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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ring persistent rains (SPR) over southeastern China (SEC) is a unique synoptic and climatic phenomenon in East A2
sia. Sufficient evidences proved that it results from the mechanical and thermal effects of the giant Tibet Plateau ( TP) . But it isn’t

clear about its temporal span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at present . The climatological mean analysis of NCEP/ NCAR circulation and sen2
sible data shows : at 1st pentad of March (13th pentad of solar year) , there are remarkable increases of the variables of the sensible

heating over the main and southeastern part of TP , the southwesterly velocity at southeast flank of TP and over SEC , and the rainfall

over SEC , indicating the onset of SPR. In contrary , at 3rd pentad of May (27th pentad in solar year) , these variables except the

sensible heating over the main part of TP decrease rapidly. The ridg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SCS) sub2high at mid2low troposphere

slopes up2northward instead of southward before. The rain belt center over SEC shifts to SCS and the SCS monsoon breaks out , indi2
cating the end of SPR. Hence , it is suitable to consider SPR temporal span as 13th - 27th pentads of solar year. Data analysis and nu2
merable sensitivity experiments shows , though the warm air and cold air converge at about 30°N in SPR period , the distribution and

intensity of SPR rain belt are obviously influenced by the topography of the Nanling Mountains and the Wuyi Mountains. The moun2
tains can block and lift cold and warm airs , strengthening frontogenesis and rainfall. As a result , they make the axes of SPR rain belt

superpose the axes of themselves.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PR is over southeastern China , that is , to the

south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30°N) , and to the east of 110°E.

Key words 　Spring persistent rains ,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 South China Sea monsoon , Mountain chain topography , Nu2
merical model sensitivity experiments

摘　要 　江南春雨是东亚独特的天气气候现象 ,已有充分证据表明 ,它是青藏高原高大地形的动力和热力强迫的结果 ,但目

前其时空分布还不明确。NCEP/ NCAR 环流及感热资料气候平均分析表明 :在 3 月第 1 候 (全年第 13 候) ,高原主体和高原东

南部的感热加热、高原东南侧西南风速、江南春雨区西南风速和江南春雨区雨量都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标志着江南春雨的

建立 ;在 5 月第 3 候 (全年第 27 候)以后 ,高原东南部的感热加热、高原东南侧西南风速、江南春雨区西南风速和江南春雨区雨

量都迅速减小 ,对流层中低层南海副高脊线由南倾转北倾 ,江南雨带中心南移至南海 ,南海季风爆发 ,标志着江南春雨期的结

束。因此 ,将江南春雨的建立和终结时间定为第 13 候和第 27 候比较适当。资料分析和数值敏感性试验表明 ,江南春雨期对

流层低层冷暖空气的交汇区在 30°N 附近 ,但江南春雨雨带的位置和强度明显受南岭、武夷山脉地形的影响 :山脉地形能阻挡

抬升冷暖空气 ,加强锋生 ,增强降水 ,使雨带中心位置与山脉主轴分布重合。因此 ,江南春雨的空间范围包括长江中下游

(30°N)以南、110°E以东的中国东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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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中国南方 (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春季发生的连续

阴雨天气是一种灾害性天气 ,在这种天气影响下 ,低

温阴雨的范围大、持续时间长 ,可以造成大范围烂

秧 ,对棉花、玉米的播种和管理也极为不利 ,还会影

响交通、航运等。这是除了初夏出现在长江中下游

的梅雨季节外又一个多雨时段。高由禧等 (1962)

