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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中利用 1970~ 2001 年 NCEP再分析 500 hPa逐日高度场资料,根据阻塞高压的天气学定义,采用客观统计

方法检索出近 32 a亚欧中高纬度 392 个阻塞高压个例, 对其进行了气候学分析。结果表明, 亚欧中高纬地区夏季

阻塞高压活动频繁, 10 d 以下的过程占绝对多数,地理分布主要集中在 45~ 70 N 之间,纬向上可划分 5 个高发区,

其中乌拉尔山和贝加尔湖东部阻高活动频次最高, 同时, 每个区域中又存在着相应的阻高活跃区。亚欧中高纬地

区夏季阻高活动具有明显的季节内变化特征。6 月份,阻塞活动多发生在乌拉尔山地区和鄂霍次克海地区,以双阻

为主要形势; 7 月份,欧洲区和贝加尔湖地区的阻塞活动有所增多,尤其贝加尔湖东部地区增多明显 ,而乌拉尔山地

区的阻塞形势明显减少,鄂霍次克海地区的阻塞活动位置向北移动,多发生在 60 N 以北,双阻形势逐渐减弱,贝加

尔湖地区的中阻形势有所增强。8月份,阻塞形势主要存在于贝加尔湖东西两区, 中阻形势占据主导地位。

亚欧中高纬地区夏季阻塞高压活动年际变化特征也很突出, 且这种年际振荡有明显的地理差异。另外 ,研究

表明亚洲北部的阻高活动多以稳定型为主,移动型阻高个例仅占 6. 6%。移动型阻高以起源于乌拉尔山地区最多,

移距最长,生命期最长。偶极子类阻高多集中在贝加尔湖东部与乌拉尔山地区, 约占该地区总阻高频次的 62. 0%

和 49. 7% ,平均生命期分别达到 7 d/次和 9 d/次以上。

关键词: 阻塞高压, 气候统计, 时空分布。

1 引 言

几十年来, 气象学者在阻塞高压(简称阻高)个

例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逐渐认识到阻高的

活动不但在冬春季节能够造成严重的寒潮天气, 而

且对东亚季风、梅雨、台风等都能起到重要的作

用[ 1~ 4]。尤其夏季,中高纬度阻塞高压的异常活动

常常会造成中国区域性旱涝灾害。但受资料和计算

条件的限制,国内在阻高的统计工作上的投入还不

很充分。早期,周晓平[ 5]采用经验方法初步统计了

夏季亚洲中纬度区域的阻塞形势。20 世纪 90 年

代,赵汉光[ 6]和晁淑懿等[ 7]使用 24 a资料分析了东

亚地区阻高的分布, 并研究了它与中国夏季暴雨的

关系,但所用的资料分辨率较低,而且区域仅限于东

亚地区。张培忠和杨素兰
[ 8]
利用 26 a 资料得到北

半球中高纬阻高生成的月份-经度图, 较完整地给出

了北半球阻高活动的年内时空演变图像。最近, 黄

菲等[ 9]着重研究了乌拉尔山地区的阻塞活动。杨

义文
[ 10]
根据长期的业务实践定义了一种新的阻塞

高压指数,并据此研究了阻高活动与中国雨带的关

系,然而区域也仅限于东亚地区( 90~ 160 E)。罗德

海等
[ 11]
曾给出了偶极子阻塞的观测事实,得到一些

有意义的偶极子类阻高的地理分布及季节变化的特

征,由于资料限制,还缺乏夏季季节内的细致研究。

从上述研究来看, 目前,还没有一项工作较完整

地给出亚洲地区阻塞形势的分布特征和时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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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缺乏夏季亚洲中高纬各区域的阻高活动的细致

