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三峡库区夏季旱涝变化特征及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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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１９５１—２００８年三峡库区范围内１０个国家基本站的夏季降水资料，通过犣指数分析了三峡库区夏季旱涝

的变化特征，确定出６个严重涝年（１９５４，１９５６，１９８０，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９８年）和６个严重旱年（１９５９，１９６６，１９７２，

１９７６，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６年）。结合ＮＣＥＰ／ＮＣＡＲ的再分析资料以及ＮＯＡＡ的ＯＬＲ资料，对严重旱涝年份的大气环

流形势进行合成分析。结果表明：三峡库区夏季旱涝变化具有较好的一致性，１９７９年经历了由旱到涝的年代际转

变；２００１年后，三峡库区进入偏旱阶段。三峡库区夏季严重涝年和旱年环流形势存在显著差异，当１００ｈＰａ南亚高压

异常强大，５００ｈＰａ高度距平场欧亚高纬度地区从自西向东呈＂－＋－＂距平波列分布，乌拉尔山和鄂霍次克海地区有

持续性阻塞高压发展，西太平洋暖池对流偏弱，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易偏南，三峡库区以南的西南水汽输送增

强，使得三峡库区的水汽辐合增强，这种环流形势配合有利于三峡库区洪涝的发生，严重旱年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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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三峡库区位于长江中上游，西起重庆江津，东至

湖北宜昌，全长６００ｋｍ，为跨长江两岸数公里的狭

长区域。三峡工程举世瞩目，三峡库区的区域气候

变化及其影响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科学问题［１］，近

些年学者们在全球变暖背景下三峡库区的气候变化

规律方面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如对三峡库区基本

气候特征［２４］、过去几十年气象灾害的变化趋势［５７］

以及未来２１世纪库区的气候变化预估
［８］等进行了

分析研究，这对开展三峡库区的气候变化适应措施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目前对三峡库区气候变化

尤其是旱涝等灾害成因还缺乏深入认识。

三峡库区位于东亚季风区，受季风活动影响，三

峡库区的降水比较集中，主要分布在６—８月，夏季

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４０％～５０％
［６］。由于不同

年份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等大气环流系统的活动有

较大差异，三峡库区一些年份夏季异常多雨，而另一

些年份异常高温干旱，库区夏季降水变率较大，容易

发生旱涝灾害。尤其是近年来，三峡库区旱涝发生

的强度和频率都有加剧趋势。１９９８年的特大洪涝

和２００６年的特大干旱给当地造成了特别严重的损

失。三峡库区的旱涝不仅影响当地人民生活和社会

活动，还直接决定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运行

及发电效益。尽管此前许多学者对我国东部地区的

旱涝变化规律及发生成因进行了研究［９１２］，但三峡

库区位于青藏高原大地形与我国东部平原的过渡

区、南北气候过渡带，气候变化有其自身的特点，因

此，认识该地区旱涝的变化特征并探讨其成因，对提

高旱涝预测水平，进而对预防旱涝灾害提供科学决

策依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首先分析三峡库区夏季旱涝的变化特征，

并研究了严重旱涝年份异常的大气环流特征，这为

深入探讨其前兆预测信号奠定基础。

１　资料与方法

本文所用资料主要包括：①三峡库区的１０个国

家基准站（奉节、巴东、梁平、万州、鄂西、五峰、宜昌、

重庆、涪陵、来风）１９５１—２００８年６—８月的逐月降

水量 资 料；② 美 国 ＮＣＥＰ／ＮＣＡＲ 再 分 析 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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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年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专项“全球变暖背景下三峡库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趋势预估”和灾害天气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０９开放课

