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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 1 9 6 5 年到 1 9 9 0 年共 26
a
逐 日 50 0h Pa

天 气图统计了北半球阻塞高压的活动特征
,

证

实北半球有两个大的活动区
。

这两个区都有季节和年际变化
,

总次数有逐年减少趋势
。

研究了

冷暖年份阻塞高压活动的差别
,

发现与 26
a

平均值相比
,

暖年次数偏少
,

冷年偏多
,

冷暖年之

差很显著
,

在地理分布上有很好的反相关
。

分析了厄尔尼诺年阻塞高压分布特点
,

发现厄尔尼

诺年乌拉尔山地区阻塞高压较常年显著偏少
。

内蒙古地区和江淮流域的旱年和多雨年
,

东半

球阻塞高压的地区和数量分布都呈相反趋势
。

关键词
:
阻塞高压

,

气候变化
,

旱涝
。

1 引 言

阻塞高压 (以下简称阻高 )活动与气候有 密切关系
,

是影响某些地区旱涝的重要 因素

之一
。

E llio tt 和 S m ith (1 9 4 9 )
,

R e x (1 9 5 0 )
,

和 S u m n e r (1 9 5 4 )
,

D o le [ ‘]
,

T r e id l[
2〕以及 S hu k la

和 M o[
, 〕等人

,

都对阻高做了一些统计学研究
。

由于阻高定义
、

资料年代不 同
,

所得结果也

不同
,

但在北半球有两个主要活动区则是一致的
。

在国内
, 1 9 50 一 1 9 60 年代叶笃正等〔们和

周晓平阁的研究
,

1 9 8 0 年代以来仪清菊 [6j
,

赵汉光川
,

晃淑鼓 [8j 的工作
,

同样也有不小差

异
。

近年来
,

北半球气温增高对阻高活动影响
,

研究较少
。

另外已发现厄尔尼诺对各地气

候
、

台风等有影响
,

而对阻高分布的影响如何
,

还有待探讨
。

利用文献【9〕所使用的 26
a
资料

,

分析了冷暖年和厄尔尼诺年阻高次数
、

分布特点及
、

其规律性
。

最后还初步分析了阻高的分布对内蒙古地区和江淮流域旱涝的影响
。

2 北半球阻高活动的一般规律
2

.

1 资料和方法

用 中国气象局 出版的 so ohPa 历史天气图
,

从 1 9 6 5 年 1 月 i 日到 1 9 9 1 年 1 0 月 3 1

日
,

每 日的 1 2 0 0 G MT
,

范围为 35 一 90 oN
。

1 9 91 年因缺资料没有参加统计
,

在研究江淮流

域旱涝时
,

为增多个例
,

使用了 1 9 9 1 年 6 一 8 月的资料
。

阻高的定义
:
(1) 高压中心外至少

有一根闭合等高线
; (2) 高压把西风气流分为东北向和东南 向两支

,

少数情况因记录缺乏
,

, 初稿时 间
: 1 9 9 5 年 3 月 14 日 ; 修改稿时间

: 19 9 5 年 9 月 8 [J
。

资助课题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49 2 6 5 01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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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根闭合等高线
; (2) 高压把西风气流分为东北向和东南向两支

,

少数情况因记录缺乏
,

分支气流不 明显
; (3) 持续时间为 5d 或以上

。

2
.

2 阻离活动的主要区域

用平均月频数分布图上 (以下分布图均

换算成平均月频数分布图
,

单位
: 1『

2

次数/

月 )等值线 10 所包围的地区来划分
,

北半球

有两个大的 活动区
。

第一 区域在 20
O

w 一

6 5
O

E
,

即东大西洋 到乌拉尔山区
,

有 两个中

心
,

分别在波罗的海和乌拉尔山南半部
。

第二

个区域在东西伯利亚东部到阿拉斯加
,

即北

太平洋活动区
。

以第一区的范围为最大
,

次数

也多 (中心值分别为 25 和 2 0 )
,

见图 1
。

2
.

3 阻塞高压次数的年际变化

在 2 6 a
中

,

共有 5 1 9 8 次阻高 (ld 中如有

2 个或 2 个以上阻高
,

则按 2 个或 2 个以上

计算 )
。

平均每年 1 9 9
.

