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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１—２０００年四川夏季暴雨大尺度环流背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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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１９８１—２０００年逐日降雨量资料和 ＥＣＭＷＦ逐日４次再分析资料，
合成分析近２０ａ发生在四川夏季的２２次典型暴雨过程的大尺度环流背景特征。结果表明，四川
夏季暴雨的发生具有显著的轴向分布性和区域移动性特征。西伸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北上东

进的伊朗高压及高原东部的弱高压、活跃的孟加拉低压和影响四川北部的中高纬长波分裂的低压

槽共同作用形成了四川暴雨发生阶段的特殊的“鞍”型大尺度环流背景。在“鞍”型大尺度环流背

景下，有利于西南支孟加拉湾水汽和南海水汽输送在四川盆地形成低层辐合，同时在高层形成西

南—东北的轴向急流辐合带，水汽输送散度负的大值区即为暴雨发生的主要落区。此外，四川北部

在两高压相夹下，有利于高纬度大尺度的两高一脊环流调整产生的弱槽携带冷空气影响四川盆地，

形成高层弱冷干与低层强暖湿的强垂直对流不稳定。对比４０ａ四川夏季平均环流可知，导致四川
夏季暴雨发生的“鞍”型大尺度环流背景特征极为显著，具体表现为：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西伸到

１１０°Ｅ附近，青藏高原西侧伊朗高压偏北、青藏高原高层南压高压偏东，而高原低层有弱高压，四川
北部冷槽显著偏南。

关键词：暴雨；大尺度环流；合成分析；“鞍”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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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暴雨天气的发生发展是大尺度与中小尺度天气

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大尺度背景下的中小

尺度天气系统的活动直接导致了暴雨的发生［１］。

暴雨是一种中尺度现象，但它的发生与大尺度风场、

湿度场和气层的稳定度有关［２］。暴雨是在有利的

大尺度环流条件下产生的，这是大尺度系统对暴雨

的制约作用，暴雨出现后反过来又影响大尺度气象

要素的分布［３］。中尺度对流系统是在某种特定的

大尺度环境中产生的，这种大尺度环境可能在中尺

度对流系统产生前就已经存在［４］。在过去的７０ａ
里，关于长江流域夏季降水的气候特征、环流形势以

及中尺度结构方面已有许多研究成果［５１１］。统计分

析结果表明，夏季西太平洋副高的３个参数（面积、
强度和脊线纬度）与长江流域夏季降水存在很高的

相关［１２１４］。此外，中国夏季的降水与副热带高压、

中高纬环流的变化密切相关［１５１６］，在夏季风环流背

景下，在青藏高原的影响下，在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和

北侧季风暴雨具有频发性［１７］。

四川盆地位于长江中上游地区，也是中国暴雨

的多发地区之一，其复杂的地形地貌，和处于青藏高

原东侧的特殊地理位置都导致了四川盆地夏季复杂

的暴雨天气系统。就四川盆地的大尺度环流影响系

统而言，Ｔａｏ和 Ｃｈｅｎ等［１８］给出的东亚夏季风环流

形势图与张庆云和陶诗言［１４］在前者基础上给出的

夏季东亚季风和印度洋季风环流特征图反映了影响

四川盆地降水的几个重要的大尺度环流系统。目

前，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梅雨锋的大尺度影响系统

研究比较深入，相比之下，对于长江中上游，尤其发

生在青藏高原东侧四川盆地的夏季暴雨过程的大尺

度环流背景特征的研究涉足较少。因此，通过对四

川盆地及周边地区１９８１—２０００年逐日降雨量资料
的普查，筛选分析近２０ａ发生在四川的夏季典型暴
雨过程，同时，利用ＥＣＭＷＦ１９８１—２０００年逐日４次
再分析资料合成分析四川夏季（６—８月）暴雨天气
系统产生的大尺度环流背景对四川暴雨发生机理研

究具有重要意义。

１　近２０ａ四川典型大暴雨过程
四川夏季暴雨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点，其发生

机理在中小尺度方面取得了很多进展，研究中发现

其发生的大尺度环流背景场也具有显著特征。因

此，通过对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１９８１—２０００年逐日
降雨量资料的普查，以日降水量大于１００ｍｍ、降水
面积大于５０００ｋｍ２为条件分析并筛选得出了近２０
ａ发生在四川的夏季典型区域性暴雨过程２２次（表
１），以此对四川夏季暴雨发生的大尺度环流背景进
行合成分析。

