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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基于再分析资料揭示了２０１９年２—３月中国南方持续性降水事件的成因及其与 ＭａｄｄｅｎＪｕｌｉａｎ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ＭＪＯ）的

关系。此次持续性降水事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降水覆盖了整个南方地区，第二阶段降水主要出现在华南地区，且

降水强度比第一阶段更强。大尺度环流分析表明，此次降水事件中，中国南方和西太平洋的位势高度异常呈现出西低东高的

形势，有利于南方地区出现偏南气流和水汽辐合。在第一阶段，整个南方地区都出现明显的水汽辐合和上升运动；而第二阶

段，仅在华南地区出现显著的水汽辐合和上升运动。水汽收支诊断分析发现两个阶段中的水汽通量散度异常主要是经向水

汽辐合所导致，它对水汽通量散度的贡献率达到７０％以上。通过对比分析降水和 ＭＪＯ活动演变，发现降水的变化与 ＭＪＯ位

相和振幅的演变有着紧密的联系。当 ＭＪＯ振幅明显增强（减弱）时，南方地区的降水异常显著增加（减少）。经向水汽辐合的

尺度分析表明，低频尺度（大于９０ｄ）和季节内尺度（３０～９０ｄ）的水汽和环流的相互作用对经向水汽辐合起到决定性作用，尤

其是季节内经向风对大于９０ｄ低频水汽的辐合。因此，热带地区 ＭＪＯ的活动可通过调节季节内经向风对低频水汽的输送，

从而对此次南方地区的持续性降水事件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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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冬季中国受东亚冬季风的影响，盛行偏北风，冬

季降水量相比夏季明显偏少（ＬｉａｎｄＭａ，２０１２；姚世

博等，２０１７）。但是，中国冬季的降水异常仍能对农

业生产、国民经济和人民安全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

是冬季持续性的雨雪天气，例如２００８年冰冻雨雪灾

害（陶诗言和卫捷，２００８；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Ｗ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１）和２００９年大范围雨雪天气（ＪｉａａｎｄＬｉａｎｇ，

２０１３），这两次异常降水事件都造成了数以亿计的经

济损失和几千万人受灾。鉴于中国南方在农业、水

资源管理和防灾减灾方面面临的挑战，近年来冬季

降水的变化已经引起了社会和国家的广泛关注。

许多研究揭示中国冬季降水受许多因素的影

响。在年际尺度上，中国冬季降水主要受ＥｌＮｉ珘ｎｏ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ＥＮＳＯ）、东亚冬季风和北极涛

动等的影响（金祖辉和陶诗言，１９９９；王林和冯娟，

２０１１；袁媛等，２０１４）。在ＥｌＮｉ珘ｎｏ（ＬａＮｉ珘ｎａ）冬季，中

国南方位于西北太平洋异常反气旋（气旋）的西北

侧，盛行西南风（东北风），有利于（不利于）水汽向中

国南方的输送，从而导致降水相比常年偏多（偏少）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ＬｉａｎｄＭａ，２０１２；袁良和何金海，

２０１３）。在弱的东亚冬季风年，中国南方对流层低层

盛行西南风，有利于西太平洋的水汽向南方输送，导

致中国南方的冬季降水是正异常（ＺｈｏｕａｎｄＷｕ，

２０１０；Ｇ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６）。而在强的东亚冬季风年，南

方地区低层盛行东北风，不利于水汽的输送，造成冬

季南方地区的降水偏少。杨辉和李崇银（２００８）研究

了冬季北极涛动的影响，发现当北极涛动异常强时，

中高纬为异常反气旋环流，副热带为异常气旋环流，

南方地区主要受偏南气流控制，出现降水正异常。

在季节内尺度上，ＭａｄｄｅｎＪｕｌｉａｎ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ＭＪＯ）对中国冬季降水有着重要影响（Ｊｉａｅｔａｌ，

