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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型 及 其 季 节 变 化

与 我 国 旱 涝 的 关 系

王 玉 佩

净
中国科学院兰州高原大气所

用北半球 一 年共 年 其中 一  ! 年
,

和 年为
,

其他年为 西德逐日和月乎均高空天气图
,

对平流层大气环流季节变化进行了研

究
,

发现了不少有用的天气事实和规律
。

因为 等压面上的长波和超长波系统

实际上已基本消除了地表状态
、

山脉
、

海陆等因子的直接影响
,

而变得比较简单
、

规律清

晰
。

其季节变化特征具有长期的相对稳定性
,

从而形成了几种定常的环流型
。

它们不仅

对低层环流系统有直接影响
,

而且与我国异常天气气候和中长期大型天气过程有着密切

的联系
。

应用这些特点
,

将给上述向题的研究和建立中长期天气预报模式带来不少好处
。

现将初步研究的结果介绍如下
。

。

环流分型

分型原则 根据平流层环流特点
,

将全年按春夏秋冬分为
, , ,

四个主型
。

型以 一 月的 有的年 一 月的 型 沁 以 月下旬至 月下旬的
,

以 一 月的 型以 月上旬至 月中旬的 型以 一 月的  

的逐 日资料
,

按环流系统发生发展的地区
、

移动路径方向
、

影响地区和天气
、

流场分布特

征
、

四方面作为指标归类分为九个副型
。

以每个副型对应年的各月降水距平及旱涝资料

确定其各副型旱捞分布趋势
。

并选一典型个例为代表
。

其具体指标和含义如下

春季环流 型 主要特点是冬季极祸西风带环流逐渐减弱消失于中纬地区
,

极

高东风环流建立于极区并发展加强的过渡性环流
。

。

型 为极高
、

极涡南下东进型
,

也是我国西旱北旱东南涝型和春夏寒潮
主
降温

型
。

其指标是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暖高中心特别强
,

早的在 月上旬
,

晚的在 月上旬加

强发展进入极区
,

合并扩大范围后
,

迫使极涡中心南移到欧亚上空
。

东北非洲暖高中心加

强东北上合并于极高中
,

增强了亚洲西部极高反气旋环流
。

极高极涡活动路径在 以

西的半球内保持自北向南移向欧亚上空后转向东进
。

控制在我国华北一带和远东地区
,

极涡逐渐减弱消失耳成此型 图
。

出现的年份有
, , , , ,  ,

, ,

和 年
,

极率为
。

型 即极高
、

极祸南下西退型
,

也是我国西捞东旱型
。

指标是北太平洋和东北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年 月 日收到修改稿

一了月 型影响下
,

东北气茂引导极地冷空气向南人侵我国北方各地的强降温天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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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型环流 极高极润南下东进型 图 , 型环流 极高极润南下西退型

非洲暖高特强
,

北大西洋暖高特弱
。

当北太平洋高压加强进入北美和极区
、

极祸即移向亚

洲一侧
。

然后极高极润同时由 以东的半球内向西侧退 速度最大达每日 经距
,

平均每日 经距
,

暖高加强控制在亚洲大陆上空
,

极涡由远东侧退到欧洲后减弱消失即

成此型 图
。

出现的年份有  
,

 
, ,

和 年
,

机串
。

。

型 极高极涡中路型
,

也是我国中部地区降水多 涝 东西两侧少 旱 型
。

指

标是北太乎洋和北大西洋暖高加强发展进入极区后合并
,

其活动路径方向始终保持沿

两侧附近地带
,

极高极涡同时缓慢移向亚洲上空
,

极涡可分为几个中心
,

分布在我国北

方
、

乌拉尔 和中亚地区即成此型 图
。

出现的年份有
, ,  ! , ,  ! ,

 , ,  ! ,

和  年
,

机率
。

夏季环流 型 主要特点是北半球平流层全部由极高东风环流所控制
,

其稳定

口
五

图 型环流 极高极涡中路型

场一 一飞劝
。

￡

图 型环流 夏季极高东风型



期 王玉佩 。 。 流型及其季节变化与我国旱涝的关系

周期较长
,

 ! 约
,

 约
。

一 月东风加强
,

月开始减弱
。

月多呈

或 波脊
,

是极高最盛期
。 ,

月多呈 或 波脊
,

型开始时则此型结束 图
。

此型

下的天气应按
, ,

型 中实际出现的一种来考虑
。

秋季环流 型 此型是夏季极高东风环流开始减弱
,

冬季极涡西风环流开始加

强的过渡性环流
。

其特点是极高开始分裂为二
,

退出极区移人中纬地带
,

极祸中心在
”

