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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ΝΣΟ 事件与云南冬季气温异常
Ξ

解明恩     张万诚 

k云南省气象台o昆明 yxssvwl  k云南省红河州气象局o蒙自 yyttssl

提  要

分析了 t|yt年以来 tt次 ∞¯�¬±
ζ
²和 {次 �¤�¬±

ζ
¤事件对云南冬季气温变化的影响o发

现}∞¯�¬±
ζ
²k�¤�¬±

ζ
¤l年云南冬季气温偏高k低lo有暖k冷l冬特征o其中以东部!中部和南部最

为显著q冬季赤道东太平洋 ≥≥× � 与同期云南气温距平有显著的正相关o上一年 ≥≥× � 与次年

云南 t月气温也有好的正相关q≥≥× � 异常正k负l值是云南暖k冷l冬的一个强信号q在 ∞�≥�

影响下o东亚冬季风偏弱k强l是形成云南暖k冷l冬的主要原因q

关键词}∞�≥� 事件 云南 暖k冷l冬 冬季风异常 距平相关

引 言

∞�≥� 现象是引起全球气候异常的强信号o{s年代以来人们进行了 ∞�≥� 与我国气

候异常的大量研究o但主要集中于夏季旱涝!台风和东北低温等的研究1t21u2o∞�≥� 对冬

季气温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q李崇银≈v∗ x 研究了 ∞�≥� 与东亚冬季风的相互作用问题o发

现 ∞¯�¬±
ζ
²年冬季风弱o易发生暖冬o�¤�¬±

ζ
¤年冬季风强o易发生冷冬~频繁的东亚寒潮

活动可激发 ∞¯�¬±
ζ
²的产生q郭艳君等1y2探讨了 ∞�≥� 对流活动与我国冬季风的关系q陈

隆勋等1z2论述了东亚冬季风与∞�≥� 的关系q陶诗言等1{2利用�≤∞°Ù�≤� � 的再分析资

料o分析了 ∞¯�¬±
ζ
²和�¤�¬±

ζ
¤冬季的高度场!风场!温度场特征o发现两者有明显差异q

本文研究了 ∞�≥� 事件影响下的云南冬季气温状况q

∞�≥� 事件选取参照我国 ∞�≥� 监测小组制定的标准1|2q海温资料取自国家气候中

心气候预测室提供的北太平洋月海表水温q由于云南全省范围的气象观测始于 t|x{年前

后o故取云南 tux站冬季气温ktu月至翌年 u月l平均值作为云南冬季气温的代表o样本

长度为 t|yt∗ t||z年o共 vz年q平均值取 t|yt∗ t||s年q这样o自 ys年代以来o共有 tt

次 ∞¯�¬±
ζ
²和 {次 �¤�¬±

ζ
¤事件o∞¯�¬±

ζ
²年包括 t|yv!t|yx!t|y{kt|y|l!t|zu!t|zy!

t|{u!t|{ykt|{zl!t||t!t||v!t||w!t||z年q�¤�¬±
ζ
¤年包括 t|yw!t|yz!t|zskt|ztl!

t|zv!t|zx!t|{w!t|{{!t||x年o括号表示 ∞�≥� 事件持续超过两个冬季o该年冬季继续

受 ∞�≥� 影响q分别对tv个∞¯�¬±
ζ
²和|个�¤�¬±

ζ
¤年对应的云南冬季气温进行tu月

Ξ 本文由国家/九五0重中之重科技项目云南专题/云南短期气候预测系统的研究k|y2|s{2sx2s{l0资助 1
t||{2tu2st收到ot|||2sx2tw收到修改稿q