题（２００９ＬＡＳＷＡ０１）共同资助。

２００９１１１２收到，２０１００７０７收到再改稿。



１９５１—２００８年的逐月高度场、风场、比湿场及地表

气压场格点资料，网格距为２．５°×２．５°；③１９７９—

２００８年ＮＯＡＡ的月平均ＯＬＲ资料，网格距为２．５°×

２．５°。

鞠笑生等［１３］比较了降水距平百分率、湿度指标

和犣指数３种旱涝指标的优缺点，确定犣指数能较

好地反映某一时段的旱涝实况。由于某一时段的降

水量一般并不服从正态分布，而用ＰｅｒｓｏｎⅢ型分布

拟合某一时段的降水量效果较好［１４］。犣指数正是假

设某时段的降水量犉服从ＰｅｒｓｏｎⅢ型分布，则可将

其概率密度函数转换为以犣为变量的标准正态分

布，再按照表１进行旱涝等级的划分。转换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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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旱涝等级划分

犜犪犫犾犲１　犌狉犪犱犲狊狅犳犱狉狅狌犵犺狋犪狀犱犳犾狅狅犱

等级 类型 犣指数 理论概率／％

１ 特涝 犣≥１．６４５ ５

２ 大涝 １．０３６７≤犣＜１．６４５ １０

３ 偏涝 ０．５２４４＜犣＜１．０３６７ １５

４ 正常 －０．５２４４≤犣≤０．５２４４ ４０

５ 偏旱 －１．０３６７＜犣＜－０．５２４４ １５

６ 大旱 －１．６４５＜犣≤－１．０３６７ １０

７ 特旱 犣≤－１．６４５ ５

２　三峡库区夏季旱涝演变特征

表２为１９５１—２００８年期间三峡库区１０个站夏

季降水犣指数与区域平均降水犣 指数之间的相关

系数，从中可以看到：所有台站的相关系数都大于

０．６０，都远远超过０．００１显著性水平检验的临界相

关系数（犚０．００１＝０．４２），其中有３个台站的相关系数

大于０．８０，说明该地区旱涝变化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１０个站区域平均的夏季降水犣指数作为三峡库区

旱涝指数，能够很好地反映该地区夏季旱涝的时间

演变情况。

表２　１９５１—２００８年三峡地区１０个台站夏季降水犣指数与区域平均降水犣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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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站名 奉节 巴东 梁平 万州 鄂西 五峰 宜昌 重庆 涪陵 来风

相关系数 ０．８１ ０．８０ ０．７６ ０．７９ ０．８２ ０．７８ ０．７２ ０．６０ ０．７１ ０．７１

　　图１ａ为１９５１—２００８年三峡库区夏季旱涝指数

的逐年变化曲线，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前期旱涝指数

以正值为主，说明该地区以涝为主，从５０年代后期

开始到７０年代旱涝指数总体为负值，该地区偏旱，

进入８０年代旱涝指数呈明显上升趋势，三峡库区

由旱转为偏涝。而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以来，旱涝

指数又呈下降趋势，２００１年旱涝指数由正转负，以

后进入偏旱阶段。最近的研究［１５１６］也表明，２０００年

以来我国梅雨雨带有明显北移的趋势，长江流域降

水减少，淮河流域降水增多。

图１　１９５１—２００８年三峡库区夏季旱涝指数演变（ａ）及其滑动狋检验曲线（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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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ｂ是旱涝指数的滑动狋检验结果（取子序列

狀１＝狀２＝１０年），可以看到三峡库区在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末发生过一次明显的年代际转变，在年代际时间

尺度上从干旱期转入洪涝期，且以１９７９年为序列的

突变点。

由１９５１—２００８年三峡库区夏季旱涝等级的逐

年变化图（图２）可以看到，库区旱涝变化存在明显

的年代际变化和年际变化。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７０

年代后期，三峡库区总体处于以旱为主的年代际背

景，但其间也出现４个涝年的相反年际变化。在

１９５１—１９７８年期间三峡库区干旱频发，出现１个特

旱年、３个大旱年和４个偏旱年，发生干旱有８年，

发生频率为２９％，即平均大约每３年就会发生１次

干旱。而在此期间，三峡库区还出现了２个大涝年

和２个偏涝年，涝年发生频率为１４％，旱年发生频

率是涝年的２倍。１９７９年以后三峡库区由干旱期

转入洪涝期，１９７９—２０００年期间，三峡库区只出现３

个偏旱年，而出现１个特涝年、３个大涝年和２个偏

涝年，涝年发生频率为旱年的２倍，而且洪涝的强度

较强。进入２００１年以来，随着梅雨带的北移
［１５１６］，

三峡库区进入偏旱阶段，严重干旱频发，２００１年和

２００６年分别发生了大旱和特旱。尤其是２００６年，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处于西伸加强的状态，其与东

