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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统计分析和 ≤≤ � v数值模式研究了印度洋 !南海和东南沿海同期海温异常对江淮

梅雨的影响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 }印度洋 !南海和东南沿海的正k负l海温异常对应于江淮流

域的多k少l雨 ∀对 ��� 资料分析表明 }当印度洋 ��� 为正k负l距平时 o江淮流域 ��� 也

为正k负l距平 o但南海和东南沿海 ��� 多为负k正l距平 ∀数值模拟结果表明 }当印度洋为

正海温异常时 o中高纬地区的阻高偏强 o江淮流域为多雨区 ~印度洋为负海温异常时 o东亚沿

海出现江淮流域旱年的环流形势 o与统计事实相符合 ∀

关键词 }海温异常  江淮流域雨量  数值模拟

引  言

江淮流域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 o也是旱涝灾害频繁出现的地区 o其中 y ∗ z月的旱涝

灾害大部分是由于梅雨异常造成的 o因此江淮梅雨一直是我国气象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 ∀

海温是引起气候异常的一个重要因素 o江淮梅雨与海温异常的联系已有许多研究 ∀罗绍

华等≈t 研究了长江中下游夏季降水与印度洋和南海海温异常的联系 o发现南海 !孟加拉

湾和阿拉伯海等区域的海温异常与江淮梅雨有较好的相关 ∀金祖辉等≈u 分析了印度洋

和南海海温异常与长江中下游梅雨期降水的关系 o发现在涝年 o南海海表温度为正距平 o

印度洋西海岸为负距平 o而旱年则相反 ∀陈烈庭≈v 对这种联系给出了可能的物理解释 o

即当南海海温偏高 !西印度洋海温偏低时 o印度洋 • ¤̄®̈ µ环流发展 o印度西南季风偏强 o

南海热带辐合带活跃 o使得经向 �¤§̄ ¼̈环流发展 o造成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脊加强并西

伸 o由此造成长江中下游夏季降水偏多 ∀罗绍华等≈w 指出 o当南海海温偏高时 o西太平洋

副高西部脊强 !位置偏南 o而且向西伸展 o长江中下游降水偏多 ~当南海海温偏低时则相

反 ∀本文通过较长时间序列资料来检验前人的研究结果并揭示出新的现象 o同时用数值

模式模拟了印度洋海温异常对江淮梅雨的影响 ∀

t  资  料

本文使用的资料为 }t|x{ ∗ t||z年江淮流域ku{β ∗ vwβ�ottsβ∞以东lyt站平均的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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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wsuvvsvz和面上项目 wstzxsut共同资助 ∀