四川夏季暴雨的发生具有显著的轴向分布性和

区域移动性特征。为了直观描述，对２２次暴雨过程
降水计算平均（图１），近２０ａ四川夏季典型暴雨中
心显著分布在 ３个区域：川西南的雅安、眉山和乐
山；川北的绵阳、广元和南充；川东北的达州。此外，

四川夏季典型暴雨分布以川西南到川东北形成轴向

分布，大暴雨发生区域占四川面积１／３以上，暴雨发
生区域占四川面积１／２以上。同时，表１中四川夏
季暴雨主要分布区域给出了暴雨过程发生的主要降

水区域及移动趋势，四川暴雨存在川北平移型，川西

南—川北轴向移动型，川东—川北移动型三种基本

移动趋势。轴向分布性和区域移动性特征反应了四

川暴雨的特殊性，而特有的大尺度环流背景是决定

四川夏季暴雨具有此显著特征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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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９８１—２０００年２２次夏季暴雨过程的分布区域和移动类型
Ｔａｂｌｅ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ｓａｎｄｍｏｖｉｎｇｔｙｐｅｓｏｆ２２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ｆｓｕｍｍｅｒｈｅａｖｙ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ｆｒｏｍ１９８１ｔｏ２０００

序号 过程时段 暴雨主要分布区域 移动类型

１ １９８１０７１２—１４ 眉山—内江—广元，成都、资阳—南充 川西南—川北及川东—川北

２ １９８１０８１５—１７ 广元—绵阳，内江、遂宁、南充，绵阳—广元—南充 川北及川东—川北

３ １９８２０７１４—１８ 绵阳，达州 川北

４ １９８２０７２５—２９ 绵阳，达州，广元 川北

５ １９８３０７２７—３１ 眉山、资阳、成都，广元—绵阳—成都、资阳—达州 川西南—川北

６ １９８３０８１５—１９ 雅安，绵阳、广元、南充—达州 川西南—川北

７ １９８４０７０１—０７ 乐山、宜宾、遂宁、广安，广元—南充、遂宁、广安 川东—川北及川西南—川北

８ １９８７０６２４—２７ 内江，绵阳—成都、眉山、乐山、雅安—达州 川东—川北及川西南—川北

９ １９８８０７２３—２６ 广元—南充、绵阳、遂宁、资阳、内江，乐山、南充 川北及川东—川北

１０ １９８９０７０８—１０ 达州 川北

１１ １９８９０７２６—２７ 雅安、眉山、成都，雅安、眉山、乐山，宜宾、泸州 川西南—川北及川东—川北

１２ １９９００７１５—１７ 广元，雅安、眉山、乐山 川西南—川北

１３ １９９００８１１—１４ 雅安、眉山、乐山—德阳、绵阳—广安、达州 川西南—川北

１４ １９９１０６１２—１４ 广元、南充、绵阳—达州，宜宾 川西南—川北及川东—川北

１５ １９９１０６２９—３０ 广元、南充、绵阳—达州，宜宾、泸州 川北及川东—川北

１６ １９９３０６２６—２９ 广元—南充、绵阳、遂宁 川北

１７ １９９３０７１４—１８ 成都、雅安、眉山—南充、巴中—达州 川西南—川北

１８ １９９４０９０１—０４ 雅安、眉山、乐山，遂宁—宜宾 川西南—川北及川东—川北

１９ １９９５０８１０—１２ 绵阳—成都、资阳、眉山—雅安、乐山，广安 川西南—川北

２０ １９９８０７０４—０６ 绵阳—成都、雅安、眉山 川西南—川北

２１ ２００００６２６—２７ 西昌，南充、巴中、广元、绵阳 川西南—川北

２２ ２００００７１１—１４ 广元—绵阳、南充—巴中、达州 川北

２　四川暴雨的显著“鞍”型大尺度环
流背景

　　青藏高原东侧地区是受到最多大尺度系统影响
的典型地理区域，夏季东亚季风的变化、西太平洋副

热带高压和东部沿海台风的阻塞作用、位于高原东

侧的南支西风的绕流和孟加拉湾的水汽输送、中高

纬长波调整中的分裂槽、青藏高原夏季高空热高压

以及南亚高压，诸多系统共同作用建立了四川夏季

暴雨发生的独特的复杂的大尺度环流背景。

四川夏季暴雨的产生与西南低涡以及高原低值

系统移动等中小尺度系统有直接关系，通过对２０００
年后发生在四川的典型暴雨过程利用观测资料分析

诊断后发现在四川暴雨发生阶段存在显著的“鞍”

