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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 &'*'!!"&, 年的逐日 N<GE!IQG再分析资料"探讨了夏
季鄂霍次克海阻塞高压(简称#鄂海阻高$)与中高纬大气季节内振荡
(简称#F>Q$)之间的可能联系* 研究发现"F>Q扰动与夏季鄂海阻高
在关键区(&%"M/&-"MG"-"M/*,MN)有最好的耦合关系"且关键区位
势高度表现出显著的 &"/%" & 的振荡周期* 超前滞后合成分析表明"
与鄂海阻高相联系的 F>Q扰动具有明显的向西传播的特征* 波活动
通量分析结果显示"波能量在中高纬 &$"M7 附近累积"因此西传的
F>Q扰动可能源自中高纬 &$"M7 附近* 对位势倾向方程的诊断结果
显示"动力作用对关键区位势高度的时间变化起主要作用* 进一步运
用尺度分析表明"在夏季鄂海阻高发生和维持的过程中"F>Q经向风
引导的平均涡度平流对位势高度的时间变化起主导作用*
关键词#鄂海阻高-中高纬季节内振荡-波活动通量-位势倾向诊断

##阻塞高压(简称#阻高$)是中高纬地区经向型气流阻断纬向型气
流的结果"是中高纬地区最重要的大气环流持续性异常现象之一(@=)"
&',"2"&',"*-K242#/ =#23+"!"&!)* 在亚洲区域"乌拉尔山地区和鄂霍
次克海地区经常出现阻高(李峰和丁一汇"!""$-季明霞等"!""))*

研究结果表明"鄂霍次克海阻高(简称#鄂海阻高$)对我国降水"
尤其是梅雨期的降水量有显著影响* 鄂海阻高的强度与夏季长江流
域梅雨期降水量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沈爱华等"!"")-周宁芳和贾小
龙"!"&))* 鄂海阻高偏强时"欧亚中高纬地区以经向环流为主"冷暖
空气在长江流域辐合"导致长江流域降水偏多(平凡等"!"&$-赵俊虎
等"!"&-)* 鄂海阻高的维持是我国梅雨发生的重要大气环流条件"
东亚夏季梅雨期异常的降水与鄂海阻高的建立密切相关* 当鄂海阻
高建立并稳定时"亚洲中高纬度及东亚东部地区的距平场易形成正!
负!正的距平波列"东亚地区距平波列的这种分布形势及其相互作用
常常造成东亚夏季梅雨期降水偏多(李维京"&'''-张庆云和陶诗言"
!""%-张庆云等"!"")-王小玲和丁一汇"!"&%)* 鄂海阻高的出现"使
高纬冷空气直达中纬度"梅雨锋扰动加强"造成江淮流域汛期降水偏
多(张庆云和陶诗言"!""%)* 鄂海阻高是夏季江淮流域洪涝的基本
环流型之一* 江淮流域洪涝全国降水偏多时"欧洲地区和鄂海阻高同
时存在-江淮流域洪涝其南北降水偏少时"只有鄂海阻高存在(于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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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和林学椿"!""-)* 同时"鄂海阻高的发展是造成
夏季东北多雨的重要因子(贾小龙和王谦谦"!""--
丁婷和陈丽娟"!"&,)* 受鄂海阻高的阻挡"冷空气
在贝加尔湖附近堆积"有利于东北发生降水 (李菲
等"!"&-)* 此外"夏季鄂海阻高的稳定维持"对华
北平原严重干旱的形成(李春和孙照渤"!""%)和东
北冷涡的发展(梁红等"!""'-沈伯竹等"!"&&-刘刚
等"!"&,-苏丽欣等"!"&,-;A0 =#23+"!"&*)起重要作
用* 鉴于鄂海阻高对我国大范围地区天气和气候的
影响"探讨鄂海阻高形成和维持的影响因子对于提
高我国天气和气候事件的预报能力是十分重要的*

阻高活动除了受到波流相互作用 (吴国雄等"
&''$-曹杰等"!""-)%静止 @/44*P 波(8A-#/- =#23+"
!""')%气候基本态(D04#A-"&')"-陆日宇和黄荣辉"
&''')%天气尺度环流 (毕慕莹和丁一汇"&''%-N2!
(2B012=#23+"&''*-布和朝鲁等"!"&))和年际尺度
环流(<"=0-5 =#23+"!"&!)的影响外"还受到季节内
尺度环流的影响* >ABB/-4=#23+(&')%)指出"在拉
尼娜事件发生年份"大气内部的季节内变率有利于
中高纬地区阻高的形成"从而造成阻高天数的增加*
92(2P22-& N2(2B012(!"",)的研究显示"北半球阻
高的形成与冬季西伯利亚高压的季节内振荡有关*
>,"-=A&=1=A#=#23+(!"&!)的研究表明"中高纬大气季
节内尺度波列有助于俄罗斯上空阻高的形成和

维持*
K6Q(K2&&=-!603A2- Q4,A332#A/-)是热带地区季

节内振荡(F>Q"F-#12!>=24/-23Q4,A332#A/-)的主要形
式(K2&&=- 2-& 603A2-"&'*&"&'*!)* K6Q诱发的
@/44*P 波能够显著地改变北半球热带外环流(K2#!
#"=H4=#23+"!""$)"进而对北半球阻高的形成产生
显 著 的 影 响 ( <244/0" !"")- 82BA332-& ZA32&A4"
!"&$)* 8=-&=14/- =#23+( !"&- ) 和 8=-&=14/- 2-&
K23/-=P(!"&))定量地研究了 K6Q不同位相对北
半球冬季阻高发生频率的影响程度* 相对于季节平
均而言"东太平洋阻高和大西洋阻高的发生频率在
K6Q第 % 位相显著减少"在 K6Q第 * 位相显著增
加-而欧洲阻高的发生频率在 K6Q第 $ 位相显著减
少"在 K6Q第 - 位相显著增加*

然而"F>Q不仅仅存在于热带地区"也普遍存在
于中高纬地区* 研究表明" 对流 ( W2-5 =#23+"
!"&")%东北冷涡(刘慧斌等"!"&!)%南亚高压(W2-5
2-& ;A"!"&-2)%非绝热加热(72-5 2-& I02-"!"&,-
W2-5 2-& ;A"!"&*2)和阿留申低压 (张盛曦和任雪
娟"!"&*)等中%高纬环流系统均存在显著的季节内