一
“

的地区内生成
,

逐渐发展北上进入极区
,

北半球环流发生较大的转换调正
。

型 亦称 口 型以下
,
型亦同 为极涡东部北上型

,

是我国北方秋季西旱东汾

型
。

指标是首先在我国华北和远东一带地区生成祸中心
,

或在乌拉尔山地区生成祸中心
,

东移到远东和华北一带加强发展
,

然后北上人极区与冰岛北美低涡合并成极涡
,

西风带

环流在北半球建立即成此型 图 ,
。

出现的年份有  ! , , ,  ! , ,

和

。

仇

图 型环统 极涡东部北上型 图 型环流 极涡西部北上型

丛
,

图 型环流 极涡正中型 图 型环流 三波槽西风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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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机率为
。

,
型 极涡西部北上型

,

也是我国北方秋季降水西涝东旱型
。

指标是首先

在乌拉尔山地区生成涡中心
,

或在远东
、

华北一带地区生成涡中心后
,

向西倒退到乌拉尔

山一带
,

发展北上与冰岛北美涡中心在极区合并为极祸
。

极高中心也可同时西退控制在

我国北方和西伯利亚上空
,

即成此型 图
。

出现的年份有 ,
, ,  ,

,
, ,

, ,  ! , , , ,
今 一和 年

,

机率为
。

。

型 即极涡正中型
,

也是我国中部地区秋季雨涝两侧早型
。

指标是 在冰岛和

阿留申群岛先生成祸中心
,

不向东西方向移动
,

直接发展北上入板区合井为极鹅
,

中心不

出极区
。

极高分裂后退至北美
、

欧亚大陆
,

亚洲分为几个中心
,

分布在我国西北方和东北

从

‘
、

图 型环流 二波槽西风型

图 各型移动路径方向示意图 型

由极区向中纬
、

型由中纬向极区移动方向

图 各流型转换次序示意图

方
,

即成此型 图
。

出现的年份有 和

年
,

机率为
。

因缺  !
,

1 9 7 3 和

1962 年 8 月 逐 日资料
,

故 C 型共有 22/

25 。

4) 冬季环流(D 型 )
:
即极 涡为 中心的

西凤环流完全控制在北半球
。

因系统发展演

变过程和天气不同
,

又可分为 D
, ,

D
,

两个副

型
。

¹
D

‘

型
:
极涡 为三波槽的西风环流

。

指标是北太乎洋暖高较强向极区发展
,

但未

整个移人极区
。

极涡中心虽偏向西半球
,

但

未整个移出极区
。

三大槽位置仍在东亚
、

北美

大陆和欧洲西海岸
。

此型下北半球和我国无

强大的寒潮过程
,

多西北方和西方路径的冷

空气 (图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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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30( 5。)h P a 各流型历年转换时间表

由D 型

转 A 型

由A 型

转 B 型

由 B 型

转C 型

由C 型

转D 型

由D 型

转A 型

由A 型

转 B 型

由 B 型

转 C 型

由C 型

转D 型

1982年
19 81年

19 80年

19 79年
19 78年

二9 7 7年

19 76年
_
197 5年

1 97 4年

19 73年

19 72年
19 71年

19 70年

5 月中旬末】名月下旬初

3 月 1 日

4 月 8 日

4 月 8 日

5 月30日

5 月22日

5 月28日

8 月16日

名月18日

8 月18日

9月20日

9月 6 日

9月18日

奋

‘”
月
“‘日’

}

‘“
县
23“’

}
‘,

月
28日’

}
‘,
月
‘0 日’

‘3
县
”5 日’

}
‘“

县
“ 日)

{
( “月 4 日)

{
( 8月“8 日)