至翌年 u月的距平分析并合成q

t 云南冬季气温对 ∞�≥� 的响应

1q1 ΕΝΣΟ 影响下的云南冬季气温异常

将 tv个 ∞¯�¬±
ζ
²和 |个�¤�¬±

ζ
¤年冬季的云南气温距平合成o结果见表 tq

表 1  1961∗ 1997 年 ΕΝΣΟ 年云南冬季气温距平站数

∞¯�¬±
ζ
²年

正距平 零距平 负距平 ∴ n sqxε

�¤�¬±
ζ
¤年

正距平 零距平 负距平 [ p sqxε

tu月 ttw y x tt tt ty |{ vy

t月 tsz z tt xx v y tty uv

u月 {t tx u| ux u t tuu ys

冬季 tsz tx v uz v w tt{ wu

由表 t可见o∞¯�¬±
ζ
²年云南冬季气温以正距平为主otu月至翌年 u月正距平站数占

全省总站数的百分率分别为 |th !{yh 和 yxh o整个冬季为 {yh q其中以 t月正距平最

显著o大于 sqxε 的站数达 xx个o占全省的 wwh o整个冬季负距平站数很少q�¤�¬±
ζ
¤年

云南冬季气温以负距平为主otu月至翌年 u月负距平站所占百分率分别为 z{h !|vh 和

|zh o整个冬季为 |xh q其中以 u月负距平最明显o小于p sqxε 的站数达 ys个o占全省

的 w{h o整个冬季正距平站数很少q表明 ∞¯�¬±
ζ
²年冬季云南有显著的暖冬气候特征o相

反�¤�¬±
ζ
¤年冬季则出现冷冬q暖冬以 t月最明显o冷冬以 u月最强q然而 ∞�≥� 年的云

南气温异常在地域分布上有明显差异q图 t为 ∞¯�¬±
ζ
²和�¤�¬±

ζ
¤年云南冬季ktu月至翌

年 u月l气温的累积距平q

图 t t|yt∗ t||z年 ∞�≥� 年云南冬季气温累积距平分布kε l

k¤l∞¯�¬±
ζ
²年 k¥l�¤�¬±

ζ
¤年

由图 t¤可见o全省除大关!元谋!宁蒗!陇川!施甸等 x站为极弱的负距平外o其余均

为正距平区o其中滇中及以东以南的大部地区o为大于 tε 的正距平o昆明!晋宁!玉溪!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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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富源!寻甸!师宗!泸西!丘北!砚山!西畴!文山!麻栗坡!马关!蒙自!元阳!个旧!屏边!

金平!河口!景洪!勐腊 uu 个县k市l较常年偏高 tq xε 以上o最大中心在师宗o达

n tq|ε q由图 t¥可见o除滇西北为正距平区外o全省均为负距平区o主要的偏冷区位于云

南东部和南部o较常年偏低 tqs∗ uqxε o其中偏低 uqsε 以上的有昭通!鲁甸!会泽!东川!