振荡特征* 中高纬 F>Q环流在夏季有明显向西南
方向的传播特征 (W2-5 =#23+"!"&%2)"而在冬季有
明显向东南方向的传播特征(杨双艳等"!"&$-W2-5
2-& ;A"!"&-*)* 中高纬 F>Q环流对江淮流域的夏
季旱涝事件有显著影响(毛江玉和吴国雄"!"",-韩
荣青等"!""--W2-5 =#23+"!"&%*)* 夏季中高纬 F>Q
信号向南传播"与低纬向北传播的 F>Q信号汇合于
长江流域"形成强的振荡中心"有利于长江流域产生
强降水(王遵娅和丁一汇"!""))* 中高纬 F>Q环流
对华南持续性降水也有直接影响* 中高纬 F>Q系
统与低纬度 F>Q系统的配置和变化十分有利于华
南前汛期持续性降水异常的发生 (高建芸等"
!"&%)* 中高纬地区的 F>Q环流可通过 @/44*P 波能
量沿着低频遥相关波列的频散影响华南地区 F>Q
的变化"进而造成华南前汛期降水的异常(苗芮等"
!"&*)* 在特殊年份"华南降水显著地依赖于中高
纬地区高空的 F>Q环流* 在对流层高层"中高纬地
区存在一支自大西洋经欧亚大陆的 F>Q波列"该波
列在欧亚大陆地区向东南传播"当 F>Q反气旋和气
旋分别位于青藏高原和华北上空时"这种偶极型
F>Q环流之间的高空辐散有利于华南地区上升运动
的发生"使华南降水偏强 (孔晓宇等"!"&*)* 以上
关于中高纬地区 F>Q扰动的研究还表明"中高纬地
区的大气变化主要存在 &"/%" & 和 %"/-" & 两个明
显的低频振荡周期*

W2-5 2-& ;A(!"&**)发现中高纬地区 F>Q经向
气流引导的行星涡度平流对太平洋阻高的形成起重

要的促进作用* 徐敏等(!"&%)指出"夏季副极地波
导能从欧洲北部沿急流流向亚洲高纬度地区"并在
鄂海地区形成强盛的 F>Q流函数正扰动中心* 这
种由欧洲北部正扰动下游效应导致在鄂海地区形成

的正扰动中心"非常有利于夏季鄂海阻高的形成和
维持"造成我国夏季雨带偏南* 陈彩珠等(!"&-)研
究指出"对流层中层有 $ 种常见的中高纬 F>Q环流
配置对福建省前汛期暴雨天气造成显著影响* 其中
两脊一槽型和一槽一脊型在 ,"" "E2鄂海地区均存
在强的 F>Q正高度异常中心"使鄂海阻高得以形成
并稳定维持* 可见"中高纬 F>Q环流异常对阻高的
形成和维持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

关于中高纬 F>Q扰动对夏季鄂海阻高形成和
维持的调节作用"前人的研究仅给出了观测事实"本
文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确定影响鄂海阻高形
成和维持的中高纬 F>Q环流的关键区及影响鄂海
阻高形成和维持的主要周期-!)揭示关键区影响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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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阻高形成和维持的 F>Q扰动的演变特征及扰动
的来源-%)确定是动力过程还是热力过程对鄂海阻
高的形成和维持起主要作用*

!"资料和方法

所用资料为 &'*'0!"&$ 年 (共 %- 2) 逐日
N<GE!IQG再分析资料(Z2-2BA#40 =#23+"!""!)"包
括纬向风场 A"经向风场 7"位势高度场 J和温度场
<* 运用 A 和 7计算得到相对涡度 (和流函数 )*
本文参考 9A*23&A2-& K/3#=-A( &''")的定义方法计
算得到阻高指数"该方法在南北半球中高纬度具有
普遍的适用性* 该阻高识别方法在业务上应用比较
成熟"且广泛应用于国际气象业务中"比如美国国家
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 NQDD) 和中国气候中心
(N<<)均采用该方法定义的阻塞指数来监测大气
阻塞状况* 针对每一个经度(经度间隔 !(,M)"首先
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出 ,"" "E2位势高度的梯度!

######B>4
J(*").J(*%)

*".*%

" (&)

####BN4
J(*.).J(*")

*..*"

* (!)

其中B>和 BN分别表示向南和向北的 ,"" "E2位势
高度梯度-*. 4)"MN2+"*" 4-"MN2+"*%4$"MN2+"
+4.,M""M",M* 为分离持续时间较长的阻塞"在计
算 B>和 BN之前"对 ,"" "E2位势高度进行了 , &
滑动平均* 对某时某经度任意一个 +值"如果满足
以下条件"则诊断为该经度发生了阻塞"满足条件的
最大 B>值则定义为该经度上的阻塞指数!

####B>1"" (%)
####BN>.&" 5$B%(M)* ($)
利用 ;2-,S/4带通滤波器(I0,"/-"&'*')对 %-

2的每个变量进行带通滤波(滤波之前"先去掉年循
环及其前 $ 个谐波)得到目标低频信号"然后提取
%- 个夏季的低频信号* 每年夏季定义为 -0) 月
(66D)* 为了分析鄂海阻高发生时"哪一过程对位
势高度异常起主要作用"对位势倾向方程进行了诊
断* 位势倾向方程可表示为(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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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上标一撇表示季节内分量-下标 5 表示准地转

分量-!表示水平梯度算子-,表示位势-!是静力
稳定参数-C是干空气的气体常数-9是行星涡度--
是 9的经向梯度* 其他符号遵循气象惯例* 公式中
所标注的每一项都包含括号前面的符号* 比如 ?%
项是指.9(-75)Z* 在方程(,)中"D项表示局地位势

倾向"该项通常正比于.%,
(

%"
-?项(?&2?!2?%)是

与涡度平流有关的项"该项与绝对涡度平流成正比-
<项(<&2<!)表示温度平流随高度的变化项*

基于关键区对位势倾向方程中的最大贡献项进

行尺度分析"即对每一个物理变量分解成三个分量!

!4!
.
2!Z2!! * (-)

其中!!表示任意物理量-上划线.
表示低频背景场

(1%" &)-上标e表示低频分量(&"/%" &)-上标!表
示天气尺度分量(>&" &)* 对最大贡献项进行尺度
分析后一共得到 ' 项"通过计算这 ' 项的大小"得到
主要的贡献项"从而确定 F>Q与何种尺度相互作用
对鄂海阻高的形成和维持起主要作用* 例如!如果

?! 项为最大贡献项"则对.7
%(
%8

(为方便表述"此处

省去 ?! 项括号外面的物理量 9"并略去下标 5)进行
尺度分析"其分解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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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解式中第 !%$%,%-%) 项均与 F>Q扰动有关"
表示 F>Q扰动与各尺度相互作用的贡献-第 & 项是
低频背景场的贡献-第 %%* 项表示天气尺度扰动与
平均流相互作用的贡献-第 ' 项表示天气尺度的
贡献*

为研究中高纬地区罗斯贝波列能量的传播情

况"本文还计算了波活动通量 #(92(2P22-& N2(2!
B012"!""&)"波活动通量 #的计算公式如下!