２０１１；冯俊阳和肖子牛，２０１２；吴俊杰等，２００９；吴捷

等，２０１８）。ＭＪＯ是热带大气季节内变化的最主要

的信号，它是大尺度东传的热带对流 （Ｍａｄｄｅｎａｎｄ

Ｊｕｌｉａｎ，１９７１；１９７２；李崇银等，２０１４；２０１６）。ＭＪＯ一

般从热带印度洋生成，然后缓慢东传至中太平洋附

近消亡，其东传的周期约为３０～９０ｄ（Ｍａｄｄｅｎａｎｄ

Ｊｕｌｉａｎ，１９９４；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３）。由于中国的降水主要

集中在夏季，以往大部分的研究都关注于 ＭＪＯ与

中国夏季降水的关系（林爱兰等，２０１３；李永华等，

２０１６；沈雨等，２０１６；郝立生等，２０２１；纪忠萍等，

２０２１）。而相比夏季，冬季的 ＭＪＯ活动更强，对中

国降水的影响更显著。

随着 ＭＪＯ系统性东传的演变，中国东南地区

的降水经历了长江流域多雨、整个南方多雨、华南多

雨而长江流域少雨的演变过程（刘冬晴和杨修群，

２０１０；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ＭＪＯ的位置、强度和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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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对中国降水产生不同的影响（牛法宝等，２０１３；

何洁琳等，２０１９）。许多研究分析了 ＭＪＯ不同位置

对中国降水的影响，发现当冬季 ＭＪＯ位于印度洋

时，中国东南地区的降水显著增加，而当 ＭＪＯ活跃

于西太平洋时，中国东南地区的降水显著减少（Ｊｉａ

ｅｔａｌ，２０１１）。并且 ＭＪＯ分别位于印度洋和西太平

洋引起东南地区的降水差异能达到３～４ｍｍ·

ｄ－１，这个值相当于冬季气候态的降水（Ｊｅｏ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８）。通过对季节内降水使用 ＥＯＦ分解，Ｙａｏ

ｅｔａｌ（２０１５）指出主导中国冬季降水的主要两个模

态分别与 ＭＪＯ的第３位相和第５位相有着紧密的

联系。ＭＪＯ对冬季持续性强降水也有一定的调制

作用，当 ＭＪＯ对流活跃于印度洋地区时，其引发的

水汽通量异常造成华南持续性强降水增加；而当

ＭＪＯ对流活跃于西太平洋时，长江流域持续性强降

水显示出正异常 （ＬｉｕａｎｄＨｓｕ，２０１９）。ＭＪＯ主要

通过两种方式来影响中高纬度的天气气候。第一，

与 ＭＪＯ相关的热带对流通过局地动力机制直接影

响热带外的环流（ＨｏｎｇａｎｄＬｉ，２００９；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第二，ＭＪＯ能够作为热带非绝热加热源来

激发Ｒｏｓｓｂｙ波列来间接调节中高纬的环流，当

Ｒｏｓｓｂｙ波列传播到中高纬度时，它能够调节中高纬

度环流，进而来影响热带外的天气气候（Ｍａｔｔｈｅｗｓ

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ＳｏｎｇａｎｄＷｕ，２０１９；ＺｈｅｎｇａｎｄＣｈａｎｇ，

２０１９；崔静等，２０２１）。从２０１９年２月初开始，中国

南方地区出现了持续约一个半月的降水异常，尤其

是从２月中旬到３月上旬（图１）。导致如此长时间

的降水异常的原因是什么？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０）研究

图１　２０１９年２月１日至３月１５日的中国南方

地区（２２°～３０°Ｎ、１１０°～１２２°Ｅ）平均的

逐日降水（柱状）和低频降水强度（曲线，

７ｄ滑动平均）

Ｆｉｇ．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ｄａｉｌｙ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ｂａｒ）ａｎｄ

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７ｄｍｏｖｉｎｇ

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２２°－３０°Ｎ，

１１０°－１２２°Ｅ）ｆｒｏｍ１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ｔｏ１５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９

发现高纬准定常波的出现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

发展，是导致长江流域持续性降水事件发生的主要

原因。图１展示了２０１９年２月１日至３月１５日中

国南方地区逐日降水和低频降水，明显可以看到南

方地区的降水呈季节内特征，低频降水出现两个波

峰，这表明大气季节内振荡可能存在一定的作用。

本文将围绕此次南方持续性降水异常的成因及其与

大气季节内振荡的关系展开研究。

１　数据和方法

本文所用的资料主要有：欧洲中期预报中心（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ＭｅｄｉｅｍＲａｎｇ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

