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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Climatic Research Unit (CRU) 

1960~2009 年 0.5°×0.5°网格点的月均降

水量序列及 NCEP/NCAR 1948~2009

年 2.5°×2.5°网格点再分析逐月资料 , 

分析了中纬度亚洲近 50 年来的降水变

化的空间差异及其可能机制 . 结果发

现, 大致以 100°E 为界限, 西风环流控

制的亚洲中部干旱区与季风环流主导

的中国西北东部-华北地区降水在年代

际、特别是年际尺度上存在相反的变

化 , 即中纬度亚洲在年际尺度上亦存

在降水变化的“西风模态”.  

针对不同区域的主要降水季节

(亚洲中部干旱区以冬季降水为主 /华

北地区以夏季降水为主), 分别分析了

相应季节的大气环流异常特征. 冬季, 

当北大西洋高纬地区出现高度场正异

常而中纬地区负异常 , 这样的大气环

流配置即是负异常的北大西洋涛动

(NAO), 其使得中纬度西风的路径偏

南 , 将携带来自地中海等地的水汽更

多地向内陆输送 . 与此同时 , 整个西

伯利亚地区高度场负异常、青藏高原

南部出现正异常 , 造成气压梯度的增

加 , 进一步将水汽以接力的方式向亚

洲中部干旱区输送 , 使得中亚干旱区

近 50 年来降水增加. 同期由于西伯利

亚高度场负异常 , 水汽在华北地区幅

散, 使华北降水减少; 与此相对应, 夏

季时中国东北部高度场的低值异常造

成自干燥的西伯利亚至华北的水汽通

量异常, 华北水汽幅散. 另外, 中国南

海及热带西太平洋地区出现高度场正

异常, 导致西太副高比正常情况下更偏

南偏西, 造成高层西风急流位置偏南, 

这些都共同造成了华北夏季降水的减

少. 同时由于里海北部的环流负异常驱

使干旱区上风向湖泊的水汽进入干旱

区, 使亚洲中部干旱区降水微弱增加.  

通过计算区域西风指数发现亚洲

中部干旱区的冬季降水与冬季上风向

的西风强度有很好的关系 , 而已有的

研究表明 ENSO 是影响华北降水的一

个重要因子 , 因此 , 在未来的研究中

进一步探寻 ENSO 和 NAO 的相互作用

可能对理解亚洲中部干旱区与华北降

水变化相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研究

还发现, 亚洲中部干旱区表现出显著的

2~3 年 TBO 周期, 对流层中上层西风强

度的 2~3年周期振荡是导致亚洲中部干

旱区降水 TBO 的一个重要因子.  

 

 

图 1  中纬度亚洲年降水 EOF 分析的前两个空间模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