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 1.鱿并乎选展 第 , 6 卷 第 2 期 2 0 06 年 2 月

近百年北半球海平面气压

分布结构及其对长江中下游梅雨异常的影响
’

魏凤英 宋巧云 韩 雪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

北京 10。。 81

摘要 分析 了 1 8 9 9一 20 03 年近 百年北半球海平面气压 的典型空间分布模 态
,

在此基础上将海平

面气压和长江 中下游梅雨量相对数序列进行年代际和年际尺度分离
,

分析海平面气压 年代 际尺度

的气候背景和年际尺度变化与梅雨相应尺度之 间的相关关系及综合作用
.

得到如下结论
:

( 1) 高纬

地 区与中纬地 区的环状模态环 流变化是近 百年北半球海平 面 气压典型的主导分布结构
,

无 论是年

代际尺度还是年际尺度变化均有十分清晰的表现 ; ( 2) 从年代际尺度而言
,

当北半球海平面气压的

高纬地 区与中纬地 区位相相反 的分布结构处在较强 ( 弱 ) 的气候背景 时
,

长江 中下游梅雨通常处于

偏 多 (少 ) 时期 ; 海平面 气压和梅雨在年际尺度上的关系与年代际尺度的情形相反
,

即在前期春季

位相相反 的分布结构较弱的年份
,

夏季长江 中下游梅雨容易偏多
,

反之亦然 ; ( 3) 逐步 回归结果也

证 实
,

海平面气压的年代际变化和前期春季年际 变化对长江 中下游梅雨异常起重要作用
.

关键词 海平面气压 分布结构 长江中下游 梅雨

长江 中下游梅雨的异常直接影响江淮地区早涝

灾害的形成与持续
,

并与我 国夏季多雨带位置密切

相关
.

因此
,

梅雨气候 的异常变化是气候研究 的重

要课题之一 尽管影响梅雨气候异常的因素是多方

面的
,

且关系错综复杂
,

但大气环流的异常变化是

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原因
,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有许

多成果
.

研究表明
,

对长江中下游梅雨影 响最集 中

的区域是亚洲东部和西太平洋地 区 1[,
2〕 ,

其 中南海

高压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对梅雨 的强度有着极其

重要的作用
.

N it at 的研究 也表 明
,

副热带高压与

梅雨的年际变化有 非常好的关系闭
,

并利用这种关

系对未来梅雨的可能变化做 出了预测
.

孙 淑清等川

细致地分析了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的位置
、

强度

和形态与长江夏季降水异常的关系
.

陶诗言等阁 发

现梅雨 的年际变化受亚欧大陆大气环流变化
、

菲律

宾以东热 带洋面下垫 面强迫及 冬季亚 欧积雪 的影

响
.

许多工作证实
,

梅雨的异 常与东亚季风的年际

变化密切相关 6[,
’ 〕

.

徐海明等 8j[ 研究证 明
,

当前期

冬季北大西洋涛动强
、

北半球 只有一个极涡且东亚

大槽弱时
,

长江中下游人梅早
,

而当前期冬季北大

西洋涛动弱
、

北半球存在两个极涡且东亚大槽较强

时
,

长江中下游人梅晚
.

龚道溢等闭 对北极涛动与

长江中下游夏季降水的关系进行 了分析
,

表明春季

北极涛动偏强 的年份
,

夏季长 江中下游降水偏少
,

反之亦然
.

近期研究表明
,

前期春季南半球环状模

即南极涛动与长江中下游夏季降水存在显著的正相

关关系〔`。

一〕
.

表征北半球低层大气环流特征的海平面气压 的

变化形势对 区域气候 的影 响愈来愈得 到人们 的重

视
,

研究发现
,

其大范围的特定模态与某些 区域的

气候存在显著的关系 1[ 卜
, 5〕

.

本文首先分析了近百年

北半球海平面气压场 的典型模态
,

然后利用三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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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函数尺度分离的手段得到海平面气压的年代际和

年际尺度分布结构
,

进一步分析海平面气压年代际

尺度的背景和年际尺度变化与长江 中下游梅雨相应

尺度变化的关系
.

