

D

*其中
(

月副高脊线趋

势性不明显!

!"""

年以前偏南为主!之后偏北为主+

#"

月副高一致偏北+

##

月副高偏南居多$

*

,

D

%*而

!"!"

年副高
(

月偏南)

#"

月偏北)

##

月偏北!说明

副高特征对海洋状态的响应在
#"

月最显著!而在
(

月和
##

月可能还受到其他因子的影响*

""

进一步分析海温演变相似年
D*"2G,

距平风场

合成!秋季$图
(,

%在南海上空为气旋性异常环流!

其东侧的偏南气流与副高西侧的偏南气流汇合!向

我国南方地区输送丰沛的水汽!有利于我国长江以

南降水偏多而华北南部和黄淮地区降水偏少

$图
#",

%*

(

月$图
(>

%!菲律宾地区为反气旋性异

常环流!赤道地区偏东风异常延伸至中南半岛!副高

引导的南海和西太平洋水汽输送到我国南方!有利

于南方降水偏多$图
#">

%*

#"

月$图
(@

%!赤道西太

平洋仍维持异常偏东风!但是仅延伸到菲律宾东部!

表
!

"

相似年秋季及
?

月"

3"

月"

33

月副高脊线

南北位置距平值#单位!

@

$

4+'5.!

"

&61:+57.(18AB;CD*72

E

.

F

176)762.G

81*(7:75+*

/

.+*(76+9)9:6

%

A.

F

).:'.*

%

$,)1'.*+62C1H.:'.*

#

967)

!

@

$

年份 秋季
(

月
#"

月
##

月

#(DZ W"$Z W#$"Z #$Z' W#$#Z

#(DD W"$Z# W"$(Z "$(' W"$HZ

#((* W"$'" W#$ZZ #$#' W#$ZZ

#((D "$"( "$#' "$!' W"$#Z

!""' !$&# Z$"' #$Z' #$#'

!"#" "$'" #$D' #$"' W#$!Z

!"#H "$DH "$*' !$"' "$"'

!"!" "$&& W!$#Z #$!' !$#'

图
(

"

同图
*

!但为相似年秋季
D*"2G,

距平风场合成$单位&

B

/

9

W#

%

5=

.

$(

"

P,B3,95=

.

$*

!

>76A<8@<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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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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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在南海海域有明显气旋性异常环流!来自南海

北部偏南气流和来自西北太平洋的东南气流汇合加

强后向我国长江以北输送!并向西影响到我国西南

地区和西北南部区域!我国北方地区和西部地区降

水容易偏多$图
#"@

%*进入
##

月$图
(:

%!在南海至

孟加拉湾仍存在气旋性异常环流!菲律宾以东为反

气旋性环流异常!热带东风南撤明显!副高减弱东退

并南落!北方中高纬度系统开始活跃!来自海洋的水

汽很难向我国输送!对应着我国大部区域降水减少

$图
#":

%*

!"!"

年秋季和
#"

月的距平风场$图
*

%与海温

相似年合成$图
(,

%一致!差异最大的是
(

月!其次

是
##

月*

!"!"

年
(

月$图
*>

%!菲律宾反气旋性环

流异常偏强西伸至南海和中南半岛!而相似年合成

的反气旋性环流西端在菲律宾地区*

!"!"

年
##

月

$图
*:

%!菲律宾反气旋性环流与相似年合成相比已

比较松散!但是南海北部的偏东风特征是一致的*

监测显示
!"!"

年热带印度洋海温一致偏暖模态持

续!有利于菲律宾反气旋特征从夏季到初秋的维持

和加强*

>$>

"

西太平洋热带对流活动的可能影响

第
Z$!

节分析显示
!"!"

年
(

月和海温相似年

的
(

月差异较大!除了海温异常的影响外!还有热带

对流的季节内变化活动的可能影响*对外长波辐射

距平分布显示!