伸的伊朗高压及异常的青藏高压一起构成一条高压

带，使得四川东部到三峡库区处于高压控制之下，造

成三峡库区出现特旱［１７］。

图２　１９５１—２００８年三峡库区夏季
旱涝等级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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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三峡库区严重旱涝年环流异常特征

大气环流和水汽输送是造成降水变化最重要和

最直接的因子，其变化规律是认识旱涝分布的关键。

将旱涝等级为１，２级的年份定为严重涝年，６，７级

的年份定为严重旱年，这样确定出１９５１—２００８年的

５８年中出现６个严重涝年（１９５４，１９５６，１９８０，１９８２，

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９８年），６个严重旱年（１９５９，１９６６，

１９７２，１９７６，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６年），对上述严重旱年和

严重涝年的环流形势进行合成分析，并利用狋统计

量进行显著性水平检验［１８］，以此分析该地区旱涝的

形成原因。

３．１　１００犺犘犪高度场

南亚高压是夏季北半球１００ｈＰａ等压面上强大

而稳定的大气活动中心，对我国夏季降水影响很

大［１９］。为研究南亚高压对三峡库区旱涝异常的影

响，分别对严重旱涝年的１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距平场

进行合成分析。严重涝年（图３ａ），东亚地区为正距

平控制，伊朗高原东部及南亚次大陆北部地区上空

１００ｈＰａ高度场异常偏高２０ｇｐｍ以上，表明南亚高

压异常强大，加强了高空辐散，有利于三峡库区降水

产生。而严重旱年（图３ｂ），东亚地区１００ｈＰａ高度

距平场被负距平控制，南亚地区１００ｈＰａ高度场比

常年偏低１２ｇｐｍ以上，说明南亚高压偏弱，高空辐

散减弱，不利于三峡库区降水产生。严重涝年和旱

年的１００ｈＰａ高度差值场（图３ｃ）进一步表明，三峡

库区严重涝年相对于旱年的东亚地区１００ｈＰａ高度

场偏高，尤其是印度半岛北部地区上空偏高明显，南

亚高压异常偏强。

３．２　５００犺犘犪高度场

图４ａ是三峡库区严重洪涝年的同期夏季

５００ｈＰａ高度距平场，５０°Ｎ以北的欧亚高纬度地区

自西向东呈“－＋－”距平波列分布，形成正的欧

亚—太平洋（ＥＵＰ）遥相关型
［２０］，其中乌拉尔山至鄂

霍次克海为正距平，尤其是雅库茨克—鄂霍次克海

地区高度场异常偏高，中心强度偏高达３０ｇｐｍ，这

表明乌拉尔山高压脊和鄂霍次克海阻塞高压强度增

强。而以往的研究也表明，夏季欧亚中高纬阻塞形

势异常对我国梅雨期暴雨的维持和强度具有重要影

响，鄂霍次克海高压建立并稳定时，往往造成东亚梅

雨期降水增多［２１２２］。同时日本群岛高度场异常偏

低，中心强度低至－１０ｇｐｍ，而在低纬度地区为正

距平，尤其是南海北部异常偏高１０ｇｐｍ，在东亚沿

海地区形成南北向的“＋－＋”距平波列，类似负的

东亚遥相关型（ＥＡＰ）波列
［２３］，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位置偏南，造成三峡库区降水偏多。

　　三峡库区严重旱年的５００ｈＰａ高度距平场（图

４ｂ）与严重涝年呈基本相反的分布形势，欧亚高纬度

距平自西向东呈“＋－＋”距平波列形式，为负的欧

亚—太平洋遥相关型［２２］，北欧地区高度场异常偏高，

这种距平分布特征反映出夏季北欧有高压脊建立，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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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山高压脊和鄂霍次克海阻塞高压减弱，长江流域 不容易出现持续性降水，易造成三峡库区干旱。