ＥＣＭＷＦ）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逐日

的再分析资料（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Ｄｅ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１），包括

风场、位势高度场和比湿场，水平分辨率为１．５°×

１．５°，垂直方向为１０００～２００ｈＰａ，共２３层；美国国

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ｃｅａｎｉｃａｎｄＡｔｍｏｓ

ｐｈｅｒ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ＯＡＡ）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９年

８月３１日逐日的向外长波辐射资料（ｏｕｔｇｏｉｎｇｌｏｎｇ

ｗａｖｅ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ＬＲ；Ｌｉｅｂｍａｎｎａｎｄ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６），

水平分辨率为２．５°×２．５°。降水资料是由 ＮＯＡＡ

气候预测中心 （Ｃｌｉｍａｔ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ＣＰＣ）提

供的降水数据（Ｘｉ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分辨率为０．５°×

０．５°。澳大利亚气象局提供的逐日多变量 ＭＪＯ指

数（ＲＭＭ 指数；ＷｈｅｅｌｅｒａｎｄＨｅｎｄｏｎ，２００４），该指

数使用１５°Ｓ～１５°Ｎ平均的ＯＬＲ，８５０ｈＰａ和２００ｈＰａ

上纬向风的多变量联合经验正交分解得到，可实时

反映 ＭＪＯ活动强度和位置的变化。文中所有数据

的异常值都通过去除其气候态和线性趋势得到，为

了滤去天气尺度扰动，进一步对异常值做了７ｄ滑

动平均。各物理量中季节内（３０～９０ｄ）信号使用

Ｌａｎｃｚｏｓ带通滤波器获得（Ｄｕｃｈｏｎ，１９７９）。

２　持续性降水特征分析

图２是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４日至３月１０日中国南

方地区的累计降水异常和降水距平百分率（降水距

平相对于气候态降水的百分比）。可以看到，此次持

续性降水异常主要集中在华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

区（图２ａ），最强的降水异常出现在广东北部，超过

２４０ｍｍ。此外，江西东北部也存在一个降水异常超

过１６０ｍｍ的大值中心（图２ａ）。降水距平百分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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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异常的空间分布比较类似，主要集中在长江中

下游地区和华南地区，降水距平百分率平均达到

８０％以上，也就是说比常年同期降水多出８０％以

上。广西和广东等地甚至达到了２００％，表明这些

地区降水量是常年同期的３倍以上（图２ｂ）。图３

给出了多年２月１４日至３月１０日的累计降水异常

和强降水日数（降水大于１倍标准差的降水日）。可

以看到，２０１９年是中国南方降水近４０年来同期降

水正异常最强、强降水日数最多的年份。

　　根据低频降水的两个波峰，此次持续性降水事

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２月１４—２４日（第一阶段）

和２月２６日至３月１０日（第二阶段）。图４给出了

图２　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４日至３月１０日累计降水异常（ａ）和降水距平百分率（ｂ）

（矩形框为南方地区：２２°～３０°Ｎ、１１０°～１２２°Ｅ，下同）

Ｆｉｇ．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ａｎｄ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ｙ（ｂ）

ｆｒｏｍ１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ｔｏ１０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９

（Ｒｅｃｔａｎｇｌ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２２°－３０°Ｎ，１１０°－１２２°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图３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４日至３月１０日南方地区的累计降水异常（ａ）和强降水日数（ｂ）

Ｆｉｇ．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ｄａｙｓｏｆｓｅｖｅｒ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ｂ）

ｏｖｅｒ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１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ｔｏ１０Ｍａｒｃｈｏｆ１９７９－２０１９

图４　第一阶段（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４—２４日，下同）（ａ）和第二阶段（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６日至３月１０日，下同）（ｂ）合成的降水异常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ｆｒｏｍ１４ｔｏ２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９，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ａ）

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ｆｒｏｍ２６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ｔｏ１０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９，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ｂ）ｅｐｉｓｏｄｅｓ

