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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山区春季连阴雨环流特征分析
邓小丽，林杨

（西安市气象台，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１６）
摘要：通过对１９７５—１９９０年春季皖南山区连阴雨的环流形势分析，发现皖南山区春季连阴雨的
环流形势主要有偏北两槽一脊型和乌山阻高型，其特点为西西伯利亚地区有稳定的低压槽，中纬
度环流平直多短波槽活动，冷空气从乌山槽底部经天山以北源源向东输送，高原及江南有明显增
温，孟加拉湾低槽稳定，西南气流旺盛，造成皖南山区的阴雨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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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阴雨天气降水日数较长，其间常有强对流、
雷暴、暴雨等灾害性天气发生，易造成山体滑坡、
泥石流、山洪暴发等灾害，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造成巨大危害。皖南山区属于长连阴雨多
发地区，本文分析该地区春季连阴雨的环流特征。
连阴雨的气候概况
１１连阴雨的标准

辖区内有半数以上的站点连续４ｄ以上有雨
定为一个连阴雨过程。其中：５～７ｄ中允许间隔
１ｄ无雨；８～１４ｄ允许２ｄ无雨（可以连续）；１５
ｄ以上者允许３ｄ无雨，但不能连续。
１２皖南山区连阴雨的气候概况

１９７５—１９９０年的３－４月中，达到以上标准
的连阴雨过程共３９次，平均每年２４次，最少的
年份有１次，最多的年份有４次。在１６ａ中，仅
有一次连阴雨过程的有２ａ，占１２４％；４次连阴
雨过程的有２ａ也占１２４％；２次连阴雨过程的
有７ａ，占４３７％；３次连阴雨过程的有５ａ，占
３１２％。皖南山区春季出现多次连阴雨过程的年
份占到了八成以上，属连阴雨多发地区。在３９次
连阴雨中，４ｄ过程的有７次，占１７９％；５～７ｄ
的过程有１４次，占３５８％；８～１４ｄ的过程有１５
次，占３８４％；达到１５ｄ的过程有３次，占
７６％。阴雨持续时间长的过程也占八成以上。因

此皖南山区春季连阴雨天气具有多发性和持续时
间长等特点。
春季连阴雨天气的气候背景

从３月份开始南支西风暖湿气流开始活跃起
来，而北方的强冷空气还没有减退。如果３０°Ｎ以
北超长波、长波处于相对稳定阶段。欧洲有阻塞
高压或高压脊发展，或沿海有稳定的锋区，乌拉
尔山以东，西西伯利亚为稳定的冷涡，中纬度气
流平直，江南增温明显，我国沿海一带有一支西
北—东南向的锋区，皖南山区就处于阴雨天气中。
春季连阴雨天气的环流特征

连阴雨是以大尺度天气环流稳定为背景的，
直接造成降水的天气系统连续地、重复地出现，形
成持续性降水天气。造成皖南山区的连阴雨的主
导系统有两个，一是乌山及其以东有闭合高压中
心或强脊出现，贝加尔湖以西为深厚的低压。低
压底部的平直西风气流中不断有短波槽活动并东
移，形成皖南阴雨天气；另一个是我国东部沿海
稳定的低槽或低压，并有冷空气从天山以北不断
向东输送使低槽加深，长江中下游和高原增温明
显，造成皖南山区连阴雨天气。
连阴雨天气的环流形势分型
４１偏北两槽一脊型

图１为５００ｈＰａ上的偏北两槽一脊环流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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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图。５００ｈＰａ上乌山地区（４０°Ｎ以北，５０～
７０°Ｅ）有低槽或低压，中西伯利亚（７０～１０５°Ｅ）有
弱脊，贝加尔湖以东（１０５°Ｅ以东）有低槽或低压，
新疆为弱脊，中纬度西风带多短波槽东移并入东
亚大槽使其加深。长江中下游和高原增温明显，孟
加拉弯低槽稳定，西南气流旺盛，冷空气从乌山
槽低部经天山以北源源有向东输送，形成了皖南
山区的阴雨天气。当中西伯利亚高脊缓慢东移，乌
山槽随后缓慢东移，中亚低槽建立发展，新疆有
暖脊发展，阴雨天气结束。

图１５００ｈＰａ偏北两槽一脊环流形势示意图

４２乌山阻高型
图２为５００ｈＰａ上乌山阻高型环流示意图。

在连阴雨的前期５００ｈＰａ上乌山地区（４５～６５°Ｎ；
２０～８０°Ｅ）有闭合高压中心或强脊出现，里海—咸
海有切断低压或横槽，欧亚大陆东岸为一浅槽。阴
雨开始时，大陆东岸低槽收缩，南支气流平直，北
支西风带有小槽东移，长江中下游及青藏高原增
温明显，皖南山区处于阴雨天气中。当横槽转竖
东移，大陆东岸低槽加深，新疆的暖脊发展，冷
空气南下至华东，阴雨天气结束。