宣威!沾益!富源!罗平!师宗!泸西!弥勒!开远!屏边!元阳!丘北!广南!富宁!砚山!西畴

t|个县k市lo最大值中心位于云南最东部的富宁o达p uq|ε q∞¯�¬±
ζ
²和�¤�¬±

ζ
¤年云南

冬季气温的这种距平分布与云南的特殊地形和冷空气路径是吻合的q云南地形由西北向

东南倾斜o冬半年云南东部主要受昆明准静止锋天气影响o作为主要气候分界线的哀牢山

呈西北p 东南走向o故滇东地区受冷空气影响的次数要比滇西北多得多o且影响云南的冷

空气也主要是从滇东北!滇东!滇东南 v条路径影响云南o所以冷空气的强弱首先在滇东

地区体现出来o故东部地区正k负l距平值最大q

1q2 云南冬季气温对赤道东太平洋海温异常的响应

为了反映云南冬季气温与 ∞�≥� 事件的响应关系o选用赤道东太平洋 t{sβ∗ |sβ• o

sβ∗ tsβ≥ 海域k�¬±
ζ
² ≤ 区lxβ≅ xβ的 xz个格点平均的海表温度距平值k≥≥× � l作为 ∞�≥�

事件的描述o与同期云南冬季气温距平kϖ Τ l进行相关分析o且用云南 tz个代表站把云

南分成滇东北k昭通!东川!沾益l!滇东南k文山!蒙自l!滇中k昆明!玉溪!楚雄l!滇西北

k丽江!中甸!泸水!大理l和滇西南k思茅!景洪!临沧!保山!潞西lx个区域进行讨论o 结

果如表 uq

表 2 1961∗ 1997 年云南冬季气温距平与赤道东太平洋 ΣΣΤΑ 的相关系数

tu月 t月 u月    冬季

昆 明 squz sqv{3 squy sqv|3

滇东北 sqtu sqts sqty squs

滇东南 sqt{ sqvv3 squw sqvy3

滇 中 squy sqws3 3 squx sqv{3

滇西北 squs sqsw p sqts sqs|

滇西南 sqvx3 sqvv3 sqtw sqvz3

全 省 squw squ{ sqty sqvu3

  注}3 表示通过 sqsx信度检验o3 3 表示通过 sqst信度检验q

由表 u可见o云南冬季气温与赤道东太平洋 ≥≥× � 呈正相关o其中以 t月和整个冬季

的相关较好o尤以滇东南!滇中和滇西南相关最好q昆明!文山!蒙自!玉溪!楚雄!思茅!景

洪!临沧及全省平均o冬季相关均通过了 sqsx的信度检验q表明赤道东太平洋海温偏高

k对应 ∞¯�¬±
ζ
²事件lo云南冬季气温偏高o赤道东太平洋海温偏低k对应�¤�¬±

ζ
¤事件lo

云南冬季气温偏低q滇西北冬季气温与赤道东太平洋 ≥≥× � 的关系相对较差o在 u月甚至

出现弱的反相关q

由于昆明冬季气温有较好的代表性ot月昆明气温距平与云南冬季气温距平相关系

数达 sq|to故为了反映赤道东太平洋 ≥≥× � 变化对云南冬季气温的影响o给出 t|xs∗

t||z年冬季昆明 tt月至翌年 u月日平均气温小于 xε 的日数k表 vlo以分辨出 ∞¯�¬±
ζ
²

zttt期            解明恩等}∞�≥� 事件与云南冬季气温异常



和�¤�¬±
ζ
¤的影响q由表 v可见ow{个冬季中昆明共出现了 wsx天日平均温度低于 xε 的

天气o平均每年 {qw天ott个�¤�¬±
ζ
¤年冬季共出现了 tvz天o平均为 tuqx天o而∞¯�¬±

ζ
²

年平均仅为 zqs天o相差 xqx天o其中以 t|xs∗ t|zs年的�¤�¬±
ζ
¤年低温日数最多o尤以

t|zx年最盛o低温达 ux天q而 t||z!t|{y!t|zu年 v次强 ∞¯�¬±
ζ
²年低温日数仅有 t天q

同时o也出现了象 t|{u年强 ∞¯�¬±
ζ
²年而低温明显的反例o表明 ∞�≥� 不是影响云南冬

季气温变化的唯一因素q进入 {s年代o由于全球!中国及云南气候处于一个偏暖期的大尺

度背景之下o加之�¤�¬±
ζ
¤强度偏弱kt|{{年除外lo故�¤�¬±

ζ
¤年的冷冬气候不明显o造

成自 t||v年起云南持续 x年的暖冬q

表 3  1950∗ 1997 年冬季k11 月至翌年 2 月l昆明日平均温度低于 5ε 的日数

年 日数 年 日数 年 日数 年 日数

t|xs ts t|yw3 3 ty t|z{ u t||u tx

t|xt3 y t|yx3 v t|z| w t||v3 v

t|xu v t|yy tu t|{s v t||w3 {

t|xv t t|yz3 3 { t|{t | t||x3 3 u

t|xw3 3 t| t|y{3 w t|{u3 t| t||y w

t|xx3 3 { t|y|3 z t|{v tv t||z3 t

t|xy { t|zs3 3 uv t|{w3 3 u 总计 wsx

t|xz3 | t|zt3 3 tu t|{x y 平均 {qw

t|x{ tt t|zu3 t t|{y3 t

t|x| w t|zv3 3 ty t|{z3 ts

t|ys tt t|zw s t|{{3 3 y �¤�¬±
ζ
¤年 tvz

t|yt tu t|zx3 3 ux t|{| u 平均 tuqx

t|yu t{ t|zy3 tz t||s x ∞¯�¬±
ζ
²年 tsx

t|yv3 y t|zz ts t||t3 ts 平均 zqs

注}3 表示 ∞¯�¬±
ζ
²年o3 3 表示�¤�¬±

ζ
¤年q

表 w给出 ∞�≥� 年云南 x个区域及全省 tux站 t|yt∗ t||z年平均冬季气温序列的