３９０１　第９期　　　 　　　　　李力锋等：２０１９年２—３月中国南方持续性降水成因及其与 ＭＪＯ的关系　　　　　　　　　　



两个阶段合成的降水异常。可以看到两个阶段降水

异常的强度和范围有一定的差异，第一阶段降水异

常几乎覆盖整个南方地区；第二阶段降水异常主要

集中于华南地区，且降水强度比第一阶段更强。

３　持续性降水异常成因分析

３．１　大气环流异常特征

图５是两个阶段合成的５００ｈＰａ异常水平环流

和位势高度。从图中可以看到，在两个阶段中，中国

大陆至贝加尔湖地区都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异常形

态，在贝加尔湖地区上空有位势高度正异常和反气

旋式环流。在第一阶段中，我国南方地区西侧出现

弱的位势高度负异常，而西北太平洋出现位势高度

正异常，呈现出西低东高的位势高度异常，有利于中

国东部地区异常偏南气流的出现（图５ａ）。而在第

二阶段中，整个南方地区及其以西都是明显较强的

位势高度负异常，且位势高度的东西梯度更大，这导

致偏南气流和向北的水汽输送更强。

　　图６给出了两个阶段合成的８５０ｈＰａ上异常水

平环流和散度。可以看到，在第一阶段，中国南方地

区对流层低层是显著的气旋式环流异常，而西北太

平洋有异常的反气旋环流，从而导致中国南方地区

出现较强的西南气流和水平辐合（图６ａ）。这种低

层异常水平环流和辐合有利于整个南方地区出现较

强的异常上升运动（图７ａ），这和降水主要集中在南

方地区是一致的。在第二阶段，异常气旋式环流东

图５　第一阶段（ａ）和第二阶段（ｂ）合成的５００ｈＰａ上异常水平环流（矢量，

单位：ｍ·ｓ－１）和位势高度（填色）

（黑色箭头和填色分别表示通过０．１０显著性水平检验的风场和位势高度）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ｅｃｔｏｒ，ｕｎｉｔ：ｍ·ｓ
－１）ａｎｄ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ｃｏｌｏｒｅｄ）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ｂ）ｅｐｉｓｏｄｅｓ
（Ｂｌａｃｋａｒｒｏｗａｎｄｃｏｌｏｒｅｄｓｈａｄｏｗ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

ｈａｖｉｎｇｐａｓｓｅｄｔｈｅ０．１０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图６　第一阶段（ａ）和第二阶段（ｂ）合成的８５０ｈＰａ异常水平环流（矢量，单位：ｍ·ｓ－１）和散度（填色）

（黑色箭头和打点分别表示通过０．１０显著性水平检验的风场和散度）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ｅｃｔｏｒ，ｕｎｉｔ：ｍ·ｓ
－１）ａｎｄ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ｃｏｌｏｒｅｄ）

ａｔ８５０ｈＰａ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ｂ）ｅｐｉｓｏｄｅｓ

（Ｂｌａｃｋａｒｒｏｗｓａｎｄｓｔｉｐｐｌｉｎ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ｈａｖｉｎｇｐａｓｓｅｄｔｈｅ０．１０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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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中国南方地区对流层低层处于异常气旋式环流

的南部，异常气流在华南辐合，而在江淮流域辐散

（图６ｂ）。相比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在华南地区出现

很强的上升运动（图７ｂ），华南地区低层的异常气流

辐合与中层异常强垂直速度相结合，导致华南地区

出现比第一阶段更强的降水。

　　图８是两个阶段１１０°～１２２°Ｅ平均的经圈环流

和垂直运动。在第一阶段，２０°～３５°Ｎ有大范围的

异常上升运动，而在热带赤道地区出现异常下沉运

动，形成了一个局地的异常经圈环流，这种环流有利

于整个南方地区出现降水增强。而在第二阶段，异

常的上升运动主要出现在２８°Ｎ以南，并且上升运

动的强度明显比第一阶段要强，导致第二阶段的降

水主要集中在华南地区，相应的降水强度也更强。

水平环流和垂直环流的分析表明两个阶段的环流形

势有着一定的差异，第一阶段的异常环流有利于整

个南方地区的降水，而第二阶段的环流形势仅有利

于华南地区的降水加强。

图７　第一阶段（ａ）和第二阶段（ｂ）合成的５００ｈＰａ异常垂直速度

（打点表示通过０．１０显著性水平检验）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ｂ）ｅｐｉｓｏｄｅｓ