描述。本文将使用最新的 32 a NCEP 再分析资料,

根据较客观的阻高天气学概念, 采用计算机检索方

法统计出亚欧夏季阻高的时空分布以及各区域各类

型阻塞活动的特征。

2 阻塞高压定义的方法

本文主要参考 Rex [ 12]提出的阻高天气学定义,

针对研究的区域特点,做一些改动,定义亚欧地区的

阻塞高压, 西风带上必须观测到有从上游的纬向型

向下游的经向型的明显转换, 500 hPa上基本西风

有分流,高压中心至少存在 3或 3 d以上。为了在

计算机上实现检索, 且更符合天气学标准,本文提出

了更具体的要求: ( 1)在 45~ 75 N, 20~ 160 E 范围

内,要存在闭合的高压中心,该高压中心至少要存在

3 d以上,且阻高中心中断不能连续 2 d以上; ( 2)高

压中心移速不超过 12. 5经度/日; ( 3)高压面积要不

小于 5 5 个经纬度, 在 140 E 以西高压中心强度

H c 5720 gpm, 140 E 以东, H c 5600 gpm。

这样, 按照客观标准, 利用计算机对 NCEP 提

供的逐日 500 hPa的高度资料进行检索、筛选,通过

确定阻高中心点的位置和移动, 可以直接找出阻塞

高压形成、移动、消亡的轨迹, 确定其存在的具体位

置和日期;方法具体直观,还可以消除由于气候槽脊

存在而产生的正距平分布的影响, 但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条件苛刻, 可能会漏掉一些弱的过程,而且生成

和消亡日期可能与天气图有些差别。

利用上述方法, 统计出 1970~ 2001年夏季亚欧

中高纬度地区共有高压活动 821 次。图 1 给出了

1970~ 2001年亚欧大陆中高纬度夏季高压活动过

程次数随过程维持时间长度的变化曲线。由图可

见,亚欧地区夏季的高压活动以生命期不足 3 d 的

瞬变波动过程居多, 有 429 次, 占 52. 3%。阻塞高

压过程次数(以定义的标准)随着维持时间的增长而

迅速减少, 10 d以下的过程居多,占总阻高次数的

83. 4%; 10 d以上的过程只有 64次,但其维持的时

间却占总数的 36. 1%;持续时间在 20 d以上的过程

仅8次。从累计维持天数曲线来分析, 维持时间在

3, 8, 11和 16 d 为峰值,尤其是 3 和 8 d 的过程, 贡

献较大。

除去 3 d以下的瞬变波动, 1970~ 2001年 32个

夏季中, 欧亚地区的阻塞高压活动为 392次。为了

检验该方法的统计效果, 随机选取 1995和 1998年,

图 1 1970~ 2001年亚欧大陆中高纬度夏季高压活动

过程次数随过程维持时间长度的变化曲线

Fig . 1 Curves o f blocking activities process and total day

against its persisting time dur ing the period of

32 summers from 1970 to 2001

然后与天气图进行对比分析。历史天气图显示,

1995年夏季亚欧大陆共有 13次阻塞过程,维持 5 d

以上的有 9次, 10 d以上的 4次, 超过 20 d 的有 2

次。而利用客观方法统计的结果, 1995年夏季亚欧

大陆阻塞过程为 11次,缺漏 1 次, 其中维持 5 d以

上的有 5次, 10 d以上的有 3次, 超过 20 d的 1次。

对比分析表明,客观统计方法基本上能较好地反映

出阻塞高压活动过程, 仅仅在阻塞形势建立的起止

日期上稍有差距, 并且由于阻塞过程是查阅历史天

气图得到的, 所以在确定阻高生长史上也不可能十

分准确。同样, 1998 年夏季历史天气图显示, 有阻

塞过程 11次, 其中维持时间超过 5 d 的有 9 次, 维

持 10 d 以上的有 4次。客观统计结果为 13次, 多

出 2次, 其中维持 5 d以上 10次, 10 d以上 2 次。

对比结果表明,客观统计的效果仍然不错。

3 亚欧中高纬地区夏季阻高的时空分布

3. 1 地理分布特征

图 2 给出了 1970~ 2001年共 32 a 夏季( JJA)

亚欧大陆中高纬度地区高压中心频次累计分布。从

图上看, 夏季亚欧大陆中高纬地区高压活动有明显

的地理差异, 可划分为 5个主要区域, 分别位于40 E

以西的欧洲地区, 40~ 70 E 的乌拉尔山地区, 90~

110 E 的贝加尔湖以西地区, 110~ 140 E 贝加尔湖

以东地区和 140 E 以东的鄂霍次克海地区, 各区域

高压中心活动频次分别占亚欧中高纬高压中心总频

次的 14. 5% , 28. 6%, 14. 3%, 28. 1% , 10. 4%。从纬

向分布看(图 3a) , 高压中心分别在 37. 5, 60, 100,

120和 147. 5 E 具有相对的峰值,也就是说, 阻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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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经度上的活动更频繁一些。在 70~ 95 E, 阻塞