ussw2st2u|收到 oussw2tu2sv收到修改稿 ∀



∗ z月总雨量 ~t|x{ ∗ t||z年我国 tys站的月平均降水资料和 �≤∞°r�≤�� xss «°¤高

度场 !海温再分析资料以及 t|zw ∗ t||z年 ��� 资料 ∀本文中使用了多雨年和少雨年的

合成分析 o江淮流域 y ∗ z月总雨量偏少年k降水距平百分率 [ p us h l有 t|x{ ot|x| o

t|yt ot|yv ot|yz ot|zu ot|z{ ot|{t ot|{x ot|{{年 o共 ts年 ~降水偏多年k降水距平百分率

∴us h l有 t|y| ot|{s ot|{v ot||t ot||v ot||x ot||y年 o共 z年 ∀长江中下游地区 y ∗ z月

总雨量与梅雨量的相关系数为 s q{{ o样本数为 wskt|x{ ∗ t||z年l o超过了 s qsst的信

度 o江淮流域 y ∗ z月总雨量与梅雨量的年际变化是基本一致的k图略l ∀由于梅雨量的确

定有一定的人为因素 o因此我们选取 y ∗ z月总雨量代替梅雨量作为研究对象 ∀

u  江淮流域梅雨期严重旱涝年环流特征

江淮流域 y ∗ z月总雨量与 y ∗ z月平均 xss «°¤高度场的相关图上k图略l o鄂霍次

克海北部到贝加尔湖有一高相关区 o在 vsβ ∗ xsβ�otusβ∞以东有一负相关区 o台湾 !菲律

宾附近为正相关区 o反映出鄂霍次克海 ) 贝加尔湖的阻塞高压 !低槽以及西太平洋副高对

江淮梅雨的影响 ∀图 t¤是涝年 y ∗ z月 xss «°¤高度场距平合成 o可见 o台湾附近有一正

值中心 ovsβ ∗ xsβ�otusβ∞以东为负值区 o其北边是一正值区 ~旱年k图 t¥l则相反 ∀可见 o

当鄂霍次克海阻高较强时 o副热带锋区南移 o中纬度地区会出现较强的低槽 o不利于副热

带高压北跳 o稳定的阻高形势会使得副高持续偏南 o冷暖空气汇合于江淮流域 o造成该地

区的多雨天气 ∀这些结果与相关系数的分布与苗秋菊等≈x 的结论是一致的 ∀

y ∗ z月 {xs «°¤流场距平合成图表明k图略l o江淮流域多雨年 o菲律宾附近为反气

旋式差值环流 o南海 !孟加拉湾为偏东气流 o冷暖空气交汇于江淮流域 o因此江淮流域降水

偏多 ∀西南季风弱而东南季风强 o少雨年则相反 ∀y ∗ z月 xss «°¤流场距平合成图可以

看到k图略l o江淮流域多雨年 o台湾以东有一反气旋式环流 o冷暖空气仍然交汇于江淮流

域 o赤道印度洋上空为偏东气流 o南印度洋中部为反气旋式差值环流 ~少雨年 o赤道印度洋

上为偏西气流 o菲律宾北部为气旋式差值环流 o表明这一区域的对流偏强 o江淮流域为反

气旋式差值环流控制 ∀

y ∗ z月 ��� 的距平合成图表明k图略l o江淮流域多雨年k因为 ��� 资料的年限为

t|zw ∗ t||z年 o因此 o多雨年为 t|zw年以后的年份 o下同l o在西太平洋暖池附近有一正

距平区域 o与此相对应 o在 {xs «°¤和 xss «°¤流场距平合成图上 o这一区域为反气旋式

环流 ~江淮流域与印度洋上为 ��� 负距平区域 o南海部分区域为正距平 o东南沿海区域也

为正距平 ∀江淮流域少雨年 o江淮流域以及赤道印度洋为 ��� 正距平区 o南海及东南沿

海大部分区域为负距平 o表明南海和东南沿海的辐合上升气流在江淮流域下沉 o造成江淮

流域降水偏少 ∀这些结果表明 o在印度洋区域 o��� 资料的分析结果与江淮流域 y ∗ z月

总雨量及 y ∗ z月平均 xss «°¤高度场相关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 o但南海和东南沿海却有

所不同 o反映出印度洋与南海 !东南沿海海温分布的相互配置对江淮流域的降水有较大影

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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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t  江淮流域涝年k¤l o旱年k¥ly ∗ z月 xss «°¤高度场距平合成图

k实线表示正值 o虚线表示负值k下同l o等值线间隔为 x ª³°l

v  海温异常对江淮梅雨的影响

3 .1  6 ∗ 7 月印度洋海温异常对江淮梅雨的影响

图 u是江淮流域 y ∗ z月总雨量与 y ∗ z月平均海温的相关 o可见在热带印度洋 !我国

南海以及东南沿海为高相关区 ∀

y ∗ z月印度洋区域ktsβ≥ ∗ tsβ�oxsβ ∗ tssβ∞l的平均海温与江淮流域 y ∗ z月总雨量

年际变化相关系数为 s qx o样本数为 ws o达到了 s qsst的信度 ∀由 y ∗ z月印度洋区域的

平均海温与我国 tys站 y ∗ z月总降水量的相关图k图略l可见 o长江流域是高相关区 o其

南北两侧是弱的负相关区 o西藏南部和我国西南部为弱的负相关 o新疆西部为正相关 ∀

由年际变化曲线k图略l可以看到 o印度洋区域的平均海温与江淮流域的降水量有较

好的正相关 ∀高海温年ky ∗ z月印度洋区域平均海温的距平百分率 � t qs h的年份l有t|{v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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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u  江淮流域 y ∗ z月总雨量与同期平均海温场相关图