#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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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Z!
Y..(.(YY( ) 2&7.(Y.Z8..(.(Y8( )

'A .(Y.(8..(.(Y8(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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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中上划线
.
表示低频背景场"即1%" & 的时间

尺度-上标@表示低频场"即 &"/%" & 的时间尺度-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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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Y%8分别表示对 Y和 8求偏导-A%7分别表示纬向
风和经向风-.表示流函数-$表示风矢量*

#"影响夏季鄂海阻高形成和维持的主
要周期

##之所以关注夏季的鄂海阻高"是因为在亚洲地
区的夏季"鄂海阻高的发生频率最大"这从夏季阻高
的发生频率随经度的演变(图 &2)上能够很清晰地
显示* 图 &2中红色阴影区表示鄂海阻高区的经度
范围(&!"M/&-"MG)* 此外"相对于其他季节而言"
鄂海阻高在夏季的出现频率也最大"这在鄂海阻高
的发生频率随季节的演变 (图 &*)中能很清楚地
显示*

图 &#&'*'0!"&$ 年夏季(-0)月)阻高的发生频率随经度的演变(2-单位!T-红色阴影表示鄂海阻高区 &!"M/&-"MG)-鄂

海阻高在春 (K21,"!D$1A3!K2P"KDK)%夏 (60-=!603P!D0504#"66D)%秋 (>=$#=B*=1!Q,#/*=1!N/R=B*=1">QN)%冬 (I=!

,=B*=1!62-021P!O=*1021P"I6O)四个季节的发生频率(*-单位!T-红色柱状用来突出显示夏季的发生频率)

OA5+&#(2)E=1,=-#25=C1='0=-,P /C*3/,(A-5 242C0-,#A/- /C3/-5A#0&=&01A-5 &'*'0!"&$ */1=2340BB=1(66D) ( 0-A#!T-#"=

4"2&=& 3/-5A#0&=*=3#/C&!"M0&-"MGHA#" #"=3215=4#C1='0=-,P /C*3/,(A-5 &=-/#=4#"=4=3=,#=& 21=2#/ &=#=1BA-=#"=

Q("/#4( *3/,(A-5 2,#ARA#P- ( *) $=1,=-#25=C1='0=-,P /CQ("/#4( *3/,(A-5 &01A-5 #"=C/01#12&A#A/-234=24/-4(4$1A-5!

KDK"40BB=1!66D"20#0B-!>QN"HA-#=1!I6O-0-A#!T-#"=1=& *21&=-/#=4#"=C1='0=-,P A- 40BB=1)

依据公式(&)0($)"计算夏季鄂海地区每个纬
向格点(&!"M/&-"MG"间隔 !(,M)每次鄂海阻高发
生时的阻高指数"并依次按经度 ( &!"MG"&!!(,MG"
&!,MG"&!*(,MG"4"&-"MG)将阻高指数拼接后构成
阻高指数的时间序列"计算该序列与对应 ,"" "E2
位势高度场的空间相关系数"这样就得到它们之间
相关系数的水平分布(图 !2)* 图中黄色和绿色阴
影区分别表示通过 "(", 和 "("& 的显著性水平区*
由图 !2可知"在(&%"M/&-"MG"-"M/*,MN)这个关
键区(红色框所示区域)"夏季鄂海阻高指数与位势
高度场具有最好的耦合关系* 对关键区区域平均的
夏季 ,"" "E2位势高度场(J,"")进行功率谱分析(图
!*)发现"夏季关键区的位势高度场主要表现出显
著的 &"/%" & 的低频周期* 同时"关键区其他物理

量也表现出显著的 &"/%" & 的振荡周期(图略)*
因此"夏季鄂海阻高与中高纬关键区 &" /%" &

F>Q扰动的关系最为密切* 对关键区区域平均的
,"" "E2位势高度场进行 &"/%" & 的带通滤波"得到
高度场的低频时间序列 (Je,"" )"并对其进行标准
化"其标准化时间序列如图 % 所示* 同时"将发生鄂
海阻高对应的时间序列在图中用蓝色粗线标识* 与
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徐敏等" !"&%-陈彩珠等"
!"&-)"中高纬地区 F>Q高度异常能够明显调节鄂
海阻高的形成和维持* 统计结果显示"超过 *"T
(约 *!T)的阻高发生在 Je,""1" 的时刻* 同时在图
% 中"将鄂海阻高维持时间(, & 的事件用紫色柱状
标识"这样的事件一共发生了 *$ 次* 统计显示"阻
高维持时间(, & 的每次事件中"Je,"" 1" 的发生天
数大都占每次事件总维持天数的一半以上"这种阻
高维持期间 Je,""1" 的发生天数占阻高维持天数一
半以上的事件一共有 -) 次"占总事件的 '!T
(-)%*$"'!T)* 在阻高维持时间(, & 的每次事
件中"将 Je,""超过2& 个标准差的时刻在图 % 中用绿
色柱状标识* 统计分析表明"阻高维持时间( , &
的每次事件中"其间 Je,""至少有 & & 超过2& 个标准
差的事件有 ," 次"占总事件的 -)T(,"%*$"-)T)*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夏季鄂海阻高的形成和维持与
中高纬关键区的 F>Q活动确实存在紧密联系*

本文以下部分主要分析 &"/%" & F>Q扰动对夏
季鄂海阻高形成和维持的调节作用* 选取阻高维持
时间(, & 的每次事件中"Je,""至少有 & & 超过2&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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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夏季鄂海阻高指数与对应 ,"" "E2位势高度空间场的相关系数(2-等值线间隔为 "("%-起始等值线为 "("%-黄(绿)

色阴影区表示超过 "(",("("&)的显著性水平区域-红色矩形框表示关键区( &%"M/&-"MG"-"M/*,MN)-关键区区域

平均的 ,"" "E2位势高度场(去掉了年平均及其前 $ 个谐波)的功率谱分析( *-红线为谱值"绿线和蓝线分别表示红

噪声标准谱及其 "(", 的显著性水平线)

OA5+!# (2) 8/1AS/-#23&A4#1A*0#A/-4/C,/11=32#A/- ,/=CCA,A=-#*=#H==- *3/,(A-5 A-&=) 2-& #"=244/,A2#=& ,"""E2!5=/$/#=-#A23

"=A5"#(HA#" ,/-#/01A-#=1R23/C"("%-BA-AB0B,/-#/014"/H- A- #"=CA501=A4"("%-4"2&A-54=),==& "("&("(",) 4A5-ACA!

