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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地区水汽输送强、弱年水汽输送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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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１９５０—２００２年ＮＣＡＲ／ＮＣＥＰ再分析逐日平均资料，计算全球格点整层水汽输送通量，分析东亚地区水汽输送

强、弱年候平均水汽输送的异同点。水汽输送强、弱年都存在一条行星尺度水汽输送带，但是又有显著的差异：（１）南半球越

赤道、阿拉伯海、孟加拉湾的水汽输出量不同。（２）副热带高压外围水汽的强度和影响范围不同。（３）中纬度向内蒙古中部

和东北地区输送水汽的偏西风水汽输送带在水汽输送强年明显、弱年不明显。（４）在水汽输送强年中国云贵高原—长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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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华北—东北南部有一条明显的水汽输送大值带，中国中、东部均有水汽输送，只是中国东南部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水汽输

送相对较少；在水汽输送弱年仅中国南方、东部沿海和东北地区南部有弱的水汽输送。（５）水汽输送强年的变化较为平缓，而

水汽输送弱年则比较迅速。东亚地区偏南风水汽输送在水汽输送强、弱年的相同特征是：特征线南撤的速度非常快，在２０°—

３０°Ｎ附近有东南风水汽输送加入，并取代西南风水汽输送；不同之处是，水汽输送强年建立的时间早、能够到达更北的纬度、

强盛期长、撤退的时间迟。副热带高压南侧东南风水汽输送在水汽输送强、弱年的共同点是，西界均为９５°Ｅ，由建立到强盛的

速度都非常快，在强盛期突然就东撤到１３０°Ｅ以东的区域；不同点是，在１６０°Ｅ处东南风水汽输送建立的时间不同，强盛期不

同，到达西界的时间不同，印度季风槽在９５°Ｅ以西形成的东南风水汽输送持续时间和影响范围不同，西扩和东撤的速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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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东亚地区受亚洲季风的影响，水汽输送及其辐

合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旱涝的发生。因此对该区域水

汽输送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揭示大气环流系统和天气

系统的基本特征，同时对研究气候异常、防灾减灾意

义重大。

关于亚洲季风区水汽输送特征和收支状况，已

有不少气象工作者作了大量的研究，得出许多有意

义的结论。吴国雄（１９９０）利用１９７９年９月至１９８４

年８月欧洲预报中心每日４次１３层分析资料绘制

了与水汽输送有关的各种物理量的高度剖面图，研

究了不同尺度的大气运动对水汽输送和收支的贡

献，发现热带行星波把水汽从热带输向副热带。黄

荣辉等（１９９８）利用ＥＣＭＷＦ欧洲中心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年逐日资料从１０００ｈＰａ开始积分得到的垂直积分

