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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东部一次罕见的春季暴雨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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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常规观测、红外云图、Ｔ６３９资料和区域自动站资料，对２０１４年 ４月１５～１６日发生在河
西走廊东部罕见春季暴雨的成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５００ｈＰａ天气系统为此次暴雨的主要影响系
统。５００ｈＰａ东移短波槽是这次暴雨天气的触发系统，７００ｈＰａ偏南暖湿气流在低涡作用下不断向北
输送水汽，为降水的维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汽条件，下游高压脊的阻挡作用使降水持续时间较长；

强水汽辐合、强上升运动出现时间比降水集中时间滞后３～４ｈ；Ｋ指数大值区、θｓｅ高能舌区与暴雨落
区相符合；强冷空气的入侵，是降水量级增大的直接原因；变温对春季强降水的反应比变压更敏感；过

程前期的高温高湿对降水的预报有一定的指示意义；锋前中尺度对流云团和锋面云带的合并是造成

此次暴雨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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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暴雨是指短时间内出现的大量降水现象，它是

我国夏季多见的一种灾害性天气。中国气象局把日

降水量≥５０．０ｍｍ的降水定义为暴雨，但是西北地
区是我国年降水量较少的地区，以干旱著称，特别是

河西地区，地表多以沙漠戈壁为主，降水量更少，建

筑物、排洪设施防雨能力差，只要稍微出现大的降水

就会成灾。因此，兰州中心气象台把日降水量＞３０．
０ｍｍ的降水定义为河西地区的暴雨标准［１］。

古浪县地处河西走廊东南端，祁连山横贯古浪

县境南部，中部为绿洲平原，北部为沙漠区。古浪县

地势南高北低，平均海拔２５００ｍ，属祁连山高寒亚
干旱区和河西冷温干旱区。年均气温４．９℃，年降
水量３００ｍｍ左右。之前许多气象工作者对西北地
区暴雨成因及预报做了诸多研究，取得了许多有意

义的成果［１－６］。河西地区的暴雨一般出现在夏

季［２］，４月降水量能达到河西暴雨标准的极少见。
然而，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５～１６日发生在河西走廊东部
古浪县罕见暴雨的日降水量突破１９６４年以来的同

期极值。因此，有必要对这次降水过程进行细致的

分析，以期为该地区春季暴雨预报提供一定的依据。

１　天气实况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５日１６：００至１６日０４：００（北京

时，下同），甘肃古浪出现了一次强对流暴雨天气过

程。强降水中心出现在古浪县城，过程降水量达

４３．２ｍｍ，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同期最大值。古浪
２１个观测站中有５站降水量达到河西的暴雨量级
（日降水量≥３０．０ｍｍ）；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１５
日１６：００～２０：００，此时段内有 ７站 ３ｈ雨量 ＞１０
ｍｍ，其中有３站＞２０ｍｍ；１ｈ雨量超过１０ｍｍ的有
３站次，分别为１５日１６：００～１７：００古浪县古丰１７．
７ｍｍ、新堡１１．４ｍｍ；１５日１７：００～１８：００古浪１６．２
ｍｍ；１６日０１：００～０２：００，古浪降水再次增大，小时
雨量为５．２ｍｍ（图１）。

２　环流形势特征
２．１　高空环流形势
　　与常年同期相比，２０１４年２月下旬至４月上旬



图１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５日１６：００至１６日０４：００
海子滩、新堡、古浪、古丰逐小时降水量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ｈｏｕｒｌｙ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Ｈａｉｚｉｔａｎ，Ｘｉｎｐｕ，Ｇｕｌａｎｇ，Ｇｕｆｅｎｇｆｒｏｍ
１６：００Ａｐｒｉｌ１５ｔｏ０４：００Ａｐｒｉｌ１６，２０１４

古浪气温异常偏高，降水显著偏少。４月 １３日 １４
时至１５日１４时，青藏高原东部有地面热低压维持，
受其影响古浪的最高气温均在 １６℃以上（１３日
２０．１℃，１５日１９．３℃）；低层有低涡存在，其前部
偏南暖湿气流的输送，使大气中水汽含量增加同时，

温度也进一步升高。前期的高温高湿为此次强降水

蓄积了一定的能量［７］。配合天气系统的抬升作用，

触发了不稳定能量的释放，从而形成此次暴雨天气

过程。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５日０８时（图２ａ），５００ｈＰａ巴尔
喀什湖东部有一冷低压维持，低压底部到新疆西南

