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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研究最近 xs年我国夏季降水分布的年代际及年际气候变化特征 o以及对 us世纪

|s年代至今夏季旱涝趋势的对比分析 o讨论了夏季主要雨带位置南移的气候趋势 o以及亚

洲大陆高压 !∞�≥� 事件对夏季降水的影响关系 ∀结果表明 ous世纪 |s年代后期开始我国

夏季旱涝分布气候态发生较大的变化 o这可能预示夏季进入南涝北旱的年代气候时期 ∀这

些结果对于降水的年代气候预测和短期气候预测都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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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前年代际气候变化的分析研究和预测已是气候学科中关注的一个问题 o而年代际

变化的气候信号也成为短期气候预测尤其是汛期旱涝预测中的重要因素 o因此 o在每年的

预测分析中不仅要仔细分析夏季降水年代际变化和年际变化的可能影响及它们之间的关

系 o而且也要关注年代气候特征的转折变化 ∀从近几年我国夏季旱涝分布的情况来看 ous

世纪 |s年代后期开始似乎有较大的变化 o北方降水连年偏少 o南方多雨区向南扩展 o这有

可能预示夏季进入南涝北旱的年代气候时期 ∀本文就夏季南涝北旱的年代气候特点和形

成条件进行一些具体的分析 ∀

t  近期夏季降水年代气候的变化

1 q1  近几年夏季降水的异常分布

图 t是 t||s ∗ t|||年夏季降水距平百分率合成图 o由图可见 ous世纪 |s年代主要

多雨带在长江至江南地区 o同时北方也有一个多雨带 o全国为南北多中间少的分布趋势 ∀

但我们注意到 ous世纪 |s年代后期夏季降水分布已发生较明显的变化 o为比较起见分别

做 t||z年前后 y年即 t||t ∗ t||y年 !t||z ∗ ussu年夏季降水距平百分率合成图 u¤和

u¥o对比这两张图可知 o最近十余年夏季降水的主要雨带虽然都在南方 o但图 u¤显示了全

国大范围多雨 o且主要雨带位于长江中下游至江南北部地区 o而图 u¥却表现为南涝北旱

的布局 o主要雨带位于江南一带 o江淮以北大范围少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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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本文得到/我国年代际气候趋势预测方法及业务系统的建立0课题资助 ∀

ussu2tu2su收到 oussv2sv2sz收到修改稿 ∀



  图 v为图 u¥与图 u¤的夏季降水距平

百分率差值图 o图上夏季降水最大变异出

现在华北和江南 o其差值 τ检验的结果虽

未达到场相关的显著性要求≈t  o但相对较

显著的区域也在这两个地区 o其中有些站

点达到 s qsx置信水平 ∀很显然 o这几张图

反映了 us世纪 |s年代后期夏季降水的主

要雨带和分布趋势已发生较为明显的变

化 o雨带位置要比前期有所南移 o江南的多

雨带进一步加强 o而北方原有的多雨区已

不复存在 o即变为南涝北旱的气候趋势 o这 图 t  t||s ∗ t|||年夏季降水距平百分率合成图

很可能是最近 ts年尺度的一种年代气候特征 ∀

图 u  us世纪 |s年代前 !后期 y ∗ {月降水距平百分率合成图

k¤l t||t ∗ t||y年 k¥l t||z ∗ ussu年

 图 v  us世纪 |s年代前 !后期夏季降水距平

百分率差值图

图 w  南涝北旱典型年的夏季降水距平

百分率合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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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2  南涝北旱降水分布型频次的气候分析