的水汽输送通量资料讨论了夏季东亚季风区水汽输

送特征及其与南亚季风区水汽输送的差别，指出东

亚季风区的水汽输送以经向输送为主，其水汽的辐

合主要是由季风气流引起的水汽平流所造成的。伊

兰等（１９９７）利用ＥＣＭＷＦ欧洲中心１９７９—１９８９年

的逐日资料从地表面开始进行整层积分得到的垂直

积分的水汽输送通量资料，分析了定常波和瞬变波

在亚洲季风区大气水分循环中的作用，指出夏季定

常涡动输送的经向分量是水汽从热带输送到副热带

的主要机制，而瞬变涡动输送的经向分量则是把水

汽从副热带输送到中高纬的主要机制，由于季风经

圈环流的存在，使得亚洲季风区的热带地区成为重

要的水汽源区，而其副热带和中纬度地区是水汽汇

区。田红等（２００２）利用１９５８—１９９８年ＮＣＡＲ／ＮＣＥＰ

再分析逐日资料从地表面积分而得到的整层水汽输

送通量绘制了冬、夏季平均及年平均的纬（经）向水

汽通量的经（纬）向剖面图，发现全球纬向水汽输送

在南北半球中高纬度由西向东，在低纬由东向西，分

别与中纬度西风带和热带东风带一致，经向输送在

夏季由南半球向北半球输送，冬季则相反。

水汽输送特别是整层垂直积分的水汽输送的辐

合辐散直接与降水有关，季风携带的水汽对于季风

区域中水分平衡起着重要作用（高由禧等，１９５９；徐

淑英，１９５８；谢义炳等，１９５９），事实上，水汽输送季节

转换的关键时段、关键区域和关键征兆对于跨季度

预报是至关重要，它们在水汽输送强、弱年的特点有

显著差异，水汽输送的年际、年代际变化与中国东部

旱涝变化特征密切相关。查阅大量资料发现，采用

从地表面开始垂直积分的长时段的水汽输送资料来

讨论东亚季风区（包括北半球中高纬地区）水汽输送

强、弱年候平均水汽输送异同点的研究还很少有过。

本文将使用１９５０—２００２年整层垂直积分的水汽通

量资料，使用ＥＥＯＦ方法分解逐年逐候水汽输送通

量，找出东亚地区水汽输送强、弱年候平均水汽输送

的相同之处和差异。

２　资　料

１９５０—２００２年ＮＣＡＲ／ＮＣＥＰ再分析逐日平均

资料，包括高空水平纬向风狌、经向风狏、比湿狇，地

表面气压狆ｓ。其中狌、狏 场在垂直方向有１７层

（１０００、９２５、８５０、７００、６００、５００、４００、３００、２５０、２００、

１５０、１００、７０、５０、３０、２０、１０ｈＰａ），单位为 ｍ／ｓ；狇场

在垂直方向有８层（１０００—３００ｈＰａ），单位为ｋｇ／ｋｇ；

狆ｓ的单位为Ｐａ；各资料场的水平精度均为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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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经纬度。

２．１　资料处理方法

在狆坐标系中，单位时间通过垂直于风向的、

底为单位长度、高为整层大气柱的单位面积上的总

水汽通量犙（垂直积分的水汽通量）包括

纬向水汽输送通量

犙λ ＝ 〈狇狌〉＝－
１

犵∫
狆ｔ

狆ｓ

狇狌ｄ狆 （１）

　　经向水汽输送通量

犙φ ＝ 〈狇狏〉＝－
１

犵∫
狆ｔ

狆ｓ

狇狏ｄ狆　 （２）

犙＝犙λ＋犙φ　　　　　　 （３）

式中狆ｓ为地表面气压，狆ｔ取３００ｈＰａ，犵为重力加速

度（周长艳，２００４；朱乾根等，１９８１）。

为得到东亚地区水汽输送推进过程的时空变化

特征，对（１５°Ｓ—５０°Ｎ、４０°—１６０°Ｅ）范围内１９５０—

２００２年的经向、纬向水汽通量原始场进行扩展自然

正 交展开，再将第１９—５４候进行扩展自然正交

展开。

由ＥＥＯＦ分解１９５０—２００２年第１９—５４候逐

候整层垂直积分水汽输送通量原始场的第１特征向

量图（图略）可以看出，各候第１特征向量空间分布代

图１　ＥＥＯＦ分解１９５０—２００２年第１９—５４候逐候

整层垂直积分水汽输送通量原始场

第１特征向量时间系数

Ｆｉｇ．１　Ｔｉｍ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ｖｅｃｔｏｒｏｆｔｈｅＥＥＯＦｏｆ

ｔｈ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ｆｌｕｘ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ｆｒｏｍ１９ｔｏ５４ｐｅｎｔａｄ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０ｔｏ２００２