（Ｓｔｉｐｐｌｉｎ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ｈａｖｉｎｇｐａｓｓｅｄｔｈｅ０．１０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ｅｓｔ）

图８　第一阶段（ａ）和第二阶段（ｂ）合成的１１０°～１２２°Ｅ平均的异常经圈环流

（矢量，垂直速度放大１００倍）和垂直速度（填色）

（黑色箭头和打点分别表示通过０．１０显著性水平检验的垂直环流和垂直速度）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ｅｃｔｏｒ，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ａｇｎｉｆｉｅｄ１００ｔｉｍｅｓ）ａｎｄ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ｏｌｏｒｅ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ｏｖｅｒｔｈｅ１１０°－１２２°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ｂ）ｅｐｉｓｏｄｅｓ

（Ｂｌａｃｋａｒｒｏｗａｎｄｓｔｉｐｐｌｉｎ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ｈａｖｉｎｇｐａｓｓｅｄｔｈｅ０．１０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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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水汽输送异常特征

图９给出了两个阶段合成的异常水汽通量及其

散度。在第一阶段，西太平洋地区有异常的反气旋

式环流，中国大陆位于反气旋式环流西侧，有较强的

水汽从南海和西太平洋向北输送，在长江中下游地

区和华南地区都有明显的水汽辐合（图９ａ）。西北

太平洋的异常反气旋在２０１９年２月南方持续性降

水中起到重要的水汽输送作用，这和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２０）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而在第二阶段，西北

太平洋的异常反气旋消失，中国大陆主要受西南气

流的影响，有较强的水汽由孟加拉湾至南海向北输

送，在华南地区有明显的水汽辐合，强度比第一阶段

的水汽辐合更强，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则无明显的水

汽辐合（图９ｂ）。

　　水汽通量散度主要由水汽平流和水汽散度组

成：

图９　第一阶段（ａ）和第二阶段（ｂ）合成的

１０００～５００ｈＰａ平均的异常水汽通量（矢量，

单位：１０－２ｋｇ·ｋｇ
－１·ｍ·ｓ－１）和

水汽通量散度（填色，单位：１０－８ｋｇ·ｋｇ
－１·ｓ－１）

（黑色箭头和打点分别表示通过０．１０显著性水平

检验的水汽通量和水汽通量散度）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ｆｌｕｘ

（ｖｅｃｔｏｒ，ｕｎｉｔ：１０－２ｋｇ·ｋｇ
－１·ｍ·ｓ－１）ａｎｄ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ｆｌｕｘ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ｃｏｌｏｒｅｄ，ｕｎｉｔ：１０
－８ｋｇ·ｋｇ

－１·ｓ－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ｏｖｅｒｔｈｅ１０００－５００ｈＰａｒｅｇ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ｂ）ｅｐｉｓｏｄｅｓ

（Ｂｌａｃｋａｒｒｏｗｓａｎｄｓｔｉｐｐｌｉｎｇ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ｆｌｕｘａｎｄ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ｆｌｕｘ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ｈａｖｉｎｇｐａｓｓｅｄ