( 3 月31 日 )!( 6 月 10 日)!( 7 月26日)l(9月 4 日)

19 69年

1968年

1967年

1966年
1965年

196 4年

19 63年

1962年
1961年

19 60年

1959年
1958年

(4 月 8 日)I( 6 月2 8日)l( 7 月25日) ,( 8月31日)

4 月15日

4 月10日

4 月 7 日

4 月11日

3 月 6 日

4 月 9 日

缺 逐

3 月 4 日

5 月2 4日

5 月15日

5 月2 2日

5 月2 4日

5 月1 0日

6 月2 0日

日资料
5 月2 1日

8 月20日

8 月17日

8 月20 日

8 月18日

吕月26日

8 月18日

9月30日

9月29日

9月10日

9月15日

9月16日

9月 6 日

3 月 1 日

3 月10日

缺 逐

3 月21日

3 月10日

3 月 9 日

5 月24日

5 月19日

日资料

5月30日

5 月28日

5 月22日

8 月18日

8 月20日

9月 8 日

9月16日 8 月16日 9月 5 日

( 4 月 1 日)l( 6 月18日)I( 7 月13日)I(9月 7 日 )

缺 吕
、
9 月

8 月20日

8 月18日

逐日资料
9月24日

8月31日

3 月 4 日

4 月26日

5 月12日

5 月2 7日

8 月23日

8 月24日

9月 6 日

9月 8 日

º D
,

型
:
极涡为二波槽的西风环流

,

也是我国冬季强寒潮型
。

此型主要出现在隆

冬的 12
,

1 和 2 月三个月中
。

此型下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暖高特别强
,

并发展同时进人极

区合并
,

在极区建立暖高中心或高压坝
。

将极涡分裂为两个闭合中心移向北美和亚洲大

陆
,

使这两个大陆西部的北风加强
,

引导极地冷空气沿超极地轴向南下
,

在北美
、

亚洲大陆

和我国造成大范围强寒潮降温
,

大风雪天气和严寒季节(图 9)
。

出现的年份有1958
,

19 60

,

1 9 6 5
,

1 9 6 6
,

1 9 6 8
,

1 9 6 9

,
1 9 7 0

,
1 9 7 1

,

1 9 7 7 和 1979年
,

机率为 10/25
。

上述的 A 和 C 型是 D 和 B型的相互转换阶段
,

即环流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对立面东

风和西风
,

相互斗争
、

渗透
、

转化的阶段
,

是质变过程
。

D 和 B型是各自保持其性质不变的

相对稳定阶段
,

即统一阶段
,

是量变过程
。

所以 D 和 B 型的运动形式较简单
。

A 和 C 型

运动形式具有多样性
。

它们转换的次序和移动路径方向
’)
综合为示意图 (图 10

,

1 1
)

,

转换
.
的时间列入表 1

。

2

.

各流型与旱涝天气的关系

1) A :型影响下
,

6
, 了月 500 hP a 环流基本与 30 hPa 相似(图略)

,

日本一带为东亚大

槽
,

因极涡偏东偏南
,

副高 584
,

58
8 线活动在长江下游地区

,

位置也偏南偏东
。

我国北方和

青藏高原为高压脊
,

东移到华北
、

东北建立阻高
。

其前部的东北风与副高后部的西南风形

成东西向的切变带
,

可东伸日本西延中原
。

高原东部
、

西北南部和四川湘鄂等地
,

为低祸

切变线活动区
。

夏季季风偏弱
、

梅雨短
、

弱或空梅
。

暴雨带主要在副高北侧切变带和弱梅

雨锋
、

西南气流上
。

台风多活动在副高南侧东南沿海一带
。

4 一7 日北方多超极 地轴向冷

空气降温
,

由西往东可影响到华东
。

东南沿海
、

江南
、

长江中下游多暴雨洪涝
。

我国西部
、

北方
、

华南
、

西南受极高东风下沉气流影响有大范围严重旱象
。

2) A
w 型影响下

,

随着极高极祸向西倒退
,

5
00

h P
a

西太平洋副高西伸 中国大陆
,

6 8 4
、

5 8 8 线特别偏北偏西
,

控制在兰州
、

成都以西的高原地区
,

强度可达592 或 59 6 gpm (图

1) 图 1一图9 中空白箭头丧示极高
、

带横线箭头表示极涡移动路径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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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A . 型各年早诱分布实况统计