高压的活动非常少, 尤其在 85 E 附近, 阻高中心的

累计数还不到 30个,这样平均每年还不到一次。阻

塞高压活动最多的地区位于 120 E附近,也就是在

贝加尔湖东部地区。另外, 夏季亚欧大陆中高纬度

的阻塞高压活动,经向分布也很明显。从图 3b看,

亚欧大陆阻高活动主要集中在 45~ 70 N, 45 N以

南,副热带高压活动频繁, 75 N 以北, 阻高活动稀

少。在中高纬度地区, 高压中心频次为双峰型分布,

峰值分别位于 55和 62. 5 N,即这两个纬度上, 高压

活动最为频繁。上述的阻高分布特征与预报经验及

前人的统计结果[ 8~ 10]非常符合,这也进一步验证本

文采用的阻高统计方法的可信性和可用性。

图 2 1970~ 2001 年 32个夏季亚欧中高纬地区高压中心频次累计分布

(阴影区为 8 d的阻高高频区域)

Fig. 2 Distr ibution of total of the high center fo r past 32 summers from 1970 to 2001

( Shaded for th e blocking concentrat ive regions)

图 3 1970~ 2001年夏季亚欧中高纬地区( 45~ 75 N , 20~ 160 E)高压中心

累计频次的纬向( a)和经向( b)分布

Fig. 3 Zonal( a) and meridional( b) distribution of the high center total that occurr ed in

the mid- high latitudes for past 32 summers from 1970 to 2001

总的来看, 阻高活动主要集中在 45~ 70 N, 但

在不同的区域, 阻高中心的活动频次的经向分布也

有较大变化。在 20~ 42. 5 E的欧洲区,高压活动主

要集中在 47. 5~ 65 N, 占整个欧洲区域高压中心频

次的 84. 4%。在 42. 5~ 85 E 的乌拉尔山地区, 阻

高活动主要集中在 47. 5~ 62. 5 E, 占整个地区的

69. 9%。在 85~ 107. 5 E 的贝加尔湖以西地区, 阻

高活动主要集中在 55 ~ 70 N, 占整个地区的

65. 9%。在 107. 5~ 140 E 的贝加尔湖以东地区, 阻

高活动主要集中在 45 ~ 65 N, 占整个地区的

85. 4%。而在 140 E以东的鄂霍次克海地区,阻高活

动主要集中在 52. 5~ 65 N,占整个地区的 70. 4%。

由此可见,在各区域, 阻高的活动也不是均匀分布,

而是相对集中在一定范围内, 据此本文就定义这些

地区为各个区域的高压活动活跃区。尤其在欧洲区

和贝加尔湖东部地区, 高压活动最为集中,活跃区高

压中心累计频次分别达到 84. 4%和 85. 4%。

高压中心累计频次地理分布特征也反映了夏季

亚欧中高纬度地区阻塞高压活动情况。由图 4 可

见, 1970~ 2001年夏季亚欧中高纬度地区共有阻高

活动过程 392次, 主要分布在 5个区域,其中乌拉尔

山地区和贝加尔湖东部地区高压活动较频繁,分别

达到 89和 98次, 约占总次数的 22. 7%和 25. 0%;

欧洲地区的高压活动最少, 为 57 次。而每个区域

内,阻高活动也相对集中在一定的范围,在贝加尔湖

东区和欧洲区高压活动最为集中, 活跃区内阻高活

动次数约占该区域总次数的 83. 7%和 78. 9%。这

与高压中心累计频次的分布情况非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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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970~ 2001 年亚欧中高纬地区夏季阻塞高压

累计活动次数的分区统计

(浅色代表整个区域,深色代表活跃区)

Fig. 4 A bar char t for statistic results of blocking activit ies

that occurred some areas for past 32 summers

( light bars for w hole areas and dark ones for act ive areas)

3. 2 时间分布特征

3. 2. 1 季节内变化

亚欧大陆夏季的阻塞活动具有明显的季节内变

化。由图 5 可见, 6 月份, 阻塞活动多发生在 45~

57 N, 40~ 70 E 的乌拉尔山地区和 60 N以南, 135

E以东的鄂霍次克海地区, 40 E以西的欧洲和贝加

尔湖地区阻塞活动较少,这反映了 6 月份亚洲中高

纬度地区阻塞形势以双阻为主要形势。7 月份, 欧

洲区和贝加尔湖地区的阻塞活动有所增多,尤其贝

加尔湖东部地区增多明显,而乌拉尔山地区的阻塞

形势明显减少,鄂霍次克海地区的阻塞活动位置向

北移动, 多发生在 60 N 以北,这种形势表明双阻形

势逐渐减弱,贝加尔湖地区的中阻形势有所增强。8

月份,阻塞形势主要存在于贝加尔湖东西两区, 其他

图 5 1970~ 2001 年 6, 7, 8 月亚欧中高纬地区阻塞高压中心频次累计分布

( a. 6月, b. 7月, c. 8月; 阴影区为 4 d的阻高高频区域)