,2-,=3=R=3-*/)=& 21=2/C51=2#,/=CCA,A=-#&=-/#=424=3=,#=& (=P 21=2/C-"M0*,MN"&%"M0&-"MG)-(*)$/H=14$=,#123

2-23P4A4/C#"=*/)!2R=125=& ,"" "E2!5=/$/#=-#A23"=A5"#2-/B23A=4(HA#" #"=B=2- 2-& CA14#C/01"21B/-A,4/C#"=2--023

,P,3=1=B/R=&-4/3A& ,01R=&=-/#=4$/H=14$=,#10B-4/3A& 2-& &24"=& 3A-=4&=-/#=1=& -/A4=4$=,#10B2-& A#4"(", 4A5-ACA!

,2-,=3=R=3"1=4$=,#AR=3P)

图 %#夏季关键区区域平均的 &"/%" & ,"" "E2高度场(Je,"" )标准化时间序列(20&-蓝色粗实线用于突出显示鄂海阻高

发生的时刻-紫色柱状表示鄂海阻高维持时间(, & 的事件的发生时刻-绿色柱状表示阻高维持时间(, & 的事件中

Je,""超过2& 个标准差的时刻-水平实线表示零线-水平虚线分别表示2& 和.& 个标准差)

OA5+%#(20&)9"=-/1B23AS=& Je,"" 2R=125=& A- #"=(=P 21=2/R=1%- 40BB=14+D#"A,( 4/3A& #AB=$/A-#A-&A,2#=4H"=- 2*3/,(A-5

&2P /,,014-#"=$01$3=*214A-&A,2#=H"=- 2*3/,(A-5 324#4B/1=#"2- , &2P4-2-& #"=51==- *214A-&A,2#=H"=- #"=Je,"" =)!

,==&42& 4#2-&21& &=RA2#A/- &01A-5 #"=*3/,(A-5 =R=-#4324#A-5 B/1=#"2- , &2P4+9"="/1AS/-#234/3A& 3A-=A4#"=S=1/ 3A-="

2-& #"="/1AS/-#23&24"=& 3A-=A-&A,2#=4A& 4#2-&21& &=RA2#A/-+

标准差的 fV 次事件作为阻高事件进行合成分析"定

义这 ," 次事件 Je,""的每个对应峰值为第 " 天"每个
事件峰值的前 & 天"! 天"% 天"4为.& 天".! 天".%
天"4-后 & 天"! 天"% 天"4为2& 天"2! 天"2% 天"
4* 接下来"主要运用超前滞后合成分析和动力诊
断来揭示中高纬 F>Q扰动与夏季鄂海阻高形成和

维持之间的可能联系*

$"影响鄂海阻高的中高纬 AQG扰动
的演变特征

##图 $ 表示阻高事件发生过程中"&" /%" & ,""

"E2高度场的时间演变* 如图所示"从.&" 天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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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合成的 Je,""(等值线间隔!!" 5B$-" 等值线已略去)从.&" 天至2) 天(20.)的演变(阴影区表示超过 "(",

的显著性水平区)

OA5+$#</B$/4A#=Je,""(A-#=1R23!!" 5$B-S=1/ ,/-#/01/BA##=&) C1/B (20.) &2P .&" #/ 2) A- *3/,(A-5 =R=-#4(4"2&=&

21=24=),==& "(", 4A5-ACA,2-,=3=R=3)

天"关键区主要受负高度异常控制"同时在关键区的
东边"逐渐出现正高度异常"并且该正异常逐渐加强
并向西传播"至 " 天的时候传播到关键区 ( &%"M/
&-"MG"-"M/*,MN)"且强度达到最大* 与此同时"
在其东边中高纬地区产生新的负异常"此负异常和
关键区的正异常均向西移动* 随着负的高度异常向
西传播"至2) 天的时候"关键区已基本受西传而来
的负高度异常控制*

以上对图 $ 的分析表明"鄂海阻高与向西传播
的 F>Q扰动密切相关* 从图 $ 还可发现"向西传播
的 F>Q信号源自 &$"M7 附近的中高纬地区* 为何
扰动源出现在 &$"M7 附近3 为寻找其可能的物理
原因"基于公式())计算 ,"" "E2层次上的二维波活
动通量及其散度*

图 , 显示了阻高事件发生时合成的波活动通量
和通量散度* 从图 , 可看出"波活动通量主要是向

东的"显著的负通量散度发生在中高纬 &$"M7 附

近* 这表明尽管 F>Q扰动是向西传播的 (参见图
$)"但 F>Q扰动激发出的波能量主要是向东传播
的"并且能量在中高纬 &$"M7 附近积累* 猜测能量
在中高纬 &$"M7 附近的累积可能是触发 F>Q扰动
的重要过程"当然这需要进一步研究确认*

%"AQG扰动对鄂海阻高的调节作用

为进一步分析关键区 F>Q扰动的特征"图 - 给

出了关键区区域平均的 Je,""及其变化率
%J
%"( ) e,""随

时间的演变* 可以看出"最大的高度扰动异常发生
在 " 天"而最大的高度异常的变化发生在.$ 天* 接
下来"将基于.$ 天"在关键区对位势倾向方程 ( ,)
进行诊断"分析是右端哪一些对左端的 D项起主要
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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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合成的.- 天至 " 天平均的波活动通量(箭矢-单位!B!14.! )和波通量散度(阴影-单位!&"., B14.!-

阴影区均超过 "(",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OA5+,#</B$/4A#=H2R=2,#ARA#P C30)(R=,#/1-0-A#!B! 14.! )"H2R=C30) &AR=15=-,=(4"2&A-5-0-A#!&"., B14.! )

2R=125=& C1/B &2P .- #/ "(4"2&A-54=),==& "(", 4A5-ACA,2-,=3=R=3)

图 -#合成的关键区区域平均的 Je,""(蓝线-单位!5$B)和
%J
%"( )

e

,""

(红线-单位!5$B1&.&)随时

间的演变

OA5+-#</B$/4A#=*/)!2R=125=& Je,""(*30=3A-=-0-A#!5$B) 2-&
%J
%"( )

e

,""

(1=& 3A-=-0-A#!5$B1&.& )

A- *3/,(A-5 =R=-#4242C0-,#A/- /C#AB=

在方程(,)中的 D项涉及到
%,(
%"
的空间二次偏

导"因此 D项正比于.%,
(

%"
"也即正比于.%

JZ
%"

"即 D)

.%
JZ
%"

* 因此"接下来基于方程(,)对关键区的位势

高度的倾向进行诊断* 同时注意到"在中高纬大尺

度运动中"地转风近似等于实际的风场*

图 *2给出了方程(,)右端各项在.$ 天时区域

平均值以及它们的总和* 由于 D).%
JZ
%"

"方程 ( ,)