指出 ,中国东部雨带最大轴线季节变化很大 ,但从

10 月中到次年 5 月初一直维持在长江中下游和南

岭山脉之间 ,然后 5 月中旬南退至华南 ,并导致华南

前汛期降水。文中所指春季雨带轴线维持在江南的

降水就是本文研究的江南春雨。

李麦村等 (1977)对春季连续阴雨的天气发生规

律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指出长江流域春季连阴

雨形成是一种超长波在长江流域活动的结果 :东亚

急流分支比较清楚 ,急流上的槽脊位相不同甚至反

相 ,这样南支向长江中下游输送的暖湿空气与北支

输送的冷空气在长江中下游得以交汇 ,形成切变线

和准静止锋 ,从而形成阴雨。包澄澜 (1987)发现 ,在

逐日天气图上 ,当春季多雨天气发生的时候 ,位于菲

律宾群岛附近的高压西侧对流层中低层的西南风与

东亚大槽西部的西北风在长江中下游交汇 ,形成静

止锋 ;吴宝俊等 (1996) 也对江南岭北侧春季连阴雨

的动力和热力特征分布进行了天气学个例分析。这

些研究工作主要是对春季连阴雨天气过程的诊断研

究 ,有的初步意识到青藏高原在其中的可能作用 ,但

未深入研究。最近 ,陈绍东和王谦谦 (2004) 对江南

汛期降水年际变化及其与海温异常的遥相关关系进

行了分析 ,他们所指的江南汛期降水在时间上包括

季风降水和非季风降水 ,在空间上的区域也不明确。

以上工作更多的是从天气过程预报和汛期预测业务

需求的角度进行的研究 ,没有从气候的角度对江南

春雨进行全面深入研究。

Yeh 等 (1959) 认为 ,全年实际上只有两个自然

季节 ,冬季和夏季 ;冬季相对长 ,而过渡季节短得几

乎可以忽略。所以 ,在气候研究方面 ,与江南春雨相

关的降水和环流特征很少被关注 ,只有很少研究偶

尔涉及到江南春季的持续降水 ;直到 20 世纪 90 年

代末 , Tian 和 Yasunari (1998) (简称 T Y) 提出春季

持续降水的概念 ( Spring Persistent Rains ,本研究引

用该提法 ,中英文简称分别为江南春雨和 SPR) ,首

次将 SPR 作为气候事件加以详细研究 ,并认为 SPR

是海陆分布的季节增暖时滞效应而非地形效应所形

成的 ,而万日金和吴国雄 (2006) 通过资料分析和模

式试验证明 ,正是青藏高原高大地形的机械和热力

强迫形成了高原东南侧的西南急流 ,进而形成了

SPR。因此 ,SPR 并非瞬变的天气现象 ,而是有其深

刻气候背景的气候现象。

T Y根据有限的降水和环流资料分析 ,将 SPR

期定为第 12 —26 候 ,空间范围取为 25°—30°N ;该

文中所用资料只有 10 a ,对于研究 SPR 的气候特征

明显不足。本文将在时间跨度更长、空间分辨率更

高的气候平均资料基础上 ,通过研究降水、环流形势

的演变和高原加热的明显变化特征 ,来确定 SPR 建

立与终结的时间 ,并通过资料分析和数值敏感性试

验 ,从理论上来确定 SPR 的空间分布范围。

2 　资 　料

本文使用的降水资料有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

(NM IC)最近发布的 1951 —2000 年的中国境内 730

个站点的逐日降水资料 ,处理成逐候平均降水资料 ,

并借助气象专业绘图软件 GRADS 插值到 0. 5°×

0. 5°经纬度格点上 ,以进行中国东部降水气候平均

时空特征分析 ; CMAP ( CPC Merged Analysis of

Precipitation) ( Xie P P 和 Arkin P A ,1997) 的全球

2. 5°×2. 5°经纬度格点 1979 —2004 年 (每年 73 候)

逐候降水总量资料 ,取其 26 a 平均 ,以显示包括中

国沿海地区降水的空间分布特征。

本文使用的气候平均环流资料为 N ECP/

NCAR 气候分析中心的全球 2. 5°×2. 5°格距气候平

均(1968 —1997 年) 逐日等压面平均资料 ,包括 17

个等压面层的温度、位势高度、风场 ,处理为逐候平

均资料 ,用以考察与 SPR 期降水相关的大型环流形

势场的时空分布。本文还使用了 NCEP/ NCAR 再

分析气候平均 (1968 —1997 年) 逐日地面感热通量

资料 ,将它们处理为累年候平均资料 ,以考察大尺度

的陆面过程。根据段安民 ( 2003 ) 的研究 , 由于

NCEP/ NCAR 资料是由同化所产生的资料 ,具有动

力一致性 ,适于进行气候尺度的机制分析 ,尽管在东

亚地区的精度有一定问题 ,但以季节变化和年际变

化的尺度来研究东亚地区的气候特征时还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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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

