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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 1958—2002年的再分析资料 , 研究了夏季西太平洋副高的年代际变化及其与南半球

环流变化的联系.20世纪 70年代末之后 , 副高偏向西南 , 强度增强 , 但这种变化趋势在 6—8月

间逐渐趋弱.从全球范围看 , 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南半球 , 南极涛动趋于正位相 , 索马里急流偏

强 , 致使副高偏向西南 , 强度增强.同时 , 由于副高在夏季期间向北移动 , 南半球环流变化对副高

的影响在 6—8月间逐渐减弱 , 这与副高的变化趋势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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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副高)是东亚夏季风环

流系统的重要成员 , 其变动对我国夏季降水分布有

重要影响.例如 , 副高在 6月中旬和 7月中旬的两

次北跳分别对应于长江流域的入梅和出梅.有研究

表明
[ 1—5]

, 副高具有多种时间尺度的变化 , 除季节

内和年际等短期时间尺度的变化外 , 副高还有显著

的年代际变化.特别是 20世纪 70 年代末期 , 全球

海气耦合系统发生了一次显著的年代际变化 , 东亚

夏季风环流减弱 , 副高增强并明显偏南
[ 6—11]

.对东

亚夏季风环流和副高的这次年代际变化成因有多种

解释 , 包括全球变暖 , 太平洋年代际振荡 (PDO)

的位相转变 , 印度洋变暖以及东亚大陆春季地表的

变冷等
[ 7—11]

.但最近的数值试验表明 , 即使在考虑

了上述因子之后 , 模式仍然难以模拟出东亚夏季风

和副高的年代际变化 , 这说明还有其他因子能够影

响到副高的年代际变化
[ 12]

.

另一方面 , 近年来的研究还表明 , 副高的变化

不仅受其两侧的高纬度环流和热带环流的影响 , 同

时还与南半球环流的变化有关 , 当南极涛动处于正

位相时 , 连接两半球环流之间的索马里急流偏强 ,

并导致副高偏西偏强 , 东亚夏季风偏弱
[ 4 , 13 , 14]

.但

上述这种年际之间的相关关系在年代际时间尺度

上是否成立 , 南半球环流变化如何影响到副高的

年代际变化并进而导致东亚夏季风变弱 , 尚须进

一步研究.

本文所用资料为 ERA的 1958—2002年共45 a的

再分析资料
[ 15]
, 资料的水平分辨率为2.5°×2.5°, 包

括海平面气压 , 850 hPa水平风场和 500 hPa 高度场.

需要说明的是 , 由于 NCAR/NCEP 的再分析资料

在亚洲地区有虚假的年代际变化
[ 16]
, 较 ERA 再分

析资料所显示的年代际变化明显偏大 (图略), 故

本文不予采用.

1　结果分析

有研究表明年代际变化发生在 70 年代末

期
[ 6—8]

, 据此将 1958 —2002 年划分为两个时段即

1958—1977年 (20 a)和 1978 —2002年 (25 a).图

1为两个时段 6—8月的 500 hPa 副高 , 在年代际变

化之后 , 副高偏向西南 , 强度明显增强.但我们同

时注意到 , 副高这种偏向西南的趋势在 6—8月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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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减弱的趋势 , 6月最为显著 , 而 8月则变化不大 ,

这种减弱趋势在 150°E 以西地区尤为明显.以前的

研究多取 6—8月平均来表示副高的变化 , 但图 1的

结果表明 , 副高在 6 —8 月间的变化趋势并不完全

一致.此外 , 副高北侧边界基本保持不变 , 显示造

成副高变化的主要原因来自热带和南半球 , 而北半

球高纬度环流的变化影响可能并不显著 , 这与副高

季节内的变化有所不同[ 1—4] .

图 1　1958—1977 年 (虚线)和 1978—2002年 (实线)的

西太平洋副高 (单位:gpm)

(a) 6月;(b)7月;(c) 8月.为清晰起见 , 仅给出 5870等值线

图 2为上述两个时段北半球夏季 (6—8月)平

均的海平面气压差 , 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南半球 ,

高纬度地区气压下降 , 而副热带地区气压升高 , 南

极涛动为正的异常模态.与年际变化的关系类似 ,

Mascarene高压和澳大利亚高压均为正异常
[ 13 , 14]

.

此外 , 东亚大陆气压升高 , 而北半球高纬度环流变

化较弱 , 这与图 1 中副高北侧边界变化较小相对

应 , 表明在年代际尺度上 , 北半球高纬度环流变化

对副高的影响较弱.需要说明的是 , 同夏季类似 ,

南极涛动在其他各季节均呈现正异常的变化趋势 ,

但不如夏季明显 (图略).