Fig . 5 Distribution of blocking activ ities center total that occurred in

Eurasia high- mid lat itudes in Jun, July or August

各区的阻塞活动明显减少,由此可能是,进入 8月份

贝加尔湖地区的中阻形势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阻塞高压中心频次旬累计量同样表明(图略) ,

亚欧大陆阻高活动频率有明显季节内变化。从 6月

上旬开始, 阻高中心频次逐旬增加, 增长率约为

3%, 7月份, 阻高中心累计频次达到最大,上中下三

旬变化不大,都达到 470多日, 8月又迅速减少。同

样,夏季高压活动次数也是 7月份最频繁, 6 月份次

之, 8月份最少,阻塞高压活动与总高压活动的频率

是成正比的。阻塞过程统计, 7月最多达到 165次,

每年平均 5. 2次, 而 8月最少,仅有 87次,每年平均

2. 7次, 6 月为 140 次, 平均每年 4. 4 次。利用功率

谱检验, 亚欧大陆中高纬度地区夏季的这种高压频

次似乎存在 4 d的振荡周期, 即每隔4 d在亚欧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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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区域就可能出现高压扰动形势。如前所述, 阻

塞高压频率这种季节内变化具有明显地理特征。从

图6(见 324页)上可以看出, 欧洲活跃区内阻高压

活动的季节内变化幅度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 除 7

月中旬阻塞活动频繁以外, 6 月上旬似乎也为一活

跃期;乌拉尔山地区,阻塞高压在 6月中下旬至 7月

上旬最为活跃; 贝加尔湖西部地区, 6月上旬高压活

动非常少, 然后逐旬增加, 7月下旬达到最多, 然后

减少;而贝加尔湖东部地区,高压活动季节内变化基

本成正态分布, 6月上旬开始逐旬增加, 7月中旬达

最大,然后逐旬减少, 另外还可以看出, 贝加尔湖东

部的阻高活动也是亚欧大陆最频繁的。上述结果与

图 5的反映是一致的。

3. 2. 2 年际变化

图7a给出了 1970~ 2001年 32个夏季亚欧大

陆中高纬度阻塞活动次数、累计天数的年际变化曲

线。由图可见, 亚欧大陆夏季的阻塞高压活动的年

际变化非常清楚, 从阻高次数来看, 平均每年有

12. 25次, 阻塞高压最多一年可以发生 18 次

( 1981) ,最少只有 6次( 1978)。20 世纪 70 年代初

期和后期, 80年代中期和 90年代前期阻塞高压活

动偏少;而 70年代中期, 80年代初期和后期比较活

跃,基本以偏多为主。1990~ 1994年阻塞高压活动

偏弱, 1995~ 1998 年明显增强, 似乎处于频发期;