3 　江南春雨的一般气候特征

由于目前人们对气候意义上的江南春雨的了解

不多 ,所以下面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图 1 是第

12 —26 候 ( T Y 所取时段) 中国东部地区多年平均

(1951 —2000 年) 降水量图。由图 1 可见 ,在第 12

至第 26 候 ,在江南存在一降水大值带 ,主雨带大致

呈东北 —西南走向 ,中心强度 6 —7 mm/ d ,这就是

T Y所称的 SPR ,即“江南春雨”,因为以往通常认为

其雨带处于长江以南、南岭以北的“江南”,又出现在

春季 ,常与春季连续低温阴雨天气相联系。T Y 也

把空间南北范围取在 25°—30°N。但由图 1 可以看

出 ,SPR 雨带的大值中心带正好位于南岭武夷山脉

地区。

图 1 　第 12 —26 候平均降水量分布
(单位 :mm/ d ;阴影区为地形高度平滑后超过 600 m)

Fig. 1 　Pentadly rain mean of 12th - 26th over 1951 - 2000

(unit : mm/ d ;shaded are where topography exceeds 600 m)

　　图 2 是气候平均 1 —73 候中国东部降水经向平

均纬度时间剖面。由图 2 可见 ,SPR 雨带中心轴线

在 28°N 附近 ,1 月就已存在 ,但较弱 , 2 月逐渐增

强 ,3 月初达到 4 mm/ d ,3 —5 月上半月最强 ;南北

位置少动 ,直至 5 月中旬南海季风爆发 ,雨带中心南

移 ,东亚进入主汛期 ;6 月下旬至 7 月上旬雨带北跳

至长江流域 ,形成梅雨 ;7 月中旬再次北上至华北 ,

形成华北雨季 ,另一支季风主雨带南落至华南并维

持至 9 月 ,是华南的台风雨季 ,10 —12 月在江南再

次建立弱降雨中心带。由此可见 ,除了受季风雨带

干扰外 ,东亚雨带并非随季节演变而春季北进、秋季

南退 ,而是比较稳定地维持在 28°N 附近 ,只是春季

增强 ,秋季减弱。除了夏季风雨季外 ,中国东部雨带

轴线全年如此稳定在一条纬度带上 ,值得仔细深入

研究。

图 2 　110°—120°E经度平均纬度时间候平均

降水量 (单位 :mm/ d)剖面

Fig. 2 　Pentadly latitude2time cross section of

precipitation averaged over 110°- 120°E (unit : mm/ d)

4 　江南春雨的建立与终结

4 . 1 　江南春雨建立与终结前后中国东部降水季节

变化特征

前面介绍江南春雨气候概况时已经指出 , SPR

雨带大值中心轴线维持在 28°N 度附近 ,除受夏季

风雨带干扰外稳定少变。由图 2 可见 ,在 2 月后半

月 ,有小范围的 4 mm/ d 的雨带大值区出现在 25°N

附近 ,并向北移动 ,3 月第 1 候 (全年第 13 候) 北上

至28°N附近 ,此后该雨带中心轴线一直维持在28°N

附近 ,江南山脉地区进入多雨时节。可见雨带中心

北跳至 28°N 附近具有明显的指示意义 ,标志着

SPR 雨带中心的建立。

从第 27 候开始 ,江南雨带开始减弱 ,中心有所

南移 ,第 28 候出现一个明显的降水低值区。进入 4

月之后 ,华南 24°N 附近的降水也开始增多 ,但时隐

时现 ,不是很稳定。由于 NM IC 的降水资料只有陆

地资料 ,没有中国东南沿海的海面资料 ,图中低纬度

23°N 以南的数据可能会有较大误差 ,因而无法确定

SPR 雨带与南海季风雨带转换的细节。而在

CMAP 中国东部气候平均逐候降水分布图上 (图

3) ,第 27 候雨带仍在江南至华南 (图 3a) ,到第 28

候 (图 3b) ,雨带中心完全南移到南海 ,此时南海季

风爆发 , 标志着冬季环流到夏季环流的突变。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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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CMAP 气候平均 (1979 —2004 年)候降水量分布
(a. 第 27 候 ,b. 第 28 候 ;单位 :mm/ d)