ｔｈｅ０．１０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犕ｄｉｖ＝狇
狌

狓
＋狌
狇
狓
＋狇
狏

狔
＋狏
狇
狔

（１）

式中：狇，狌和狏分别表示比湿、纬向风和经向风，犕ｄｉｖ

表示水汽通量散度。式（１）右侧从左至右分别表示

的是纬向水汽辐合、纬向水汽平流、经向水汽辐合和

经向水汽平流。分别对第一阶段南方地区和第二阶

段华南地区的水汽通量散度诊断，发现第二阶段的

水汽通量散度大约是第一阶段的两倍，这说明尽管

第一阶段降水的降水范围广，但是第二阶段降水更

集中，这也导致第二阶段在华南地区的降水强度远

比第一阶段强（图１０）。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水

汽通量辐合主要都是受经向水汽辐合的控制，两个

降水阶段的经向水汽辐合项对水汽通量辐合的贡献

率都达到７０％以上，而纬向水汽辐合项、纬向水汽

平流项和经向水汽平流项对水汽通量辐合的贡献都

较小。

４　ＭＪＯ在此次持续性降水事件的作

用

４．１　犕犑犗活动的异常

图１１给出了２０１９年２—３月 ＭＪＯ活动强度和

位相分布特征。可以看到，从２月中旬到３月上旬，

图１０　第一阶段南方地区（２２°～３０°Ｎ、１１０°～１２２°Ｅ）

和第二阶段华南地区（２２°～２６°Ｎ、１１０°～１２２°Ｅ）

１０００～５００ｈＰａ平均的水汽通量散度各项

（单位：１０－８ｋｇ·ｋｇ
－１·ｓ－１）

［横坐标数字：１表示的是水汽通量散度，２～５表示的

是式（１）右侧的第１～４项］

Ｆｉｇ．１０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ｆｌｕｘ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ｂｕｄｇｅｔｓ

（ｕｎｉｔ：１０－８ｋｇ·ｋｇ
－１·ｓ－１）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ｏｖｅｒｔｈｅ

１０００－５００ｈＰａｒｅｇｉｏｎｏｖｅｒ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

（２２°－３０°Ｎ，１１０°－１２２°Ｅ）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ｅｐｉｓｏｄｅ

（ｒｅｄ）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２２°－２６°Ｎ，

１１０°－１２２°Ｅ）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ｅｐｉｓｏｄｅ（ｂｌｕｅ）

［Ｔｈｅ１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ｆｌｕｘ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２－５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ｏｆｏｕｒｔｈｔｅｒｍｓｏｎ

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ｓｉｄｅｏｆＥ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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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２０１９年２月１日至３月３１日

ＭＪＯ位相强度分布

（２月为紫色，３月为绿色）

Ｆｉｇ．１１　ＭＪＯｐｈａｓ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ａｇｒａｍｆｒｏｍ

１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ｔｏ３１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９