9 次
。

最多
、

最少年分别

是 1 9 7 1 年和 1 9 8 3 年
。

从 1 9 6 5 年到 1 9 9 0 年

有逐年减少的趋势
,

次数与年代的相关系数

图 1 26a 平均月阻高活动次数分布

(单位
: 1 0 一 2次数 / 月 )

为 一 0
.

47 24
,

信度为 5 %
,

回归方程为

Y = 2 2 7
.

4 0 3 一 2
.

o 3 5 X
,

Y 为 次数
,

X

为年数
,

见 图 2
。

以 5 纬度 只 10 经度为一个网格
,

计算各网格内阻高次数与年代的相关

系数的分布 图 (略 )
,

表 明正相关区范

围较小
,

达到 5 %信度的地区为乌拉尔

山北端
、

贝加尔湖区和阿拉斯加地区
。

负相关区范围甚大
,

达到 5 %信度的地

区也多
,

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

西西伯

利 亚北部 经东西伯 利 亚到堪察加 半

岛
,

再向东伸展到北太平洋广大地区
,

还有整个北大西洋地 区
。

对北半球阻

高次数逐年减小贡献最大的有东西伯

利亚地区和东大西洋地 区
。

lll

书布布
图 2 北半球阻高活动次数逐年变化

(单位同图 l)

2
.

4 阻高活动次数的季节变化

在阻高次数逐月变化图 (略)上
,

有 8 一 n 月持续偏少其余月份偏多的特点
。

最多为

2
,

6
,

1 2 月
,

最少月为 9 月
。

各季中以冬季最多
,

秋季最少
。

从四季分布图 (图 3) 来看
,

各地 区有不同的特点
。

乌拉

尔山地区 (40 一80 oE )和东大西洋地区 (3 10 一 3 6 0o E )
,

四季变化明显有差别
,

乌拉尔山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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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位置少动
,

只是在夏季范围扩大
,

因而夏季此地区内总数成为各季次数之首
; 而东大

西洋区
,

冬季最多
,

有较强中心
,

夏季最少
;
欧洲中心 (在波罗的海上空 )四季中位置和强度

变化都不大
。

北太平洋的活动中心
,

最显著的变化是主中心从春到夏西退南下到 13 0 0E
,

62
.

5
“

N
,

夏季与乌拉尔山地区的活动区连成一 片(但仍各有中心 )
,

它们的活动次数和位

置对中国天气
,

特别是旱涝有重要影响
。

另外
,

夏季在阿拉斯加还有一个次中心
。

图 3 四季月平均阻塞高压次数分布

(a
,

b
, c ,

d 依次为春
、

夏
、

秋
、

冬
,

单位同图 1 )

3 冷
、

暖年份阻高活动特征

在近几十年气温变暖趋势中
,

1 9 6。年代中期到 1 9 7 0 年代中期是相对较冷时期
,

此后

是最温暖时期
。

下面分析冷暖年份里阻高活动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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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阻塞压活动次数冷年多
,

暖年少

根据文献〔1 0〕
、

[ 1 1〕附录资料和文献仁1 2〕的图 l
,

取 1 9 6 5
,

1 9 7 1
,

1 9 7 2
,

1 9 74 和 1 9 7 6

年为冷年
,

北半球平均气温距平为 一 0
.

1 2 一一 0
.

2 9 C ;
取 1 9 8 1

,

1 9 8 3
,

1 9 8 7
,

1 9 8 8
,

1 9 8 9 年

为暖年
,

距平为 0
.

35 一 0
.

52 ℃
。

图 4 为冷暖年月平均阻高分布
。

与图 1 对比
,

发现冷年次

数比 26
a
平均偏多 3

.

88 次
,

暖年偏少 1
.

05 次
。

可能是因暖年的高纬增暖明显
,

使得南北

向温度梯度变小
,

致使南北向热量输送变小
,

而阻高形成的一个机制就是南北向热量输

送
,

所以暖年的阻高活动也少 了
。

暖年与冷年相比
,

阻高次数更少
,

这与 2
.

3 节中提到的阻高逐年减少一致
。

图 4 冷暖年的月平均阻高次数及距平分布

(a
.

冷年
,

b
.