型大尺度环流形势：四川盆地北部受中高纬长波调

整分裂低压槽影响，四川盆地西南孟加拉湾季风槽

比较活跃，南海季风输送受西风输送作用在四川盆

地东南形成弱横槽，以及西太平洋副高西伸到四川

东部与青藏高原中部高压的共同作用，且在此形势

下极利于对流不稳定的发展［１９］。因而，为了证实

“鞍”型大尺度环流形势在四川夏季暴雨中的普遍

性和显著性，对１９８１—２０００年夏季（６—８月）四川
２２次典型暴雨过程的高度场、风场、水汽输送以及
温度场进行合成分析。

２．１　“鞍”型大尺度环流背景的建立
四川夏季（６—８月）暴雨过程的５００ｈＰａ位势

高度和风矢量的合成场（图２）滤除了不稳定场的影
响，在大尺度环流形式上表现为：在东亚夏季风作用

下，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加强，其５８７０ｇｐｍ高压舌
西伸至四川盆地东侧；伊朗高压加强东进北移，青藏

高原西侧为高压控制区，同时青藏高原东部有弱高

压脊存在；在两大高压之间，孟加拉湾低压活跃，且

东移北上到青藏高原南侧；在中高纬的两槽一脊调

整下，四川盆地北部有显著的弱槽影响。上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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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四川夏季暴雨平均过程雨量分布（浅色和深色阴影分别为平均过程雨量大于５０ｍｍ、１００ｍｍ的区域；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ｍｍｅｒｈｅａｖｙ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ａｎｄｄａｒｋ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５０ｍｍａｎｄ１００ｍｍ，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ｕｎｉｔｓ：ｍｍ）

图２　合成的四川暴雨过程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单位：ｇｐｍ）和风矢量场（单位：ｍ·ｓ－１）（浅色和深色阴影分别为地形高度
大于１５００ｍ、３０００ｍ的区域）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ｇｐｍ）ａｎｄｗｉｎｄｖｅｃｔｏｒｆｉｅｌｄ（ｍ·ｓ－１）ｏｆｈｅａｖｙ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ａｎｄ
ｄａｒｋ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ｔｅｒｒａｉｎｈｅｉｇｈｔ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１５００ｍａｎｄ３０００ｍ，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表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西伸、伊朗高压北上东移

且高原东部的弱高压和活跃的北移孟加拉低压、影

响四川北部的中高纬长波分裂的低压槽共同作用形

成了四川暴雨发生阶段的显著的“鞍”型大尺度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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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形势。

四川盆地位于青藏高原大地形的东侧，高原上

层环流形势复杂，分析合成的四川暴雨过程１００ｈＰａ
位势高度场和风矢量场（图３）可知，在暴雨发生阶
段，高原上空南压高压强盛，西部型南压高压特征明

显，考虑到南压高压的准双周东西振荡性，在影响中

高纬度长波调整的槽脊转换过程中，四川北部易产

生弱低压槽。同时，对于降水的产生，南压高压与西

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存在显著的配合作用。

图３　合成的四川暴雨过程１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单位：ｇｐｍ）和风矢量场（单位：ｍ·ｓ－１）（浅色和深色阴影分
别为地形高度大于１５００ｍ、３０００ｍ的区域）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１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ｇｐｍ）ａｎｄｗｉｎｄｖｅｃｔｏｒｆｉｅｌｄ（ｍ·ｓ－１）ｏｆｈｅａｖｙ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ｉｎＳｉ
ｃｈｕａｎ（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ａｎｄｄａｒｋ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ｔｅｒｒａｉｎｈｅｉｇｈｔ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１５００ｍａｎｄ３０００ｍ，ｒｅ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２．２　“鞍”型大尺度环流背景下的水汽输送
暴雨产生重要条件之一是需要有利的水汽输