1999和 2000年阻高活动频率低于常年, 2001 年又

有增强的趋势。阻塞高压累计天数的情况和阻高次

数基本一致。

亚欧大陆夏季阻高活动的年际变化总体上有上

述特征, 但各区域情况不尽相同。如对中国天气气

候影响最大的贝加尔湖东部地区(图 7c) , 无论阻高

天数还是次数, 20 世纪 90年代初期前都呈上升的

趋势, 90年代中期后活动减少; 其年际振荡的幅度

明显比亚欧大陆总体情况更剧烈一些, 1973, 1980,

1986, 1992, 1998年阻高活动明显偏多, 为峰值年,

1980年阻高天数为 42 d, 维持时间最长, 1971,

1979, 1989, 1994和 2000年阻高活动很少, 为谷值

年, 1994 年最少, 仅有 3 d。贝加尔湖西部地区, 阻

高活动总体呈弯月型, 即 70年代前期和近年来阻高

活动较为频繁,中间段活动较少, 尤其是 80年代后

期至 90 年代初期, 阻高活动明显偏少(图略)。另

外,比较而言, 90年代以前阻高活动年际变化周期

稍长, 90年代后,活动周期缩短, 近年来周期又有所

增长。欧洲区阻高活动年际特征表现与贝加尔湖西

区有些相似,年阻高累计天数在整个 70年代呈减少

趋势, 80年代前期最为沉寂, 80年代中期以后呈总

体增加趋势。乌拉尔山地区变化与欧洲地区恰恰相

反, 70年代中前期呈振荡增加趋势,但70年代末突然

减少, 80年代以后呈总体减少趋势。鄂霍茨克海地

区阻高活动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70 年代初期和中

期, 80年代前期和后期, 90年代初期处于频发期,其

余年代阻高活动较少, 90年代大部年份阻高活动较

平淡,近年来有所回升,不存在明显的年际变化周期。

图 7 1970~ 2001 年 32个夏季欧亚大陆( a)和贝加尔湖东部地区( b)阻塞

高压累计天数( d)、阻高次数的年际变化曲线

F ig. 7 Curves of all Eurasia( a) and east part of the Baikal( b) blocking days and

process for past 32 summers fr om 1970 to 2001

4 阻高活动的源区

本文定义阻高中心在其生命史内移动距离超过

25个经度为移动性阻高,反之,定义为稳定性阻高。

按照这样的标准,由表 1可知, 1970~ 2001年 32个

夏季,亚欧大陆共出现移动性阻高活动 26次,稳定

性阻高活动 366次。其中移动性阻高中, 起源于欧

洲区的有 6 次, 占移动性阻高总次数的 23. 1%, 占

本区域阻高次数的 10. 5%, 平均移动距离 33. 3个

经度,维持 9. 8 d,平均移速 3. 4个经度/ d;起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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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尔山区的有 14次,占 53. 8% ,占本区域阻高次

数的 15. 7% ,平均移动距离 30. 7个经度, 维持 12. 6

d,平均移速 2. 4个经度/ d; 起源于贝加尔湖西部的

移动性阻高仅 2次, 占 7. 7%, 占本区域阻高次数的

3. 2% ,几率最低, 平均移动距离 42. 5个经度, 维持

14. 5 d,平均移速 2. 9个经度/ d;起源于贝加尔湖东

部的移动性阻高 4 次, 占 15. 4% , 占本区域阻高次

数的 4. 1%, 平均移动距离 33. 8个经度, 维持 11. 5

d, 平均移速 2. 9个经度/ d。

由此可见, 夏季亚欧大陆阻高形势通常以稳定

表 1 1970~ 2001 年 32个夏季亚欧中高纬度阻塞高压活动次数情况统计表

Table 1 The flux results comparing the model r esult w ith t hose calculated by different scheme using 2000 observ ation data

区域 欧洲区 乌山区 贝湖西 贝湖东 鄂海区 移动性 总计

次数 57 89 62 98 60 26 392

比例(各区/总计) 0. 145 0. 227 0. 158 0. 250 0. 153 0. 066

活跃区次数 45 62 41 82 41 26 297

比例(活跃区/总区域) 0. 789 0. 697 0. 661 0. 837 0. 672 1 0. 758

移动型次数 6 14 2 4 0 26

比例 0. 231 0. 538 0. 077 0. 154 0

平均移距(经度) 33. 3 30. 7 42. 5 33. 8

平均维持天数 9. 8 12. 6 14. 5 11. 5

平均移速(经度/ d) 3. 4 2. 4 2. 9 2. 9

性为主,移动性阻高仅占 6. 6%。乌拉尔山地区最

易出现移动性阻塞环流形势, 并且生命周期较长, 移

动速度较慢;贝加尔湖西部地区生成移动性阻塞高

压的几率最小, 但一旦生成,维持时间长, 移动距离

长;欧洲地区生成的移动性阻高形势, 比较而言, 维

持时间较短,移速较快。鄂霍茨克海地区由于受统

计区域的限制没有出现移动性个例。

亚洲中高纬环流常会出现一种偶极子流型: 阻

塞高压的南侧同时伴有一切断低涡存在。这种形势

一旦形成,常常会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一般不少于 7

d,且会造成中高纬度西风发生明显分支现象, 大量

物质、能量向中低纬度输送,造成中国一定区域内持

续性暴雨[ 13]。

图8给出了1970~ 2001年夏季亚欧中高纬地

图 8 1970~ 2001 年欧亚中高纬地区夏季偶极子阻高

累计活动次数及天数( d)的分区统计

(浅色代表次数,深色代表天数)