年 份 旱 象 分 布 雨

11198 0年年 陕甘宁青
、

内蒙
、

华北
、

东北
、

中解川西
、

云贵
、、

陕南
、

川东北
、

华中江滋
、

翰北
、

长江下游
、

上海
、、

青青青藏商原
、

华南
、

黄河中下游有严盆春X 早早 那南
、

湘北沿长江中游X 秋拱涝成灾灾

11197 7年年 陕甘宁青大部
、

华北
、

华东
、

黄淮
、

江淮
、

云云 陕西东
、

河南
、

山东
、

冀东
、

辽西
、

黄淮
、

江淮
、

苏苏
贵贵贵

、

华南互秋早
、

广东旱象严盆盆 皖
、

浙吸
、

长江下游X 汾成灾灾

11197 6年年 陕甘宁青春早
,

内蒙
、

华北
、

华中
、

华南
、

长长 陕甘青东南部
、

中原
、

华北
、

内蒙
、

辽南
、

华东东
江江江中下游X 旱旱 北部

、

黄河中下游夏秋涝涝

111972年年 陕甘宁, 大部
、

华北
、

辽西
、

中原
、

湘哪
、

云贵
、、

华东
、

华中
、

长江下游
、

东南沿海多雨涝
,,

青青青陇高原东部
、

川西
、

华南
、

华东
、

长江中下游X 旱旱旱

111969年年 陕西东
、

华北
、

内索
、

中原
、

黄河中下游
、

云贵
、、

陕西
、

华才才
华华华南有. X 草象象 江下游X 秋招招

111965年年 陕甘宁青
、

华北
、

内蔽
、

中耳
、

黄河中下游
、、

西北东部
、

黄河以有
、

长江中下游
、

华南秋涝
,,

云云云贵
、

华南
、

有春夏旱旱 东北供灾灾

111963年年 陕甘宁青
、

内浪
、

华北
、

云贵
、

川
、

华中
、

华华 陕南
、

川北
、

华北
、

内,
、

东北
、

中原
、

. 西
、

华东北北
南南南

、

长江中下游互早严里里 部
,

江淮
、

黄淮
、

黄何中下游秋涝
,

河北恃大暴雨头灾灾

111962年年 映甘宁青春草
、

华北
、

云贵
、

川西
、

中原
、

华华 陕西1 华北
、

东北
、

黄河长江中下游
、

东南沿海海
东东东

、

长江黄河中下游春夏早
,

华南X 早早 有X 秋汾汾

1119 60年年 陕甘宁青大部
、

华北
、

黄河长江中下游
、

西南南 江淮
、

黄淮
、

东南沿海
、

狄涝成灾灾

各各各省
、

华中春X 大早早早

1

气

表 3 A , 型各年早涝分布实况统计

年 份 布 捞 分

111971年年 陕甘西北
、

青海西部
、

华北有春X 早
、

华中
、

华华 陕甘青大部有X 秋潜
,

华北
、

华中
、

华东
、

云贵贵
东东东北部

、

川东
、

云贡
、

华南
、

长江中下游有X 早早 高耳有X 汾汾

111966年年 甘青中部
、

北部有春夏旱
、

华南
、

华中
、

华东
、、

陕甘青南部
、

华北
、

云贵
、

川西
、

J I I北有夏诱诱
长长长江中下游有严宜X 早商沮沮沮

111964年年 华北
、

华中
、

华东
、

华南
、

长江中下游有夏旱旱 陕甘宁青
、

华北
、

黄河长江中下游
、

青蔽高原
、、

高高高温温 川西
、

华南有X 秋洛洛

111961年年 陕
、

甘
、

青
、

有春早
,

华北
、

东北中部东南部
、、

陕甘青
、

内索
、

宁X
、

东北
、

高原东部
、

云贵
、、

华华华东
、

华中
、

黄河长江中下游有X 旱高温温 川
,

华南
、

长江中下游有秋涝
、

东南沿海台风汾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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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