再用原序列减去年代际分量得到年际尺度分量
.

2 北半球海平面气压的典型空间分布模态

将 1 8 9 9一 2 0 0 0 年 冬
、

春
、

夏
、

秋 季北半 球海

平面气压距平场进行 E O F 分解
,

表 l 列 出前 10 个

特征向量的累积方差贡献
.

由表 1 可以看出
,

4 季

的前 10 个特征向量对应的 E O F 模态可以解释总方

差的绝大部分
,

其中冬季收敛最 快
,

前 10 个特征

向量 已解释总方差的 83
.

7%
,

而前两个特征 向量可

以解释总方 差的 4 1
.

3%
.

按照 N or ht 提 出的 E O F

分解的特征值样本误差估计方法检验 〔’ g〕 ,

证明这两

个特征向量场是有物理意义的
.

其他 3 季的前两个

特征向量也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

说明 4 季的前两

个特征向量场代表了海平 面气压场典型分布特征
,

因此将它们作为分析的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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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和方法

本研究使用了两种资料
.

第一种是 N C A R 提供

的 18 9 9一 2。。 3 年月平均北半球海平面气压 的再分

析资料
,

其中 18 9 9一 1 9 7 7 年时段 的资料来源多处
,

T er n b e rt h 等〔` 6] 进行了详细的误差分析和订正
,

因

此这套长年代资料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

海平面气压

资料的经纬网格是 5
’

只 5
。 ,

范围为 1 5
’

一 s s
o

N
,

o
。

一

3 55
O

E
.

由于高
、

低纬度上 的资料缺测严 重
,

因此

我们只取资料完整的 2 0
0

一 7 0
0

N
,

o
。

一 3 5 5
“

E 范围进

行分析
.

利用月平均资料计算 出冬季 (上年 12 月一

2 月 )
、

春季 ( 3一 5 月 )
、

夏季 ( 6一 8 月 ) 和秋季 ( 9一

11 月 )平均的海平面气压场
,

以此作为分析的对象
.

第二种资料是徐群等定义的 1 8 8 5一 2 0 0。 年长江 中

下游梅雨量特征量 〔̀ 7」 ,

此特征量是用 百分数 表示

的
,

即各年梅雨量分别与多年平均雨量 的比值乘以

10 0 的百分数
,

以下我们将其称之为梅雨量相对数
.

使用三次样条函数分段拟合 的方法对长江 中下

游梅雨量相对数和北半球海平面气压场进行年代际

及年际尺度的分离 l8[ 〕
.

三次样条函数拟合的原理是

在序列中插人 --M 1个分点
,

并在序列两端各引入一

个新分点
,

则函数 f ( x ) 被分成 M 个 分段 多项式

f
l
( x )

,

介 ( x )
,

…几 ( x )
,

其中

表 1 4 季海平面气压距平场前 10 个 E O F 的

累积方差贡献 (% )

序号

冬季

春季

夏季

秋季

9 10

2 4
.

4 4 1
.

1 6
.

5 30
.

2 3
.

8 3 3
.

14
.

5 26
.

4

4 5 8
.

6 5
.

6 7 1
。

1 7 5
.

5 3
.

6 5 9
.

0 6 3
.

5 3
.

8 5 7
.

8 6 1
.

5 0
.

3 5 6
.

0 6 0
.

7 9
.

0 8 1
.

7

6 7
.

1 70
.

7

6 4
.

2 6 7
.

2

6 4
`

5 68
.

0

8 3
.

7

7 3
.

5

7 0
.

0

7 0
.

9

关 x( ) 一 习v
.
T

、
( x) 葱一 ` , “

,

一
,

M

这里 T
。

x( )是 q e6 bl o eB 第一类多项式
,

约束条件是

五 ( x )及其二阶导数在 解 1 个分点上是连续 的
.

用

最小二乘估计确定 V
。 ,

分段多项式 关 ( x ) 为三次样

条函数
.