右端五项总和 (由图 *2中最右边的柱表示)为负

值"这与图 - 中显示的位势高度倾向值在.$ 天时为
正值是一致的* 由图 *2可知"动力作用 (?&2?!2

?%)对鄂海阻高的形成和维持起主要作用"而热力
作用(<&2<!)在鄂海阻高的形成和维持中所起作
用较小* 如图 *2所示"对总和贡献最大的项是热力

作用项中的 ?! 项 (即.97
%(
%8( )

e

"由图 *2中的第二

根柱表示)* 这表明"在关键区季节内时间尺度上"
方程(,)中左端的 D项主要是由异常的经向涡度平

流.97
%(
%8( )

e

引起的* 接下来进一步在季节内时间尺

度上诊断方程(*)右端 ' 项中的哪一项对经向涡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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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方程(,)右端各项及它们的总和在.$ 天的值(2)-基于方程(*)对 ?! 项进行分解后得到的各项在.$ 天的值( *) (单

位!&".&- 4.%)

OA5+*#(2)?0&5=##=1B4A- G'02#A/- ( ,) 2-& #"=A140B 2#&2P .$ A- *3/,(A-5 =R=-#4-( *)A-&ARA&023#=1B4/C?! C/1&2P .$

*24=& /- G'02#A/- (*)(0-A#!&".&- 4.%)

平流项g97
%(
%8( )

e

的贡献最大* 诊断结果如图 ** 所

示* 由 图 ** 可 以 看 出" 最 大 的 贡 献 项 来 自

.97Z
%(

.

%8( )
e

* 这意味着对鄂海阻高形成和维持起主

要作用的是 F>Q经向风引导的平均涡度平流*

图 )#F>Q经向风 7e(箭矢-单位!B14.& )%背景涡度场 (
.

(阴影-单位!&".- 4.& )和经向涡度平流项. 7
%(
%8( )

e

(等值线-单位!&".&! 4.!)在.$ 天的水平分布(方框区域表示关键区(&%"M/&-"MG"-"M/*,MN))

OA5+)#8/1AS/-#23&A4#1A*0#A/- /CF>QB=1A&A/-23HA-& 7e( R=,#/1-0-A#!B14.& )"B=2- R/1#A,A#P (
.

(4"2&=&-0-A#!

&".- 4.&) 2-& . 7
%(
%8( )

e

(,/-#/01=&-0-A#!&".&! 4.! ) C/1&2P .$ (#"=*/)=& 21=2A-&A,2#=4#"=(=P 21=2/C

-"M0*,MN"&%"M0&-"MG)

图 ) 展示了 7Z(矢量)%(
.

(阴影)和.7
%(
%8( )

e

(等

值线)在.$ 天时的水平分布情况* F>Q经向扰动风
场在关键区主要表现为南风(7Z1")"而平均涡度在

关键区基本上随着纬度升高是增加的(
%(

.

%8
1")* 在

关键区向北的 F>Q经向风场引导较低的平均涡度

场到较高纬度(.7Z
%(

.

%8( )
Z

>")"从而使得关键区经向

涡度平流主要表现为负值"从而对负的位势高度的
变化起积极贡献* 可见"F>Q扰动和平均场的共同
作用在鄂海阻高的形成和维持中起主导作用*

<"总结

本文运用 &'*'0!"&, 年共 %- 2的逐日 N<GE!
IQG再分析资料"分析了中高纬 F>Q扰动对鄂海阻
高形成和维持的调节作用* 由于在亚洲地区的夏
季"鄂海阻高的发生频率最大"且相对于其他季节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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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鄂海阻高在夏季的发生频率也最大"因此以夏季
为目标季节"研究 F>Q扰动对鄂海阻高的调节作
用* 研究发现"夏季 ,"" "E2位势高度场在(&%"M/
&-"MG"-"M/*,MN)这个关键区与鄂海阻高具有最
好的耦合关系"并且关键区的位势高度场表现出显
著的 &"/%" & 的低频振荡周期* 因此"主要探讨了
中高纬地区 &"/%" & F>Q扰动对鄂海阻高形成和维
持的调节作用*

选取鄂海阻高维持时间(, & 的每次事件中"
,"" "E2位势高度至少有 & & 超过2& 个标准差的 ,"
次事件作为阻高事件进行合成分析* 分析结果表
明"与鄂海阻高活动密切相关的 F>Q扰动在中高纬
地区表现出明显向西传播的特征* 该 F>Q扰动源
自 &$"M7 附近的中高纬地区* 波活动通量分析结
果显示"显著的负通量散度发生在中高纬 &$"M7 附

近"这表明中高纬 &$"M7 附近有明显的波能量累

积"该能量累积在触发 F>Q扰动过程中可能起着重
要作用*

为了更好地理解 F>Q扰动调节夏季鄂海阻高
活动的具体过程"针对阻塞事件对位势倾向方程进
行了动力诊断* 诊断结果表明"动力作用对位势倾
向起主导作用"即在季节内时间尺度上位势倾向的
主要贡献项来自经向涡度平流项* 进一步运用尺度
分析法探讨 F>Q扰动调节鄂海阻高活动的主要过
程* 即将特定变量分解成低频背景场 (1%" &)%低
频分量(&"/%" &)和天气尺度分量(>&" &)三个分
量* 结果表明"位势高度扰动随时间的变化率主要
受 F>Q经向风引导的平均涡度平流的作用* 因此"
夏季鄂海阻高发生和维持过程中"F>Q扰动和平均
场的共同作用起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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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和朝鲁"彭京备"谢作威"等"!"&)+冬季大范围持续性极端低温事件与欧亚大陆大型斜脊斜槽系统研究进展&6'+大气科学"$!( %) !-,-!-*-+#

?0"=<"E=-5 6?"JA=Y7"=#23+"!"&)+@=,=-#$1/51=44=4/- #"=4#0&A=4/CHA-#=1#AB==)#=-4AR=2-& $=14A4#=-#=)#1=B=,/3& =R=-#4A- <"A-22-&

3215=!4,23=#A3#=& 1A&5=42-& #1/05"4/R=1#"=G0124A2- ,/-#A-=-#&6'+<"A- 6D#B/4>,A"$!(%) !-,-!-*-+(A- <"A-=4=)+

曹杰"黄荣辉"陶云"!""-+夏季东北亚阻塞高压年际变化的一个物理机制&6'+地球物理学报"$'(&) !%*!$$+#<2/ 6"802-5 @8"92/ W"!""-+D

B=,"2-A4BC/1A-#=12--023R21A2#A/-4/CN/1#"=24#D4A2- ?3/,(A-5 8A5" A- 40BB=1&6'+<"A- 6:=/$"P4"$'(&) !%*!$$+(A- <"A-=4=)+

<244/0 <"!"")+F-#124=24/-23A-#=12,#A/- *=#H==- #"=B2&&=-0603A2- /4,A332#A/- 2-& #"=N/1#" D#32-#A,/4,A332#A/-&6'+N2#01="$,,(*!&!) !,!%!,!*+