统计发现 o近 xs多年里夏季出现南涝北旱且华北发生较重干旱的年份有 z年 o它们

分别是t|xu !t|y{ !t|{s !t||z !t||| !usst !ussu年 ∀图w是这z年的夏季降水距平百分

率合成图 o可以看出分布趋势与图 u¥一致 o夏季降水的主要雨带集中在江南中部和东部

以及华南北部地区 o长江以北大范围少雨 ∀

从 t|xt ∗ ussu年气候平均来看 o出现南涝北旱分布型的几率不高 o只有 tv h o如果

从 ts年滑动平均来看 ous世纪 {s年代以前南涝北旱分布型的出现几率都小于气候概

率 o一般 ts年中最多也只有 t次 o但 |s年代后期以来出现的频次骤增至 w次 ∀显然 o这

种南涝北旱降水分布型集中期的出现 o可能是最近期间的一个年代气候特点 ∀

u  近年来南涝北旱气候的形成条件

2 q1  夏季多雨带位置南移的年代际气候变化

近 xs年我国夏季降水和年降水都有明显的年代际气候变化特征 o表现在主要多雨区

地理位置有逐步南移的趋势≈u  o这在年代平均降水距平百分率图上有较好的反映 o特别

是 us世纪 zs至 |s年代尤为清楚k见图 x和图 tl ∀

图 x  夏季降水距平百分率合成图

k¤l t|xt ∗ t|x|年 k¥l t|ys ∗ t|y|年 k¦l t|zs ∗ t|z|年 k§l t|{s ∗ t|{|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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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t中列出了年代降水距平百分率图上主要多雨区及相应纬度位置 ∀us世纪 xs ∗

ys年代主要多雨区位于华北 ozs年代位于黄河下游一带 o{s ∗ |s年代则南移至长江流

域 o相应主要多雨区的纬度从 xs !ys年代到 |s年代由 wsβ�附近逐步南下到 vsβ�附近 ∀

王绍武在研究近us年我国夏季降水分布型气候变化中认为us世纪|s年代较{s年代有

一个明显的变化 o主要雨带从江淮流域南移到江南地区≈v  o显然我们上述分析与其研究

的结论是一致的 ∀

表 1  20 世纪各年代降水距平百分率主要多雨区纬度位置

年代 xs ys zs {s |s

主要多雨区位置 华北中北部 华北中南部 黄河下游 江淮至长江中下游 江南北部

纬度kβ�l ws v{ vy vt u{

  我国夏季主要多雨区逐步南移的年代际气候变化在历史上也是存在的 o王绍武等在

研究 tw{s ∗ t|ys年期间我国旱涝气候变化就已指出≈w  o我国东部雨带有自北向南移动的

气候变化过程 o在近 xss年里曾出现 x次这样的南移过程 o根据文献≈w 中近 xss年中国

东部旱涝的变化与太阳活动的世纪周期大约分别在 txxs ∗ tx|s !tyys ∗ ty{s !tzvs ∗

tz{s !t{ss ∗ t{wx和 t{|s ∗ t|vs年 o此过程平均 ws年左右 o最长有 xs多年 ∀因此我们

分析的 us世纪 xs ∗ ys年代雨带开始南移的这一气候变化过程 o也是近 xss年夏季旱涝

气候变化的延续 ∀

根据前面的分析结果 o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夏季降水为南涝北旱趋势 o主要多雨带南移

到江南至华南地区 o这与夏季年代平均多雨带位置的南移趋势也是吻合的 ∀

2 q2  亚洲大陆高压的影响

z月是我国夏季雨带北上与否的关键月份 o与图 u一样 o图 y¤!y¥是 t||t ∗ t||y年 !

t||z ∗ ussu年 z月 xss «°¤高度距平合成图 o从图 y¥中可以看出 o最近几年东亚中纬度

地区是一个纬向正距平带 o在东北 !华北附近地区为较强的正距平且伴有一个正距平中

心 o而图 y¤则不然 o亚洲中纬度正负距平交替出现 o且正距平中心位置偏西 o华北和东北

上空为正负距平的过渡地区 ∀很明显 o在图 y¥中东北和华北地区处于较强的大陆高压

k正距平l控制之下 o冷空气势力很弱 o其路径偏西或偏东 o从而造成华北降水偏少 ∀因此 o

us世纪 |s年代后期以来盛夏亚洲中纬度大陆高压的异常发展是南涝北旱的一个重要因

素 ∀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 o我们取夏季东亚中纬度大陆高压强烈发展的 usst年作进一步