对于两个端点采用二阶导数值为给定的边

界条件
.

插人分点长度的确定主要以保证拟合曲线

达到一定的光滑度
,

经试验
,

长江中下游梅雨量相

对数及北半球海平面气压插人长度为 10 a 的分点最

适宜
,

既可以滤去 10 a 以下尺度的波动
,

又使得拟

合曲线光滑
.

经过分段拟合将序列的长期趋势变化

和 10 a 以上尺度变化分离出来
,

作为年代际分量
,

图 1 给出近百余年海平面气压场 E O IF 的空间

分布模态
.

由于是用海平面气压距平场进行展开
,

因此空间分布模态代表 了气压场的变率分布结构
,

其等值线代表变率 的大小
.

由图 1 可以看出
,

尽管

季节之间的正
、

负分量区域的具体位置存在一定差

异
,

但基本都呈现出高纬地区 与中纬地区分量的符

号为相反的分布格局
.

从图 1 ( a) 显示的冬季分布图

可以看出
,

正值覆盖 了 5o0 N 以北 的大范 围地 区
,

其大气活动中心靠近极地
.

在西北太平洋和东北大

西洋至欧洲大陆为两个 负值区
,

并各存在一个大气

活动中心
.

这一特征向量表征高纬地区的海平面气

压与中纬地区 的海平面气压变率呈相反趋势的典型

分布结构
,

即呈现 出近似北极 涛动 ( a r e t i e o s e i l l a
-

t i o n ,

A O ) 的分布型态 [ 2。〕
.

春季 (图 1 ( b ) )的分布型

式与冬季十分相似
,

只是中心位置略有偏差
,

但中

心强度比冬季明显加强
.

而 夏季 ( 图略 ) 和秋季 ( 图

略 ) 的分布格局不如冬
、

春季那样清晰
.

海平面气压距平场的 E O F Z 的空间分布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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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圈 1 北半球海平面气压 距平的 E O F I 空间分布

( a ) 冬季 , ( b ) 春季

图 2 北半球海平面气压距平的 E O FZ 的空间分布

( a ) 冬季 ; ( b ) 春季

与 E O F I 的情 景类似
,

也 是冬季 ( 图 2 ( a ) )
、

春季

(图 2 ( b) )的分布格局清晰且两者基本相同
.

而夏季

( 图略 )
、

秋季 ( 图略 ) 的空间分布型式与冬
、

春季差

别较大
.

由图 2 ( a )和 ( b) 可 以看出
,

北太平洋
、

欧

洲东部及北美大部均是大范 围的正值区
,

最大正值

中心位于北太平洋
,

但第 2 特征 向量不存在符号与

之相反的大片区域
,

只在北大西洋较小范围出现 了

负值
.

因此第 2 特征向量基本上反 映了北半球大范

围趋势一致的扰动特征
.

由上述可见
,

包括北极的高纬地 区与中纬地 区

呈现显著相反位相变化是近百年北半球海平面气压

场典型的分布结构
,

同时北半球大范围同位相变化

也是常出现的另一种分布型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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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半球海平面气压年代际
一

年际尺度的空

间分布结构

对北半球海平面气压场每个格点的序列采用三

次样条函数的方法进行拟合
,

得到年代际尺度分量

场
,

原气压场减去年代际尺度分量场 即为年际尺度

变量场
.

由于 4 个季节年代际的空间分布结构差异

不大
,

因此图 3 仅给出 18 9 9一 2 0 0 3 年平均的春季海

平面气压年代际分量的分布结构图
.

图 1 给出的第

1特征向量空间分布最大限度地表征 了北半球海平

面气压场典型的变率分布结构
,

图 3 显示 的则是春

季长期趋势变化的平均空间分布结构
.

由图 3 清楚

地看出
,

高纬地区 主要由低压所控制
,

在太平洋北

部和大西洋北部分别存在一个低压中心
,

分别是阿

留申低压和冰岛低压
.

而亚洲大 陆的北部是高压
,

中心位于西伯利亚
.