送。在 “鞍”型大尺度环流形势下，四川暴雨过程的

水汽来源和输送也具有重要特征。为此，进一步分

析合成的四川暴雨过程整层积分（１０００～１００ｈＰａ）
水汽输送场和水汽输送散度场（图４）。四川暴雨发
生的水汽输送来源主要是孟加拉湾水汽输送和南海

水汽输送。孟加拉湾气旋性低压活跃，在气旋性流

场作用下，孟加拉水汽输送分为两支：一支向北输

送；一支继续向东输送。向北输送支在青藏高原大

地形阻挡下，同时，在“鞍”型大尺度环流形势下，输

送进入四川盆地。而向东输送支在西太平洋副热带

高压作用下，与南海水汽合并沿西太平洋副热带高

压西部流入四川盆地东部。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

位置直接影响南海水汽向四川盆地的输送区域。

四川暴雨发生的水汽输送具有西南—东北的轴

向性和辐合性。孟加拉湾水汽在青藏高原东侧绕流

进入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西南部，而南海水汽输送

在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作用下随流场输入川南和川

东，由此形成西南—东北向的水汽输送带。并且，在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西伸至１１０°Ｅ以西时，四川盆
地形成孟加拉湾绕流水汽和南海南支水汽输送辐合

急流，这是形成四川暴雨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鞍”型大尺度环流形势下，根据图４的水汽
输送散度分析，四川北部和东北部为负的大值闭合

水汽输送散度区，是强水汽汇聚区。对比图１，此区
域与暴雨落区有高度的一致性，因而大尺度的水汽

输送场特征决定了四川暴雨的分布的区域性特征。

２．３　“鞍”型大尺度环流背景下的高、低层温度场
暴雨产生的另外一个重要条件是有利的对流不

稳定条件。在“鞍”型大尺度环流形势下，四川暴雨

发生的高、低层温度场的分布特征对对流不稳定的

发展有重要意义。图 ５为合成的四川暴雨过程５００
ｈＰａ以及７００和８５０ｈＰａ平均温度场。在暴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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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合成的四川暴雨过程整层积分（１０００～１００ｈＰａ）水汽输送场（单位：ｋｇ·ｍ－１·ｓ－１）和水汽输送散度（单位：

１０－４ｋｇ·ｍ－２·ｓ－１）（浅色和深色阴影分别为地形高度大于１５００ｍ、３０００ｍ的区域）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１０００—１００ｈＰａ）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ｋｇ·ｍ－１·ｓ－１）ａｎｄｉｔｓ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１０－４ｋｇ·ｍ－２·ｓ－１）
ｏｆｈｅａｖｙ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ａｎｄｔｈｅｄａｒｋ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ｔｅｒｒａｉｎｈｅｉｇｈｔ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１５００ｍａｎｄ３０００ｍ，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程中，四川盆地５００ｈＰａ上（图５ａ）四川北部有弱冷
平流侵入，四川盆地东部暖平流发展旺盛，冷空气向

南影响到３０ｏＮ附近；低层（图５ｂ）暖平流主要分布
在川南和川东北部。从高低层的温度场配置可知，

四川暴雨发生阶段低层暖湿空气向高层强烈发展，

而对于高层，存在弱冷平流，这种下层暖湿而上部弱

冷干的配置有利于对流不稳定的发展。

３　四川夏季暴雨过程与近４０ａ平均
的夏季大尺度环流背景的差异

　　显著的“鞍”型大尺度环流背景是四川夏季暴
雨发生的重要物理机制，对比分析四川夏季１９６１—
２０００年４０ａ合成的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和风矢量
场（图６）可知，夏季的伊朗高压偏西偏南、西太平

图５　合成的四川暴雨过程５００ｈＰａ（ａ）以及７００ｈＰａ和８５０ｈＰａ平均（ｂ）的温度场（单位：℃；浅色和深色阴影分别为地形
高度大于１５００ｍ、３０００ｍ的区域）

