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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全球 +,-. / +,01 资料，采用诊断分析方法，对 !""% 年夏季 2 月 !( 日 3 & 月 # 日发生在

淮河流域的特大暴雨过程成因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暴雨出现与大气环流异常以及水汽输送、西

南季风的异常偏强有关；暴雨区的水汽来源于阿拉伯海至孟加拉湾及北太平洋至中国南海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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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0 文章编号：$"""!$(*"（!""’）"$!""$$!"%

!""% 年 2 月 !( 日 3 & 月 ’ 日，淮河流域出现了大面积特大暴雨过程 )这是入汛以后形成的淮河第 $ 次洪

水过程的主要降雨，其主要雨区分布在淮滨到洪泽湖、淮北各支流中下游和里下河地区 )其中沙颖河、涡河中

下游，洪泽湖北部诸支流下游以及高邮湖地区过程雨量平均在 %""44 以上，局部地区超过 ’""44，暴雨中心

达 ’2#5%44)干流中下游的最高水位和最大流量都超过了 $(($ 年的水平 )这场洪水给淮河沿岸人民的生命

财产造成了极大损失，也对当地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据研究［$ 3 %］，夏季江淮地区的洪涝与大气环

流有关 )为探讨这次洪涝形成的原因，本文对 2 月 !( 日 3 & 月 # 日形成的第 $ 场洪水的强暴雨环流特征和水

汽分布、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 )

$ 资料及计算方法

选用美国 +,-. / +,01 公布的（$(#* 3 !""% 年）’2 6 再分析格点（!5’7 8 !5’7）资料，对 !""% 年 2 月 !( 日 3
& 月 # 日 $"79 3 ("7+，"7- 3 $*"7- 范围内的整层水汽含量 !6 进行了计算 " !6 计算公式为

!6 # $ $
%!

& :

&;
’（&）<&

式中：!6———大气中的水汽含量；%———重力加速度；&;，& :———地面气压、大气顶部气压 "本文以地面到 %""
=.6 的水汽含量代表整层大气水汽含量 "

! 环流场分析

! )$ %"" &’( 环流特征

据 !""% 年 2 月 !( 日 3 & 月 # 日 ’"" =.6 平均图，$!"7-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脊线位于 !%7+ 附近，’ *’"
>?4 线西伸至孟加拉湾东岸，中纬度为平直西风控制，中高纬为一槽两脊的典型“双阻”形势，贝加尔湖附近

为长波槽区，鄂霍茨克海、乌拉尔山地区为脊区 )从距平（!""% 年 2 月 !( 日 3 & 月 # 日平均值与 $(2* 3 $((2
年 2 月 !( 日 3 & 月 # 日平均值的差值，下同）图（图 $（6））可见：中高纬度的槽脊均比常年偏强，槽中负距平达

$2" >?4，负距平区沿 #"7+ 向东延伸至东太平洋的北部，在 2 月 !( 日 3 & 月 # 日 ’"" =.6 平均图上，该槽的位

置比常年明显偏东；两脊中正距平均为 2" >?4，%"7+ 以南的一片 %" >?4 的正距平，则显示出西太平洋副热带

高压比常年偏强且位置偏西 )贝加尔湖东部槽后偏强的冷空气与西太平洋副高外围偏强的暖湿气流在江淮

地区汇合，这是梅雨暴雨产生的有利形势 )
! )! *%" &’( 环流特征

从 !""% 年 2 月 !( 日 3 & 月 # 日 *’"=.6 平均图可见：与 ’""=.6 相对应，中高纬度为一槽两脊，且槽的位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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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同期相比，也明显偏东；!"#$ 以北 %"#& 有青藏高压，!"#$ 附近 ’""#& ( ’’)#& 有一低压区，’*"#& 西太平洋副

热带高压脊线抵达 *!#$ 附近 +距平图（图 ’（,））反映的特征是：中高纬度槽脊分别与负正距平对应，青藏高压和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脊区分别与 -" ./0 和 !" ./0 正距平对应 +可见中高纬度槽脊比常年偏强，青藏高压和西太

平洋副热带高压脊也明显偏强 +研究表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强弱和位置变化对江淮地区夏季降水影响很

