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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气象灾害预报预警与评估协同创新中心!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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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利用中国站点降水和气温资料'

C?DE

(

C?FG

大气再分析资料和海温数据!总结了
!"!#

年春季$

H

)

I

月%我国气候

异常特征!并初步分析了其可能成因*

!"!#

年春季全国平均气温为
##$JK

!为
#LJ#

年以来第四暖!但
&

月我国中部地区出现

阶段性气温偏低+全国平均降水量为
#&I$H>>

!接近常年同期!但季内阶段性变化显著!这与环流的阶段性调整密切相关*

H

)

&

月亚洲中纬度环流为,东高西低-型!副热带高压偏弱偏东!有利于来自西北太平洋的水汽向长江以北输送!降水呈,北多

南少-分布*

I

月中纬度环流转变为,东低西高-型!副热带高压西伸北扩!低层西南暖湿气流增强!在江南'华南强烈辐合上

升!为强对流天气的频繁发生提供了有利条件!降水调整为,南多北少-分布*此外
&

月中旬开始!中高纬阻塞活动逐渐频繁!

一方面导致我国中部地区气温阶段性偏低!另一方面也是造成南方强对流天气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春季后期环流出现明

显调整与高低纬度环流相互作用及热带海温的演变有关*

&

月中旬北极圈大气明显回暖!乌拉尔山高压脊增强!进而造成上

述,东低西高-型环流异常+同时!随着
I

月热带印度洋的快速增暖!前期表现为对
*/C+

#

7/

事件响应的东亚低纬度环流形势也

出现明显调整!从而导致季内降水分布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关键词!春季气候异常!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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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典型的季风气候!气候受季风影响很大*

冬季我国大部主要受干冷的冬季风控制!而夏季则

受来自热带暖湿的夏季风控制*春季是冬季风和夏

季风更替的季节!时而来自北方的冷空气强!时而来

自南方的暖湿气流强!两股势力此消彼长!导致春季

气候变化较为剧烈!天气多变*当冷空气强时!北方

容易出现大风降温甚至沙尘天气*当暖湿气流比较

强时!气温则会相对较高!冷暖空气交汇的地方!就

容易发生降水!甚至出现雷暴'冰雹'龙卷等强对流

天气*此外!华南前汛期'江南春雨$

V+/7/78-/(

6,7/5+

!

#LL)

+詹丰兴等!

!"#H

%以及南海夏季风的爆

发$

V/0/78?@37

!

#L)'

%等气候事件都在春季发生!

从而造成春季复杂多变的区域气候特征*已有研究

表明!我国春季气候具有显著的年际变化$邵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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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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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志强等!

!"#'

+王遵娅等!

!"#)

+刘芸芸

和陈丽娟!

!"#L

%!而此时大多数地区正值农作物播

种和生长期!因此春季的气候异常将对农业生产和

人民生活造成重要的影响!有效地理解春季气候异

常并做好预报服务有利于防灾减灾*

中国春季气候异常往往同时受中高纬和低纬大

气环流系统的共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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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亚力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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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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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遵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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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芸芸和陈

丽娟!

!"#L

%!而大气环流异常又与海洋和陆面等外

强迫因子密切相关!如热带海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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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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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芸芸和陈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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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积雪$

],/78_+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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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志燕和张人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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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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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海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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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海洋由于其面积广且热容量大!

尤其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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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薇和陈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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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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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盛期!华南春季降水显著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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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丰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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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与北太平洋上的

环流异常有密切联系$王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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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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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期

间!华北当年和来年春季降水往往偏多$王群英和龚

道溢!

#LLL

%*另外!前期冬季印度洋海温与中国华

北春季降水也有显著关系$顾伟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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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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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开始热带中东太平洋上发生了一

次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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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并于秋末冬初到达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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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荣青等!

!"!#

%*

!"!#

年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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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逐渐衰减!并于
&

月结束而转为中性

状态*而热带印度洋海温在春季由前期的偏冷迅速

转暖*在这样的海温异常配置下!

!"!#

年春季我国

气温大范围偏高!降水空间差异大!旱涝灾害并重!

