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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年安徽淮河流域梅雨及亚洲中高纬度环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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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 !$$B 年 D 月 !# 日至 E 月 !! 日梅雨期安徽淮河流域 B# 个气象台（站）逐日降水和

FGH=I 分析的格点气象资料，对安徽淮河流域梅雨及大气环流进行分析 ( 结果表明：梅雨量

DD$J#--，占全年降水量的 E!K；日平均降水量存在准 #$ 2 周期性变化 (亚洲极涡偏强，位置偏北；

鄂霍次克海和乌拉尔山阻塞高压长时期维持，大气环流稳定少变 (西太平洋东西带状副热带高压偏

强，位置偏北；淮河流域为南北气流交汇地带 (海平面气压场上，江淮地区到日本列岛以东洋面为低

压倒槽，梅雨锋位于低压倒槽中，梅雨期强降水就是在上述有利天气形势下产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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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年 D 月 !$ 日至 E 月 !# 日，安徽淮河流域

受西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降雨异常偏多，

平均降雨量达 DD$J# --，占全年降水量的 E!K，大

到暴雨日数 M 2，D 月 B$ 日至 E 月 ! 日连续 B 2 出现

暴雨；受降雨影响，淮河大小支流均发生多次洪水，

干流出现 B 次大的洪水过程 (安徽省民政厅救灾办

公室截止 E 月 #M 日统计的洪涝灾情数据表明：安徽

淮河流域农作物受灾面积约 !$CJ!D 万 9-!，其中成

灾 #CCJM! 万 9-!；受灾人口 !!#!JDB 万，直接经济损

失 #C$J## 亿元 ( 因此，进一步分析安徽淮河流域梅

雨降水特点和成因，对提高预报能力和决策服务水

平具有重要意义 (

! 基本资料

本研究所用的基本资料分为两部分："欧洲中

期天气预报中心（FGH=I）#AE# N #AAA 年和 !$$B 年

逐日 !$ 时 "$$ 9L4 高度资料，范围 #$O0 N M"O0，"OF
N #M$OF，经纬格距 "O P "O；M"$ 9L4 温度、海平面气压

资料，范围 !$O0 N M"O0，"OF N #M$OF，经纬格距 "O P
"O(#!$$B 年 D 月 !# 日至 E 月 !! 日安徽淮河流域

B# 站（市、县气象台（站）；下同）逐日（M 时至翌日 M
时）降水资料，取自安徽省气象台每日发布的雨量

图 (用安徽淮河流域 B# 站平均日降水量作为该流域

日平均降水量，分析降水特点 (取梅雨期 "$$ 9L4 平

均高度场和距平场、M"$ 9L4 平均温度场和距平场、

海平面平均气压场和距平场，分析大气环流特征和

较常年偏差 (

" "##$ 年梅雨期安徽淮河流域降水特点

表 # 给出了 !$$B 年梅雨期安徽淮河流域平均

逐日降水量，除 D 月 !" 日各站均无降水外，其余日

期都有降水 (安徽淮河流域平均梅雨量为 DD$J#--，

占全年降水量的 E!K，平均日最大降水量 D!JM --
（E 月 C 日）(站点最大梅雨量为 M!"JB --（太和），站

点最大日降水量 !CAJB--（太和，E 月 C 日）(
表 # !$$B 年梅雨期安徽淮河流域平均逐日降水量

!!! !!! !!!

--

!! !! !!

日期 降水量 日期 降水量 日期 降水量 日期 降水量

$D!!# #BJC $D!!A BJC $E!$E "J$ $E!!! !! !! #" $JC
$D!!! #CJ" $D!B$ "CJE $E!$M $J" $E!!! !! !! #D #JM
$D!!B CEJC $E!$# "#J! $E!$A "#J$ $E!!! !! !! #E AJ"
$D!!C MJD $E!$! "DJA $E!#$ C!JD $E!!! !! !! #M #CJ"
$D!!" $E!$B !$J$ $E!## !DJ$ $E!!! !! !! #A $J#
$D!!D CJ# $E!$C D!JM $E!#! #BJD $E!!! !! !! !$ #"J"
$D!!E CDJ$ $E!$" #"JM $E!#B #MJA $E!!! !! !! !# !!JB
$D!!M $J# $E!$D CJE $E!#C BJC $E!!! B#JA

由表 # 可见，D 月 !B 日、D 月 !E 日、D 月 B$ 日至

E 月 ! 日、E 月 C 日、E 月 A 至 #$ 日为大到暴雨（降水

量大于或等于 BMJ$ --）发生时段 (梅雨期日平均降

水量的功率谱计算结果表明，在 #$ 2 周期附近有一

个明显的谱峰（见图 #），谱峰值为 $J!C，且置信度超

过 A"K，说明 !$$B 年梅雨期安徽淮河流域平均日降

水量存在准 #$ 2 周期的变化［#］，这种周期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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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与鄂霍次克海阻高活动有关［!］"