陈彩珠"高建芸"黄丽娜"等"!"&-+大气低频变化对福建前汛期典型持续性暴雨影响 &6'+应用气象学报"!*( &) !*,!)$+#<"=- <Y":2/ 6W"

802-5 ;N"=#23+"!"&-+GCC=,#4/C2#B/4$"=1A,3/H!C1='0=-,P R21A2#A/- /- #P$A,23$=14A4#=-#"=2RP 12A-4&01A-5 $1=!C3//& 4=24/- A- O0.A2-&6'+6

D$$3K=#=/1/3>,A"!*(&) !*,!)$+(A- <"A-=4=)+

<"=0-5 8N"Y"/0 7"K/( 8W"=#23+"!"&!+@=32#A/-4"A$ *=#H==- X123!>A*=1A2- *3/,(A-5 2-& #"=G24#D4A2- HA-#=1B/-4//- A- 1=32#A/- #/ #"=21,#A,

/4,A332#A/- 2-& #"=G3NAc/!4/0#"=1- /4,A332#A/-&6'+6<3AB2#="!,(&!) !$!$!!$!,*+

丁婷"陈丽娟"!"&,+东北地区夏季旱涝的环流型及动力气候模式解释应用&6'+高原气象"%$($) !&&&'!&&%"+#IA-5 9"<"=- ;6"!"&,+<A1,032#A/-

$2##=1- C/140BB=1$1=,A$A#2#A/- A- N/1#"=24#<"A-22-& 2$$3A,2#A/- /C&P-2BA,23,3AB2#=B/&=3A-C/1B2#A/-&6'+E32#=20 K=#=/1/3"%$( $) !&&&'!

&&%"+(A- <"A-=4=)+

I0,"/- <G"&'*'+;2-,S/4CA3#=1A-5 A- /-=2-& #H/ &AB=-4A/-4&6'+6D$$3K=#=/1"&)()) !&"&-!&"!!+

高建芸"陈彩珠"周信禹"等"!"&%(!"&" 年福建前汛期典型持续性暴雨过程的低频特征分析&6'+气象科技进展"%( &) !%'!$,+#:2/ 6W"<"=- <

Y"Y"/0 JW"=#23+"!"&%+D-23P4A4/C3/H!C1='0=-,P C=2#01=4/- #P$A,23$=14A4#=-#"=2RP 12A-C233&01A-5 $1=!C3//& 4=24/- A- O0.A2- E1/RA-,=A- !"&"

&6'+D&R K=#=/1/3>,A9=,"-/3"%(&) !%'!$,+(A- <"A-=4=)+

82BA339K"ZA32&A4:N"!"&$+>(A33/C#"=K6Q2-& N/1#"=1- 8=BA4$"=1=*3/,(A-5 A- :GO>B=&A0B!12-5=1=C/1=,24#4&6'+K/- 7=2@=R"&$!( !) !

)-)!)),+

韩荣青"李维京"董敏"!""-+北半球副热带!中纬度太平洋大气季节内振荡的纬向传播与东亚夏季旱涝&6'+气象学报"-$( !) !&$'!&-%+#82- @

[";A7 6"I/-5 K"!""-+9"=AB$2,#/C%".-" &2P /4,A332#A/-4/R=1#"=40*#1/$A,23E2,ACA,/- #"=G24#D4A2- 40BB=112A-C233&6'+D,#2K=#=/1/3

>A-"-$(!) !&$'!&-%+(A- <"A-=4=)+

8=-&=14/- >D"K23/-=P GI"!"&)+9"=AB$2,#/C#"=K2&&=-!603A2- Q4,A332#A/- /- "A5"!32#A#0&=HA-#=1*3/,(A-5 &01A-5 G3NAc/04/0#"=1- /4,A332#A/-

=R=-#4&6'+6<3AB2#="%&(&%) !,!'%!,%&)+

8=-&=14/- >D"K23/-=P GI"?21-=4GD"!"&-+9"=A-C30=-,=/C#"=K2&&=-!603A2- Q4,A332#A/- /- -/1#"=1- "=BA4$"=1=HA-#=1*3/,(A-5&6'+6<3AB2#="

!'(&!) !$,'*!$-&-+

8A-#/- 96"8/4(A-4?6"K21#A- :K"!""'+9"=A-C30=-,=/C#1/$A,234=2401C2,=#=B$=12#01=42-& $1=,A$A#2#A/- /- N/1#" E2,ACA,2#B/4$"=1A,*3/,(A-5

!&&



杨双艳"等!中高纬大气 F>Q对夏季鄂海阻高形成和维持的调节作用 校庆特刊

&6'+<3ABIP-"%%($) !,$'!,-%+

8/3#/- 6@"&''!+D- A-#1/&0,#A/- #/ &P-2BA,B=#=/1/3/5P&K'+D,2&=BA,E1=44!;/-&/-+

季明霞"黄建平"王绍武"等"!"")+冬季中高纬地区阻塞高压活动及其气候影响&6'+高原气象"!*(!) !$&,!$!&+#6AK J"802-5 6E"72-5 >7"

=#23+"!"")+7A-#=1*3/,(A-5 =$A4/&=42-& AB$2,#/- ,3AB2#=/R=1G24#D4A2&6'+E32#=20 K=#=/1/3"!*(!) !$&,!$!&+(A- <"A-=4=)+

贾小龙"王谦谦"!""-+东北地区汛期降水异常的大气环流特征分析 &6'+高原气象"!, ( !) !%"'!%&)+#6A2J;"72-5 [["!""-+D-23P4=4/-

5=-=123,A1,032#A/- ,"212,#=1/C$1=,A$A#2#A/- 2-/B23P A- N/1#"=24#<"A-2C3//& 4=24/-&6'+E32#=20 K=#=/1/3"!,(!) !%"'!%&)+(A- <"A-=4=)+

Z2-2BA#40 K"G*A40S2(A7"7//33=- 6"=#23+"!""!+N<GE!IQGDKFE!FF@=2-23P4A4(@!!) &6'+?033DB=1K=#=/1>/,")%(&&) !&-%&!&-$$+

孔晓宇"毛江玉"吴国雄"!"&*(!""! 年夏季中高纬大气准双周振荡对华南降水的影响&6'+大气科学"$&( -) !&!"$!&!!"+#Z/-5 JW"K2/ 6W"

70 :J"!"&*+F-C30=-,=/- #"=>/0#" <"A-212A-C2332-/B23A=4/C#"=2#B/4$"=1A,'024A!*AH==(3P /4,A332#A/- A- BA&!"A5" 32#A#0&=&01A-5 #"=40B!