强对流天气频繁且灾害损失重*本文将全面介绍

!"!#

年春季我国的主要气候异常特征!并从大气环

流和海温外强迫的角度重点分析造成
!"!#

年春季

我国气候异常的可能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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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本文所用的资料包括&$

#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整

编的全国
!&""

个站的逐日气温和降水资料$任芝

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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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

C?DE

%和

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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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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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大气环流再分析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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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包括各层的气温'位势高度场'风场'垂

直速度'比湿等!空间分辨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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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美国

CRFF

提供的最优插值全球海温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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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分辨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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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

春季指北半球春季$

H

)

I

月平均%!所有变量的气候

态$常年%均为
#L)#

)

!"#"

年的平均!距平场去除的

都是气候态的平均*本文所用的热带海温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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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平均的海

表温度距平!热带印度洋海盆一致模$

ORSB

%指数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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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平均的海表温度

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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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线性相关计算时

间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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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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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标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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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水平对应的相关系数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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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季中国气候异常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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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同%!全国平均气温为

##$JK

!较常年同期$

#"$&K

%偏高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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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历史同期第四高$图
#

%*与常年同期相比!

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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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其

中东北地区及内蒙古大部'华北中西部'西北北部'

江南东部'华南大部'西南地区中南部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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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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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地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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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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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季逐月的气温距平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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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季全国平均气温历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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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可以看到!季节内的气温空间分布差异很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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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
#

"

&K

!内

蒙古中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等地偏高
&

"

JK

$图
!:

%*

&

月我国中部大部地区气温偏低!其中

华北西南部'黄淮大部'江淮西北部'江汉'江南西

部'华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部和中部'

新疆西部'西藏西南部等地气温偏低
"$I

"

!K

!局

部偏低
!

"

&K

+其余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到偏高

$图
!<

%*

I

月!气温偏低的范围明显缩小!仅在东北

地区东南部'内蒙古中东部部分地区偏低
#

"

!K

!

其余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到偏高!其中江南东部'

华南大部'云南大部'西藏东部'西北地区北部等地

偏高
#

"

!K

!局部偏高
!K

以上$图
!8

%*

!$!

"

降
"

水

!"!#

年春季!全国平均降水量为
#&I$H>>

!接

近常年同期$

#&H$'>>

%$图
H

%*降水空间分布不

均!其中东北地区北部'内蒙古东北部和西部'山东

半岛'江汉'江南'西南地区东南部'西藏中西部'西

北地区大部和新疆中南部等地降水偏多
!

成至
!

倍!局地偏多
!

倍以上+而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东

部'黄淮西部'华南南部'西南地区中南部'新疆西北

部等地降水偏少
!

"

)

成!云南西部偏少
)

成以上

$图
&/

%*从春季逐月的降水分布来看!南北方旱涝

转换明显&

H

月!东北地区北部'华北大部'黄淮东

部'江汉东部'西南地区东北部'西藏中部'新疆中部

和北部等地偏多
I

成至
!

倍!部分地区偏多
!

倍以

上+而东北地区西南部'江南南部'华南大部'西南地

区南部'西北地区中西部'新疆西部等地偏少
!

"

)

成!云南大部'四川南部'贵州西部和新疆西部偏少

图
H

"

#LJ#

)

!"!#

年春季全国

平均降水量历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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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季'$

:

%

H

月'$

<

%

&

月和$

8

%

I

月的全国降水距平百分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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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以上$图
&:

%*

&

月降水偏多的区域仍以北方为

主!但偏多的中心较
H

月有所偏西+而我国东北'华

北东部'江淮'江南东部'华南中东部'西南中西部和

新疆北部降水偏少
!

"

)

成!云南西北部和四川南部

仍偏少
)

成以上$图
&<

%*

I

月降水异常空间分布出

现了明显调整!由前期的,北多南少-转变成,北少南

多-分布!江淮南部'江南'华南北部'四川西北部和

西藏大部降水偏多
!

成至
!

倍!部分地区偏多
!

倍

以上!而北方大部地区降水偏少$图
&8

%*

!$4

"

气象灾害

气温总体偏高和降水空间分布不均导致我国春

季旱涝灾害并重*一方面!由于温高雨少!区域性'

阶段性气象干旱明显$图
I

%*

H

月我国云南'江南南

部'华南等地气象干旱发展$图
I/

%!

&

月
&

日干旱地

区最大中度以上干旱面积达到
#"&$L

万
\>

!

!

&

月
I

日重旱以上干旱面积为
JH$H

万
\>

!

$图
I8

%*

&

月

#!