表了多年平均状况，其方差贡献为６４．２％，因此，文

中着重根据ＥＥＯＦ分解原始场第１特征向量时间

系数（图１）来进行讨论。

３　水汽输送强、弱年的确定

计算ＥＥＯＦ分解第１特征向量时间系数的标

准差，选取时间系数≥１．３倍标准差的５个年份

（１９５８、１９５９、１９６０、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进行时间系数大

值年合成，时间系数≤－１．３倍标准差的５个年份

（１９６８、１９７４、１９８７、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进行时间系数小

值年合成，再对大值年合成场、小值年合成场、多年

平均逐候水汽输送场进行ＥＥＯＦ分解，得到第１特

征向量图（图２）。对比图２ａ、２ｂ和２ｃ，很容易地看

出，大值年南半球越赤道、阿拉伯海、孟加拉湾的水

汽输送多于多年平均，水汽输送带中心强度大、向中

国南海和中国东部的水汽输送偏强，小值年则相反，

水汽输送较少、中心强度小、向南海的水汽输送偏

弱；副高外围水汽输送的强度在大值年偏强、影响范

围大，小值年则比多年平均水汽输送的强度弱、影响

范围小；在水汽输送大值年，中纬度（４０°—４５°Ｎ）的

偏西风水汽输送带十分明显，在水汽输送小值年这

条水汽输送带不明显；在水汽输送大值年，中国中、

东部水汽输送的北边界、西边界比多年平均偏北、偏

西，并且中国东部水汽输送的强度偏强，在水汽输送

小值年，中国中、东部水汽输送的范围小于多年平均

情况。这些对比可以说明，水汽输送时间系数大值

年是水汽输送较强的年份，而小值年是水汽输送较

弱的年份。因而可以按照ＥＥＯＦ分解时间系数标

准差来划分水汽输送的强、弱年。

规定ＥＥＯＦ分解原始场第１特征向量时间系

数≥０．５倍标准差的年份为水汽输送强年，时间系

数≤－０．５倍标准差的年份为水汽输送弱年，时间

系数在±０．５倍标准差以内的年份为水汽输送正常

年。表１列出了按照上述标准划分的１９５０—２００２

年水汽输送强、弱、正常年。

４　强、弱年水汽输送过程对比

４．１　强、弱年水汽输送的犈犈犗犉分析对比

分别对逐候水汽输送强、弱年的合成场进行

ＥＥＯＦ分解，第 １ 特征向量的方差贡献分别为

７９．０％、７４．２％。

从逐候水汽输送强、弱年合成场的平均状况（图

２）可以看出，两个场都存在一条行星尺度水汽输送

带，但是又有显著的差异：（１）南半球越赤道、阿拉伯

海、孟加拉湾的水汽输出量不同。水汽输送强年水

汽输送带中心强度大、弱年则小。（２）副热带高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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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ＥＥＯＦ分解第１９—５４候水汽输送　　　

强年（ａ）、弱年（ｂ）、多年平均（ｃ）　　　

第１特征向量分布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ＥＥＯＦ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ｖｅｃｔｏｒｉｎＳＭＴＹｓ　　　

（ａ），ＷＭＴＹｓ（ｂ），ａｎｄ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ｙｅａｒ　　　

ｍｅａｎ（ｃ）ｆｒｏｍ１９ｔｏ５４ｐｅｎｔａｄ　　　

表１　水汽输送强、弱、正常年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ｓｔｒｏｎｇ，ｗｅａｋ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ｌ

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ｙｅａｒｓ

强年 弱年 正常年

１９５２ １９６８ １９５０

１９５４ １９７１ １９５１

１９５７ １９７２ １９５３

１９５８ １９７４ １９５５

１９５９ １９７６ １９５６

１９６０ １９８２ １９６３

１９６１ １９８４ １９６５

１９６２ １９８５ １９６６

１９６４ １９８６ １９６７

１９６９ １９８７ １９７７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９ １９７８

１９７３ １９９２ １９７９

１９７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８１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７ １９８３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９ １９８８

２０００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２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１

围水汽的强度和影响范围不同。在水汽输送强年，

副热带高压外围水汽输送较强，其东南风水汽输送

西界在１２０°Ｅ附近，北界越过５０°Ｎ；而在水汽输送

弱年水汽输送较弱，西界还未能到达１３０°Ｅ，北界在

４０°Ｎ附近。（３）在水汽输送强年，中纬度（４０°—４５°Ｎ）

有一条明显的偏西风水汽输送带，向内蒙古中部和

东北地区输送水汽；在水汽输送弱年这条水汽输送

带不明显。（４）在水汽输送强年，中国云贵高原—长

江中游—华北—东北南部有一条明显的水汽输送大

值带，中国中、东部均有水汽输送，只是中国东南部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水汽输送相对较少；但是在水汽

输送弱年，仅中国南方、东部沿海和东北地区南部有

弱的水汽输送。

　　由第１特征向量时间系数（图３）可以清晰地看

见，在水汽输送强年（实线），４月第３候水汽输送明

显增大，之后稳步加强，到６月第６候达到极大值，

然后缓慢减弱；水汽输送弱年（虚线）时间演变曲线

波动很大，４月第６候至５月第１候水汽输送剧烈

增加，此后又迅速减少，５月第３候达到低值点，５月

第４候至６月第４候水汽输送又剧烈增加，于７月

第１—３候水汽输送达到盛期，８月第５候开始快速

减少。水汽输送强年水汽输送的变化较为和缓，而

水汽输送弱年不管是水汽输送由弱到强还是由强到

弱的变化都比较迅速；水汽输送强、弱年水汽输送强

盛期的区别不是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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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ＥＥＯＦ分解第１９—５４候水汽输送强年