中纬度的大部分地区为高压所

控制
,

太平洋
、

大西洋上各有 1 个高压中心
,

分别

位于夏威夷群岛和亚速尔群岛附近
.

由此可见
,

以

高纬地区为中心沿纬圈呈环状 的分布
,

是北半球海

平面气压年代际尺度分量场基本的分布结构
,

也就

是说
,

北半球中纬度和高纬度大气质量变化的带状

跷跷板结构 的北极涛动 在较长时 间尺度 有明显表

现
,

因此它可能会为北半球的区域气候变化提供重

要的气候背景
,

当然也是长江中下游梅雨异常的年

代际变化的背景条件
.

图 3 春季海平面气压的年代 际尺度空间分布

分离出的北半球海平面气压的年际尺度分量主

要表征出不同年份的空间分布的年际差异
.

为了分

析长江中下游梅雨异常偏多年和偏少年的海平面气

压分布结构的差异
,

我们以长江中下游梅雨量相对

数一个标准差为标准
,

确定 出近百年 12 个梅雨偏

多 年 ( 19 0 1 , 1 9 0 3 , 1 9 0 9
,

1 9 3 1
,

1 9 3 8
,

1 9 5 4
,

1 9 6 2
,

1 9 6 9
,

1 9 8 0
,

1 9 9 1
,

1 9 9 6
,

1 9 9 9 ) 和 1 5 个梅

雨偏少年 ( 1 9 0 0
,

19 0 2
,

1 90 4
,

1 9 13
,

19 1 4
,

1 9 2 5
,

1 9 3 4
,

1 93 7
,

1 9 5 2
,

1 9 5 8
,

1 9 6 5
,

1 9 78 , 1 9 8 8
,

1 9 9 2
,

19 94 )
.

分别对夏季梅 雨偏 多年和偏少年 的

前期北半球海平面气压的年际分量进行合成
.

图 4 ( a)
,

( b ) 分别是长江 中下游梅雨偏多年和

偏少年的前期冬季海平面气压年际分量 的合成
.

从

图 4 a( )我们可以看出
,

在长江中下游夏季出现梅雨

偏多的年份
,

前期冬季海平面气压年际分布在高纬

地区为正异常
,

中纬地区则为负异常
,

正异常中心

在北大西洋地 区
.

但总体来看在 出现 多雨 的前期
,

北半球高纬与中纬海平面气压的位相相反的分布结

构不典型
.

在长江中下游梅雨出现偏少 的年份
,

前

期冬季海平面气压 的分布 型式与多雨 年基本相反

(见图 4 ( b) )
,

整个亚欧北部至北大西洋地区都为负

距平
,

北太平洋副热带至北美地 区为正距平
.

特别

值得注意的是
,

高纬地区与 中纬地区海平面气压趋

势相反的结构十分显著
.

比较图 5 ( a) 和 ( b) 两张图的分布结构可 以清楚

地看出
,

长江中下游夏季梅雨偏多年份的前期春季

海平面气压的分布结构与梅雨偏少年份 的分布结构

也恰是相反的
.

由图 5 a( ) 看出
,

在梅雨偏多年的春

季
,

海平面气压在北极地区 以正值为主
,

正值 区从

冰岛西侧一直延伸到巴尔喀什湖
,

而北大西洋地区

则是负值显著
.

从图 5 ( b) 显示的梅雨偏少年的海平

面气压合成看出
,

北极及其 附近地 区为负值
,

冰岛

附近是负值中心
,

而大西洋地区为显著的正值
.

由图 4 和图 5 显示 的信息可见
,

北半球高纬与

中纬地区趋势相反的环流变化在年际尺度上也表现

得很突出
.