Ｆｉｇ．５　（ａ）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５００ｈＰａ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ｂ）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７００ａｎｄ８５０ｈＰａ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ｈｅａｖｙ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ｉｎＳｉ
ｃｈｕａｎ（ｕｎｉｔｓ：℃；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ａｎｄｄａｒｋ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ｔｅｒｒａｉｎｈｅｉｇｈｔ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１５００ｍａｎｄ３０００ｍ，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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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合成的１９６１—２０００年四川夏季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单位：ｇｐｍ）和风矢量场（单位：ｍ·ｓ－１）（浅色和深色阴影分别
为地形高度大于１５００ｍ、３０００ｍ的区域）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ｕｍｍｅｒ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ｇｐｍ）ａｎｄｗｉｎｄｖｅｃｔｏｒｆｉｅｌｄ（ｍ·ｓ－１）ｆｒｏｍ１９６１ｔｏ２０００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
（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ａｎｄｔｈｅｄａｒｋ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ｔｅｒｒａｉｎｈｅｉｇｈｔ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１５００ｍａｎｄ３０００ｍ，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图７　合成的１９６１—２０００年四川夏季１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单位：ｇｐｍ）和风矢量场（单位：ｍ·ｓ－１）（浅色和深色阴影分别
为地形高度大于１５００ｍ、３０００ｍ的区域）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ｕｍｍｅｒ１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ｇｐｍ）ａｎｄｗｉｎｄｖｅｃｔｏｒｆｉｅｌｄ（ｍ·ｓ－１）ｆｒｏｍ１９６１ｔｏ２０００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
（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ａｎｄｔｈｅｄａｒｋ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ｔｅｒｒａｉｎｈｅｉｇｈｔ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１５００ｍａｎｄ３０００ｍ，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洋副热带高压偏东和中高纬平直西风带不利于四川

盆地的“鞍”型大尺度环流形势建立。随着西太平

洋副热带高压东退后，仍然活跃的孟加拉湾低压与

之配合的流场只能作用在长江中下游及江淮地区。

同时，对比图７可知，南压高压偏西以及高纬两槽一
脊形势尚未建立都不利于四川夏季暴雨发生。同

时，随着青藏高原弱高压脊向北抬升，北支西风与南

支东亚季风的急流辐合带东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

９４４第４期 陈栋，等：１９８１—２０００年四川夏季暴雨大尺度环流背景特征



　　综上分析，四川暴雨过程的“鞍”型大尺度环流
背景与近４０ａ平均的夏季大尺度环流背景的显著
差异表现在：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西伸到１１０°Ｅ附
近；伊朗高压在青藏高原西侧显著偏北偏东，南压高

压强盛偏东且根据高压中心位置表现为显著西部

型，高纬长波调整为两槽一脊型，而高原东部 ５００
ｈＰａ高度层有弱暖高压；四川北部中高纬弱冷槽
偏南。

４　结论
针对四川暴雨个例诊断中存在的“鞍”型大尺

度环流背景而行此文，通过对四川１９８１—２０００年夏
季（６—８月）发生的２２次典型区域性暴雨过程的合
成分析，形成了对四川夏季暴雨发生的“鞍”型大尺

度环流背景的构成系统及特征、“鞍”型大尺度环流

背景下四川暴雨产生的重要条件场的特征以及其与

４０ａ平均夏季大尺度环流背景差异的整体轮廓，结
果如下：

（１）四川夏季暴雨的发生具有显著的轴向分布
性和区域移动性特征。西南低层暖湿空气输送和四

川北部中高纬高层干冷空气侵入的共同作用导致了

川西南的雅安、眉山和乐山，川北的绵阳、广元和南

充以及川东北的达州是暴雨甚至大暴雨的多发区。

（２）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西伸、伊朗高压北移
东进且高原东部的弱热高压和活跃的孟加拉低压、

影响四川北部的中高纬长波分裂的低压槽共同作用

形成了四川夏季暴雨发生阶段的特殊的“鞍”型大

尺度环流形势。

（３）夏季，在“鞍”型大尺度环流背景下，有利于
西南支孟加拉湾水汽和南海水汽输送在四川盆地形

成低层辐合，同时，在高层形成西南—东北的轴向急

流辐合带，水汽输送的大值区即为暴雨发生的主要

落区。除此以外，四川北部在两高压相夹下，致使高

纬度大尺度的两高一脊环流调整分裂的弱槽携带弱

冷空气影响四川盆地，形成高层弱冷干与低层强暖

湿的对流不稳定配置。

（４）对比４０ａ四川夏季平均环流而言，导致四
川暴雨发生的“鞍”型大尺度环流背景特征显著，表

现为：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于１１０°Ｅ附近，青藏高
原西侧伊朗高压偏北、青藏高原高层南压高压偏东，

而高原东部低层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层有弱暖高压，高纬
长波调整为两槽一脊型，四川北部中高纬弱冷槽显

著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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