Fig. 3 　CMAP climatological (1979 - 2004) pentad mean precipitation

(a. 27th pentad ,b. 28th pentad ; Unit :mm/ d)

从雨带中心轴线的建立和减弱南退来看 ,第 13 候和

第 27 候是江南春雨变化比较显著的时期。

4 . 2 　江南春雨建立与终结前后低层风场季节变化

特征

图 4 是中国东部 850 hPa 风场的纬向平均

(110°—120°E)时间演变 ,图中虚线框所在时间域为

SPR 时期。可以清楚看到 ,3 月第 1 候 (全年第 13

候)风速超过 3 m/ s 的西南风迅速向北向南扩展 ,此

时 28°N 附近纬向平均雨量达到 4 mm/ d (图 2) ;以

后西南风速进一步加大到 4 m/ s 以上 ,并一直维持

到 5 月第 3 候 (全年第 27 候) ;到 5 月第 4 候时 (全

年第 28 候) ,江南西南风突然减弱 ,大值控制范围在

南北方向上同时收缩 ;另外 35°N 以北西风带急流

也迅速减弱消退 ,而在 20°N 以南 ,南海由东南风转

为西南风 ,南海季风爆发。在图 2 上对应 SPR 雨带

强度减弱 ,雨带位置南移到南海 ,标志着 SPR 期的

结束。由此可见 , SPR 期正好跟中国东南部 20°—

27. 5°N 西南风的加强、维持和减弱相对应 ,西南风

的演变与江南降水的时间演变是完全一致的 ,SPR

期以江南平均西南风速超过 3 m/ s 并且南北范围大

致达 22. 5°—27. 5°N 为特征 ,该阶段的起止时间为

第 13 候和第 27 候。6 月中后期 ,中国东南部的西

南风再次加强 ,长江中下游地区进入梅雨季节。

图 4 　气候平均 850 hPa 风场的纬向平均 (110°—120°E)

时间演变 (阴影区风速大于 3 m/ s ,虚框内为 13 —27 候)

Fig. 4 　Latitude2time cross section of pentadly mean

wind at 850 hPa averaged over 110°- 120°E

( The shaded exceeds 3 m/ s and the dashed rectangle

spans 13th - 27th pentad)

4 . 3 　江南春雨建立与终结前后经向环流特征

图 5 是 SPR 建立与结束前后纬向平均 (110°—

120°E) 合成风 ( v , - ω) 高度纬度剖面图。从图

5a —5c 上可以看到 ,在 SPR 建立前后 ,赤道受热上

升副热带地区冷却下沉的 Hadley 环流圈非常清楚。

在副热带高压北侧 20°—30°N , 从 2 月第 4 候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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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候)开始 (图略) ,850 hPa 以上向北的上升运

动已很明显 ,但到 3 月第 1 候 (全年第 13 候 ,图

5b) ,该上升运动突然明显减弱 ,而第 14 候 (图 5c)

该上升运动又迅速恢复 ,并且强度进一步加强 ,以后

一直维持到东亚夏季风结束 (图略) ,与此相对应 ,

850 hPa 上江南的西南风显著增强 , SPR 降水显著

增加。可见 ,这种环流的突然间断意味着环流的调

整 ,可能与对流层中低层南支西风急流的减弱北撤

和高原东南部感热加热的迅速增强有关。尽管如

此 ,SPR 期的环流基本上仍是比较稳定的冬季环流

形势 ,其他位置的环流没有明显的变化 ,图中灰色阴

影所示为纬向西风区域 ,它的变化也不明显。在北

半球 ,东西风分界面 (副高脊面)随高度升高南倾 ,表

明此时的温度场的分布是南高北低 (毛江玉等 ,

2002) 。

图 5 　SPR 建立 (a、b、c)与结束 (d、e、f)前后纬向平均 (110°—120°E)合成风构造矢量 ( v , - 80 ×ω)高度纬度剖面
(灰色阴影区为相应纬向平均西风区 ,黑色阴影为相应纬向平均地形高度)