（实线）、弱年（虚线）第１特征向量时间系数

Ｆｉｇ．３　Ｔｉｍ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ＥＥ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ｖｅｃｔｏｒｉｎＳＭＴＹｓ

（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ａｎｄＷＭＴＹｓ（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

ｆｒｏｍ１９ｔｏ５４ｐｅｎｔａｄ

４．２　强、弱年偏南风水汽输送逐候演变的对比

为了揭示偏南风水汽输送在水汽输送强、弱年

北进与南撤特征的异同点，制作东亚地区１０５°Ｅ（取

１００°—１１０°Ｅ平均）、１１５°Ｅ（取１１０°—１２０°Ｅ平均）、

１２５°Ｅ（取１２０°—１３０°Ｅ平均）附近水汽输送强、弱年

水汽输送通量时间纬度剖面（图４）。

以图４中连续的０．３ｋｇ／（ｍ·ｓ）和１ｋｇ／（ｍ·

ｓ）经向水汽输送线作为偏南风水汽输送特征线，很

明显，中南半岛—长江中上游地区—西北地区—内

蒙古西部—蒙古国中部—贝加尔湖范围内水汽输送

不管是在强年还是弱年，都与多年平均（图略）状况

类似，在２０°—２５°Ｎ附近一直有偏南风水汽输送，只

是冬季很弱。水汽输送强年第１２—２４候（２月第６

候—４月第６候）特征线在３０°Ｎ附近；第２４候（４月

第６候）１５°—２５°Ｎ的西南风水汽输送加强，３０°Ｎ附

近的西南风水汽输送也略有加强，特征线开始逐渐

向北移动；第３３—３６候（６月第３—６候）西南风水

汽输送再次加强，特征线北扩至３７°Ｎ附近；第３８—

４６候（７月第２候—８月第４候）西南风水汽输送极

其旺盛，特征线北界稳定在３８°Ｎ附近，并偶尔再向

北扩展至５０°Ｎ；第４６候（８月第４候）开始，２０°—

２５°Ｎ附近有东南风水汽输送加入；第５２候（９月第

４候）时西南风水汽输送首先在２５°Ｎ以南的中低纬

度消失，为偏东风水汽输送所取代，２５°—３７°Ｎ还维

持有西南风水汽输送；此后特征线北界缓慢南移，到

第６５候（１１月第５候）西南风水汽输送才变得极弱。

水汽输送弱年特征线只是在第３８候（７月第２候）才

有明显北进的迹象，到达３７°Ｎ，但第４３候（８月第１

候）就快速南撤了；第４４候（８月第２候）２０°—３０°Ｎ

附近有东南风水汽输送加入；第４８候（８月第６候）中

低纬度的西南风水汽输送消失；此后西南风水汽输送

变得很不稳定。水汽输送强年偏南风水汽输送的特

征比多年平均状况变得明显，而水汽输送弱年偏南风

水汽输送没有明显的北进、加强、南撤过程。

图４　１０５°Ｅ（１００°—１１０°Ｅ平均）逐候水汽输送强年（ａ）、弱年（ｂ）水汽输送通量

（单位：ｋｇ／（ｍ·ｓ））时间纬度剖面（阴影区为〈狇狌〉≤０的区域）

Ｆｉｇ．４　Ｔｉｍｅ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ｆｌｕｘ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ｋｇ／（ｍ·ｓ））ａｌｏｎｇ

１０５°Ｅ（１００°－１１０°Ｅｍｅａｎ）ｆｏｒＳＭＴＹｓ（ａ）ａｎｄＷＭＴＹｓ（ｂ）（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狇狌〉≤０）

　　对比图５ａ和５ｂ，南海—江南地区—长江中下

游地区—黄淮地区—华北地区—内蒙古中东部—蒙

古国东部范围内水汽输送在水汽输送强、弱年有显

著差别：（１）偏南风水汽输送建立时间不同。水汽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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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强年１月底在２２°—３０°Ｎ附近形成偏南风水汽输