B=1/C!""!&6'+<"A- 6D#B/4>,A"$&(-) !&!"$!&!!"+(A- <"A-=4=)+

李春"孙照渤"!""%+中纬度阻塞高压指数与华北夏季降水的联系&6'+南京气象学院学报"!-( $) !$,)!$-$+#;A<">0- Y?"!""%+D44/,A2#A/- /C

BA&!32#A#0&=*3/,(A-5 "A5" A-&=) HA#" 40BB=1$1=,A$A#2#A/- A- N/1#" <"A-2&6'+6N2-.A-5 F-4#K=#=/1/3"!-($) !$,)!$-$+(A- <"A-=4=)+

李菲"赵春雨"林蓉"等"!"&-+辽宁省春播期第一场透雨特征及其与鄂霍次克海阻塞高压的关系&6'+气象与环境学报"%!( -) !&*$!&*)+#;AO"

Y"2/ <W";A- @"=#23+"!"&-+<"212,#=1A4#A,4/C#"=CA14#4/2(A-5 12A- A- 4$1A-5 4/HA-5 4=24/- /C;A2/-A-5 E1/RA-,=2-& #"=A11=32#A/-4"A$4HA#" Q(!

"/#4( *3/,(A-5 "A5"&6'+6K=#=/1/3G-RA1/-"%!(-) !&*$!&*)+(A- <"A-=4=)+

李峰"丁一汇"!""$+近 %" 年夏季亚欧大陆中高纬度阻塞高压的统计特征&6'+气象学报"-!( %) !%$*!%,$"%!$+#;AO"IA-5 W8"!""$+>#2#A4#A,23

,"212,#=1A4#A,/C2#B/4$"=1A,*3/,(A-5 A- #"=G0124A2"A5"!BA& 32#A#0&=4*24=& /- 1=,=-#%"!P=2140BB=14&6'+D,#2K=#=/1/3>A-"-!(%) !%$*!%,$"

%!$+(A- <"A-=4=)+

李维京"&'''(&'') 年大气环流异常及其对中国气候异常的影响&6'+气象"!,($) !!"!!,",*+#;A7 6"&'''+:=-=1232#B/4$"=1A,,A1,032#A/- 2-/B!

23P A- &'') 2-& #"=A1AB$2,#/- ,3AB2#=2-/B23P A- <"A-2&6'+K=#=/1/3K/-"!,($) !!"!!,",*+(A- <"A-=4=)+

梁红"王元"郭正强"!""'+夏季东北冷涡与副高%鄂海阻高的遥相关关系&6'+气象科学"!'( -) !*'%!*'-+#;A2-5 8"72-5 W":0/ Y["!""'+9"=

#=3=,/--=,#A/- 1=32#A/-4"A$ *=#H==- #"=N/1#"=24#,/3& R/1#=) 2-& #"=40*#1/$A,23"A5""#"=Q("/#4( "A5" A- 40BB=1&6'+>,AK=#=/1/3>A-"!'(-) !

*'%!*'-+(A- <"A-=4=)+

刘刚"廉毅"颜鹏程"等"!"&,(,0) 月东北冷涡客观识别分类及北半球大气环流特征分析&6'+地理科学"%,()) !&"$!!&","+#;A0 :";A2- W"W2-

E<"=#23+"!"&,+9"=/*.=,#AR=1=,/5-A#A/- 2-& ,3244ACA,2#A/- /CN/1#"=24#,/3& R/1#=) 2-& #"=-/1#"=1- "=BA4$"=1=2#B/4$"=1A,,A1,032#A/- ,"212,!

#=14A- K2P #/ D0504#&6'+>,A:=/51>A-"%,()) !&"$!!&","+(A- <"A-=4=)+

;A0 :"72-5 9"W2-5 JW"=#23+"!"&*+<3AB2#=,"212,#=1A4#A,4/C2*-/1B23&/0*3=!*3/,(A-5 2,#ARA#A=4/R=1#"=X123K/0-#2A-42-& >=2/CQ("/#4(&6'+6

K=#=/1/3@=4"%&($) !-'$!*"*+

刘慧斌"温敏"何金海"等"!"&!+东北冷涡活动的季节内振荡特征及其影响 &6'+大气科学"%-( ,) !','!'*%+#;A0 8?"7=- K"8=68"=#23+"

!"&!+<"212,#=1A4#A,4/C#"=N/1#"=24#,/3& R/1#=)2#A-#124=24/-23#AB=4,23=2-& A#4AB$2,#&6'+<"A- 6D#B/4>,A"%-(,) !','!'*%+(A- <"A-=4=)+

陆日宇"黄荣辉"&'''+夏季西风带定常扰动对东北亚阻塞高压的影响&6'+大气科学"!%(,) !,%%!,$!+#;0 @W"802-5 @8+&'''+F-C30=-,=/C#"=

4#2#A/-21P &A4#01*2-,=A- #"=H=4#=13A=4/- #"=?3/,(A-5 8A5"4/R=1#"=-/1#"=24#=1- D4A2A- 40BB=1&6'+<"A- 6D#B/4>,A"!%( ,) !,%%!,$!+(A-

<"A-=4=)+

K2&&=- @D"603A2- E@"&'*&+I=#=,#A/- /C2$"0," &2P /4,A332#A/- A- #"=S/-23HA-& A- #"=#1/$A,23E2,ACA,&6'+6D#B/4>,A"!)(,) !*"!!*")+

K2&&=- @D"603A2- E@"&'*!+I=4,1A$#A/- /C53/*23!4,23=,A1,032#A/- ,=334A- #"=#1/$A,4HA#" 2$"0," &2P $=1A/&&6'+6D#B/4>,A"!'(-) !&&"'!&&!%+

毛江玉"吴国雄"!"",(&''& 年江淮梅雨与副热带高压的低频振荡 &6'+气象学报"-% ( ,) !*-!!**"+#K2/ 6W"70 : J"!"",+F-#124=24/-23

R21A2*A3A#P A- #"=W2-5#S=!802A"=1AR=112A-C2332-& 40*#1/$A,23"A5" &01A-5 #"=&''& B=AP0 $=1A/&&6'+D,#2K=#=/1/3>A-"-%(,) !*-!!**"+(A- <"A!

-=4=)+

K242#/ :"8/4(A-4? 6"7//33A-5496" !"&!+72R=!*1=2(A-5 ,"212,#=1A4#A,4/CBA&32#A#0&=*3/,(A-5 &6'+[021#6@/P K=#=/1/3>/," &%) ( --- ) !