(

月$图
##,

%!对流活跃区主要在海洋

图
#"

"

相似年秋季降水距平正距平频次合成分布

$

,

%秋季!$

>

%

(

月!$

@

%

#"

!$

:

%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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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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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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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月!$

@

%

##

月长波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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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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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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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大陆地区!南海区域的对流活动非常弱+

#"

月

$图
##>

%南海地区的对流活动增强)强对流区范围

扩大到中南半岛以及菲律宾以东地区+

##

月$图

##@

%!南海大部以及菲律宾北部地区对流仍然较强*

(

月南海和西太平洋热带对流偏弱!强对流位置异

常偏南!导致副高偏南$黄荣辉和李维京!

#(DD

+

M7,-

.

,-:47

!

#(D(

%*秋季是台风频发的季节!并

对我国东部地区气候造成影响$

+,<36,?

!

!"!"

%!但

(

月!偏弱的热带对流不利于台风的形成!生成台风

&

个!较常年偏少$王海平和许映龙!

!"!"

%!且台风

生成位置偏北偏东!对副高的影响弱*而
#"

月和

##

月!随着南海)菲律宾地区地区对流的大范围增

强!也有利于副高向北推进*

&

"

结论与讨论

本文是对
!"!"

年秋季气候异常的初步分析!季

内气候变率大是主要特征!主要结论有&

$

#

%

!"!"

年秋季!全国平均气温为
#"$*̂

!比常

年同期偏高
"$Ĥ

!青藏高原和东北地区显著偏高+

全国平均降水量为
#Z*$# BB

!较常年同期偏多

#!$'_

!降水空间分布非常不均匀!长江及以南区

域)西南东部地区以及东北大部和内蒙古东北部降

水显著偏多!而华北南部至江淮北部)西藏大部明显

偏少*华西秋雨区南区雨季持续时间长)秋季雨量

偏多!北区雨季持续时间短)秋季雨量偏少+我国东

部地区南北方降水出现明显的季节内变化!

(

月'南

多北少(!

#"

月'南北多!中间少(!

##

月'北多南少(*

$

!

%大气环流异常特征是造成
!"!"

年秋季我国

气候异常的直接原因*秋季副高偏强偏大!西伸明

显!但南北位置出现季节内变化*

(

月副高脊线明

显偏南!

#"

.

##

月脊线偏北*秋季欧亚中高纬度以

'两脊一槽(为主要特征!同样具有明显的季内变化

特征*

(

月偏强)偏南的副高引导南海丰沛的水汽

北上!与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在南方地区!造成长江以

南地区降水异常偏多+

#"

.

##

月!随着副高脊线偏

北!水汽输送北移!造成我国北方降水偏多*

$

Z

%外强迫分析显示!

!"!"

年春季热带中东太

平洋
E?F=

#

-<

事件结束后向秋季
4,F=

#

-,

状态的转

变以及印度洋
RYQX

持续正位相对热带大气有显

著的影响*秋季进入
4,F=

#

-,

状态!南海上空和菲

律宾附近上升运动增强!沃克环流增强!热带大气对

4,F=

#

-,

状态的响应明显+菲律宾地区在
#"

月形成

气旋性异常环流!与海温相似年的特征一致*

RYQX

持续正位相!利于秋季副高总体偏强)偏西*

$

&

%

!"!"

年
(

月降水呈'南多北少(的异常分

布!低纬度地区的主要环流特征与海温演变相似年

类似!所不同的是副高更加偏强西伸!菲律宾反气旋

异常偏强!东亚为'

VWV

(

EIG

型!造成我国南方

降水显著偏多*此外!

(

月南海区域热带对流活动

偏弱!易导致副高偏南!有利于多雨区出现在南方*

本文对
#(D#

年以来的
E?F=

#

-<

事件向
4,F=

#

-,

事件转变年的秋季进行了分析!季内变化特征与已

有研究结论有所不同!显示了全球变暖背景下!海温

对秋季降水异常影响的可能变化!中高纬度环流系

统也呈现出显著的季节内变化特征!需要进一步研

究高中低纬度环流的配置及其演变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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