部为低压槽，低槽东南象限分裂出的短波槽位于河

西走廊西部至青海西部一带，短波槽后冷平流较强，

短波槽中携带的冷空气南下，与高原槽同位相叠加。

低槽上游贝加尔湖西部到内蒙北部为西北—东南向

高压脊。低层７００ｈＰａ上（图２ｃ），锋区位于新疆中
北部，河西走廊为一致的西北风，冷平流明显，河套

地区到甘肃南部形成一冷式切变线。河西走廊西部

到青海西部的短波槽是这次暴雨天气的触发系统，

高原槽前的西南急流自孟加拉湾一带向东北方向不

断输送大量的水汽和能量［８－９］，同时西北—东南向

高压脊阻挡了冷低压的东移，致使源源不断的强冷

空气南下，造成降水持续时间较长，长达 １２ｈ［１０］。
２０时（图２ｂ），５００ｈＰａ上的短波槽已东移至武威以
西到青海东部一带，高原槽强度减弱，槽前转为偏西

气流。受高、低层西南暖湿气流输送及午后升温的

影响，７００ｈＰａ低层在青海东南部形成一暖性低涡
（图２ｄ）。另外，随着锋区的东移，河西走廊上空的
西北风发展成一支西北风急流，最大风速达１６ｍ／
ｓ，冷平流显著加强。偏南暖湿气流在低涡作用下不

断向北输送，为之后降水的维持提供水汽条件，偏南

风与偏北风在古浪附近汇合形成弱切变。可见，暴

雨发生过程中，１５日２０时前主要影响系统为中层
（５００ｈＰａ）系统，雨强较大；２０时后转为低层（７００
ｈＰａ）系统，雨强减小。
２．２　地面天气形势

降水过程中，四川南部到内蒙西部一直维持有

大范围的低压区，呈东低西高的形势，低压轴呈南北

向，低压区位置稳定少动，低压中心和锋面沿西北—

东南向移动。１５日０８时（图３ａ），地面冷锋主体位
于新疆中部，冷锋前锋已东移到张掖西部，锋后冷高

压中心位于巴尔喀什湖附近，气压值达１０３５ｈＰａ，
锋前热低压受地形影响分裂为２个中心，分别位于
河西西部、四川中部，气压值相应为１００６．３、１００５
ｈＰａ。之后冷锋前锋继续东南移，于１５日１７时（图
３ｂ）到达甘肃武威东部，且受高空槽后大气的辐散
下沉及强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在该前锋后部有气压

值达１０１３．８ｈＰａ的冷高压生成。古浪处于冷锋后
气压梯度大值区，有利于降水天气的产生［１１］。这与

古浪大部分自动站１６时开始出现降水，古浪本站也
相继于１７时出现雷阵雨相吻合。１５日２０：００冷锋
前锋已东移到河套西部到河东地区，古浪的降水强

度相应地有所减弱。

３　物理量场分析
３．１　水汽条件
３．１．１　相对湿度

４月１５日０８时（图略），５００ｈＰａ上，酒泉到青
海北部有 １００％的高湿区，武威市处于干区，这与
５００ｈＰａ酒泉有一短波槽、武威市受弱脊控制相符
合。７００ｈＰａ上，河西中东部相对湿度 ＞８０％，山西
南部有１００％的高湿区。１５日２０时（图略），受低
层偏南暖湿气流影响，中心位于山西南部的高湿区

明显西扩南压，受其影响古浪的相对湿度在６０％ ～
７０％之间。随着５００ｈＰａ短波槽及冷空气的东移，
武威市大部地区５００ｈＰａ相对湿度 ＞７０％，古浪相
对湿度达８９．４％。可见，强降水发生前的暴雨落区
为上干下湿，这种对流不稳定的大气层结对短时强