送；水汽输送弱年３月初才建立，但是所跨的纬度较

宽，１８°—３１°Ｎ均处于偏南风水汽输送中。（２）特征

线北进速度不同。水汽输送强年５月底偏南风水汽

输送就北伸到了５０°Ｎ附近；而水汽输送弱年７月下

旬才到达４５°Ｎ。（３）能够到达的北界不同。水汽输

送强年偏南风水汽输送能够到达５０°Ｎ以北；水汽

输送弱年仅能到４５°Ｎ附近。（４）强盛期不同。水

汽输送强年，４月底偏南风水汽输送开始明显加强，

６月中旬再次加强，进入强盛阶段，并维持到８月

底；水汽输送弱年偏南风水汽输送７月初才开始加

强，并很快进入强盛期，但仅维持到８月中旬就快速

减弱了。（５）特征线南撤时间不同。水汽输送强年

偏南风水汽输送持续到１０月初首先在３０°Ｎ以南的

中低纬度消失，中纬度剩余的西南风水汽输送到１０

月末才快速减弱，此特征与多年平均状况不一致（图

略）；水汽输送弱年到８月底偏南风水汽输送就快速

撤到１５°Ｎ以南。

图５　１１５°Ｅ（１１０°—１２０°Ｅ平均）逐候水汽输送强年（ａ）、弱年（ｂ）水汽输送通量（单位：ｋｇ／（ｍ·ｓ））

时间纬度剖面（阴影区为〈狇狌〉≤０的区域）

Ｆｉｇ．５　ＡｓｉｎＦｉｇ．４，ｂｕｔａｌｏｎｇ１１５°Ｅ（１１０°－１２０°Ｅｍｅａｎ）

　　由图６可以看到，菲律宾—中国东南沿海—西

太平洋—朝鲜半岛—东北地区水汽输送在强年和弱

年的特征差别很大。在水汽输送强年，连续的西南

风水汽输送于第１８候（３月第６候）在２０°—３８°Ｎ

建立；第２２候（４月第４候）开始，低纬度地区出现

了东南风水汽输送；第３０候（５月第６候）特征线突

然北扩，６—９月一直维持在５０°Ｎ以北的中高纬度

地区；第３２候（６月第２候）开始，东南风水汽输送

北移；第４１候（７月第５候）东南风水汽输送到达其

最北端３２°Ｎ附近，并维持到第５２候（９月第４候）；

第５３候（９月第５候）时，偏南风水汽输送与东南风

水汽输送一齐消失。在水汽输送弱年偏南风水汽输

送的强度远不如强年，第２４候（４月第６候）才形成

连续的西南风水汽输送；第２８候（５月第４候）１５°Ｎ

以南出现东南风水汽输送；第３９候（７月第３候）西

南风水汽输送与东南风水汽输送同时快速北扩；第

４１候（７月第５候）西南风水汽输送到达５０°Ｎ附近

的北界，东南风水汽输送北抬到２８°Ｎ附近；第４２候

（７月第６候）西南风水汽输送撤到４５°Ｎ附近，并维

持到第４８候（８月第６候），此时东南风水汽输送伸

至３３°Ｎ；第４９候（９月第１候）时，偏南风水汽输送

突然撤到１３°Ｎ以南。水汽输送强年偏南风水汽输

送的强盛期明显比弱年持续的时间短，而且特征线

北界的位置也偏北。

总体来讲，东亚地区（１００°—１３０°Ｅ）偏南风水汽

输送在水汽输送强年建立的时间早、能够到达更高

的纬度、强盛期长、撤退的时间迟。

水汽输送强、弱年偏南风水汽输送特征也有相

同之处：（１）特征线南撤的速度都非常快；（２）在

２０°—３０°Ｎ附近有东南风水汽输送加入，并取代西

南风水汽输送。

４．３　强、弱年副热带高压南侧水汽输送的对比

为了描述副热带高压外围东南风水汽输送西扩

与东撤特征在水汽输送强、弱年的异同点，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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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１２５°Ｅ（１２０°—１３０°Ｅ平均）逐候水汽输送强年（ａ）、弱年（ｂ）水汽输送通量