日之后!旱区降水明显增多!江南东南部'华南中

东部等地气象干旱得到缓和!但云南'广东等地降水

少!气象干旱维持或发展$图
I:

%*

I

月华北地区'东

北地区南部旱情露头并发展!至
I

月
H#

日!云南大

部'四川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吉林西南部'辽宁

西部'河北南部等地存在中度及以上气象干旱!四川

南部'云南北部以及海南东北部重旱!局地特旱

$图
I<

%*另一方面!南方区域性暴雨过程频繁!多

地河流水库水位超警*春季我国南方共出现
)

次区

域性暴雨过程!其中有
J

次发生在
I

月*

I

月
#I

)

!H

日!我国长江以南大部地区遭遇持续性强降水天

气!累计降水量普遍超过
#"">>

*

I

月
H"

)

H#

日!

华南大部遭遇强降雨天气!广东中东部出现暴雨到

大暴雨!惠州'河源'汕尾和揭阳等局地特大暴雨*

春季后期!多个地区遭受强对流天气影响!

&

月

H"

日江苏沿江及以北地区遭受强对流天气袭击!南

通局地风力达
#H

"

#I

级!对当地造成较大影响*

I

月
#&

日!湖北武汉市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

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出现龙卷风+江苏苏州市吴

江区遭龙卷风袭击!中心最大风力为
#'

级!造成人

员伤亡!局部电力设施'多处房屋受损*

""

此外!

!"!#

年春季我国北方还出现了
L

次沙尘

天气过程!比
!"##

)

!"!"

年同期平均$

)$H

次%偏多

"$'

次*其中
H

月
#H

)

#)

日'

H

月
!'

日至
&

月
#

日

为强沙尘暴天气过程!

&

月
#&

)

#J

日'

I

月
I

)

)

日

图
I

"

!"!#

年$

/

%

H

月
H#

日'$

:

%

&

月
H"

日和$

<

%

I

月
H#

日的全国气象

干旱综合监测图及$

8

%

&

月
#

)

H"

日气象干旱面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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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沙尘暴天气过程!其余
I

次为扬沙天气过程*华

北以及内蒙古地区沙尘日数为
!""H

年以来同期第

二多$仅次于
!""J

年%*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无论是气温还是降水!

春季气候季内变化都非常显著!造成灾害发生也具

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这些与春季季内大气环流发

生阶段性变化有关*下面将根据
!"!#

年春季气温

和降水的季内异常变化特点!分阶段对大气环流和

可能的外强迫因子做进一步的成因分析*

H

"

!"!#

年春季气候异常的可能成因

4$#

"

大气环流异常特征

!"!#

年春季环流呈现显著的阶段性变化!这是

春季作为东亚冬季风环流向夏季风环流的转换期所

特有的表现*

H

)

&

月!亚洲中纬度地区环流异常空

间型基本呈现,东高西低-分布!即贝加尔湖以东至

东亚的大部地区位势高度场较常年同期偏高!对应

东亚槽偏弱!而贝加尔湖以西的地区高度场偏低!从

而有利于中西路冷空气活动*低纬度地区的西太平

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副高%较常年偏弱!位置偏

东!使得东亚地区自南向北呈现,负)正)负-的异

常分布$图
J/

%*对应低层风场上!

H"aC

以南为显著

的异常气旋性环流!而
H"aC

以北为庞大的异常反

气旋性环流$图
J<

%!这样的环流形势有利于来自西

北太平洋的水汽向我国长江以北地区输送!与来自

北方的中西路冷空气活动配合!从而导致我国
H

)

&

月北方大部降水偏多*另一方面!孟加拉湾北部为

异常反气旋性环流!而长江以南大部处在异常气旋

性环流西侧的偏北风控制下!使得向我国西南'华南

地区的水汽输送条件也偏差!造成南方降水较常年

同期明显偏少$

U+7

A

/78./0

!

!"!"

%!西南和华南的

气象干旱发展!华南前汛期开始时间较常年$

&

月
J

日%偏晚
!"8

*

""

I

月大气环流形势出现明显调整!亚洲中纬度

地区环流转变为,东低西高-分布!我国东北'华北上

空高度场偏低!有利于冷涡活跃及东路冷空气南下

图
J

"

!"!#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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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

&

月和$

:

!

8

%

I

月的$

/

!

:

%

I""@E/

位势高度场分布$等值线为原始场!

填色为距平场!单位&

A9

>

%及$

<

!

8

%

)I"@E/

距平风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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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我国!同时造成东北和华北北部部分地区的气

温偏低和降水偏多+低纬度地区副高较前期明显增

强西伸!东亚地区自南向北转变为,正)负)正-的

异常分布$图
J:

%!这也使得南方大部地区气温迅速

升高!并较常年同期偏高
#

"

!K

!其中长江下游偏

高
!K

以上*同时副高位置较常年同期偏北!对应

低层风场上为明显的反气旋性环流$图
J8

%!有利于

引导南海和西太平洋的暖湿气流到达江淮和江南地

区$

U+7

A

34/;

!