Fig. 5 　Pentadly evolution of height2latitude cross section of compositive vector ( v , - 80 ×ω) averaged

over 110°- 120°E around the onset (a. 12th ,b. 13th ,c. 14th panted) and end

(d. 26th , e. 27th , f . 28th panted) of SPR and zonal wind speed contour

( The grey shaded means westerly , The black shaded are latitudinal mean topograph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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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R 结束前后在江南上空的垂直上升气流 ,无

论是方向 ,还是速度 ,变化都不明显 ,而南海上空的

变化还是比较清楚的 (图 5d —5f ) 。在 10°—20°N ,

第 26、27 候低层风是下沉的 ,但到了第 28 候都转变

为上升气流 ;在中高层垂直风速上 ,第 26 候在南海

上空几乎没有上升 ,第 27 候开始出现上升 ,第 28 候

时上升运动显著增强。另外 ,从图中北半球灰色阴

影区可以看出 ,副高脊面随高度升高在 200 hPa 以

上是一致向北倾的 ,因为在赤道上空是过流引起的

冷温度中心 ,温度梯度一直保持北高南低的形势 ;但

在对流层中低层 ,第 26 候略向南倾 ,第 27 候仍保持

南倾 ,但角度有所减小 ,而第 28 候出现反转 ,转变为

略向北倾 ,表明此时的温度场南北分布梯度出现反

转 ,环流由冬季型转变为夏季型 ,同时南海季风爆发

(柳艳菊和丁一汇 ,2006) 。但此时东亚低层 110°—

120°E的南北温度梯度并没有出现反转 ,而是高原东

南部的温度梯度出现反转 (图略) ,说明高原在季风

爆发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以上说明 ,第 27 候是大气环流由 SPR 期的冬

季型转向南海季风期的夏季型的过渡期 ,但从副高

脊面的倾斜程度和南海低层的上升运动来看 ,仍然

属于冬季型形势。

4 . 4 　江南春雨建立与终结前后高原感热加热特征

高原东南侧西南风以及高原感热加热对 SPR

的建立和终结具有重要意义 (万日金和吴国雄 ,

2006) ,所以有必要考察两者在 SPR 建立与终结过

程中的演变特征。图 6 是 SPR 主雨区 ( A : 24°—

30°N , 110°—120°E) 降水 R SPR、江南上游 B 区

(20°—25°N ,105°—115°E) 850 hPa 西南风速 V sw、

高原东南部 C 区 (22. 5°—32. 5°N ,95°—105°E) 地表

感热通量 S SE、高原主体 D 区 ( 27. 5°—37. 5°N ,

80°—100°E)地表感热通量 S MN的位置 (图 6a) 及各

物理量区域平均季节演变图 (图 6b) 。由图可见 ,A

区降水 R SPR从 1 月到 5 月中几乎是直线上升的 ,在

3 月第 1 候达到 4 mm/ d ,到 5 月第 4 候出现明显的

下降 ,与前面中国东部地区降水的季节演变完全一

致 ;B 区的西南风速 V sw和 C 区的地表感热通量

S SE在 3 月第 5 候之前也一直是上升的 ,之后同时进

入稳定维持期 ,4 月下旬减弱。在 3 月第 1 候 , V sw

超过 5 m/ s ,SSE 达到 43 W/ m2 ;在 5 月第 4 候 , V sw

降至 5 m/ s以下 , S SE降至 43 W/ m2 以下。仔细对比

可以发现 ,这两条曲线几乎都以 4 月第 2 候为中心呈

前后对称分布 ,说明高原东南侧的西南风与高原东南

部的感热加热密不可分 ,显现春季高原东南部感热

图 6 　物理量相关区域 (a)及其区域平均逐候演变 :SPR 区 (A :24°—30°N ,110°—120°E)降水 RSPR、850 hPa

西南风区 (B :20°—25°N ,105°—115°E)西南风速 V sw、高原东南部 (C :22. 5°—32. 5°N ,95°—105°E)和

高原主体 (D :27. 5°—37. 5°N ,80°—100°E)地表感热通量 S SE、S MNN (b)

Fig. 6 　Variables associated areas and the pentadly evolution of those variables (SPR rain RSPR over A :24°- 30°N ,