4 海平面气压场的年代际气候背景和年际信

号对梅雨异常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深人地研究北半球海平面气压的年

代际和年际尺度分布结构与长江 中下游梅雨量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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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梅雨偏多年 ( a) 和梅雨偏少年

《b) 的前期冬季海平面气压年际分 t 合成
图 5 梅雨偏多年 《a) 和梅雨偏少年

《b )的前期春季海平面气压年际分 t 合成

数对应的尺度变化之间的关系
,

同样使用三次样条

函数拟合的方法将 1 8 8 5一 2 0 0 。 年长江 中下游梅雨

量相对数进行尺度分离
,

得到梅雨量相对数年代际

和年际分量序列
,

然后再分别计算梅雨量相对数年

代际
、

年际变化分量与海平面气压的年代际
、

年际

分量场 的相关
.

计算相关使用 的是 1 8 9 9一 2 0 0 0 年

段的资料
,

样本量为 102
,

相关 系数绝对值在 0
.

20

以上 的区域
,

说 明其相关程度超过 了 0
.

05 的显著

性水平
,

相关 系数 绝对值在 0
.

25 以上 的区域
,

表

明其相关程度超过了 0
.

01 的显著性水平
`

4
,

i 海平面气压年代际背景分布形势与梅雨量年

代际变化的匹配

图 6 为前期冬季海平 面气压与夏季梅雨量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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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
、 、、

厂了 7

数年代际分量之间的相关分布图
,

从 图 6 中可以看

出
,

长江中下游梅雨 的年代际尺度变化与前期冬季

北半球海平面气压年代际分量场有非常显著
、

清晰

的相关关系
,

其中高纬地 区
,

北大西洋至亚欧大陆

的大部分地区为显著 的负相关
,

冰岛附近的负相关

系数达到了 0
.

60
.

中纬度地 区主要以正相关为主
,

相关系数大多都超过 0
.

01 的显著性水平
.

这说明

在高纬地区海平面气压处于偏低 (偏高 )
、

中纬地区

海平面气压处于偏高 (偏低 ) 阶段时
,

长江 中下游的

梅雨处于偏多 (偏少 )时期 的可能性很大
.

前期春季

海平面气压和梅雨量相对数年代际分量之间的相关

分布格局和相关程度与冬季相似 ( 图略 )
,

夏季和前

期秋季海平面气压和梅雨量相对数年代际分量之间

的相关分布格局也与冬
、

春季相近 ( 图略 )
,

但相关

程度较弱
.

为了进一步说明海平面气压年代际尺度分布结

构与长江中下游梅雨年代际分量的关系
,

我们取 图

3 显示的春季海平面气压活动中心 3 o0 N 和 55
“

N 上

的年代际分量 的平均值进行标准化处理
,

用 3 o0 N

与 55
“

N 标准化序列之差表示高纬与 中纬度 位相相

反的年代际分布结构的强弱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

由

此绘制出图 7
.

为了将分布结构的强弱与长江中下

游梅雨年代际尺度变化进行对照
,

图 7 中也给出了

梅雨量相对数的年代际分量 的变化 曲线
.

由图 7 我

们看出
,

两者的年代际尺度变化在大多数时段呈现

非常显著的一致趋势
.

使用 1 8 9 9一 2 0 0 。 年 1 02 年的

样本计算两序列的相关
,

结果相关系数为 0
.

53
,

远

远超过 。
.

0 01 的显著性水平
.

也就是说
,

北半球海

平面气压与长江中下游梅雨两者年代际变化之间存

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在海平面气压场的高纬与中

纬的位相呈相反分布结构处在较强 (弱 ) 的气候背景

时
,

长江 中下游 的梅雨则通 常处于偏 多 (少 ) 的阶

段
.

彩常年咽僵理

n”o0n“,
尸ù
、,j1000r-11n,7

J̀

川
卜

l
卜“伙卜队011

一

回荆半缪始队闷的

l朋 5 18邻 l驯万 19 15 1史 5 1男5 1叫 5 1外 5 1肠5 19 75 1男5 1卯 5

年份

图 7 春季海平面气压年代际分布结构变化 (实线 )

与梅雨 . 相对数的年代 际变化 (虚线 )

图 ` 冬季海平面气压与梅雨 t 相对数

年代际尺度之 间的相关分布

4
.