Fig . 8 Statistic for Dipole blocking activ ities and

its persisting total day that occurred in

the five ar eas for past 32 summers

区偶极子阻高统计分布。由图可见, 贝加尔湖东部

与乌拉尔山地区是偶极子类阻高高发地区,分别出

现 57和 39次,累计天数达到 414和 370 d,约占该

地区总阻高频次的 62. 0%和 49. 7%。可能由于划

分区域的限制,鄂霍茨克海地区偶极子类阻高最少,

累计次数和天数分别为 21次和 134 d, 约占总阻高

的 39. 1%。平均而言,偶极子类阻高平均生命期为

5. 8 d/次,移动距离 7. 6 经距/次, 有明显的地区差

异,乌拉尔山地区偶极子类阻高平均生命期达到 9

d/次以上,贝加尔湖地区也有 7 d/次以上。

5 结 论

( 1) 亚欧中高纬地区夏季阻高活动频繁, 10 d

以下的过程占 83. 4%, 其中以维持时间 3和 8 d的

贡献最大;地理分布主要集中在 45~ 70 N, 纬向上

可划分 5个高发区, 其中乌拉尔山和贝加尔湖东部

阻高活动频次最高,同时,每个区域中又存在着相应

的阻高活跃区。

( 2) 亚欧中高纬地区夏季阻高活动具有明显的

季节内变化特征。6 月份, 阻塞活动多发生在乌拉

尔山地区和鄂霍次克海地区,以双阻为主要形势。7

月份,欧洲区和贝加尔湖地区的阻塞活动有所增多,

尤其贝加尔湖东部地区增多明显, 乌拉尔山地区的

阻塞形势明显减少, 鄂霍茨克海地区的阻塞活动位

置向北移动, 多发生在 60 N 以北, 双阻形势逐渐减

弱,贝加尔湖地区的中阻形势有所增强。8月份,阻

352 气 象 学 报 62 卷



塞形势主要存在于贝加尔湖东西两区, 其他各区的

阻塞活动明显减少, 中阻形势占据主导地位。另外,

亚欧中高纬地区夏季阻塞高压活动具有明显的年际

年代际变化特征,且各区情况各有特点。

(3) 亚洲北部的阻高活动多以稳定性为主, 移

动性阻高个例仅占 6. 6%。移动性阻高以起源于乌

拉尔山地区最多,移距最长,生命期最长。偶极子类

阻高多集中在贝加尔湖东部与乌拉尔山地区,约占

该地区总阻高频次的 62. 0%和 49. 7%,平均生命期

分别达到 7 d/次和 9 d/次以上。

( 4) 从上述研究看, 文中部分结果与前人的统

计结论基本一致, 这也反映了本文采用的计算机客

观检索方法具有较高的可信性和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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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OF ATMOSPHERIC BLOCKING IN

THE EURASIA HIGH- MID LATITUDES BASED ON

RECENT 30- YEAR SUM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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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synopt ic definit ion of blocking, a object ive method is used to stat ist ic atmospheric blocking in

Eurasia high- mid latitudes based on 32- year summers by means of 1970- 2001 NCEP analysis data. The re-

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392 blocking activities during period of past 32 summers. Blocking act iv ity occur fre-

quent ly in zone of 45 70 N, concentrate on five regions mainly, especially in Ural and the east part of Baikal.

M ost of them are less than 10 days. The feature of the blocking activity intra- seasonal variat ions is clear. U ral

and Okhotsk are preferred areas for the blocking, occurring in form of double- blocking in Jun. the blocking ac-

t ivit ies increase in Baikal and Europe, part icularly in the east part of Baikal , the act ivit ies decrease synchronous-

ly in Ural and they appear more f requently in North to 60 N in the Okhotsk area. T herefore, M id-blocking pat-

tern is more important in Jul. The change is more obvious, the mid- blocking that occur in Baikal is most re-

markable in Aug.

Blocking act ivity has obviously inter-annual variat ions, which behave dif ferent ly in various areas. Addit ion-

ally, blocking pat tern is stable once it establish in northern Asia. M oving- blocking is about 6. 6% and it root

most ly in Ural area, possessing longest life t ime and remove. Dipole blocking occur most ly both in the east part

of Baikal and Ural area, about 62. 0% and 49. 7% of total amount in respect ive area, averag ing life t ime is more

than 7 days and 9days, respect ively.

Key words: Atmospheric blocking, Stat ist ic characterist ic, Dist ribution of space- t 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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