k等值线的间隔为 s qt o阴影区为信度达到和超过 s qsx的区域l

t|{z ot||t ot||u ot||x ot||y年和 t||z年 o共 z年 o其中 t|{v ot||t ot||x年和 t||y年是

江淮流域涝年 o其余 v年是降水正常年 ∀低海温年k由于海温在 t|{s年以前较低 o而在

t|{s年以后较高 o因此在 t|{s年以前选海温距平百分率 � p t qs h的年份 o而在 t|{s年

以后选 � p s q{ h的年份l有 t|yw ot|yx ot|zt ot|z{ ot|{w ot|{x年和 t|{|年 o共 z年 o其

中 t|z{年和 t|{x年是江淮流域旱年 o其余为降水正常年 ∀图 v¤为印度洋区域高海温年

的xss «°¤高度场距平合成图 o可见在 vsβ ∗ ysβ�otusβ∞以东为负值区 o其南北两侧为正

值区 o分布与图 t¤相似 ∀在低海温年k图 v¥l则相反 o与图 t¥相似 ∀因此 o印度洋高低海

温年的合成环流异常与江淮流域多雨少雨的合成环流异常是一致的 ∀

由 y ∗ z月 {xs «°¤流场距平合成图可知k图略l o高海温年 o台湾以东为反气旋式差

值环流 o冷暖空气交汇于江淮流域 ∀赤道印度洋上为较强的偏北气流 o反映出印度洋海温

偏高时海陆热力对比偏小 o北半球的赤道印度洋上为偏东气流 ∀低海温年时 oysβ ∗ tusβ∞

的赤道附近为偏西气流 o此偏西气流向东延伸在菲律宾一带形成气旋式差值环流 ∀因此

这里的对流偏强 o导致西太平洋副高西伸且位置偏北 o因此江淮流域降水偏少 ∀

y ∗ z月 ��� 距平合成图上k图略l o印度洋高海温年 o江淮流域与印度洋均为负值

区 o因此江淮流域降水偏多 ∀南海大部分区域也为负值区 o菲律宾及其以东为正值区 ∀印

度洋低海温时 o江淮流域及西印度洋为正值区 o南海及东南沿海基本上为负值区 ∀由此可

见 o当西印度洋海温偏低而南海的海温偏高时 o• ¤̄®̈ µ环流将发展 o南海的对流将增强 o

经向 �¤§̄ ¼̈环流将发展 o江淮流域位于下沉气流中 o因此降水偏少 o与陈烈庭≈v 研究结果

相反 ∀

3 .2  6 ∗ 7 月南海海温异常对江淮梅雨的影响

y ∗ z月南海区域kxβ ∗ usβ�ottsβ ∗ tusβ∞l的平均海温与江淮流域 y ∗ z月总雨量的

相关系数为 s qw{ o达到了 s qst的信度 ∀在 y ∗ z月南海平均海温与我国 tys站 y ∗ z月总

雨量的相关图k图略l可以看到 o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正相关区 o部分地区达到了 s qsst的信

度 o其南北两侧为负相关 ∀西藏南部和我国西南地区是负相关 o新疆西部和北部是正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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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v  印度洋区域高海温年k¤l o低海温年k¥l xss «°¤高度场距平合成图

k等值线间隔为 u ª³°l

  根据年际变化曲线k图略l o高海温年kt|{s年以前 o海温距平百分率 � s qv h的年份 o

t|{s年以后 � t qs h的年份l有 t|y| ot|zv ot|{v ot|{z ot|{{ ot||v ot||x年和 t||y年 o共

{年 ∀其中 t|y| ot|{v ot||v ot||x年和 t||y年是江淮流域涝年 ot|{{年是旱年 o其余年

份为降水正常年 ∀低海温年kt|{s年以前海温距平百分率 � p t qs h的年份 ot|{s年以后

� p s qx h的年份l有 t|yv ot|yx ot|zt ot|zu ot|zw ot|zy ot|{x年和 t|{|年 o共 {年 ∀其

中 t|yv ot|zu ot|{x年江淮流域是旱年 o其余为降水正常年 ∀图 w¤是南海高海温年 xss

«°¤高度场距平合成图 o可以看到在 vsβ ∗ wsβ�otusβ∞以东为负值区 o其南北两侧为正值

区 o与图 t¤有些相似 ∀在低海温年k图 w¥l o南海附近有一负值中心 o贝加尔湖北边也有

一负值中心 o两负值中心之间为较弱的负值区 ∀这表明中纬度地区的低槽比平均状态偏

强 o但东亚沿海中纬度地区数值偏高而南北两侧数值偏低的趋势与图 t¥不甚一致 ∀因

此 o南海高低海温年的合成环流异常与江淮流域多雨 !少雨年合成环流异常的相似程度较

印度洋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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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z月 {xs «°¤流场距平合成图上k图略l o高海温年 o南海有一反气旋式差值环流 o