大；西太平洋副高的增强，加强了江淮地区低压中的西南气流，有利于水汽的输送和辐合，是影响暴雨的重要因素 +

图 ! 高度距平（单位："#$）

%&"’! ()# *+ ),-&-./0 )1*$),2

3 纬向和经向风场分析

3 +! 纬向风

在 *""! 年 1 月 *2 日 ( 3 月 - 日 %)"456 平均纬向风分布图上，!"#$ 附近 ’’"#& 以东存在近东西向的最大

西风带，中心风速可达 ’!7)0 8 9，其北侧为东风区；阿拉伯海到孟加拉湾也存在一个西风的最大风速带，最大

风速为 ’%0 8 9 +在距平图上，与 !"#$ 附近的最大西风带对应的是中心为 % 0 8 9 的正距平区；东风区上对应中

心为 -0 8 9 的负距平区；阿拉伯海地区为正距平；2"#& ( ’-"#&、)#$ ( *"#$ 为大于 - 0 8 9 的负距平区 +由此可

见，西太平洋副高增强，相应的南北两侧的东西风也随之加强 +这场暴雨的出现与该区南侧偏西风和北侧偏

东风加强并在淮河流域汇合关系密切 +
3 +4 经向风

从 *""! 年 1 月 *2 日 ( 3 月 - 日 %)" 456 平均经向风分布图上可见：%"#& ( ’!"#&，’"#$ ( !"#$ 地区为南风

控制，中心风速为 ’*0 8 9，其北侧为北风区；-"#& ( 1"#& 有一支强劲的南风区，中心风速可达 ’’ 0 8 9；南北气

流正好在淮河流域汇合 +在距平图上，与上述南风区对应的是正距平区，其中 *"#$ ( !"#$，’""#& ( ’*"#& 有一

正距平中心，最大正距平超过 -0 8 9；北风区为负距平区 +这场暴雨发生在南北风偏强的条件下，冷暖空气异

常活跃，这也是梅雨暴雨发生的有利条件 +

5 水汽条件分析

5 +! 整层水汽分布

研究表明［)］，水汽的多少是旱涝形成的重要内在条件 +在 *""! 年 1 月 *2 日 ( 3 月 - 日整层水汽分布图（图

*）上，!"#$ ( !)#$，’’"#& ( ’!"#& 有一个大于 -"00 的最大水汽含量区，中心值达 1"00，淮河流域正处在最大中

心处；阿拉伯海、孟加拉湾、!"#$ 附近的东太平洋地区的水汽含量也比较大，达 )"00+在距平图（图 !）上，淮河流

域被中心值为 ’*00 的最大正距平区控制 +这表明，该时段水汽异常增多是这场暴雨产生的重要条件 +
5 +4 水汽来源

文献［1］认为，长江中下游夏季降水的水源主要来自于孟加拉湾 + 笔者从 *""! 年 1 月 *2 日 ( 3 月 - 日

%)" 456 平均 !" 合成矢量图上发现了两条大的水汽输送带，一条从阿拉伯海经孟加拉湾、青藏高原的东南部

送往淮河流域，另一条沿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南缘从太平洋到我国的南海折向东北流向淮河流域 +从强度

*’ 河 海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第 !! 卷



看，后者超过前者 !

图 ! 整层水汽分布（单位：""）

#$%&! ’()*+*, -(.*+ /(01+ ,$2.+$34.$15
图 6 整层水汽分布距平（单位：""）

#$%&6 7(0 18 9()*+*, -(.*+ /(01+ (51"(9)

: 结 论

(& 特大暴雨发生在大气环流异常条件下，表现为：中高纬长波槽脊偏强，长波槽位置偏东；西太平洋副

热带高压偏强，位置偏西 !这样的环流背景，有利于冷暖空气在淮河流域的汇合，有利于特大暴雨的产生 !
3& 经向和纬向风在淮河流域的辐合，使得水汽向该地区输送并产生辐合 !这有利于上升运动的加强，是

暴雨产生的重要条件 !
;& 整层水汽含量最大区与暴雨相对应，且暴雨发生时水汽含量异常增多 !暴雨区的主要水汽来源于阿

拉伯海、孟加拉湾和西太平洋、南海地区 !
,& 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外缘西南季风的异常增强及源源不断的暖湿气流的输

送，是淮河流域持续性暴雨发生的重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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