图 2　1978—2002 年与 1958—1977 年 6—8 月平均的

海平面气压差 (单位:hPa)

阴影区为置信水平超过 0.05显著性的区域

图 3　1978—2002 年与 1958—1977年的 850 hPa

水平风场之差 (单位:hPa)

(a)6月 , (b) 8月.阴影区为置信水平超过 0.05显著性的区域

对应于上述海平面气压场的年代际变化 , 850 hPa

风场也出现明显的变化 (图 3).6月份 (图 3 (a)),

最显著的变化仍位于南半球 , 对应于南极涛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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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carene高压的增强 , 中纬度西风和索马里急流

显著增强 , 南亚低纬度地区为西南风异常.根据位

势倾向方程 , 由于西南偏暖异常平流的作用 , 副高

将偏向西南 , 强度增强 (图 1 (a)).但到 8月份 ,

虽然索马里急流也偏强 , 但此时副高处于较高纬

度 , 平均脊线越过 30°N (图 1 (c)), 因此来自南

半球环流的影响较弱
[ 4]
, 所以副高不如 6—7 月间

偏向西南 , 但热带西太平洋地区的偏西风异常所引

起的暖平流异常仍使副高强度增强 (图 3 (b)).此

外 , 亚洲副热带地区气压升高 , 中国东部为偏北风

异常 , 这对 8 月副高略微偏东可能也起到一定作

用.因此 , 南半球环流变化主要影响到 6—7月间的

副高变化 , 而 8月的影响不大 , 这与副高形态变化

的结果相符合 (图 1).

2　结论与讨论

采用 ERA 再分析资料 , 划分为 1958—1977 年

和 1978 —2002年两个时段 , 发现夏季西太平洋副

高有显著的年代际变化 , 但这种年代际变化随夏季

季节进程有减弱趋势 , 6月最为明显.从全球范围

来看 , 南半球环流的年代际变化最为显著 , 南极涛

动呈现正的异常模态 , Masca rene高压及索马里急

流偏强 , 使副高偏向西南 , 强度增强 , 但其影响在

6—8月间逐渐减弱 , 这与年际变化的情况类似.已

有研究揭示了 PDO 等因子对东亚夏季风环流和副

高年代际变化的影响
[ 10]

, 但本文的结果表明 , 副高

的北部边界基本不变 , 而且与南半球环流相比 , 北

半球高纬度环流变化较弱 , 因此它对副高的影响很

可能是间接的 , 即通过影响热带东太平洋海表温度

的变化来实现的.此外 , 其影响也可能较弱 , 因为

根据观测海表温度强迫的大气环流模式难以真实再

现副高的年代际变化[ 12] .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 , 南半球环流变化尤其是南

极涛动的位相转变与南极平流层臭氧的损耗有

关
[ 17]
, 数值试验的结果还显示

[ 18]
, 温室气体含量

的增加和臭氧损耗均可使南极涛动增强 , 但其中以

臭氧损耗的影响最大.此外 , Zhou 等利用观测的

SS T 强迫大气环流模式
[ 19]
, 也发现模式模拟的南极

涛动在南半球夏季要明显好于冬季 , 这可能与臭氧

损耗在南半球冬季多于夏季有关.因此 , 东亚夏季

风环流和副高的年代际变化很可能与南极臭氧损耗

有关 , 这也部分解释了利用观测海温强迫的大气环

流模式不能模拟出副高年代际变化的原因.实际上 ,

国内早期的一些数值试验已初步揭示了南极臭氧损

耗与中国气候变化的可能联系[ 20] , 但由于准确模拟

臭氧的影响需要模式在平流层有很高的垂直分辨

率 , 国内现有的模式很难满足要求 , 有待将来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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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新设 “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

近日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基金委)委务会议审议通过了 “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

实施方案 (试行), 这标志着该基金的实施工作正式启动.据悉 , 该基金旨在延揽外国优秀青年学者到我国

开展基础研究 , 为中外青年学者在日益开放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环境中搭建学术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 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 基础研究条件不断改善并日趋成熟 , 科

学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与国际学术界的交往也日趋紧密 , 已经具备了接纳国外学者长期来华进行学术研究

的能力.“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 的设立 , 无疑顺应了当前科学研究国际化的趋势和国内外科技界的需求.

基金委相关负责人指出 , 鼓励国外青年学者来华参与国内学术研究 , 不仅可以让他们加深对中国科研

状况的了解 , 推进学术研究的进程 , 并与国内研究人员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 而且有利于外国年青科

研人员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接触和深入了解 , 对于培养未来与我国密切开展科技合作的骨干力量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 是一项着眼于未来的战略举措.

根据该基金的实施方案 , 由依托单位提供外国青年学者的研究条件和生活保障等 , 而自然科学基金将

资助其在华 6个月或 12个月的研究经费.据了解 , 项目的评审遴选将着重外国青年学者的受教育背景 、从

事基础研究的经历和能力 、以往取得的研究成果等.对于来华开展的研究课题 , 按要求应属于当前学科前沿

和研究热点领域.

据悉 , 由于尚处于试行阶段 , 该基金在 2009年将采取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推荐人选 、 个人申请 、 基金

委组织评审的方式予以实施.该基金拟资助 50位外国青年学者 , 资助总经费为 1000万元人民币 , 具体实施

方案与申请通告近期将公布.

(供稿:陈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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