降水的出现极为有利［１２－１５］。这也是１５日午后古浪
出现小时降水量＞１５ｍｍ的原因之一。强降水发生
后，受降水降温影响，暴雨落区转为上湿下干。

３．１．２　水汽通量散度
形成暴雨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要有足够多的水

汽［１４－１７］。甘肃河西地区地处干旱半干旱区，单靠当

地水汽是无法形成暴雨的。因此，必须要有源源不

２５６ 干　　旱　　气　　象 ３３卷　



图２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５日０８：００（ａ，ｃ）、２０：００（ｂ，ｄ）５００ｈＰａ（ａ，ｂ）
和７００ｈＰａ（ｃ，ｄ）环流形势场（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２　Ｔｈｅ５００ｈＰａ（ａ，ｂ）ａｎｄ７００ｈＰａ（ｃ，ｄ）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０８：００（ａ，ｃ）ａｎｄ２０：００（ｂ，ｄ）Ａｐｒｉｌ１５，２０１４（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图３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５日１４：００～２０：００地面冷锋演变（ａ）及１７时地面形势场（ｂ，单位：ｈＰａ）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ｏｌｄｆｒｏｎｔｆｒｏｍ１４：００ｔｏ２０：００（ａ）
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ｔ１７：００（ｂ，Ｕｎｉｔ：ｈＰａ）Ａｐｒｉｌ１５，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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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的水汽输送到此地。图４是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４～１６
日沿１０２．５°Ｅ、３７．３°Ｎ点的水汽通量散度时间—高
度剖面。可知，１５日０９时，７００～５００ｈＰａ由水汽通
量辐散转为辐合，至１６日０８时暴雨区上空中低层
一直维持水汽辐合，其中１５日２０时，辐合强度达到
最强，其伸展高度达到３００ｈＰａ，辐合中心位于７００
ｈＰａ附近，中心值达 －１０×１０－８ｇ·ｃｍ－２·ｈＰａ－１·
ｓ－１，水汽辐合较强降水出现时间提前８ｈ，辐合中心
增幅最大的时间比雨量增幅最大的时间滞后３～４ｈ。

图４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４～１６日沿１０２．５°Ｅ、３７．３°Ｎ
的水汽通量散度时间—高度剖面

（单位：１０－８ｇ·ｃｍ－２·ｈＰａ－１·ｓ－１）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ｆｌｕｘ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ｌｏｎｇ１０２．５°Ｅ，３７．３°Ｎｆｒｏｍ１４ｔｏ１６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４

（Ｕｎｉｔ：１０－８ｇ·ｃｍ－２·ｈＰａ－１·ｓ－１）

３．２　动力条件
３．２．１　散度场

１５日０８时，７００ｈＰａ河西走廊中部至青海东部
为辐合区，辐合中心位于青海东部，强度达 －２．５×
１０－５ｓ－１（图略）；５００ｈＰａ内蒙西部至青海东部为辐
散区，辐散中心位于青海东部，强度为 ２．１×１０－５

ｓ－１（图略）。随着５００ｈＰａ短波槽东移发展，７００ｈＰａ
高原低涡生成，青海东部高层辐散中心、低层辐合中

心东移的过程中逐渐加强并影响到甘肃古浪。从４
月１５日２０时暴雨落区内１０２．５°Ｅ、３７．５°Ｎ的散度
垂直剖面（图５）上可看出，７００～４００ｈＰａ为辐合上
升运动，辐合最强出现在７００～６００ｈＰａ；４００ｈＰａ以
上至对流层顶的大气为辐散下沉运动，辐散随高度

而加强。高层辐散、低层辐合为古浪强降水提供了

充分的动力条件［１８］。

３．２．２　垂直速度场
图６是以１０２．５°Ｅ、３７．５°Ｎ为基点的垂直速度

时间—高度剖面。可看出，１５日 １４时至 １６日 ０２
时，古浪上空整层都为上升运动，且１５日２０时左右

图５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５日２０时沿１０２．５°Ｅ、
３７．５°Ｎ点的散度垂直剖面图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ａｌｏｎｇ
１０２．５°Ｅ，３７．５°Ｎａｔ２０：００Ａｐｒｉｌ１５，２０１４

上升运动最强，６００～５００ｈＰａ、４００～３００ｈＰａ有２个
强上升运动中心，其强度分别为 －３．９×１０－４ｈＰａ·
ｓ－１、－５．４×１０－４ｈＰａ·ｓ－１。可见，强降水发生时古
浪上空整层均为上升气流，这种强的上升运动不仅