图３　三峡库区夏季严重涝年和旱年同期１００ｈＰａ　　　
高度距平合成场和差值场 （单位：ｇｐｍ）　　　

（阴影区为通过０．１显著性水平检验；矩形框为三峡库区）　　　
（ａ）严重涝年，（ｂ）严重旱年，（ｃ）严重涝年与旱年的差值场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ｆｉｅｌｄｓｏｆ１００ｈＰａ　　　

ｈｅｉｇｈｔ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ｏｒｇｅｓａｒｅａ　　　
（ｕｎｉｔ：ｇｐｍ）（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ｄｅｎｏｔｅｐａ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ｔｅｓｔ　　　

ｏｆ０．１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ｓｑｕａｒｅｆｒａｍｅｉｓ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ｏｒｇｅｓａｒｅａ）　　　
（ａ）ｓｅｖｅｒｅｆｌｏｏｄｙｅａｒｓ，（ｂ）ｓｅｖｅｒｅｄｒｏｕｇｈｔｙｅａｒｓ，　　　
（ｃ）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ｅｖｅｒｅｆｌｏｏｄａｎｄｄｒｏｕｇｈｔｙｅａｒｓ　　　

图４　三峡库区夏季严重涝年和旱年同期　　　

５００ｈＰａ高度距平合成场和差值场 （单位：ｇｐｍ）　　　
（阴影区为通过０．１显著性水平检验；矩形框为三峡库区）　　　

（ａ）严重涝年，（ｂ）严重旱年，（ｃ）严重涝年与旱年的差值场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ｆｉｅｌｄｓｏｆ５００ｈＰａ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ｏｒｇｅｓａｒｅａ　　　
（ｕｎｉｔ：ｇｐｍ）（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ｄｅｎｏｔｅｐａ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ｔｅｓｔ　　　

ｏｆ０．１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ｓｑｕａｒｅｆｒａｍｅｉｓ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ｏｒｇｅｓａｒｅａ）　　　
（ａ）ｓｅｖｅｒｅｆｌｏｏｄｙｅａｒｓ，（ｂ）ｓｅｖｅｒｅｄｒｏｕｇｈｔｙｅａｒｓ，　　　
（ｃ）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ｅｖｅｒｅｆｌｏｏｄａｎｄｄｒｏｕｇｈｔｙｅａｒｓ　　　

　　三峡库区严重涝年与旱年的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差值

场（图４ｃ）进一步表明，三峡库区严重涝年相对于旱

年在北欧地区高度场异常偏低，在乌拉尔山到鄂霍

次克海及南海北部地区的高度场异常偏高，乌拉尔

山阻塞高压和鄂霍次克海阻塞高压是影响三峡库区

夏季旱涝的重要因子。需要指出的是，三峡库区与

长江中下游地区夏季旱涝年的５００ｈＰａ高度距平场

分布在贝加尔湖地区不一致［２２］，这也体现了三峡库

区旱涝的区域特征。

３．３　水汽输送

水汽输送特别是垂直积分的整层水汽输送及其

辐合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旱涝的发生，Ｎｉｎｏｍｉｙａ
［２４］指

出南海地区是输入中国大陆的重要水汽通道，刘晓

冉等［１７］也指出川渝地区的水汽输送主要来自孟加

拉湾和南海的西南季风的水汽输送带。图５给出了

三峡库区严重旱涝年的夏季整层水汽通量矢量距平

合成场，图５ａ和５ｂ显示了两种明显不同的水汽输

送形势。三峡库区严重涝年（图５ａ），东亚中低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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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三峡库区夏季严重涝年和旱年同期整层　　　

水汽通量距平流场的合成场和差值场　　　
（阴影区为通过０．１显著性水平检验；矩形框为三峡库区）　　　

（ａ）严重涝年，（ｂ）严重旱年，（ｃ）严重涝年与旱年的差值场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ｆｉｅｌｄｓｏｆ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ｕｒ　　　

ｆｌｕｘｏｆｔｏｔａｌｌａｙｅｒｓｓｔｒｅａｍｖｅｃｔｏｒ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ａｒｅａ（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ｄｅｎｏｔｅｐａ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ｔｅｓｔｏｆ　　　