分析 o图 z是 usst年 y月第 t候至 {月第 y候 vxβ ∗ xsβ�纬带 xss «°¤平均高度距平在

|sβ∞ ∗ t{sβ范围内的时间2经度剖面图 o可以看到除了 y月第 t ∗ v候和 {月第 x ∗ y候外 o

东亚中纬度几乎都是正距平控制 o中心基本上维持在 tusβ ∗ twsβ∞范围内 o夏季 v个月内

大陆高压经历了连续 y次加强过程 ∀由于大陆高压的异常持续发展 o我国东部地区尤其

是北方地区冷空气势力非常弱 o在干热大陆高压的控制下 o夏季全国以少雨为主 o北方干

旱尤为严重 o致使主要多雨区滞留在江南和华南地区 ∀

2 .3  ΕΝΣΟ与降水关系的年代际变化

近 xs年资料研究表明海温处于暖水位相时我国夏季长江流域多雨 o反之在冷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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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y  z月 xss «°¤高度距平合成图

k¤l t||t ∗ t||y年 k¥l t||z ∗ ussu年

图 z  usst年夏季中纬度kvxβ ∗ xsβ�lxss «°¤候平均高度距平时间2经度剖面图

相时长江流域少雨≈x  o肖海平等人的工作指出 o我国江南k包括华南l的年降水存在较显

著的年代际变化k见图 {l o而江南降水与海温k�¬±²2v区l的相关关系与这种年代际尺度

的波动也有一定的关系 o其中 us世纪 zs年代后正相关逐渐加强 o|s年代相关更好 ∀根

据图 {中 tt年滑动平均曲线大于零占优势的为多雨期 o反之小于零占优势的为少雨期 o

表 u列出了江南多雨期和少雨期在 ∞�≥�冷暖事件的平均降水距平 o结果表明降水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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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t{{s ∗ t||{年江南区域平均降水距平 tt年滑动平均曲线

枯的年代际波动的背景对于 ∞�≥� 与

江南降水关系的影响是很重要的 o其中

降水偏多时段发生 ∞̄ �¬±²时 o江南降

水比处于少雨期间发生 ∞̄ �¬±²时的降

水明显偏多 ~与此相反 o同样是发生 �¤

表 2  江南多雨期和少雨期在 ΕΝΣΟ冷暖事件

年的平均降水距平

暖事件 冷事件

多雨期 tws p u

少雨期 p tsu p ts|

�¬±¤事件 o在少雨期时比处于多雨时期的降水要偏少很多 ∀众所周知 o海温从 us世纪 {s

年代以来处于暖水位相气候态 o而由图 {中可见 us世纪 |s年代后期江南进入了一个新

的多雨期 o因此 o这也加强了江南降水偏多的年代际背景 ∀

v  小  结

通过对 us世纪 |s年代和本世纪初夏季旱涝分布趋势变化的分析 o可以看出我国夏

季降水的年代气候特点在近几年有着较明显的变化 ous世纪 |s年代主要多雨区在长江

至江南北部 o全国为南北多中间少的年代气候分布形态 o而上世纪末开始 o我国夏季降水

的主要多雨带位于江南至华南地区 o北方为少雨趋势 o可能进入南涝北旱的年代气候时

期 ∀

分析显示 o近年夏季降水变化的气候特点一方面与主要多雨区发生由北向南的南移

趋势的气候变化规律有关 o同时也与大气环流特别是东亚中纬度大陆高压的气候变化的

影响有关 o而赤道太平洋暖水位相的持续发展对我国夏季降水的年代气候变化也起了相

应的作用 ∀

根据本文分析 o最近几年我国夏季降水仍将具有南涝北旱的气候特点 o而我国北方地

区已连续多年汛期降水偏少 o因此北方的干旱气候趋势可能更为严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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