由于极高东风气流长时间控制在西北和青藏高原上空
,

使高原季风低压和西南季风

低压
、

切变线特别活跃
。

高原东侧的副高和西侧的伊朗高压间
,

常有南北向切变和低中

心
,

加强了兰州
、

成都以西的偏南气流
。

因此
,

6 一8 月在黄河长江上游多大
、

暴雨洪捞
。

因

极高东风急流偏西
,

台风多在华南沿海活动登陆
,

故南方沿海也多暴雨洪汾
,

黄河和长江

中下游
、

华北
、

华东
、

华中则有严重旱象和高温天气
。

3) A
。
型影响下极高偏北

,

极祸在我国北方一带上空缓慢向中低纬移动
。

50
0 h P

a 为

两脊一槽
,

西伯利亚到青藏高原为槽区
,

6 一7 月高原及西南季风低压活跃
,

多呈 北槽南渴

型
。

副高 58 4
,

5
88 线位置比 A w 型偏东

,

比 A
二

型偏西
,

脊后西南气流强盛
。

所以高原东

侧
、

云
、

贵
、

川
、

华北
、

中原
、

西北中部
、

南部
、

东部
,

黄河长江中上游多大
、

暴雨洪涝
。

因副

高较偏西
,

台凤多在闽粤沿海登陆
,

南方沿海多大
、

暴雨洪涝
。

西藏
、

新疆西部
、

华北北部
、

华东
、

华中有旱象
。

4) C

:

型影响下从 7 月下旬西风带低涡中心在华北
、

远东生成
,

发展加强时
,

华北 50 0

hPa 有长波槽发展
。

副高在华北
、

东北
、

朝鲜一带加强
,

位置突变北跳
,

脊后西南气流呸

盛
。

黄河中下游
,

中原
、

西北东部
、

华北
、

华东北部
、

东北有暴雨秋涝
。

5) C
w 型在秋季乌拉尔山一带建立时

,

极高东风急流在西北上空加强
、

此时 500 hP a

乌拉尔山大槽加深
,

副高再次西伸到中国大陆
,

5
84

,

5 88 线可伸到长江
、

黄河中上游地 区
。

云
、

贵
、

川
、

西北
、

青藏高原上空西南气流也加强
,

脊后低涡切变线也活跃
,

常和乌拉尔

山分裂东移的小槽结合
。

因此
,

8 一9 月陕
、

甘
、

青
、

新中南部
,

高原
,

云
、

贵
、

川西部
,

长江黄

河上游多暴雨洪涝
。

内蒙
、

华北
、

东北
、

华东
、

华中局部有旱象
。

6) C

C

型影响下极涡不在欧亚上空生成发展
,

所以亚洲被分裂南移的极高所控制
,

中

心多在乌拉尔山和我国东北上空
,

我国中部处在两高间弱东风波辐合区中
。

5
00
五P a 为两

脊一槽的气旋环流中
,

多低涡切变线活动
。

8 一9 月高原和西北东部
、

西南北部
、

中原
、

华
-

北南部多大
、

暴雨秋涝
。

上述 A
:,

A
w

是我国大范围旱捞灾害的主要流型
,

其旱涝灾害实况统计
,

列人表 2
、

表
3 ,

其他各型的有关图表均略
。

3

.

小 结

平流层大气环流的变化特征比对流层显著
,

规律清晰简单
,

演变过程长期稳定
。

由此

划分的流型有很好的代表性
。

A 型环流转为 B 型后
,

50
0 h P

a 流型仍 保 持 与 3。(5 0) h P a

流型相对应的流型特点保持不变
。

因此它可基本反映我国春夏季主要旱汾的分布
; C 型

可基本反映秋季北方降水的主要特点
,
D

。

型可反映冬季强寒潮过程的发生演变情况
。

这

些流场均与不同的大型天气过程紧密联系着
。

在 1983 年
,

1 9 8 4 年的旱份长期预报中
,

顶

报1983年为 A
:
型

,
1 9 8 4 年为 A

。
型

。

天气实况基本符合预报的 A
: ,

A
C

型的天气特点
,

效果很好
。

它可做为预报 1一4 个月旱汾
、

寒潮等夭气学模式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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