暖年
。

单位同图 l)

从图 4b 看 出
,

暖年阻高偏少区主要在东大西洋到欧洲 (3 0o w 一 6 0 0E
,

45 一 65
O

N )
,

约

占总偏少数的 60 %
,

另一偏少地区在亚洲东部到西太平洋的较高纬度区 (1 00 一 1 60 oE
,

55

一 7 5
“

N )
,

这两个偏少区正好是北半球阻高主要活动区
。

暖年比平均增多的地区主要在乌

拉尔山地区和阿拉斯加地区
。

粗略地说
,

两大阻高活动区的西半部暖年是偏少区
,

东半部

则增多
,

导致暖年乌拉尔山地区阻高次数远多于欧洲和东大西洋地区
,

阿拉斯加也远多于

东西伯利亚
。

冷年 (图 4a )则完全相反
,

东大西洋的中心数 (正距平 )远大于乌拉尔 山区的

数值 (负距平)
。

北太平洋活动区中
,

东西伯利亚有正距平中心
,

有大的中心数值
,

而阿拉斯

加地区则相反
。

从冷暖年份阻高四季分布图(略 )和北半球四季总数分布图对 比来看
,

冬季是冷年多

暖年少都最显著的季节
,

占全年增多和减少的一半 以上
。

这和近年来气温变暖
、

变冷主要

发生在冬季的现象相一致
。

从地理分布看
,

冬季的暖年阻高减少区仍在东大西洋区和北太

平洋区
,

增多仍在乌拉尔山地区和阿拉斯加地区
。

冷年则相反
。

夏季暖年增多区在乌拉尔

山区
。

3
.

2 冷
、

暖年阻高次数距平地理分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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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考察冷
、

暖年阻高次数距平地理分布定量的关系
,

计算各 5
。

纬度 只 100 经度网格 (共

3 96 个网格 )中冷暖年阻高距平的相关系数
,

和各经度带 (每隔 1 00 经度为一个带
,

共 36 个

带)内冷暖年阻高距平的相关系数
。

分别为一 0
.

4 02 和一 0
.

5 1 2
,

信度超过 1%
。

表明冷
、

暖

年阻高距平地理分布反相关关系甚好
。

3
.

3 北半球平均气温与各网格阻高次数关系

计算文献 [ 1叼
、

[ 1 1」中的年气温距平值与各网格内阻高次数的相关系数
,

得出相关系数地

区分布图 (23 个样本
,

因 Jon es 的资料只到 1 9 8 7 年 )
,

从图(略 )上看
,

达到 5 %信度的负相

关区有东大西洋
、

欧洲和西太平洋部分地区
。

正相关区主要在北美洲北部
、

贝加尔湖和乌

拉尔山北端
。

和 3
.

1 节所揭示的规律一致
。

4 厄尔尼诺年阻高活动特征

根据文献〔12〕的表 6
,

取 一9 6 5
,

1 9 6 5
,

1 9 6 9
,

1 9 7 2
,

1 9 7 6
,

1 9 8 2
,

1 9 8 3
,

1 9 8 6 和 1 9 8 7

年为厄尔尼诺年
,

综合计算这 9a 阻高距平值

地理分布(图 5 )
,

可 以看到正负距平呈波列

分布
,

由乌拉尔山的负距平区到西西伯利亚

的正距平区
,

和东西伯利亚的负距平区
,

再向

东是白令海峡和阿拉斯加的正距平区
,

最后

转向东南是北美的负距平 区
,

非常相似于遥

相关研究中的 PN A 型
,

这 与厄尔尼诺年北

美盛行 PN A 型的结论一致
。

另外
,

厄尔尼诺

年乌拉尔山南部有很大的负距平
,

阻高甚少
,

导致中国北方大范围干旱
。

图 5 厄尔尼诺年月平均阻高次数距平分布

(单位同图 1)

5 东半球夏季阻高与中国部分地区旱

涝关系
5

.