冷暖分布o规定冬季气温距平ϖ Τ [ p sqxε 为冷冬oϖ Τ ∴ sqxε 为暖冬op sqx� ϖ Τ �

sqx为正常 1 从表 w可知otv个 ∞¯�¬±
ζ
²年中o云南冬季气温以暖冬和正距平反映的正常

年为主o全省正距平概率为 y|h o即 t|yxÙt|yy!t|y{Ùt|y|!t|zuÙt|zv!t|{yÙt|{z!t||vÙ

t||w!t||zÙt||{年的 y年为暖冬年ot|zyÙt|zz!t|{uÙt|{v!t||tÙt||u年为冷冬年q|个

�¤�¬±
ζ
¤年中o云南冬季气候以冷冬和负距平为特征的正常年为主o负距平概率为 z{h o

即 t|yzÙt|y{!t|zsÙt|zt!t|zvÙt|zw!t|zxÙt|zy年全省出现了冷冬ot|ywÙt|yx!t|ztÙ

t|zu!t||xÙt||y年全省出现负距平o但各站间有差别q在�¤�¬±
ζ
¤年全省很少出现暖冬o

个别站 t|{{Ùt|{|年和 t||xÙt||y年两次出现暖冬o这与 {s年代后由于城市发展造成观

测环境破坏气温升高有关q造成近年来�¤�¬±
ζ
¤年云南冬季降温不明显o除�¤�¬±

ζ
¤强度

本身偏弱o城市化造成冬季气温偏高外o还与东亚冬季风强度的年代际变化密切相关o研

究表明ot|ys∗ t|z{年东亚冬季风处于强盛阶段ot|z|∗ t||{年东亚冬季风处于衰弱期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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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冬季风的强弱又与云南冬季气温有较好的对应关系o故 t|{s∗ t||s年的几次�¤�¬±
ζ
¤

年冷冬不明显q

表 4  1961∗ 1997 年 ΕΝΣΟ 年云南冬季气温冷暖情况

∞¯�¬±
ζ
²年

暖冬 冷冬 正常

�¤�¬±
ζ
¤年

暖冬 冷冬 正常

全 省 y v w s w x

昆 明 z u w v x t

滇东北 z w u t x v

滇东南 z v v s x w

滇 中 { u v u x u

滇西北 y v w t v x

滇西南 y u x u w v

1q3 上一年赤道东太平洋 ΣΣΤΑ 异常与冬季云南气温的关系

为了寻找云南冬季气温异常的前期强信号o揭示赤道东太平洋 ≥≥× � 异常对冬季云

南气温造成的影响o制作了上一年逐月�¬±
ζ
² ≤ 区 ≥≥× � 与次年云南 t月的气温距平ϖ Τ

的相关系数k表 xlq

表 5 上一年逐月赤道东太平洋 ΣΣΤΑ 与

次年 1 月云南气温距平相关系数k1961∗ 1997 年l

t月 u月 v月 w月 x月 y月 z月 {月 |月 ts月 tt月 tu月

全 省 p sqtu p sqs| p sqsw sqtt sqtz squy sqvu sqvw sqwt sqvw sqvu sqvz

昆 明 sqst sqsw sqtt squz sqvx sqww sqw{ sqxu sqxw sqwx sqwv sqwy

滇东北 p sqty p squs p sqtw p sqtu p sqs| p sqsu sqsw sqsx sqtx sqts sqtt sqty

滇东南 p sqtw p sqtv p sqs{ sqss sqts sqty squy squy sqv{ sqvv sqvu sqvz

滇 中 sqsu sqsy sqtt sqvs sqv{ sqw| sqxv sqxy sqxz sqw| sqwz sqw{

滇西北 p sqsw sqst sqss sqty sqts sqtz squs squs sqt| sqtw sqtt sqtw

滇西南 sqs| sqtu squt sqvz sqwu sqw| sqwz sqxt sqxu sqww sqwu sqwv

表 x中相关系数大于 sqvu和 sqwt者o通过了 sqsx和 sqst的信度检验q可见o就全

省而言o上一年 z∗ tu月的 ≥≥× � 与次年 t月ϖ Τ 有显著的正相关o表明从夏到秋到冬季

变化中q若赤道东太平洋出现异常的正k负l海温距平o则云南冬季 t月气温偏高k低lq表

明可利用海温的变化来预测云南冬季气温o同时看出这种对应关系有明显的地区差别o正

相关较好的站是昆明!玉溪!蒙自!文山!楚雄!思茅!景洪!临沧!保山!潞西等滇中及以南

地区o而滇东北和滇西北则相对较差q

1q4 1997Ù1998 与 1998Ù1999 年云南冬季气温实况

t||z年 w月至 t||{年 y月o在赤道东太平洋地区发生了本世纪最强的一次 ∞¯�¬±
ζ
²

事件o在此大背景影响下o云南 t||zÙt||{年冬季出现了最强的暖冬现象o全省 tux站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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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冬季气温较常年偏高 tqvε oϖ Τ ∴ sqxε 的有 tsw站o占全省的 {vh ~正距平 tt{站o