&!),!&!'-+

K2##"=H4D6"8/4(A-4?6"K240#2-AK"!""$+9"=53/*231=4$/-4=#/ #1/$A,23"=2#A-5 A- #"=K2&&=-!603A2- /4,A332#A/- &01A-5 #"=-/1#"=1- HA-#=1&6'+

[021#6@/P K=#=/1/3>/,"&%"(-"&) !&''&!!"&&+

苗芮"温敏"张人禾"!"&*(!"&" 年华南前汛期持续性降水异常与准双周振荡&6'+热带气象学报"%%(!) !&,,!&--+#KA2/ @"7=- K"Y"2-5 @8"

!"&*+E=14A4#=-#$1=,A$A#2#A/- 2-/B23A=42-& '024A!*AH==(3P /4,A332#A/- &01A-5 #"=2--0233P CA14#12A-P 4=24/- /R=1>/0#" <"A-2A- !"&"&6'+691/$

K=#=/1/3"%%(!) !&,,!&--+(A- <"A-=4=)+

N2(2B0128"N2(2B012K"D-&=14/- 6;"&''*+9"=1/3=/C"A5"!2-& 3/H!C1='0=-,P &P-2BA,4A- *3/,(A-5 C/1B2#A/-&6'+K/- 7=2@=R"&!,( ') !

!"*$!!"'%+

平凡"唐细坝"高守亭"等"!"&$+长江和淮河流域汛期洪涝大气环流特征的比较&6'+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 !*--!*)!+#EA-5 O"92-5 J?"

:2/ >9"=#23+"!"&$+D,/B$212#AR=4#0&P /C#"=2#B/4$"=1A,,A1,032#A/-4244/,A2#=& HA#" 12A-P!4=24/- C3//&4*=#H==- #"=W2-5#S=2-& 802A"=@AR!

=1?24A-4&6'+>,A<"A-2G21#" >,A"$$($) !*--!*)!+(A- <"A-=4=)+

@=) IO"&',"2+?3/,(A-5 2,#A/- A- #"=BA&&3=#1/$/4$"=1=2-& A#4=CC=,#0$/- 1=5A/-23,3AB2#=+E21#F!2- 2=1/3/5A,234#0&P /C*3/,(A-5 2,#A/-&6'+9=3!

304"!(%) !&'-!!&&+

%&&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IO"&',"*+?3/,(A-5 2,#A/- A- #"=BA&&3=#1/$/4$"=1=2-& A#4=CC=,#0$/- 1=5A/-23,3AB2#=+E21#3!#"=,3AB2#/3/5P /C*3/,(A-5 2,#A/-&6'+9=3304"!

($) !!*,!%"&+

>,"-=A&=1=A#D">,"0*=1#>"\215A- E"=#23+"!"&!+;215=!4,23=C3/H2-& #"=3/-5!324#A-5 *3/,(A-5 "A5" /R=1@044A2!40BB=1!"&"&6'+K/- 7=2@=R"

&$"(') !!'-*!!')&+

沈爱华"任广成"王冰"!"")+东亚阻塞高压与我国降水关系的分析及预测&6'+气候与环境研究"&%(!) !!",!!&&+#>"=- D8"@=- :<"72-5 ?"

!"")+D-23P4A42-& C/1=,24#A-5 /C1=32#A/-4"A$ *=#H==- G24#!D4A2*3/,(A-5 4A#02#A/- 2-& $1=,A$A#2#A/- /C<"A-2A- 603P&6'+<3AB G-RA1/- @=4"&%

(!) !!",!!&&+(A- <"A-=4=)+

沈柏竹"林中达"陆日宇"等"!"&&+影响东北亚初夏和盛夏降水和年际可变化的环流特征分析&6'+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 !$"!!$&!+#>"=-

?Y";A- YI";0 @W"=#23+"!"&&+<A1,032#A/- 2-/B23A=4244/,A2#=& HA#" A-#=12--023R21A2#A/- /C=213P!2-& 32#=!40BB=1$1=,A$A#2#A/- A- N/1#"=24#

<"A-2&6'+>,A<"A-2G21#" >,A+"$&(%) !$"!!$&!+(A- <"A-=4=)+

>ABB/-4D6"72332,=6K"?12-4#2#/1:7"&')%+?21/#1/$A,H2R=$1/$252#A/- 2-& A-4#2*A3A#P"2-& 2#B/4$"=1A,#=3=,/--=,#A/- $2##=1-4&6'+6D#B/4

>,A"$"(-) !&%-%!&%'!+

苏丽欣"廉毅"李尚锋"等"!"&,+东北区夏季低温事件概率空间分布与亚洲阻塞流型域及其冷空气活动路径&6'+地理科学"%,( !) !!,&!!,)+#>0

;J";A2- W";A>O"=#23+"!"&,+IA4#1A*0#A/- /C40BB=1,//3=R=-#4/R=1N/1#"=24#<"A-22-& #"=D4A2- *3/,(A-5 1=5AB=2-& ,/3& 2A1$2#"&6'+>,A

:=/51>A-"%,(!) !!,&!!,)+(A- <"A-=4=)+

92(2P2Z"N2(2B0128"!""&+DC/1B032#A/- /C2$"24=!A-&=$=-&=-#H2R=!2,#ARA#P C30) C/14#2#A/-21P 2-& BA512#/1P '024A5=/4#1/$"A,=&&A=4/- 2S/-23!

3P R21PA-5 *24A,C3/H&6'+6D#B/4>,A",)(-) !-")!-!*+

92(2P2Z"N2(2B0128"!"",+:=/512$"A,23&=$=-&=-,=/C0$$=1!3=R=3*3/,(A-5 C/1B2#A/- 244/,A2#=& HA#" A-#124=24/-232B$3ACA,2#A/- /C#"=>A*=1A2-

"A5"&6'+6D#B/4>,A"-!(&!) !$$$&!$$$'+

9A*23&A>"K/3#=-AO"&''"+Q- #"=/$=12#A/-23$1=&A,#2*A3A#P /C*3/,(A-5&6'+9=3304D!IP- K=#=/1/3Q,=2-/51"$!(%) !%$%!%-,+

72-5 K @"I02- DK"!"&,+[024A!*AH==(3P /4,A332#A/- /R=1#"=9A*=#2- E32#=20 2-& A#43A-( HA#" #"=D4A2- 40BB=1B/-4//-&6'+6<3AB2#="!)(&!) !

$'!&!$'$"+

王小玲"丁一汇"!"&%(!"&" 年夏季欧亚异常阻高演变过程及对天气气候的影响&6'+气象"%'(') !&")'!&"',+#72-5 J;"IA-5 W8"!"&%+GR/!

30#A/- /C#"==),=$#A/-23*3/,(A-5 /R=1G0124A22-& A#4AB$2,#/- H=2#"=12-& ,3AB2#=A- !"&" 40BB=1&6'+K=#=/1K/-"%'( ') !&")'!&"',+(A-

<"A-=4=)+

王遵娅"丁一汇"!"")+夏季长江中下游旱涝年季节内振荡气候特征&6'+应用气象学报"&'( -) !*&"!*&,+#72-5 YW"IA-5 W8"!"")+<3AB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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