０．１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ｓｑｕａｒｅｆｒａｍｅｉｓ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ｏｒｇｅｓａｒｅａ）　　　

（ａ）ｓｅｖｅｒｅｆｌｏｏｄｙｅａｒｓ，（ｂ）ｓｅｖｅｒｅｄｒｏｕｇｈｔｙｅａｒｓ，　　　
（ｃ）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ｅｖｅｒｅｆｌｏｏｄａｎｄｄｒｏｕｇｈｔｙｅａｒｓ　　　

区存在着一个异常的反气旋式距平水汽输送，与弱东

亚季风年份的水汽异常输送特征类似［２５］，尤其是三

峡库区以南经中南半岛到南海地区为显著西南距平

水汽输送，这也就大大增强了来自热带地区的暖湿水

汽输送，有利于该库区降水的产生，容易产生洪涝。

　　而三峡库区严重旱年（图５ｂ）的水汽输送形势

与严重涝年正好相反，在东亚中低纬地区存在着一

个气旋式距平水汽输送，与强东亚季风年份的水汽

异常输送特征类似［２５］，其西侧从三峡库区到中南半

岛被偏北水汽输送距平控制，这减弱了来自热带的

水汽输送，使三峡库区容易出现干旱。严重涝年和

旱年的水汽输送差值场（图５ｃ）同样表明，三峡库区

严重涝年相对于旱年在中南半岛及南海地区的偏南

热带水汽输送异常增强。

水汽通量散度是表征水汽在一个地区聚集程度

的物理量。三峡库区严重涝年（图６ａ），从三峡库区

到江淮流域的我国东部２５°～３０°Ｎ一带的水汽通量

散度为负距平，说明三峡库区整层水汽通量辐合加

强，有利于降水产生，而华南沿海地区为异常的水汽

通量散度正距平。而严重旱年（图６ｂ）与洪涝年基

本呈相反形式，我国三峡库区到江淮流域的水汽通

量散度距平全部为正，说明干旱年三峡库区整层水

图６　三峡库区夏季严重涝年和旱年同期整层水汽　　　
通量散度距平合成场和差值场（单位：１０－６ｋｇ·ｍ－２·ｓ－１）　　　
（阴影区为通过０．１显著性水平检验；矩形框为三峡库区）　　　

（ａ）严重涝年，（ｂ）严重旱年，（ｃ）严重涝年与旱年的差值场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ｆｉｅｌｄｓｏｆ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ｕｒｆｌｕｘ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ｔｏｔａｌｌａｙｅｒｓ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ｏｒｇｅｓａｒｅａ　　　
（ｕｎｉｔ：１０－６ｋｇ·ｍ－２·ｓ－１）（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ｄｅｎｏｔｅｐａ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ｔｅｓｔ　　　

ｏｆ０．１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ｓｑｕａｒｅｆｒａｍｅｉｓ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ｏｒｇｅｓａｒｅａ）　　　

（ａ）ｓｅｖｅｒｅｆｌｏｏｄｙｅａｒｓ，（ｂ）ｓｅｖｅｒｅｄｒｏｕｇｈｔｙｅａｒｓ，　　　
（ｃ）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ｅｖｅｒｅｆｌｏｏｄａｎｄｄｒｏｕｇｈｔｙｅａ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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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通量辐合减弱。严重涝年和旱年的水汽输送通量