（Ｐｕｒｐｌ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ａｎｄｇｒｅｅｎｆｏｒＭａｒｃｈ）

热带 ＭＪＯ位相和振幅与中国南方持续性降水有着

很好的对应关系。当 ＭＪＯ振幅明显增强时，南方

地区降水也出现明显的增强。在第一阶段，ＭＪＯ活

动主要位于第８和第１位相；在第二阶段，ＭＪＯ活

动主要位于第２～４位相。ＭＪＯ活动异常可以通过

影响水汽输送进而影响中国南方的降水（Ｃｈｅｎ

ｅｔａｌ，２０２０），下面将通过水汽输送尺度分析来揭示

ＭＪＯ在此次南方持续性降水事件的作用。

４．２　不同尺度环流对水汽输送的作用

根据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的研究，按照时间尺度的

不同可将水平风场和比湿分解为高频部分（周期小

于３０ｄ），季节内部分（周期在３０～９０ｄ）和低频部分

（周期大于９０ｄ）：

狏＝狏＋狏′＋狏


狇＝狇＋狇′＋狇
 （２）

式中：上角“－”“′”“”分别表示的是低频部分、季

节内部分和高频部分。根据之前的分析，将对水汽

通量辐合贡献最大的经向水汽辐合项进一步分解

为：

狇
狏

狔
＝狇

狏

狔
＋狇
狏′

狔
＋狇
狏



狔
＋　　　

狇′
狏

狔
＋狇′

狏′

狔
＋狇′

狏


狔
＋

狇
 狏

狔
＋狇

 狏′

狔
＋狇

 狏


狔
（３）

　　图１２给出了两个阶段中经向水汽辐合各项。

结果表明，在第一阶段，高频经向风、季节内经向风

和低频经向风对低频水汽的辐合以及低频经向风对

季节内水汽的辐合都起到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季节

内经向风对低频水汽的辐合。而在第二阶段，低频

经向风和季节内经向风对低频水汽的辐合起到最重

要的作用，其他项的作用都较小。在两个阶段的经

向水汽输送中，季节内经向风对低频水汽的辐合贡

献都是最大，特别是在第二阶段，季节内经向风对低

频水汽的辐合起到决定性作用。这表明 ＭＪＯ可通

过调节季节内经向风对水汽的输送，从而调节中国

南方的持续性降水。

　　刘冬晴和杨修群（２０１０）、Ｊｉ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Ｃｈｅｎ

ｅｔａｌ（２０２０）研究指出通常当 ＭＪＯ位于第８和第１

位相时，华南地区的降水异常偏少，而当 ＭＪＯ位于

第２～５位相时，华南地区的降水都是偏多。第二阶

段的降水分布与前人的研究基本一致，但是在第一

阶段，ＭＪＯ主要位于第８和第１位相，不仅导致长

江流域的降水异常偏多，而华南地区的降水也异常

偏多。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降水出现如此明显的差

异呢？通过比较冬季 ＭＪＯ第８和第１位相气候态

与第一阶段的８５０ｈＰａ季节内环流异常和ＯＬＲ可

知，第一阶段中海洋性大陆地区出现很强的 ＭＪＯ

对流抑制，激发了南海地区较强的南风异常，从而导

致华南出现明显的水汽辐合，而气候态上的 ＭＪＯ

对流未能在海洋性大陆激发出很强的对流抑制和南

海的南风异常（图１３）。

图１２　第一阶段南方地区（２２°～３０°Ｎ、１１０°～１２２°Ｅ）

和第二阶段华南地区（２２°～２６°Ｎ、１１０°～１２２°Ｅ）

１０００～５００ｈＰａ平均的经向水汽辐合各项

（单位：１０－８ｋｇ·ｋｇ
－１·ｓ－１）

［横坐标数字：１～９表示的是式（３）右侧的第１～９项］

Ｆｉｇ．１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ｓ

（ｕｎｉｔ：１０－８ｋｇ·ｋｇ
－１·ｓ－１）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ｏｖｅｒｔｈｅ１０００－

５００ｈＰａｒｅｇｉｏｎｏｖｅｒ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２２°－３０°Ｎ，

１１０°－１２２°Ｅ）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ｅｐｉｓｏｄｅ（ｒｅｄ）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

（２２°－２６°Ｎ，１１０°－１２２°Ｅ）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ｅｐｉｓｏｄｅ（ｂｌｕｅ）

［１－９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ｏｎｉｎｔｈｔｅｒｍｓｏｎ

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ｓｉｄｅｏｆＥ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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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第一阶段（ａ）和冬季 ＭＪＯ第８和第１位相（ｂ）合成的８５０ｈＰａ季节内环流（矢量，单位：ｍ·ｓ－１）

和 ＭＪＯＯＬＲ（填色）

（黑色箭头和打点分别表示通过０．１０显著性水平检验的环流和 ＭＪＯＯＬＲ）

Ｆｉｇ．１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ｉｎｔｒａ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ｔ８５０ｈＰａ（ｖｅｃｔｏｒ，ｕｎｉｔ：ｍ·ｓ
－１）ａｎｄ

ＭＪＯＯＬＲ（ｃｏｌｏｒ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ｅｐｉｓｏｄｅ（ａ）

ａｎｄｔｈｅＭＪＯｏｆｔｈｅｐｈａｓｅ８ａｎｄｐｈａｓｅ１ｉｎｗｉｎｔｅｒ（ｂ）

（Ｂｌａｃｋａｒｒｏｗａｎｄｓｔｉｐｐｌｉｎｇ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ＪＯＯＬＲｈａｖｉｎｇ