占全省的 |wh o其中 uw站偏高 uqsε 以上o占全省的 t|h q冬季仅在 t||z年 tu月 {日出

现一次寒潮天气o较常年偏少 x次左右q

t||{年 ts月在赤道中东太平洋地区形成�¤�¬±
ζ
¤事件ot||{年 tu月至 t|||年 t

月达到盛期o受其影响o云南 t||{Ùt|||年冬季气温出现异常q整个冬季呈现暖冬趋势o全

省 tux站平均冬季气温较常年偏高 tqxε o较 t||zÙt||{年还偏暖 squε q全省ϖ Τ ∴

sqxε 的有 tty站o占全省的 |vh o其中 vt站偏高 uε 以上o占全省的 uxh q尽管 t||{Ù

t|||年冬季云南出现强暖冬o但其中气温起伏波动明显o其冬季平均气温超过 t||zÙt||{

年o主要是由于 t|||年 u月绝大多数站出现了破记录的高温干旱天气o气温较常年偏高

vε 左右o部分地区达 w∗ xε o掩盖了 t月的低温寒冷天气q事实上 t||{Ùt|||年冬季云

南出现了 w次日平均温度低于 xε 的强冷空气过程o除 tu月 tt日外o其余 v次均集中于

t|||年 t月上中旬o两次出现了降雪天气o特别是 t月 tt日o滇中及以东地区有 vz县普

降大到暴雪o降雪时间持续 uw∗ vy «o平均积雪深度达 vs ¦°o是自 t|{v年后云南最大的

一次降雪o最低气温平均在p u∗ p tzε 之间 1 在四季如春的云贵高原短时间内出现 v次

强冷空气且伴有暴雪是非常罕见的o对当地的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花卉等产生了极大

的影响q所以ot||{Ùt|||年的云南冬季气候是伴有/冷冬0成分的暖冬q

图 u t|{s年以来k¤l ∞¯�¬±
ζ
²年和k¥l �¤�¬±

ζ
¤年冬季 xss «°¤高度距平合成图

u 云南 ∞�≥� 年冬季气温异常的解释

许多研究≈v∗ x ≈{ ≈ts∗ tu 表明o∞¯�¬±
ζ
² k�¤�¬±

ζ
¤l年冬季东亚大槽偏弱k强lo高空锋区位

置偏北k南lo不k有l利于寒潮向南暴发o冬季风偏弱k强lo中国东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偏高

k低lo易出现暖k冷l冬q在 ∞¯�¬±
ζ
²k�¤�¬±

ζ
¤l年o赤道东太平洋的正k负l≥≥× � 不仅使北

半球平均的 � ¤§̄ ¼̈环流增强k减弱lo还使得中纬度的 ƒ µ̈µ̈¯反环流增强k减弱lo因此o在

vxβ∗ yxβ�o∞¯�¬±
ζ
² k�¤�¬±

ζ
¤l年冬季将出现明显的南k北l风异常及向北k南l的热量k冷

平流l输送q图 u给出了 t|{s年以来 x个 ∞¯�¬±
ζ
²年和 x个�¤�¬±

ζ
¤年冬季 xss«°¤高度

距平合成图≈{ q可看出o∞�≥� 的暖期k∞¯�¬±
ζ
²l和冷期k�¤�¬±

ζ
¤l冬季亚欧上空 xss «°¤

高度距平分布明显相反q正常年 xss«°¤高度场在中高纬度 xsβ∗ ysβ∞ 为高压脊k乌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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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压脊lotwsβ∗ tysβ∞ 为低压槽k东亚大槽lq在 ∞¯�¬±
ζ
²年oysβ∞ 为负距平!东亚大陆