图 # !$$% 年梅雨期安徽淮河流域

平均日降水量功率谱

! 亚洲中高纬度 "## $%& 平均位势高度与高

度距平分析

图 ! 是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时 ($$ )*+ 平

均位势高度 "亚洲高纬度地区，鄂霍次克海为中心强

度 (’! ,+-./ 的高压脊控制，高压脊的东南方为东北

—西南向的低槽区，槽后冷空气不断向西南方输送 "
鄂霍次克海高压是梅雨期亚洲东岸高纬度上空持久

性阻塞高压，由于它稳定少变，其上游东亚上空环流

形势变化不大，致使梅雨天气过程稳定，持续时间较

长；西风气流一支围绕它的北边缘，另一支在它的南

方与地面梅雨锋系对应 "在乌拉尔山地区为中心强

度 (&0 ,+-./ 的高压脊控制 " & 月 !1 日至 ’ 月 # 日连

续 % ,，乌拉尔山和鄂霍次克海均有 (’! ,+-./ 或

(&0 ,+-./的闭合高压环流；两阻高同时存在使大气

环流形势稳定 "亚洲中纬度地区为一西风带，西风带

上无较强的槽脊活动，因此无强冷空气南侵到长江

以南广大地区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呈带状分布，脊

线从日本南部至我国华南，呈东—西走向，在 #!$23
处脊线位置在 !425 附近，西伸脊点位置 ##423"印度

为低槽，槽前热带性质的季风气流与西太平洋副热

带高压西南部副热带性质的季风气流汇合［%］，即西

南、东南两支气流形成暖湿偏南气流将水汽输送到

淮河流域，与不断南下的东北冷空气相遇，使淮河流

域梅雨锋生与维持 "

图 !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时 ($$ )*+
平均位势高度（单位：,+-./）

图 % 是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时 ($$ )*+ 平

均位势高度距平 "鄂霍次克海为正距平中心，中心值

大于 0 ,+-./"乌拉尔山及以西地区为正距平，大于

0 ,+-./的正距平中心在北欧，乌拉尔山阻高偏强、

位置 偏 西 " 在 0$2 5 附 近，#$$2 3 6 #!$2 3 之 间 为

7 0 ,+-./ 的负距平中心，表明极涡较常年偏强、位

置偏北 "中纬度为东—西向带状的平均位势高度距

平接近常年区域；从日本岛南部洋面经台湾到大陆

为大于 4 ,+-./ 的正距平中心，! ,+-./ 的正距平等

值线北扩到沿江江北，表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较

常年偏北西伸和势力较强，使江淮地区始终处在南

北气流的汇合带里［4］"

图 %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时 ($$ )*+
平均位势高度距平（单位：,+-./）

图 4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时 0($ )*+
平均温度（单位：8）

’ 亚洲中高纬度 ("# $%& 平均温度与温度距

平分析

图 4 是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时 0($ )*+ 平

均温度 "从贝加尔湖伸向鄂霍次克海及以北地区为

暖温度脊，即高空槽前脊后出现强盛的暖平流，不断

把暖空气从南方向北方输送；从白令海到日本海为

冷温度槽，这是脊前偏北气流引导冷空气南下，并从

脊的东南侧插入，这种温度分布与 ($$ )*+ 鄂霍次克

海的阻塞形势对应 "在乌拉尔山及以西地区为一暖

温度脊，与 ($$ )*+ 阻高配合 "图 ( 是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时 0($ )*+ 平均温度距平 "鄂霍次克海到

东西伯利亚沿海为正距平，大于 !8的温度距平中

心位于堪察加半岛；日本岛以东洋面为小于 7 #8的

负温度距平中心；正、负温度距平中心恰好为一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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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时 ’!& ()*
平均温度距平（单位：+）

子型，表明鄂霍次克海的阻塞形势温度场偏强 ,乌拉

尔山及以西地区为正温度距平，揭示了乌拉尔山暖

脊较常年偏强 ,从西太平洋到华南为一东西带状的

正温度距平，华东及近海区为大于 #+的正温度距

平中心；副热带高压温度距平与位势高度距平分布

是一致的 ,

图 %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时平均

海平面气压距平（单位：()*）

图 "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时

平均海平面气压（单位：()*）

! 亚洲中高纬度平均海平面气压与平均海

平面气压距平分析

图 " 是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时平均海平面

气压 ,从北冰洋到东西伯利亚为较深的低压区 ,在鄂

霍次克海有一与阻高对应的半永久性冷高压，它对

我国境内的梅雨锋上的气旋东移发展起着阻塞作

用［!］，江淮地区为低压区，低压倒槽伸到日本列岛以

东洋面，梅雨锋位于此低压系统中；其南部为西伸副

热带高压带 ,与乌拉尔山地区阻塞高压对应的地面

高压东伸至太梅尔半岛 ,图 % 是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时平均海平面气压距平 ,从北冰洋到东西伯利

亚为负距平区，中心强度小于 - "()*，表明极地低压

较常年偏深 ,从北欧经乌拉尔山东伸至叶尼塞河为

东西向带状正距平，中心强度大于 ! ()*,江淮地区

经黄海伸到我国东北和日本列岛以东洋面分别为负

距平中心，低压系统相对强度较常年明显偏深且维

持时间长，造成淮河流域雨带长时期滞留 ,

" 结 语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鄂霍次克海、乌

拉尔山阻塞高压长时期存在，平均高度距平分别大

于 $& /*012 或大于 ’ /*012；’!& ()* 分别有温度脊对

应；海平面气压场上对应两个冷高压 ,表明阻塞形势

明显，使大气环流稳定少变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较

常年偏强，高度距平大于 3 /*012，且位置偏北；暖湿

气流沿副热带高压边缘流入江淮地区，与鄂霍次克

海阻塞高压脊前南下的冷空气相遇 ,江淮地区为低

压区，低压倒槽伸到日本列岛以东洋面，梅雨锋位于

低压槽中，使安徽淮河流域出现长时期梅雨天气 ,
由于资料所限，本文只给出高度场、温度场和气

压场的分析 ,如果能增加水汽条件的分析内容，将会

更有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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