ｐａｓｓｅｄｔｈｅ０．１０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５　结论与讨论

２０１９年２月中旬到３月上旬中国南方地区出

现了一次持续性降水事件，该降水事件是近４０年来

同期降水量最大、强降水日数最多的降水事件。根

据降水的演变，此次持续性降水事件可以分为两个

阶段。第一阶段降水基本上覆盖了整个中国南方地

区，而第二阶段降水主要出现在华南地区，且降水强

度比第一阶段更强。

大尺度环流分析表明，在此次持续性降水事件

中，南亚地区都是位势高度负异常，西北太平洋地区

都是位势高度正异常，导致中国南方呈现出西低东

高的位势高度异常，有利于中国南方地区出现异常

偏南气流和水汽向南方输送。在第一阶段，整个南

方地区的对流层低层出现散度负异常，而中层出现较

强的上升运动，中低层的环流配置，导致２０°～３５°Ｎ

有大范围的异常上升运动，而在热带赤道地区出现

异常下沉运动，形成了一个经向局地异常环流，这种

环流有利于整个南方地区出现降水。而在第二阶

段，华南地区的对流层低层出现异常辐合，江淮流域

出现异常辐散，而华南地区对流层中层出现很强的

上升运动，异常的上升运动主要出现在３０°Ｎ以南，

且上升运动的强度明显比第一阶段偏强，从而导致

第二次降水的强度也更强。

通过分析两个阶段的水汽通量及其散度，发现

两个阶段的水汽辐合存在明显差异，在第一阶段整

个南方地区都出现明显的水汽辐合，而在第二阶段，

仅在华南地区出现明显的水汽辐合，且水汽辐合的

强度更强。进一步诊断南方和华南地区的水汽收

支，发现引起两个阶段水汽通量散度出现异常的主

要是经向水汽辐合项，其他水汽输送项对水汽通量

辐合的总贡献小于３０％。

这次持续性降水事件在时间尺度上属于季节内

尺度的事件，而 ＭＪＯ作为次季节可预报性的来源

可能在这次事件中起到一定的作用。通过对南方地

区的降水特征分析，发现南方地区出现两次明显的

低频降水，低频降水的变化和 ＭＪＯ位相和振幅的

演变有着紧密的联系。当 ＭＪＯ振幅明显增强时，

南方地区开始出现明显的降水，而当 ＭＪＯ振幅减

弱时，降水迅速减少。在时间尺度上，将两个阶段中

起主要贡献的经向水汽辐合项分解。结果表明，低

频尺度和季节内尺度的相互作用对经向水汽辐合项

起到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季节内经向风对低频水汽

的辐合。这说明 ＭＪＯ可通过调节季节内经向风对

水汽的输送，从而影响南方地区的降水。另外，在这

次南方持续性降水事件中，中高纬的异常环流也起

到一定的作用，中高纬的阻塞高压不仅造成冷空气

持续向南入侵，为长江—淮河流域持续一个月的降

水提供有利的条件（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０）。中高纬的

异常环流还可以引起大气对 ＭＪＯ加热的不同响

应，从而调节 ＭＪＯ活动对南方降水产生不同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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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１）。至于冬季中高纬的异常环流

是如何引起大气对 ＭＪＯ加热的不同响应？我们将

在下一步的工作中重点探讨，为次季节降水的预测

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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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ａｎｇＬＮ，ＷａｎｇＢＺ，ＺｅｎｇＱＣ，２００９．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ＭａｄｄｅｎＪｕｌｉａｎ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ｓｕｍｍｅｒ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Ｊ］．ＪＣｌｉｍａｔｅ，

２２（２）：２０１２１６．

ＺｈｅｎｇＣ，ＣｈａｎｇＥＫ Ｍ，２０１９．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ＭＪＯ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ｌｉｆｅ

ｔｉｍ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ｎ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ＭＪＯｅｘｔｒａ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Ｊ］．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Ａｔｍｏｓ，１２４

（１０）：５３５２５３７８．

ＺｈｏｕＬＴ，ＷｕＲＧ，２０１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ｗｉｎ

ｔｅｒｍｏｎｓｏｏｎａｎｄＥＮＳＯｏｎｗｉｎｔｅｒ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ＪＧｅｏ

ｐｈｙｓＲｅｓ：Ａｔｍｏｓ，１１５（Ｄ２）：Ｄ０２１０７．

ＺｈｏｕＷ，ＣｈａｎＪＣＬ，ＣｈｅｎＷ，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Ｓｙｎｏｐｔｉｃｓｃａｌ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ｏｆ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ｉｃｙｗｅａｔｈｅｒｏｖｅｒ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

ｉｎ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０８［Ｊ］．ＭｏｎＷｅａＲｅｖ，１３７（１１）：３９７８３９９１．

（本文责编：戴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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