冷暖空气交汇于江淮流域 o西南季风偏弱 ∀低海温年 o孟加拉湾以东为偏西气流 o导致菲

律宾以北为气旋式差值环流 ∀y ∗ z月 xss «°¤流场距平合成图k图略l可知 o高海温年 o

南海北部有一反气旋式差值环流 o表明当南海海温偏高时 o西太平洋副高西部脊强 !位置

偏南 o而且向西伸展 o江淮流域降水偏多≈w  ∀ysβ∞附近的中高纬地区有一反气旋式差值

环流 o使得冷空气向江淮流域输送 ∀低海温时 o南海北部有一气旋式差值环流 o东亚沿岸

中高纬地区为偏南气流 o表明冷空气偏弱 o因而江淮流域降水偏少 ∀

y ∗ z月 ��� 距平合成图上k图略l o南海高海温年 o南海附近为一 ��� 正距平区 o这

表明当南海海温偏高时 o根据热成风原理 o在这一区域形成一反气旋式环流 o印度洋和江

淮流域为 ��� 负距平区 ∀南海低海温年 o南海 !印度洋以及江淮流域均为 ��� 正距平

区 o上面的分析表明印度洋的对流活动与南海和东南沿海相反 o但这里却是同相的 o反映

出对应关系是不稳定的 ∀

图 w  南海区域高海温年k¤l o低海温年k¥l y ∗ z月 xss «°¤高度场距平合成

k等值线的间隔为 x ª³°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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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6 ∗ 7 月东南沿海海温异常对江淮梅雨的影响

y ∗ z月东南沿海区域ktsβ ∗ uxβ�otusβ ∗ tvxβ∞l的平均海温与 y ∗ z月江淮流域总雨

量的相关系数为 s qwy o达到了 s qst的信度 ∀由东南沿海平均海温与 tys站降水量的相关图

k图略l可以看到 o江淮流域 o尤其是长江中游为显著的正相关区 ∀我国东南地区为显著的负

相关区 o西南地区也有一显著的负相关区 o新疆北部和东北北部各有一显著的正相关区 ∀

根据年际变化曲线 o高海温年kt|{s年以前海温距平百分率 � s qy h的年份 ot|{s年

以后 � t qs h的年份l有 t|zv ot|z| ot|{s ot|{{ ot|{| ot||t ot||v ot||w ot||x ot||y年 o共

ts年 ∀其中 ot|{s ot||t ot||v ot||x年和 t||y年是江淮流域涝年 ot|{{年是旱年 o其余

年份为降水正常年 ∀低海温年k海温距平百分率 � p t qs h的年份l有 t|yv ot|yx ot|zt o

t|zu ot|zw ot|zy年和 t|{x年 o与南海低海温年完全一致 ∀图 x是东南沿海高海温年 xss

«°¤高度场距平合成图 o鄂霍次克海西边有一正值中心 ovsβ�以南k台湾附近l的数值 �

ts ª³° o而在 vsβ ∗ wxβ�的东亚沿岸 o其数值在 s ∗ ts ª³°之间 ∀东亚沿岸中纬度地区数

值偏低 o而其南北两侧的数值偏高的趋势与图 t¤大致相同 ∀

y ∗ z月 {xs «°¤流场距平合成图可知k图略l o高海温年 o海温异常区的上空有一反

气旋式差值环流 o江淮流域为一气旋式辐合区 o因此降水偏多 ∀南海 !孟加拉湾一带为偏

东气流 ∀y ∗ z月 xss «°¤流场距平合成图k图略l可知 o高海温年 o台湾以东有一反气旋

式差值环流 o冷暖空气汇合于江淮流域 ∀低海温时与南海一致 ∀

图 x  东南沿海高海温年 y ∗ z月 xss «°¤高度场距平合成图

k等值线的间隔为 x ª³°l

w  数值试验

4 q1  模式简介和试验方案

本文采用 ≤≤ � v进行数值模拟 o≤≤ � v是一个全球谱模式≈y ∗ z  o水平分辨率为 ×wu o

纬向为均匀分布的 tu{个格点 o经向为 yw个高斯格点 o经纬度间隔约为 u q{β ≅ u q{β ∀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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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方向为混合 Γ坐标 o从上到下共分 t{层 ∀其时间积分为半隐式方案 o时间积分步长为

