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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根据 �� � ∞2× ¬¥̈ ·加强观测期间kt||{年 x∗ |月l所得到的位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北

坡的 ⁄tsx站和南坡的 • � ⁄⁄ 站夏季风降水资料o对唐古拉山南北坡夏季风降水特征进行

了初步的对比分析q结果表明两地夏季风降水频率较高q在 t||{年 y月 ux日∗ |月 t|日o

• � ⁄⁄ 站的降水量比 ⁄tsx站的降水量多 w{q{h o而发生的降水次数在 • � ⁄⁄ 站比 ⁄tsx

站多 ts次o两者的累积降水次数基本上差不多q同时o• � ⁄⁄站平均降水强度高于 ⁄tsx站q

这两地的夏季风降水存在明显的活跃期和中断期oz月中旬夏季风降水都不活跃q大多数情

况下o这两地的日降水量的变化有较为一致的趋势o表明两地降水可能受同一降水过程的控

制q|月初以后o夏季风降水已明显减弱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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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青藏高原降水大多发生在夏季风期间o但高原上气象台站较少o尤其在边远山区o气

象记录更稀少qt|{|年中日科学家进行了/中日青藏高原冰川联合考察研究0≈t o并对唐

古拉山地区的气候学特征进行了初步的分析≈u∗ w q此后o� ±̈²等≈x 根据 t||v年夏季唐古

拉地区的降水观测资料o对 t||v年夏季风期间唐古拉地区降水分布的特征进行了研究o

但基本上仅限于唐古拉山北坡q田立德等≈y 对青藏高原降水中 ∆t{� 空间分布的分析表

明o青藏高原降水中 ∆t{� 平均值有从南到北逐渐升高的趋势o在剔除海拔高度影响后这

种趋势更加明显q∆t{� 从南到北逐渐升高的特征主要是由于青藏高原南北特别是唐古拉

山南北不同性质气团的差异造成的≈y∗ z q由于唐古拉山南北两侧水汽来源不同o因而其两

侧 ∆t{� 含量有所差异q

t||z∗ t||{年中日科学家合作进行了/全球能水平衡试验2青藏高原亚洲季风试验0

Ξ 本研究由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k�t||{sws{ssl!中国科学院重大项目k��|xt2�t2utuo��|xt2� t2