图２５００ｈＰａ乌山阻高型环流形势示意图

入型条件及预报指标
５１偏北两槽一脊型
５１１起始场条件（１）５００ｈＰａΔ牠（成都－沈阳或大连）
≥１５ｏＣ，牠成都≥－１５ｏＣ，牠沈阳≤－２８ｏＣ（东部锋区
条件）；（２）５００ｈＰａ上Δ牠（成都－若羌）≤±５ｏＣ，
Δ牠（成都－老东庙）≤１２ｏＣ（回暖条件）；（３）成都以西
（３０～４０°Ｎ）无明显的冷槽，且成都站风向偏西北
（冷空气路径畅通）。１９７５—１９９０年３—４月份满
足起始条件的共出现５９次，有阴雨的２５次。
５１２预报指标（１）Δ爣２４（乌鲁木齐）≤－１ｄａｇｐｍ
且爣乌鲁木齐≥５３３ｄａｇｐｍ（有冷空气东移）；（２）５００
ｈＰａΔ爣（安庆－堪布什）≥１４ｄａｇｐｍ且爣安庆≥５７０
ｄａｇｐｍ，爣塔什干≤５６２ｄａｇｐｍ。１９７５—１９９０年３—
４月份满足条件的过程共有３２次，指标出现后１
～３ｄ内开始有阴雨的２４次，空报２次，漏报１
次，５次指标出现在阴雨中，连阴雨的概括率为
２４燉３９，回报正确率为２４燉３２。
５２乌拉尔山阻塞高压型
５２１起始场条件乌山地区有高压环流形成，
范围：４５～６５°Ｎ；２０～８０°Ｅ。（１）５００ｈＰａ
Δ牠（库车－鄂木斯克）≥１２ｏＣ（锋区条件）；（２）５００ｈＰａ
Δ爣（安庆－乌鲁木齐）≥６ｄａｇｐｍ（回暖条件）。１９７５—
１９９０年３—４月份满足起始条件的共出现３８次，
有阴雨的１２次。
５２２预报指标（１）５００ｈＰａ上，若乌山地区
阻高处于４０°Ｅ以东为肯定雨区，定为Ⅰ区（图
２）；若阻高位置偏西北即２０～４０°Ｅ，５０～６５°Ｎ的
范围内为不肯定雨区，定为Ⅱ区；（２）当５００ｈＰａ
阻高处于Ⅱ区时，若地面图上南疆５站平均气压
＜１００７ｈＰａ则有阴雨出现，否则无阴雨出现。
１９７５—１９９０年３—４月份满足条件的天气过程共
２３次，共有连阴雨１２次，空报４次，７次指标出
现在阴雨中，阴雨的概括率为１２燉３９，回报正确率
为１２燉２３。

此外，１９８０年３月１０日到１４日、１９８９年４
月１日到６日的２次连阴雨过程不符合上述两类
环流形势的入型条件。

指标出现后１～２ｄ内开始阴雨的８次，其地
面形势有两种情况：一是西伯利亚为冷高压控制，
高压中心在贝湖附近，前沿冷锋在４０°Ｎ附近；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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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７１１天气雷达数据处理系统应注意的问题
马耀绒，淡会星

（合阳县气象局，陕西合阳７１５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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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市各县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可利用
７１１数字化雷达数据处理系统调用市气象局雷达
实时观测资料，提高了各县对突发性、局地性、灾
害性天气的监测和防御能力，但该系统在使用时
需注意以下问题。
光标定位强度

在平显图（ＰＰＩ）上当光标遇到定位坐标、地
图等白色的点、线条、字时，就会有１４４ｄＢ以下
的定位强度，在这些点、线条、字的边缘还会出
现负的定位强度，尤其是它们与云叠加到一起时，
光标定位强度严重失真，人影指挥员误以为云块
强度很大，使作业的用弹量增大，造成不必要的
浪费。在同—点显示地图和取消地图两种方式进
行操作，定位的强度却相差很大。要直观了解回
波的大小、位置及移动方向，应该在显示地图的
方式下操作；要观察回波的强度，就应该在取消

地图的方式下操作，而且不要选定位坐标与回波
相叠加的点。
光标定位高度

在平显图（ＰＰＩ）用光标定位的回波高度并不
代表实际高度，因为以雷达观测站为圆心，以相
同距离为半径的圆上，无论是否有回波，每—点
的光标定位高度都是相同的。因此，在平显图上
是无法测定云团高度的，必须将平显图和高显图
（ＲＨＩ）结合起来，即在平显图上选取所测回波的
方位角范围及距离，然后在高显图上选取相对应
的雷达观测资料，再用光标定位出回波的高度。
云团强度和高度的判断

平显图只能定性说明回波所处方位、距离等
情况，要确定云团的性质及其他参数，需从高显
图上分析判断，但要避开坐标线。

一个是东西伯利亚到蒙古为冷高压控制，中心在
贝湖以东，另外乌山附近也有一冷高压中心在鄂
木斯克以西，其北侧有大低压发展；指标出现后
３～４ｄ开始阴雨的有１１次，地面冷高压中心在巴
湖和乌山之间，或更偏西，我国境内为低压活动
区。
小结
６１超长波、长波的稳定少动，是春季皖南山区
连阴雨形成的环流背景。
６２乌山有阻塞高压或高压脊发展有利于西西
伯利亚冷空气的堆积，导致了东亚环流平直和冷
空气的不断东移南下，是产生春季皖南山区连阴
雨天气的大气环流特点。
６３高原和江南增温是产生皖南山区连阴雨的

主要环流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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