us °¬±∀模式包括了辐射 !对流 !垂直扩散 !边界层及陆面过程等各种物理过程 ∀

根据图 u o设计了如下的 v个数值试验 }

ktl控制试验  海温为多年的气候平均值 o模式由 �≤�� 提供的大气初始场从 tu月

t日开始 o积分到次年的 z月 vt日 ∀

kul 试验 tk印度洋正海温异常试验l  从 x月至 {月 o在印度洋区域kxsβ ∗ tssβ∞o

tsβ≥ ∗ tsβ�l的气候平均海温场上加 u qx ε 的海温异常k在该区域内 oy ∗ z月海温距平变

化幅度为 u qx ε l ∀在 x月和 {月也加 u qx ε 的海温异常 o这是因为当模式运行到上半月的

某一天时 o该天的海温由上月的平均海温和当月的平均海温线性插值而得到 o而当模式运行

到下半月的某一天时 o该天的海温由下月的平均海温和当月的平均海温线性插值而得到≈{  ∀

kvl 试验 uk印度洋负海温异常试验l  除将海温异常由 u qx ε 变为 p u qx ε o其他与

试验 t相同 ∀

试验 t和试验 u积分时间均从 tu月 t日到 z月 vt日 o由于篇幅有限 o本文不分析数

值模拟中南海和东南沿海海温异常对江淮梅雨的影响 ∀

4 q2  结果分析

w qu qt  控制试验

由 y ∗ z月 xss «°¤的实况高度场和模拟的 y ∗ z月 xss «°¤高度场k图略l可见 o控制

试验模拟出了 t{sβ附近的低槽 !北美西海岸的高脊和北美大槽 ∀控制试验的结果除西太

平洋副高偏弱外 o低纬度的副热带高压系统 o与观测结果是基本一致的 ∀但在控制试验

中 o孟加拉湾低槽偏西 ∀y月 oxss «°¤高度场上k图略l o没有 x{{ §¤ª³°等值线 o根据 x{y

§¤ª³°等值线可确定 tusβ∞的副高脊线位于 usβ�∀z月 ox{{ §¤ª³°等值线偏东 o根据

x{y §¤ª³°可以确定 tusβ∞的副高脊线位于 vsβ�∀y月和 z月 ox{y §¤ª³°线的西伸脊点

位于 ttsβ∞∀

由降水量分布可知k图略l oy月 o在 vsβ ∗ vxβ�otssβ ∗ ttsβ∞的范围内 o有一虚假的多

雨区 o卓嘎等≈| 和王晓悦≈ts 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与实况相比较k图略l o江南的多雨区

没有模拟出来 o而且江淮流域北部的模拟雨量明显偏大 ∀徐海明等≈tt 用 ≤≤ � v模式模拟

北大西洋海温异常影响江淮流域入梅研究中 o也发现 x ∗ y月降水 o模拟的结果与实际的

观测结果相比较 o华北降水偏强而江淮流域降水偏弱 o并认为 ≤≤ � v模式对亚洲热带夏

季风降水有较强的模拟能力 o而对东亚副热带夏季风降水的模拟存在一定的偏差 ∀z月 o

我国华北有一多雨区 o与实况相比较k图略l o多雨中心偏北 o且模拟的雨量较大 ∀我国东

南部kvsβ�以南 !ttsβ∞以东l模拟的雨量偏小 ∀王晓悦≈ts 指出 o总体来说 o≤≤ � v对于我

国降水的模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华北 !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 !华南大部以及沿海地

区降水的季节变化特征以及雨带中心 !雨量变化 o与实际观测的偏差在可接受范围内 ∀

w qu qu  印度洋正海温异常试验

降水偏差图上k正海温试验与控制试验模拟结果偏差l oy月k图略l o印度洋为正值

区 o南海北部和华南是负值区 o江淮流域及其以北是正值区 o我国东北地区为负值区 o孟加

拉湾和南海南部各有一正值中心 ∀z月k图略l o降水形势与 y月基本相似 ∀图 y¤是 y ∗ z

月降水偏差图 o与 y月和 z月的降水形势基本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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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y  印度洋正海温试验与控制试验模拟结果偏差 k¤l y ∗ z月降水量偏差