uswo��|xt2� t2wsul及中日国际合作项目 �� � ∞2× ¬¥̈ ·共同资助q

t|||2sv2uy收到ot|||2sx2ux收到修改稿q



k�� � ∞2× ¬¥̈ ·l的野外工作o并于 t||{年 x∗ |月进行了加强观测q在青藏高原不同地点

安装了雨量计o进行夏季风降水的观测q本文主要就唐古拉山南北两侧⁄tsx站和 • � ⁄⁄

站夏季风降水特征进行初步分析q

t ⁄tsx站和 • � ⁄⁄站简介

⁄tsx站位于唐古拉山北坡青藏公路 tsx道班附近kvvqsyzβ�o|tq|v{β∞lo海拔高度

xsus° o为多年冻土地区q• � ⁄⁄站位于唐古拉山南面的妥尔久山南坡o青藏公路 ttv道

班以北kvuqwyβ�o|tq{sβ∞lo海拔高度 xtxv° q

在 t||{年 x∗ |月的 �� � ∞2× ¬¥̈ ·加强观测期间o分别在上述两站安装了雨量计o

每小时记录一次q在下面的分析中o所用时间为北京时间o比当地时间提前约 u«qs{Β ss

∗ s|Β ss的降水量计为 s|Β ss的降雨量o其它时刻相同q• � ⁄⁄站的降水量记录实际

上是从 y月 ux日 twΒ ss开始o而野外的加强观测于 |月 t|日 twΒ ss结束q因此o我们

主要对 • � ⁄⁄站和⁄tsx站 t||{年 y月 ux日 twΒ ss∗ |月 t|日 twΒ ss的降水特征进

行对比分析q

u • � ⁄⁄站和 ⁄tsx站夏季风降水的时间变化

图 t为 • � ⁄⁄站和 ⁄tsx站夏季风降水的逐时变化q由图 t可见o这两地夏季风降

水频率较高o从 y月 uy日到 |月 t{日共 {x天o• � ⁄⁄ 站 {t天有降水o占研究日数的

|xqvh ~⁄tsx站 zu天有降水o占研究日数的 {wqzh q且降水存在明显的活跃期和中断

期q在研究时段o⁄tsx站的降水量为 uu{qt °° o• � ⁄⁄ 站的降水量为 vv|qw °° o比

⁄tsx站多 tttqv °° o即比⁄tsx站的降水量多了 w{q{h q表明唐古拉山南坡的降水量大

于北坡的降水量o同时可以看出o虽然 • � ⁄⁄和 ⁄tsx两站相距不太远o但降水发生的时

间和强度存在一定的差别q⁄tsx站 t«最大降水量发生在 {月 uu日 utΒ ssk当地时间 t|

Β sslo为 |qw °° ~而 • � ⁄⁄站 t«最大降水量发生在 {月 v日 usΒ ssk当地时间 t{Β

sslo为 zqw °° q就逐时降水而言o• � ⁄⁄站的降水量一般要大于 ⁄tsx站的降水量q

对每天的逐时降水量进行累加o得到逐日降水量k图 ulo从逐日降水量的变化可以更

明显的看到夏季风降水的活跃期和中断期o但这两地降水的活跃与中断既有一致性o也存

在着差别q较为明显的 z月中旬这两地的夏季风降水都不活跃qy月 uz日 • � ⁄⁄站的降

水量达 t{q| °° o而 ⁄tts站的降水量只有 squx °° ~z月 v日 • � ⁄⁄站的降水量为 s

°° o⁄tsx站的降水量为 tuq|x °° qz月 u|日⁄tsx站的降水量达 tvqwy °° o而 • � ⁄⁄

站的降水量只有 sqy °° q但大多数情况下o这两地的降水量的变化有较为一致的趋势o

表明这两地的降水可能受同一降水过程的控制q尤其是 {月 t{日o• � ⁄⁄的日降水量达

到最大o为 vuqx °° o这一天 ⁄tsx处的日降水量也较大o为 tvqwy °° q|月初以后o这两

地的夏季风降水已明显减弱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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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t t||{2sy2ux ssΒ ss∗ t||{2s|2tv uwΒ ss ⁄tsx站k¤l和 • � ⁄⁄站k¥l夏季风降水的逐时变化

图 u t||{2sy2ux∗ t||{2s|2tv ⁄tsx站和 • � ⁄⁄站夏季风降水逐日变化k实线}⁄tsxo虚线}• � ⁄⁄l

v • � ⁄⁄站和 ⁄tsx站夏季风降水的日变化

为了研究 • � ⁄⁄站和 ⁄tsx站夏季风降水的日变化特征o首先对所研究时段kt||{

年 y月 ux日 twΒ ss∗ |月 t|日 twΒ ssl各时刻的降水进行累加o同时对各时刻发生的降

水次数kt «之内有降水为一次降水o如果连续几小时发生降水即为几次降水l也进行累

加o这样就得到各时刻的累积降水量和累积降水次数o然后这两者相除o便得到各时刻降

水强度q

图 v∗ x分别为 ⁄tsx站和 • � ⁄⁄站在所研究时段的累积降水量!累积降水次数和

降水强度q可以看出o在 ⁄tsx站 stΒ ss∗ twΒ ssk当地时间 uvΒ ss∗ tuΒ sslo累积降水

量均较小o这 tw «的累积降水量只有 zzqw{ °° o而 txΒ ss∗ ssΒ ssk当地时间 tvΒ ss∗

uuΒ ssl这 ts «的累积降水量为 txsquz °° o占 uw «总累积降水量的 yyh q但累积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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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数在 twΒ ss以后明显较多o在 txΒ ss达到最多o为 ux次~其中 twΒ ss∗ usΒ ss这 z «