2 海平面气压的年际变化对梅雨异常年际变化

的影响

前期秋季海平面气压年际尺度分量场与长江中

下游梅雨量相对 数年际尺度序 列之间 的相关 分布

( 图略 )
,

呈现出高纬大部分地 区为正相关
、

中纬大

部分地区为负相关的格局
,

但几乎 没有超过 0
.

05

显著性水平的区域
.

冬季两者的相关分布 ( 图 8 ( a) )

基本维持秋季的格局
,

但相关程度 比秋季显著
.

值

得特别注意的是
,

冬季海平面气压的年际分量场与

长江中下游梅雨年际分量 的相关分布结构恰与冬季

年代际尺度的相关分布结构相反 ( 图 6)
.

在高纬地

区呈现正相关
,

其中冰岛及北欧地区的相关系数达

到 。
.

0 5 显著性水平
,

而 中纬地区是负相关
,

其中

北大西洋
、

地中海和我国大陆地区的负相关系数达

到 0
.

05 显著性水平
.

从 图 8 ( b) 看出
,

春季仍维持

着秋
、

冬季的相关分布格局
,

但相关程度 比冬季还

要显著
,

其 中北 大西洋的负相关达到 了 0
.

01 的显

著性水平
.

同期夏季两者的相关分布 ( 图略 ) 开始变

得凌乱
,

没有显著 的高相关 区存在
.

这一结果与长

江中下游梅雨偏多年和偏少年的前期冬季
、

春季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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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气压年际分量的合成结果 (图 4
,

图 5) 是一致的
.

一尸一一一勺厂一~ 卜、 、

异常的年份
,

这一 年夏季 长江 中下游 降水容 易偏

多
,

反之亦然
.

这一统计结果表 明
,

北半球海平面

气压的异常年 际变化对 长江 中下游 梅雨有 重要影

响
.

4
.

3 海平面气压年代际和年际变化对梅雨影响的

综合分析

由上述分析可见
,

北半球海平 面气压的年代际

趋势变化和年际变化均与梅雨气候异常存在显著的

相关关系
.

不过
,

两种尺度呈现出相反的相关分布

格局
.

从年代际尺度考察
,

高纬地区呈 负相关
,

中

纬地 区为正相关
; 而年 际尺度恰恰相反

,

高纬地区

呈现正相关
,

中纬地 区为负相关
.

从年代际尺度而

言
,

当高纬与中纬海平面气压位相 的相反分布结构

处在明显 (不明显 )时期 时
,

长江 中下游梅雨处在偏

多 (偏少 ) 阶段 ; 从年际尺度而言
,

在前期高纬与中

纬的海平面气压位相的相反分布结构呈现较弱 (强 )

的年份
,

这一年夏季长江中下游梅雨容易偏 多 (偏

少 )
.

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结论的可靠性
,

我们再

来考察在不同时间尺度 因子的共 同作用下各因子 的

贡献
.

我们利用冬
、

春
、

夏
、

秋季海平面气压年代

际分量场和年际分量场 3 o0 N 与 55
O

N 标准化纬向平

均之差序列
,

构造出表征高纬与 中纬海平面气压位

相相反结构强弱的指数
.

以上述 8 个序列作为 自变

量
,

其中用 x , ,
x Z x 3 ,

x 4

表示冬
、

春
、

夏
、

秋季海

平面气压 年代际尺度 的因子
,

x s ,
x 6 x : ,

x :

表示

冬
、

春
、

夏
、

秋季年际尺度的因子
,

以长江 中下游

梅雨量相对数作为因变量 y
,

进行逐步 回归筛 选
,

用这种方式得到的回归系数是标准 回归系数
,

已经

消除量纲影响
,

可以直接用它们来 分析哪些 因子是

影响长江中下游梅雨异常变化的主要因素
.

经过筛

选得到最优回归方程是

图 8 前期冬季 〔司 和前期春季 ( b ,

海平面气压与梅雨 t 相对数的年际分 t 相关分布
y = 1 14

.

2 9 1 9 + 9
.

1 6 5 6 x ;
+ 14

.