!"!"

%*江淮和江南大部地区处于高

温高湿的环境!在与来自北方的东路冷空气活动的

有力配合下!为
I

月该区域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的

频繁发生创造了有利的气象条件!同时华南北部的

气象干旱也得到缓解*另一方面!孟加拉湾仍然存

在异常反气旋性环流!在其南侧为弱的偏东风距平!

对应印度西南夏季风偏弱!输送到我国西南南部地

区的水汽明显减弱!从而导致云南大部地区春季降

水异常偏少!气象干旱持续发展*

""

图
'

进一步给出了春季南方关键大气环流系统

的逐日演变特征!

H

)

&

月副高总体偏弱!

I)&"

A9

>

线基本在
!IaC

以南!其北侧的垂直上升运动弱!对

应低层的西南气流和水汽辐合也不明显$图
'/

%*

I

月副高显著加强且北扩!

I)&"

A9

>

线最北达到

H"aC

!中心出现闭合的
IL""

A9

>

线!其北侧的垂直

上升运动也明显加强*南方低空西南急流活跃!随

图
'

"

!"!#

年春季
##"a

"

#!!$IaD

平均的逐日$

/

%

I""@E/

位势高度$等值线!仅给出
I)&"

A9

>

以上数值%'

纬向风零线$红线!单位&

>

.

6

W#

%与垂直上升运动$填色!单位&

#"

W!

>

.

6

W#

%!$

:

%

)I"@E/

经向风

$等值线!

$

J>

.

6

W#

%和矢量风$箭头!单位&

>

.

6

W#

%及整层水汽通量散度

$填色!单位&

#"

WI

\

A

.

>

W!

.

6

W#

%的时间
(

纬度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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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西南急流的加强!南风大值中心反复建立!并在其

北侧形成经向风强梯度带!都为南方的强降水或强

对流天气提供了有利的低层动力条件$图
':

%$刘芸

芸和丁一汇!

!"!"

%*另一方面!低空西南急流也是

强水汽输送带!它不仅将来自热带海洋的暖湿气流

输送到我国南方!为强降水过程的形成提供必要的

水汽条件和不稳定能量!而且西南急流北侧的南风

经向强梯度带还促成了源自低纬地区的水汽在此区

域的强烈辐合$图
':

%!上升运动发展!促使其不稳

定能量释放!为强对流的频繁发生提供了有利的气

象条件*

""

相比于低纬地区环流的调整!欧亚中高纬地区

的大气环流季内转换似乎要复杂一些*图
)

为春季

欧亚中高纬阻塞高压$以下简称阻高%的逐日演变!

它是造成中高纬大气环流异常的一个主要环流系统

$

V+:/;8+/78B0;437+

!

#LL"

%*可以看到!

H

月欧亚

中高纬几乎没有阻塞活动+

&

月中旬开始!中高纬阻

塞活动开始逐渐频繁!主要以乌拉尔山阻高和鄂霍

次克海阻高的形式表现!两者或此消彼长!或,双阻

图
)

"

!"!#

年春季北半球中高纬度

阻塞高压强度的时间
(

经度剖面

$红色'绿色和蓝色虚线分别代表

乌拉尔山'贝加尔湖和鄂霍次克海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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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立-$图
)

%*当阻塞形势建立!中高纬环流经向度

加大!则有利于来自于极区的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

我国*其中
&

月出现
&

次冷空气过程!较常年同期

$

!$L

次%偏多!这也是
&

月我国中部大部地区气温偏

低的直接原因*冷空气活动也是强降水和强对流天

气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它能够促成产生强降水所

必须的低层辐合抬升$姚秀萍和于玉斌!

!""I

%*冷

空气南下!正好与低层一次次加强的西南暖湿水汽

交汇$图
'

%!造成
I

月我国南方强降水强对流天气

的频繁发生*

4$!

"

外强迫因子分析

大气环流的阶段性变化和异常受大气内部过程

和外强迫因子的共同影响!其中来自海洋的外强迫

可通过海气相互作用和大气波动的传播等方式引起

大气环流及气候异常$

B/46,70

!

#LJJ

+

.+;;

!

#L)"

%*

图
L

为
!"!#

年春季海表温度距平的分布及关键海

区海温指数的逐月演变*可以看到!自
!"!"