1 与内蒙古地区夏季旱涝关系

根据内蒙古地区 6 一 8 月降水量
,

取 1 9 6 5
,

1 9 7 2
,

1 9 7 5
,

1 9 8 0
,

1 9 8 2 和 1 9 8 3 年 6a
为较

严重干旱年
,

取 1 9 6 9
,

1 9 7 9
,

1 9 8 1 和 1 9 8 5 年 4a
为多雨年

。

图 6 是两种年份东半球 6 一 8 月

阻高次数及距平分布
。

从图 6a 可见
,

干旱年东半球阻高总数多于平均值
,

贝加尔湖附近和

乌拉尔山区偏少
。

80 一 100 oE 的西西伯利亚和 120 一 1 5 0o E 的东西伯利亚地 区则偏多
。

这

些地方阻高活动偏多
,

使西风气流分支
,

冷空气南下较少
,

导致内蒙古夏季少雨
。

图 6 b 是多雨年的分布
,

大部地区阻高活动偏少
,

东西伯利亚偏少更显著
。

乌拉尔山的

南北两端则偏多
,

这些地 区的阻高会促使其前方冷空气南下东进
,

以 西路冷空气影 响内

蒙
,

带来较多雨水
。

用 3
.

2 节同样方法计算了东半球 1 98 个网格点
,

18 个经度带干旱年和

多雨年阻高距平相关系数
,

分别达到一 0
.

3 82 和一 0
.

63 5
,

信度超过 1 %
,

说明两种年份阻

高有明显的反相分布
。

5
.

2 江淮流域旱
、

涝年阻高分布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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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内蒙古干旱年和多雨年夏季阻高次数及距平分布

( a
,

+ 旱年
.

b
.

多雨年
。

单位同图 l)

文献巨1 2」表 3( 中国东部旱涝分型 )中的 1b 型 (长江多雨
,

华北
、

华南少雨 )和 3 型 (长

江少雨
,

华北
、

华南多雨 )
,

是相反的两种雨型
,

分别有 9a 和 6a
。

这两种年份 6 一 8 月东半

球阻高次数及距平为图 7
。

图 7a 是干旱年份
,

乌拉尔山区为阻高活动的多发地 区
,

中心值

达 33
,

有高达 16 的正距平中心
。

其余地区均偏少
。

而多雨年 (图 7 b) 正好相反
,

乌拉尔山

阻高甚少
,

是 中心为一 13 的负距平区
,

阻高的多发区在西西伯利亚和外兴安岭一带
。

这种

相反的分布
,

在两种年份 1 98 个网格点和 18 个经度带的距平相关上也有 明显反映
,

其相

关系数分别为一 0
.

3 11 和一 0
.

50 4
,

均超过 1 % 的信度标准
。

图 7 江淮流域夏季旱涝年阻高次数及距平分布

(a
.

干早年
,

b
.

多雨年
。

单位同图 l)

把图 6a 和图 7b
,

图 6b 和图 7a 相对比
,

发现内蒙干旱年 (多雨年 )阻高分布与江淮流

域涝年(干旱年)分布相似
,

与文献 [ 1 3」的图 4 很一致
,

即平均来看 内蒙出现干旱
,

江淮流

域则是洪涝
。

6 讨 论
(1) 厄尔尼诺年东半球阻高正负距平数明显 比西半球大

,

尤其是乌拉尔山南端有很大

的负距平
,

说明厄尔尼诺现象对东半球比西半球影响更大
。

何以对乌拉尔山区影响那么

大
,

应进一步研究
。

(2) 江淮流域涝年乌拉尔山地区阻高偏少的结果与文献[ 1 4
,

1 5」结果不一致
。

1 95 4 年

情况可能是例外
。

而且 1 9 54 年个例与 1 9 8 0 年个例 (见文献 [ 1 6」)也是相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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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小 结
(1 )北半球有两个大范围阻高活动区

。

从 1 9 6 5 年到 1 9 90 年阻高总次数有减少趋势
。

各阻高活动中心位置和次数有季节变化
,

以夏季变化为最大
。

(2) 暖年阻高次数比平均偏少
,

冷年偏多
。

暖年偏少 区主要在阻高活动区的西半部
,

且

数值较大
,

而偏多的地区在东半部
。

冬季是暖年偏少
,

冷年偏多最明显的季节
。

(3) 厄尔尼诺年阻高正负距平分布有明显类似于 PN A 的波列
。

同时乌拉尔山区负距

平异常大
。

(4) 内蒙古地区夏季旱年和多雨年阻高次数和距平分布相反
。

江淮流域旱
、

涝年阻高

分布也相反
。

但内蒙夏季旱年阻高分布与江淮流域涝年的分布相似
,

内蒙多雨年与江淮流

域旱年阻高分布也相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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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诗言院士
,

陈受均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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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了宝贵意见
,

特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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