k单位 }°°r§o等值线间隔为 u °°r§l ok¥l y月 xss «°¤高度场偏差 o

k¦l z月 xss «°¤高度场偏差k单位 }§¤ª³° o等值线间隔为 u §¤ª³°l

  y月和 z月 o根据 xss «°¤高度场k图略lx{{ §¤ª³°等值线可以确定 tusβ∞的副高脊

线均位于 uxβ�∀y月副高偏北 oz月副高偏南 o长江中下游位于副高北侧的辐合区中 o因

此有利于江淮流域的降水 ∀xss «°¤高度场差值k正海温试验与控制试验模拟结果偏

差l图上 oy月k图y¥l o巴尔喀什湖北边有一正值中心 o与涝年的xss «°¤高度场距平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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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z  印度洋负海温试验与控制试验模拟结果偏差k¤l y ∗ z月降水量偏差 o

k¥l y ∗ z月 xss «°¤高度场偏差 ok¦l y月 {xs «°¤流场偏差

k粗实线为波列中心轴线 o其他说明同图 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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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k图 t¤l相似 ∀表明这里的阻高稳定 o因此有利于冷空气频繁南下 o使得江淮流域降水

偏多 ∀z月k图 y¦l o鄂海东边有一正值中心 o这表明鄂霍次克海阻高较强 o不利于副高北

跳 o江淮流域为冷暖空气的交汇区 o因此降水偏多 ∀

w qu qv  印度洋负海温异常试验

由降水量偏差可知k负海温试验与控制试验偏差l oy月k图略l o孟加拉湾及南海各有

一正值中心 o与正海温试验相比较 o其中心位置均偏北偏东 ∀与正海温试验的情况相反 o

印度洋上是负值区 ∀江淮流域南部少雨 o北部多雨 ∀z月k图略l o孟加拉湾及南海仍为正

值区 o与 y月的情况相反 o江淮流域北部少雨而南部多雨 ∀由 y ∗ z月总雨量偏差图k图

z¤l可知 o江淮流域是少雨区 ∀

y月和 z月 oxss «°¤高度场上k图略l西太平洋副高偏东 ox{y §¤ª³°的西伸脊点均位

于 tvsβ∞∀由 y ∗ z月 xss «°¤高度场的偏差k图 z¥l可知 ovsβ ∗ xsβ�的东亚沿岸为正值

区 o其南北两侧为负值区 o与旱年的观测结果k图 t¥l是一致的 ∀表明高纬的阻高 !低纬的

副高和中纬度的低槽均较弱 o因此江淮流域降水偏少 ∀

由 y月 {xs «°¤流场偏差图k图 z¦l可见 o马斯克林高压附近为反气旋式环流 o表明马

斯克林高压是增强的 ∀{sβ∞附近有较强的越赤道气流 o使得北半球热带地区西风增强 o

导致南海附近形成一气旋式环流 ∀南海地区的扰动通过能量频散向东北方向传播 o导致

中纬度的低槽和高纬的阻高减弱 o因此江淮流域降水偏少 ∀z月k图略l与 y月基本一致 ∀

y  结  论

本文通过统计分析和数值模拟研究了印度洋 !我国南海和东南沿海海温异常对江淮

梅雨的影响 o得出如下结果 }

ktl 统计结果表明 }印度洋 !南海和东南沿海的海温异常对江淮梅雨有影响 o当印度

洋海温偏高时 o鄂霍次克海阻高 !东亚沿岸中纬度的低槽以及西太平洋副高均偏强 oy ∗ z

月江淮流域降水量偏多 ~反之亦然 ∀南海与东南沿海的情况也基本如此 ∀

kul 对 ��� 资料的分析表明 }当印度洋 ��� 为正k负l距平时 o江淮流域的 ��� 也

为正k负l距平 o但南海和东南沿海的 ��� 多为负k正l距平 ∀

kvl 印度洋海温异常试验结果表明 }印度洋为正海温异常时 oy月 o巴尔喀什湖北边

的高压脊发展 o冷空气频繁南下影响江淮流域 o导致江淮流域降水偏多 ~z月 o鄂霍次克海

阻高较强 o西太平洋副高偏南 o江淮流域降水偏多 ∀印度洋为负海温异常时 o模拟结果与

统计分析结果一致 o即 y ∗ z月东亚沿岸出现江淮流域旱年的环流形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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