年
)

月!赤道中东太平洋经历了一次中等强度的
*/

C+

#

7/

事件!并于
!"!#

年
&

月结束$图
L:

%*

I

月赤

道中东太平洋仍然维持弱的冷水状态!而整个春季

西太平洋暖池则明显偏暖$图
L/

%!使得该区域对流

相对活跃!有利于热带对流辐合带$

OV?̀

%位置相对

偏北 $

?@/7

!

!"""

+

?@+//78 G0

9

3;3Z6\+

!

!""!

+

]/7

A

/78?@/7

!

!""!

%!因而导致菲律宾异常反气

旋异常偏弱$

*+,34/;

!

!"!#

%!副高位置也相应偏北

$图
J/

%*从春季西太副高脊线指数与前期逐月的

关键海区海温指数的相关系数演变也验证!春季副

高脊线与
H

)

I

月的
C+

#

70H$&

指数相关关系最为显

著!超过
"$"I

显著性水平$图
#":

%*这也进一步验

证了当春季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偏冷!相对应的西

北太平洋暖池偏暖!对流活跃!菲律宾反气旋异常偏

弱!副高位置容易偏北!从而易导致我国北方降水偏

多!而南方降水偏少*

!"!#

年
H

)

&

月的大气环流

和降水异常分布实况表现出对此次
*/C+

#

7/

事件的

响应*

""

与此同时!春季热带印度洋海温表现为偏暖的

特征$图
L/

%!

ORSB

指数$

?@/>:35634/;

!

#LLL

%自

!"!#

年
H

月开始由前期的负距平转为正距平!尤其

在
I

月增暖迅速$图
L:

%*印度洋暖海温的发展通

过
B/46,70(.+;;

响应$

B/4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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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

$

/

%

!"!#

年春季全球海温距平场分布和$

:

%

!"!"

年
#

月至
!"!#

年
I

月

C+

#

70H$&

与
ORSB

海温指数的逐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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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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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_3;T+7

波!在孟加拉湾和南海分别产生异常的反

气旋环流!该反气旋环流有利于副高的加强西伸

$

-,/734/;

!

!"#!

%*

I

月的低纬度大气环流系统就

表现出对热带印度洋迅速增暖的响应!孟加拉湾和

南海地区均存在较明显的反气旋性异常环流$图
J

%!

有利于副高从
H

)

&

月的偏弱偏东转变为
I

月偏强

偏西的特征*春季副高强度指数与前期逐月热带海

温指数的相关也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演变!春季

H

)

I

月
ORSB

指数与副高强度指数的正相关关系

最为显著!超过
"$"#

的显著性水平$图
#"/

%*由于

副高强度和西伸脊点本身具有高相关性$刘芸芸等!

!"#!

%!副高的西伸脊点指数与热带海温指数的相关

与前者类似$图略%*即春季热带印度洋海盆整体偏

暖时!副高容易偏强偏西*同时也注意到!相比热带

印度洋海温异常!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异常对西

太副高强度的影响在逐渐减弱!这也进一步说明!今

年
I

月低纬环流出现明显调整是热带印度洋海温的

增暖起了重要作用*这与先前的研究结果也是一致

的$

c+334/;

!

!""L

+

*+,34/;

!

!"#H

+袁媛等!

!"#&

+

13

/78 @̀0,

!

!"#I

%*

""

而对于中高纬环流同样在春季季内也发生了明

显变化!这似乎更像是大气内部过程相互适应的结

果*从对极区的实况监测看到!北极地区
)I"@E/

气温在
&

月上旬末开始从偏冷转为偏暖$图
##/

%!

相应地!极区上空的位势高度场也出现调整!由前期

的高低层一致的负位势高度场距平而转为中低层的

正位势高度场距平$图
##:

%*这些环流系统的调整

时间节点与欧亚中纬度地区阻塞活动的阶段性活跃

有很好的对应关系*但它们是通过怎样的物理机制

相互联系!以及是否还有其他先兆信号对其产生影

响!还值得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

"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中国站点降水和气温资料'

C?DE

(

C?FG

大气再分析资料和海温数据!总结了
!"!#

年春季我国主要气候异常特征!并初步分析了导致

春季气候异常的可能成因*主要结论如下&

I)!#

"

第
#"

期
""" """ """""

刘芸芸等&

!"!#

年春季我国气候异常特征及可能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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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季$

/

%西太

副高强度指数和$

:

%脊线指数分别

与前期海温指数的线性相关

"相关系数
%

"$H#

或
&

W"$H#

表示通过
"$"I

显著性水平检验!图中虚线所示+蓝色柱状

代表与
C+

#

70H$&

指数的相关!橙色柱状

代表与
ORSB

指数的相关+横坐标中的$

W#

%

表示超前一年!$

"

%表示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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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春季$

H

)

I

月!下同%!全国平均气温为

##$JK

!较常年同期偏高
#$!K

!为
#LJ#

年以来历

史同期第四高+其中
&

月我国中部大部地区出现阶

段性低温过程*全国平均降水量
#&I$H>>

!接近

常年同期!但季内阶段性变化特征显著*

H

)

&

月我

国北方大部降水偏多!而江南南部'华南'西南南部

降水明显偏少+

I

月降水偏多的区域集中在江南'华

南北部!而北方大部转为降水偏少*气温偏高和降

水空间分布不均导致春季旱涝灾害并重*西南南

部'华南南部气象干旱持续发展!

I

月南方强降水强

对流天气频发!北方多次出现大风沙尘天气过程*

春季季内环流阶段性特征显著!

H

)

&

月亚洲中

纬度环流异常空间型为,东高西低-型!副高较常年

偏弱偏东!东亚地区自南向北呈现,负)正)负-的

分布!有利于来自西北太平洋的水汽向我国长江以

北地区输送!与来自北方的中西路冷空气活动配合!

使得北方大部降水偏多*

I

月环流形势出现明显调

整!亚洲中纬度环流转变为,东低西高-型!副高明显

增强西伸且北扩!东亚地区自南向北转变为,正)

负)正-的分布!有利于引导南海和西太平洋的暖湿

气流到达江淮和江南地区*低层西南暖湿气流增

强!在江淮和江南大部地区强烈辐合!上升运动发

展!促使其不稳定能量释放!为该区域强降水和强对

流天气的频繁发生提供了有利的气象条件*另外!

&

月中旬开始!中高纬阻塞活动开始逐渐频繁!有利

于冷空气南下影响我国!其中
&

月出现
&

次冷空气过

图
##

"

!"!#

年春季北极$

JIa

"

L"aC

%$

/

%

)I"@E/

气温距平$红色阴影表示正距平!蓝色阴影为负距平%

的逐日演变!$

:

%北极上空位势高度距平的时间
(

高度剖面

2+

A

$##

"

$

/

%

V+>3635+360=)I"@E//+543>

9

35/4,53/70>/;+36

$

G386@/80Z+78+</436

9

06+4+T3/70>/;

Q

/78:;,36@/80Z+78+</43673

A

/4+T3/70>/;

Q

%

/T35/

A

38+7

$

JIaWL"aC

%!

/78

$

:

%

4+>3(/;4+4,83<506663<4+070=

A

30

9

04374+/;@3+

A

@4/70>/;+36

/T35/

A

38+7

$

JIaWL"aC

%

+7C054@E0;3+7BFB!"!#

J)!#

""""""""""""""""""" "

气
""

象
""""""""""""""" "" """

第
&'

卷
"



程!较常年偏多!这也是我国中部大部地区气温阶段

性偏低的直接原因*冷空气活动也是强降水和强对

流天气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冷空气南下正好与

低层反复加强的西南暖湿水汽交汇!则造成南方强

降水的频繁发生*

""

春季大气环流的调整明显受到热带海温异常变

化的影响*赤道中东太平洋的
*/C+

#

7/

事件于

!"!#

年
&

月结束*

H

)

&

月的东亚低纬度大气环流

形势表现出对
*/C+

#

7/

的响应*而随着
I

月热带印

度洋的快速增暖!大气环流也出现明显调整!包括副

高的增强西伸!及东亚的,正)负)正-的经向分布!

从而导致春季季内的降水异常分布也发生了明显变

化*春季中高纬度环流的调整出现在
&

月中旬!欧

亚阻塞形势建立并逐渐活跃!这可能与极区的整体

增暖和极区中低层位势高度距平场出现调整有关*

本文仅从大尺度环流和热带海洋外强迫信号分

析了这些因子对春季基本气候特征的影响*值得关

注的是!

!"!#

年春季我国极端气候事件频频发生!

例如我国南方地区持续的干旱'华南前汛期和西南

雨季明显偏晚!北方强沙尘暴影响偏重等等!这些具

体的极端事件国家气候中心目前已组织开展分析!

其中的机理将在后续文章中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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