和西太平洋地区为正距平o表明乌拉尔山高压脊偏弱o东亚大槽偏弱o不利于寒潮暴发q在

�¤�¬±
ζ
¤年oysβ∞为正距平o东亚大陆及西太平洋地区为负距平o表明东亚大槽强度较常

年偏强o有利于寒潮活动q从 xss«°¤温度距平看k图略lo∞¯�¬±
ζ
²年冬季o东亚中高纬度

为温度正距平o表明冬季东亚寒潮偏弱o东亚地区温度相对偏高o�¤�¬±
ζ
¤年冬季o东亚中

高纬度为温度负距平o表明冬季东亚寒潮偏强o东亚地区温度相对偏低q从 ∞¯�¬±
ζ
²和�¤

�¬±
ζ
¤期间的 {xs «°¤风场距平合成分布图k图略l也可看出o∞¯�¬±

ζ
²年冬季o从欧亚大陆

到东亚沿海出现偏南风距平o�¤�¬±
ζ
¤年则出现偏北风距平o同样表明 ∞¯�¬±

ζ
²k�¤�¬±

ζ
¤l

年冬季南风k北风l偏强o东亚寒潮活动较弱k强lq∞¯�¬±
ζ
¤年冬季的环流特征与�¤�¬±

ζ
¤

年有显著差异q云南虽地处低纬高原o位置相对偏南偏西o但冬季主要受东亚冬季风和来

自印度北部干暖气团的影响o因此o东亚冬季风的强弱是制约云南冬季气温的决定因素q

冬季风强o云南气温偏低o冬季风弱o云南气温偏高o而 ∞¯�¬±
ζ
²k�¤�¬±

ζ
¤l是造成东亚冬季

风偏弱k强l的主要原因o且 ∞¯�¬±
ζ
² k�¤�¬±

ζ
¤l年冷空气路径偏东k西lo因此o可认为 ∞¯

�¬±
ζ
²k�¤�¬±

ζ
¤l是造成云南冬季气温高k低l的一个强信号和主要原因o但不是决定气温高

k低l的唯一因素q例如ot|{uÙt|{v年的强 ∞¯�¬±
ζ
²事件o云南冬季出现了罕见的冷冬天

气o另外云南在非�¤�¬±
ζ
¤年也出现了冷冬o如 t|ytÙt|yu!t|yuÙt|yv年o表明除 ∞�≥�

外o还有诸如西太平洋副高变化等其它因素起作用o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q同时o由于受云

南南北向地形的影响o冬季风影响最显著的区域主要集中于滇东!滇中和滇南o而滇西和

滇西北影响相对较小q

v 结 论

ktl∞¯�¬±
ζ
² k�¤�¬±

ζ
¤l年冬季云南气温以正k负l距平为主要特征o其中 tu月至翌年

u 月各月和整个冬季的正k负l距平站数百分率为 |th !{yh !yxh 和 {yh kz{h !|vh !

|zh 和 |xh lo存在明显的暖k冷l冬气候特征o并有显著的地域分布差异o强正k负l距平

区位于滇东及滇南地区o冬季累积气温距平达n tqsε kp tqsε l以上o而滇西北和滇西地

区相对较弱o�¤�¬±
ζ
¤年滇西北甚至可出现正距平区q

kul∞¯�¬±
ζ
²k�¤�¬±

ζ
¤l年昆明冬季ktt月至翌年 u月l低温日数平均为 zqsktuqxl天o

较常年少 tqwk多 wqtl天q强∞¯�¬±
ζ
²年最少仅 t天o强�¤�¬±

ζ
¤年最多可达 ux天o表现出

暖k冷l冬特征q

kvl在 ∞¯�¬±
ζ
²k�¤�¬±

ζ
¤l影响下o云南冬季气候以暖k冷l冬和正k负l距平为特征的

正常年景为主o正k负l距平概率高达 y|h kz{h lo较少k很少l出现冷k暖l冬q

kwl云南大部地区冬季气温距平与赤道东太平洋同期 ≥≥× � 呈显著的正相关o与上

一年逐月 ≥≥× � 大部分月份也呈显著的正相关o表明赤道东太平洋海温的冷暖变化对云

南冬季气温有很好的指示作用o∞�≥� 可视为一个强信号因子在短期气候预测中应用q

kxl在 ∞¯�¬±
ζ
²k�¤�¬±

ζ
¤l影响下o东亚冬季风偏弱k强l是形成云南冬季气温偏高

k低l的主要原因q但 ∞�≥� 并非是影响云南冬季气温的唯一因素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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