110°- 120°E , southwesterly velocity V sw at 850 hPa over B :20°- 25°N ,105°- 115°E , surface sensible heat flux

at southeastern part of TP S SE over C :22. 5°- 32. 5°N ,95°- 105°E and at main part of TP S MNN

over D :27. 5°- 37. 5°N ,80°- 10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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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对西南暖低涡气旋性环流西南风的贡献 ,同时

也为 SPR 时段的划分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 ,青藏高原主体 (D 区) 平均的地

表感热通量 S MN从 2 月第 6 候的 - 1 W/ m2 升为 3

月第 1 候 4 W/ m2 ,标志着高原在感热加热方面从热

汇变为热源 ,其在低层产生的热力环流分量不再是

高压反气旋性环流 ,而是低压气旋性环流 ,从而加强

了其东南侧的西南风 ,对于 SPR 的建立具有重要的

促进作用。

在 3 月第 1 候 (全年第 13 候) ,高原主体和高原

东南部的感热加热、高原东南侧西南风速、SPR 区

的西南风速和 SPR 区雨量都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

4 mm/ d 的雨强在 28°N 附近建立 ,标志着 SPR 的建

立 ;在 5 月第 3 候 (全年第 27 候) 以后 ,上述物理量

都迅速减小 ,中国东南部雨带中心南移至南海 ,南海

副高脊线北倾 ,南海季风爆发 ,标志着 SPR 期的结

束。另外 ,3 月第 1 候正好是自然季节春季 (3 —5

月)的起始候 ,与自然季节的划分一致。因此以 3 月

第 1 候 (全年第 13 候)和 5 月第 3 候 (全年第 27 候)

作为 SPR 的建立和终结时间是比较适当的。

5 　江南春雨的空间分布

李麦村等 (1977) 认为 ,东亚西风带的南支急流

向长江中下游输送的暖湿空气与北支急流输送的冷

空气在长江中下游得以交汇 ,形成切变线和准静止

锋 ,那么为什么 SPR 的雨带并未出现在长江中下

游 ,而是在江南呢 ? 它与南岭武夷山脉地形又是怎

样的关系 ? 周天军和钱永甫 (1996)通过模拟试验指

出 ,地形对降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增幅效应和降

水区分布的结构上 ,那么南岭武夷山脉地形对 SPR

的具体影响又是如何呢 ?

5 . 1 　江南春雨空间分布与南岭武夷山脉地形的关系

南岭、武夷山脉是横亘在中国南方的大型山系 ,

平均海拔 600 m 以上 ,最高峰黄冈山海拔2157. 7 m。

武夷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 ,南岭山脉呈东西走向 ,

两支山脉组合成一个反“L”型结构 ,在高分辨率的地

形高度 (图 8) 中可见 ,SPR 的雨带中心轴线也呈反

“L”型分布 ,与南岭和武夷山脉的走向非常一致。在

武夷山脉的主峰黄冈山附近 ,越过南岭的西南暖湿气

流或越过武夷山脉的东南暖湿气流 ,与来自东北或

西北冷空气交汇 ,锋面往往在那里停滞并转为锢囚 ,

从而形成了一个降水大值中心 ;而在韶关附近是一

个面向西南偏南的喇叭口地形 ,又是西南风必经之

地 ,因而形成了一个次大降水中心。总体来看 ,SPR

雨带轴线完全与山脉的位置重合 ,这充分说明了

SPR 雨带的分布与山脉地形有密切关系。

由气候平均 SPR 期 (13 —27 候) 纬向平均假相

当位温和合成风高度纬度剖面 (图 7) 可见 , 南北冷

暖空气气流的交汇区出现在 30°N 附近的长江中下

游一带上空 , 但为什么 SPR 雨带却出现在江南山

脉地形位置呢 ?首先 , 由于山脉地形的阻挡和机械

强迫 , 南方来的暖湿气流在山脉的迎风坡被迫爬

升 , 在适当的天气条件下就可产生凝结降水 ,降水

产生的潜热又可降压 ,诱导上升运动和过流 (吴国雄

和刘屹岷 ,2000) ,所以 ,在山脉地形的上空 300 hPa

上仍可见明显上升运动。其次 , 低层假相当位温线

在山脉地区密集 , 并且随高度的升高向南倾斜 , 说

明山地附近低层处于对流性不稳定之中 , 有利于不

稳定能量的释放。暖湿与冷干空气的锋区常滞留在

山脉附近 , 该锋区的存在显然有利于增加山地的降

水 , 从而使雨带中心轴线与山脉重合。由此可见 ,

山脉地形对 SPR 雨带的空间分布和强度具有重要

影响。

图 7 　SPR 期 (13 —27 候)经向平均 (110°—120°E)假相当

位温等值线 (单位 : K)和合成风 ( v , - 80 ×ω)