差值场（图６ｃ）表明，三峡库区严重涝年相对于旱

年，南海地区水汽输送增强，水汽不易在华南沿海地

区汇聚，而易在三峡库区汇聚增强。

４　热带对流活动与三峡库区旱涝的关系

图７给出了１９７９—２００８年三峡库区夏季旱涝

指数和同期ＯＬＲ场的相关分布。从图７可以看出，

三峡库区夏季洪涝和 ＯＬＲ场有很好的相关关系，

其中最明显的是西太平洋暖池上空呈显著正相关，

相关系数达到０．６以上，而在三峡库区及长江中下

游地区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也达到０．６，通过了

０．０５的显著性水平检验。黄荣辉等指出，西太平洋

暖池上空对流异常能激发从赤道向极低传播的大气

Ｒｏｓｓｂｙ波列，即东亚遥相关型波列，造成东亚夏季

降水异常［２６２７］。当西太平洋暖池上空ＯＬＲ异常增

大时，即对流异常减弱时，容易造成西太平洋副热带

高压偏南，三峡库区夏季降水偏多，容易发生洪涝。

反之，如果西太平洋暖池上空对流异常偏强时，三峡

库区容易干旱。

图７　三峡库区夏季旱涝指数与同期东亚地区ＯＬＲ

场的相关分布（阴影区为通过

０．０５显著性水平检验；矩形框为三峡库区）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ｄｒｏｕｇｈｔ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ｏｒｇｅｓａｒｅａ

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Ｒｏｖｅｒ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ｉｎｓｕｍｍｅｒ

（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ｄｅｎｏｔｅｐａ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ｔｅｓｔｏｆ０．０５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ｓｑｕａｒｅｆｒａｍｅｉｓ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ｏｒｇｅｓａｒｅａ）

５　小　结

通过分析近５８年（１９５１—２００８年）三峡库区夏

季洪涝的变化特征及严重旱涝年份的大气环流异常

特征，可以得到以下几点主要结论：

１）三峡库区夏季旱涝变化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并在１９７９年存在明显的年代际转变。

２）在１９５１—１９７８年期间，三峡库区处于干旱

期，干旱频发，１９７９年经历了由旱到涝的年代际转

变，１９７９—２０００年以涝为主，洪涝强度较强，２００１年

后，三峡库区进入偏旱阶段，严重干旱频发。

３）三峡库区夏季严重涝年和旱年的环流形势

存在明显差异，可以归纳出影响三峡库区旱涝的基

本物理图像：夏季，当高层１００ｈＰａ上南亚高压较强

（弱），则三峡库区高空辐散加强 （减弱）；中层

５００ｈＰａ高度距平场上欧亚高纬度地区从自西向东

呈“－＋－”（“＋－＋”）距平波列，表明乌拉尔山和

鄂霍次克海地区有（无）持续性阻塞高压发展；而在

低纬度地区，西太平洋暖池对流偏弱（强），使得西太

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南（北），三峡库区以南的西

南水汽输送增强（减弱），使得三峡库区的水汽辐合

增强（减弱），这种环流形势配合有利于三峡库区洪

涝（干旱）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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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应用气象学报》

《应用气象学报》是由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国家气象中心、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国家气候中心、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和中国

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联合主办的大气科学理论与应用研究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应用气象学报》将向您提供有关我国大气科

学领域内研究和应用成果的最新论文、资料、方法等大量信息，内容包括气象预报、卫星气象、农业气象、海洋气象、航空气象、

环境气象、人工影响天气、应用气象、大气探测、遥感技术以及计算机应用技术等学科；还将向您介绍国内外现代科技的最新

理论与新技术在大气科学中应用的研究论文及信息。主要栏目有论著、短论、综合评述、业务系统、学术论坛、研究简报、书刊

评介等。本刊被《中文核心要目总览》确认为大气科学（气象学）类核心期刊，并已首批入选“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ＳＣＤ），中

国科学技术期刊文摘（ＣＳＴＡ）国家数据库（英文版）收录的刊源名单，并被美国气象学会“气象与地球天体物理学文摘”（ＭＧＡ）

和美国国际科学应用协会（ＳＡＩＣ）以及中国科学文摘（英文版）等多种文摘摘录。本刊还首批入选“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和“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应用气象学报》面向广大的气象科研、业务技术人员、在校有关专

业的研究生、大专院校师生等专业人员。

《应用气 象 学 报》为 双 月 刊，逢 双 月 出 版，可 以 随 时 汇 款 订 阅 或 购 买 （户 名：中 国 气 象 科 学 研 究 院，账 号：

１１００１０２８６０００５６０８６０１３，开户行：建行北京白石桥支行）。２０１１年６期（每期定价３０．００元），总订价１８０．００元（含邮资）。

订阅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４６号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应用气象学报》编辑部；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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