8 7 6 6x :
一 10

.

5 5 5 Ox 6 ,

与图 7 作法类似
,

我们计算 了春季海平面气压

年际分量 30
“

N 与 5 5
“

N 标准化之差序列与梅雨年际

分量 序列 之 间 的 相 关
,

结 果 两 者 相 关 系 数 为

一 。
.

4 3 ,

超过了 0
.

0 01 显著性 水平
.

也 就是说
,

前

期春季北半球海平面气压与长江中下游梅雨两者年

际变化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

即前期春季海

平面气压在高纬地区呈现正异常
、

中纬地 区呈现负

此方程的各项统计指标均满足检验标准
.

由方程可以

看出
,

影响长江中下游梅雨异常的主要 因素是前期

冬
、

春季海平面气压的年代际变化和春季海平面气压

年际变化
,

其 中年代际变化分量与梅雨为正相关关

系
,

而春季年际变化分量与梅雨是反相关关系
.

综合

分析结果从另一角度佐证了上述相关分析结论的可靠

性
,

即北半球海平面气压年代际变化为长江中下游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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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异常变化提供背景条件
,

而前期春季海平面气压的

前兆异常年际变化对梅雨异常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例如
,

20 世纪 9 0 年 代 以 来 的 1 99 1
,

1 9 96 , 19 9 5
,

19 9 9 等年长江中下游夏季梅雨异常偏多
,

并出现了

严重的洪涝灾害
.

而这几年春季海平面气压年际分量

30
O

N 与 55
“

N 标准化纬向平均之差均为显著的负位

相
,

即春季中纬地区气压呈负异常
,

高纬地区气压为

正异常
,

表明中纬度副热带高压弱
,

高纬极地低压也

弱
,

东亚经向环流发展
,

利于盛夏东亚阻塞形势的建

立和维持
,

导致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南
,

长江中下游梅

雨偏多
.

反之
,

在梅雨异常偏少的 19 9 2 和 1 9 9 4 年
,

前期春季海平面气压年际分量 30
O

N 与 55
O

N 标准化纬

向平均之差为显著的正位相
,

环流形势利于夏季副热

带高压位置偏北
,

长江中下游梅雨偏少
.

5 结论

(1 ) E O F 分解结果显示
,

北半球 的环状模态
,

即高纬度地区与中纬度地区海平面气压位相呈现相反

的分布
,

且各 自存在活动中心
,

是近百年北半球海平

面气压典型的主导分布结构
,

无论是年代际尺度还是

年际尺度这种分布结构均有十分清晰地表现
.

(2 ) 北半球海平面气压场的年代际尺度典型环状

结构的强弱随时间的变化与长江中下游梅雨的年代际

尺度变化
,

在近百年的大多数时段呈现非常一致的趋

势
.

这一结果表明
,

在北半球的高纬地区与中纬地区

的海平面气压的位相处在较强 (弱 ) 的相反分布结构的

大背景下
,

长江中下游的梅雨通常处于偏多 (少 )的时

期 ; 海平面气压和长江中下游梅雨在年际尺度上的关

系与年代际尺度的情形相反
,

当前期冬
、

春季高纬地

区呈现正异常
,

而中纬地区呈现负异常时
,

即在高
、

中纬度的海平面气压的位相为相反的分布结构不典型

的年份
,

长江中下游的梅雨容易偏多
,

反之亦然
.

( 3) 逐步回归的因子综合考察结果表明
,

在不同

尺度因子的共同作用下
,

前期冬
、

春季海平面气压年

代际变化和前期春季年际变化是影响长江中下游梅雨

气候异常的主要因素
.

这一结果可以为长江中下游梅

雨的短期气候预测提供大尺度气候背景和前兆信号
.

当然
,

本文仅从海平面气压的年代际和年际尺度的分

布结构这一侧面分析了对梅雨的可能影响
.

事实上
,

影响长江中下游梅雨异常的因素很多
,

关系也很复

杂
,

还需要做更深人
、

全面
、

细致地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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