高度纬度剖面图
(阴影区为平均山脉地形高度剖面)

Fig. 7 　Climatological mean height2latitude cross

section of the equivalent potential temperature

(unit : K) and compositive vector ( v , - 80 ×ω)

averaged over 110°- 120°E

　　江南山脉的存在对冷暖空气阻挡的综合效应是

什么 ? 如果没有山脉地形 , SPR 雨带将会如何变

化 ? 需用数值模式敏感性试验来进一步阐明山脉地

形对于 SPR 雨带的影响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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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2 　山脉地形高度影响江南春雨空间分布的敏感

性试验

5. 2. 1 　模式介绍

本文所用的模式是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 IAP)大气科学和地球流体力学数值模拟国家重点

实验室 (LASG)最近发展的新版本全球大气环流谱

模式 SAM IL2R42L9 ,该模式在水平方向为菱形截断

42 波 ,分辨率相当于 2. 8125 经度 ×1. 66 纬度 ,采用

σ垂直坐标系 ,垂直方向分为 9 层 (即 R42L9) 。该

模式动力框架独特 ,引入了一参考大气 ,采用半隐式

时间积分方案 (吴国雄等 ,1997) 。模式物理过程较

完备 ,包括了 K2分布辐射参数化 ( Shi G Y ,1981) 、

Slingo (1987) 的诊断云方案 ,太阳辐射日变化方案

(邵惠等 ,1998)简化的简单生物圈模式 ( SSiB) ( Xue

和 Sellers , 1991 ; Liu 和 Wu , 1997) 。Wu 等 (2003)

和 Wang 等 (2004) 通过模拟全球气候平均态表明

该模式能很好地再现观测气候基本模态。

5. 2. 2 　实验设计

不改变任何参数保持原模式地形的试验为控制

试验 CTL 。敏感性试验为削平及加高南岭、武夷山

脉敏感性试验 (以下简称 NNL 和 HNL 试验) ,用以

考察山脉地形对 SPR 雨带的影响 ,称为山脉试验。

控制试验 CTL 和山脉敏感性 NNL 和 HNL 试验都

运行 15 a ,由于模式不能输出候资料 ,取后 10 年

3 —4 月的平均物理量场代表春季进行分析。由于

该时段占 SPR 期 80 % ,不致对本文的分析结果有较

大的影响。

5. 2. 3 　结果分析

从控制试验 CTL (图 8a) 与实况降水 (图 8b) 的

对比分布可以看出 , 模式降水的分布大体上能反映

图 8 　控制试验、敏感性试验与实测 SPR 期 (3 —4 月)平均日降水量 (单位 :mm/ d)对比
(a. 控制试验 ,b. 实测 ,c. 去除江南山脉 ,d. 无山脉 - 控制试验 ,e. 山脉加高 300 m ,f . 山脉加高 - 控制试验 ;

阴影区为模式及实况地形高度 ,单位 :m)

Fig. 8 　Mean precipitation (unit : mm/ d) in CTL case (a) , gauge observation (b) , NNL case (c) , NNL - CTL (d) ,
HNL case (e) and HNL - CTL (f) ( The shaded contours depict model or real topography (unit :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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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 期东亚雨带的形态。无山脉敏感性试验 NNL