（单位：ｋｇ／（ｍ·ｓ））时间纬度剖面（阴影区为〈狇狌〉≤０的区域）

Ｆｉｇ．６　ＡｓｉｎＦｉｇ．４，ｂｕｔａｌｏｎｇ１２５°Ｅ（１２０°－１３０°Ｅｍｅａｎ）

２２．５°—２７．５°Ｎ的平均值作为２５°Ｎ附近的状况，制

作时间经度剖面（图７），并以图中９５°Ｅ以东的零值

线为东南风水汽输送（图中零值线所围的阴影区）的

特征线。可以看出，东南风水汽输送在水汽输送强、

弱年有较明显的差别：（１）在１６０°Ｅ处东南风水汽输

送建立的时间不同。水汽输送强年第１９候（４月第

１候）形成了向西北的水汽输送；水汽输送弱年第２３

候（４月第５候）才建立东南风水汽输送带。（２）强

盛期不同。水汽输送强年第３８—５４候（７月第２

候—９月第６候）东南风水汽输送西扩至１１５°Ｅ以

西，处于强盛的阶段；水汽输送弱年东南风水汽输送

西扩至１１５°Ｅ以西的强盛期仅为第４０—５０候（７月

第４候—９月第２候）。（４）到达西界的时间不同。

水汽输送强年在第５０候（９月第２候）水汽输送到

达西界９５°Ｅ；水汽输送弱年要偏早一些，在第４６候

（８月第４候）东南风水汽输送就已经西伸至９５°Ｅ。

（４）印度季风槽在９５°Ｅ以西形成的东南风水汽输送

持续时间和影响范围不同。水汽输送强年由第３６

候（６月第６候）可以持续到第５９候（１０月第５候），

向西可以影响到６０°Ｅ附近；水汽输送弱年第４０—

５２候（７月第４候—９月第４候）有较连续的东南风

水汽输送出现，并且向西仅可以伸到７８°Ｅ附近。水

汽输送弱年东南风水汽输送带建立的时间偏晚，但

是西扩至西界的时间却偏早，这说明其西扩的速度

偏快，由东撤时间的对比又可以看出，其撤退的速度

也很快。

　　由图７还可以看到，两个来自低纬的偏南风水

汽输送大值通道：８５°—９５°Ｅ附近的孟加拉湾北部

图７　２５°Ｎ（２２．５°—２７．５°Ｎ平均）逐候水汽输送强年（ａ）、弱年（ｂ）水汽输送通量

（单位：ｋｇ／（ｍ·ｓ））时间经度剖面（阴影区为〈狇狏〉≥０的区域）

Ｆｉｇ．７　ＡｓｉｎＦｉｇ．４，ｂｕｔｆｏｒｔｉｍｅ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ｌｏｎｇ２５°Ｎ（２２．５°－２７．５°Ｎｍｅ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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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青藏高原和西南地区较大的水汽输送，１０５°—

１４０°Ｅ附近南海、印度洋和副高水汽输送共同影响

的南海地区，在水汽输送强年水汽输送大值时段持

续时间长，水汽输送弱年水汽输送大值时段维持时

间短。

　　水汽输送强、弱年副高南侧东南风水汽输送特

征也有共同点：（１）西界相同，均可以到达９５°Ｅ；（２）

由建立到强盛的速度都非常快；（３）在强盛期突然就

东撤到１３０°Ｅ以东的区域。

６　结　论

（１）水汽输送强、弱年都存在一条行星尺度水

汽输送带，但是又有显著的差异：①南半球越赤道、

阿拉伯海、孟加拉湾的水汽输出量不同；②副热带高

压外围水汽的强度和影响范围不同；③中纬度

（４０°—４５°Ｎ）向内蒙古中部和东北地区输送水汽的

偏西风水汽输送带，在水汽输送强年明显，弱年不明

显；④在水汽输送强年，中国云贵高原—长江中游—

华北—东北南部有一条明显的水汽输送大值带，中

国中、东部均有水汽输送，只是中国东南部和长江中

下游地区水汽输送相对较少，在水汽输送弱年，仅中

国南方、东部沿海和东北地区南部有弱的水汽输送。

另外，水汽输送强年水汽输送的变化较为和缓，而水

汽输送弱年则比较迅速。

（２）东亚地区（１００°—１３０°Ｅ）偏南风水汽输送

在水汽输送强、弱年的相同特征是：特征线南撤的速

度非常快；在２０°—３０°Ｎ附近有东南风水汽输送加

入，并取代西南风水汽输送。不同之处是：水汽输送

强年建立的时间早、能够到达更高的纬度、强盛期

长、撤退的时间迟。

（３）副热带高压南侧东南风水汽输送在水汽输

送强、弱年的共同点是：西界相同，均可以到达９５°

Ｅ；由建立到强盛的速度都非常快；在强盛期突然就

东撤到１３０°Ｅ以东的区域。不同点是：在１６０°Ｅ处

东南风水汽输送建立的时间不同；强盛期不同；到达

西界的时间不同；印度季风槽在９５°Ｅ以西形成的东

南风水汽输送持续时间和影响范围不同；西扩和东

撤的速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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