的累积降水次数ktwu次l是 uw «总降水次数ku{s次l的 xth q然而就降水强度而言o恰恰

是 usΒ ss∗ |Β ss的较大ktqxsz °°Ù次lotsΒ ss∗ t|Β ss的较小ksqxtt °°Ù次lq

图 v ⁄tsx站和 • � ⁄⁄站逐时的累积降水量kp p ≅ p p }⁄tsxop # p }• � ⁄⁄下同l

图 w ⁄tsx站和 • � ⁄⁄站逐时的累积降水次数

图 x ⁄tsx和 • � ⁄⁄站逐时的降水强度

在 • � ⁄⁄站o累积降水量在 t|Β ss∗ uvΒ ssk当地时间 tzΒ ss∗ utΒ ssl较高o最高

为 utΒ ss∗ uuΒ ssov«累积降水量kttt °° l占 uw «总降水量kvv|qw °° l的 vuqzh qtw

Β ss∗ uvΒ ss这 ts «的累积降水次数较高kt{v次lo占 uw «总降水次数ku|s次l的

yvh q但降水强度在 swΒ ss∗ ttΒ ss和 usΒ ss∗ uvΒ ss较高o而 svΒ ss不论是降水量

还是降水次数均较小o因而降水强度也较小q同时 utΒ ss累积降水量较大而累积降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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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较小o因此降水强度较大q

用图 v∗ x来进一步比较唐古拉山南北坡 • � ⁄⁄站和 ⁄tsx站夏季风降水的日变化

特征q由图 v可以看出o除了个别时刻外o• � ⁄⁄站的累积降水量均高于⁄tsx站o且两站

均在 twΒ ss∗ uvΒ ss的累积降水量高于其它时刻q• � ⁄⁄站的降水量比唐古拉山北坡

高 tttqvv °° q发生的降水次数 • � ⁄⁄站比 ⁄tsx站多 ts次o两者的累积降水次数基本

上差不多k图 wlq但这两地 twΒ ss∗ uvΒ ss的累积降水次数均要比其它时刻的多k图 wlq

• � ⁄⁄ 站平均降水强度为 tqtz °°Ù次o高于 ⁄tsx站ksq{t °°Ù次lo两站降水强度k图

xl有一定的一致性o也有所差别o但它们都在 tuΒ ss∗ usΒ ss较小q钱正安等≈{ 在分析了

t|z|年夏季青藏高原地区对流云的分布特征后指出o在高原 vxβ�以北及羌塘高原地区o

一般日出以后o因地面迅速增温otsΒ ss左右积云k≤∏l开始发展o待到 tvΒ ss大气已近

于午后的不稳定层结o积云进一步发展o发展旺盛的积云还演变成积雨云k≤¥lo直到 twΒ

ss积云达最高频数ousΒ ss积雨云达最高频数q但终因水汽不足o这些地区只有少量的积

云能发展成积雨云q日落以后o地面气温骤降o夜间 stΒ ss大气已转为清晨的较稳定层

结o对流活动自然也很快减弱o所以夜间及清晨对流云k特别是积云l很少q这也许在某种

程度上可以解释 ⁄tsx站和 • � ⁄⁄站的累积降水量!累积降水次数和平均降水强度的时

间分布q

w 结 论

ktl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南!北坡两个降水测站夏季风降水频率较高q其中 • � ⁄⁄ 站

降水日数占研究总日数的 |xqvh o⁄tsx站降水日数占研究总日数的 {wqzh q在研究的时

段内o⁄tsx站的降水量为 uu{qt °° o而 • � ⁄⁄的降水量为 vv|qw °° o比 ⁄tsx站的降

水量多了 w{q{h q说明唐古拉山南坡的降水量大于北坡的降水量q而发生的降水次数在

• � ⁄⁄站为 u|s次o比 ⁄tsx站ku{s次l多 ts次o两者的累积降水次数基本上差不多q同

时o• � ⁄⁄站平均降水强度为 tqtz °°Ù次o高于 ⁄tsx站ksq{t °°Ù次lq除了个别时刻

外o• � ⁄⁄站的累积降水量均高于⁄tsx站且两站均在 twΒ ss∗ uvΒ ss累积降水量高于

其它时刻o累积降水次数也比其它时刻的多q

kul大多数情况下o两站降水量的变化有较为一致的趋势o表明两站的降水可能受同

一降水过程的控制o尤其是 {月 t{日o• � ⁄⁄站的日降水量达到最大o为 vuqx °° o同一

天⁄tsx站的日降水量也较大o为 tvqwy °° q|月初以后o两站的夏季风降水已明显减弱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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