表明 (图 8c、8d) ,无江南山脉地形 ,江南 SPR 期降水

将减少 1 —3 mm/ d (图 8d) ,而华南沿海和长江以北

降水将略有增加 ,即中国东部总降水将减少 ,南北分

布将更为均匀 ,雨带会北移到长江流域 30°N 附近

(图 8c) ,正好位于南北西风急流分支的中间 (参考

图 4) ;另一方面也说明 ,在 SPR 期 ,江南山脉对南方

暖湿气流的阻挡作用更为明显。而加高山脉高度

300 m 后 (图 8e、8f) ,长江以南的降水明显增强 1 —2

mm/ d ,而长江以北降水有所减少 (图 8f) ,即降水南

北分布将更不均匀 ,雨带南移到山脉附近 (图 8e) ,

与实况位置 (图 8b)更为接近。由此可见 ,山地地形

对于冷暖空气的阻挡、强迫抬升和增雨的作用。

　　另外 ,虽然控制试验的模式降水分布大体上能

反映 SPR 期东亚雨带的形态 ,但该雨带比实况明显

偏北 ,可能与模式中使用的地形方案有关。因为模

式中的方案取地形高度面积平均并加上平滑处理 ,

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带状山脉地形对于冷暖空气的

阻挡、强迫抬升作用 ,可以考虑适当加高模式地形高

度以改进模式对降水的模拟。

总之 , SPR 雨带的位置和强度明显受南岭、武

夷山脉地形的影响 ,山脉地形能阻挡、抬升冷暖空

气 ,加强锋生 ,增强降水 ,使雨带位置与山脉分布重合

(图 1) 。SPR 雨带的位置与传统的长江以南、南岭以

北的中国东部地区的“江南”(陈绍东等 ,2003 ;陈绍东

和王谦谦 ,2004) 有很大的不同 ,它覆盖整个南岭、武

夷山脉地区 ,特别是在南岭山脉南侧的迎风坡出现一

个次大降水中心 ,所以 ,它的南界位置应该更南一

些 ,至少可以达到 23°N。如果以平均 6 mm/ d 的雨

强为标准 ,“江南春雨”中的“江南”中心区范围取为

长江 (30°N) 以南、110°E 以东、雷州半岛以北的中国

东南部地区。

6 　结论与讨论

由于在 SPR 建立前后大气环流形势仍是冬季

环流形势 ,没有明显的突变 ,只是在太阳辐射的强迫

下逐渐增暖 ,但在 3 月第 1 候 (全年第 13 候) 以后 ,

青藏高原主体的感热加热性质由冷源转变为热源、

高原东南部感热加热迅速增强 ,高原东南侧西南风

迅速加大 ,江南西南风同时向南向北扩展 , SPR 雨

强迅速增长 ,在综合考虑环流的调整以及自然季节

的划分 ,将 SPR 建立的时间定为第 13 候是适当的 ;

在 5 月第 3 候 (全年第 27 候)以后 ,高原东南部感热

加热、高原东南侧西南风和江南地区西南风都迅速

减小 ,SPR 雨量突然下降 ,雨带南移 ,冬季环流向夏

季环流突变 ,南海季风爆发 ,标志着 SPR 期的结束。

所以将 SPR 期确定为第 13 至第 27 候更能准确表

达 SPR 的气候特征。

　　江南春雨雨带与南岭武夷山脉重合并非偶然 ,

而是山脉地形强迫抬升冷暖空气、加强锋生、增强降

水所形成的。江南春雨 6 mm/ d 的中心区范围为长

江 (30°N) 以南、110°E 以东、雷州半岛以北的中国东

南部地区。

目前 ,华南各省在业务预报中将汛期分为 4 —6

月的前汛期和 7 —9 月的后汛期 ,但根据本文的研

究 ,其前汛期既包括江南春雨时期的 4 月至 5 月上

半月共 1. 5 个月 ,又包括 5 月中旬中期南海季风爆

发后的 1. 5 个月 ,分别为两个不同性质、具有不同气

候背景的降水时段 ,在业务预报中往往预测对了前

期趋势 ,却预测错了后期的趋势。如此看来 ,似乎将

华南的前汛期分为江南春雨时期和南海季风爆发期

两个时段来做预测更为合理。

江南春雨的气候成因机制以及时空分布的研

究 ,有助于提高对季节转换中大气物理过程的认识 ,

从而为研究东亚春季气候及其与夏季风之间的联

系 ,以及指导业务短期气候预测提供理论基础。江

南春雨的年际变化特征、影响因子物理机制 ,以及与

东亚夏季风的环流和降水之间的联系等等 ,有待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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