使暖湿空气辐合抬升，而且气流在上升过程中不断

释放潜热，加热大气，进而造成垂直运动增强，形成

正反馈［１，１９］。

由上述分析可知，垂直运动强度的时间变化与水

汽通量散度一致，滞后于降水强度随时间的变化。强

烈的上升运动将水汽不断地向上空输送的同时触发

不稳定能量的释放，有利于强降水天气的发生发展。

图６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５～１６日１０２．５°Ｅ，３７．３°Ｎ
点上的垂直速度时间—高度剖面（单位：１０－４ｈＰａ·ｓ－１）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ｌｏｎｇ１０２．５°Ｅ，３７．３°Ｎｆｒｏｍ１５ｔｏ１６
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４（Ｕｎｉｔ：１０－４ｈＰａ·ｓ－１）

３．３　稳定度
３．３．１　Ｋ指数

分析Ｔ６３９资料的 Ｋ指数实况场（该实况场资
料部分站为１４时加密观测的探空资料，其他为插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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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资料，下同）显示：１５日１４时（图７ａ），甘肃
武威以东Ｋ指数均＞３２℃，且在武威长城附近有一
Ｋ指数＞３６℃的中心。根据甘肃省本地预报经验，
Ｋ指数＞３５℃时可考虑有强降水天气出现，这与古
浪强降水出现时段相一致。１５日２０时（图略），甘
肃中南部有Ｋ指数＞３２℃的中心，古浪也在其范围
内。较强的Ｋ指数为此次强降水天气提供了不稳
定条件。

３．３．２　θｓｅ
由Ｔ６３９资料的θｓｅ场得知，１５日１４时（图７ｂ），

８５０～７００ｈＰａ有南北向高能舌自甘肃南部伸至内蒙
西部，其中心强度＞５６℃。暴雨区位于高能中心的
北侧。１５日２０时（图略），７００ｈＰａ高能舌南移加
强，古浪处于能量锋区，表明低层为高能气团控制，

为强对流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２０］。由暴雨落区

内１０２．５°Ｅ、３７．３°Ｎ点上的 θｓｅ时间剖面（图略）可
看出，１５日０８～２０时，对流层中低层 θｓｅ随高度减
小，△θｓｅ（７００－５００ｈＰａ）达６℃，说明对流层中低层大气处
于对流不稳定状态。１５日２０时后，降水强度减弱，
气层逐渐处于对流稳定状态。

图７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５日１４时Ｋ指数（ａ）、７００ｈＰａ假相当位温（ｂ，单位：℃）
Ｆｉｇ．７　Ｋｉｎｄｅｘ（ａ）ａｎｄθｓｅｏｎ７００ｈＰａ（ｂ，Ｕｎｉｔ：℃）ａｔ１４：００Ａｐｒｉｌ１５，２０１４

３．４　单站要素演变
受日变温、日变压和强冷空气的影响，１５日１７

～２０时强降水集中时段３ｈ变温达－１２℃（图８），

图８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５日０８时至１６日０８时逐小时
温度、气压、地面温度露点差演变

（图上气压值为实际气压减去７８０ｈＰａ）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ｈｏｕｒｌｙ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ｅｗｐｏｉｎｔ
ｆｒｏｍ０８：００Ａｐｒｉｌ１５ｔｏ０８：００Ａｐｒｉｌ１６，２０１４

（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ｖａｌｕｅｉｓ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ｉｎｕｓ７８０ｈＰａ）

３ｈ变压为３．４ｈＰａ，可见变温对春季强降水的反应
比变压更敏感。１５日１７～１８时，随着冷空气的南
压、水汽的汇合，古浪气温、温度露点差骤降，降温达

６．４℃，Ｔ－Ｔｄ由１０℃降为２℃，冷暖空气的汇合产
生强上升运动，不稳定能量释放，导致古浪小时雨量

达１６．２ｍｍ。降水时段内，低层一直维持负变温、正
变压、Ｔ－Ｔｄ≤２℃，随着降水逐渐减弱，１６日０３时
后转为正变温、负变压、Ｔ－Ｔｄ逐渐增大。

４　云图分析

４月１５日０８时，青海中东部有多个细胞状积
云［４］生成发展。随着细胞状积云的发展合并东移，

１４：３０（图９ａ）张掖到青海东部形成由５个对流单体
南北向排列组成的锋面云带 Ａ［８］，且青海中部有强
烈发展的对流云团 Ｂ东移。１５：３０，受低层偏南暖
湿气流辐合上升影响，锋面云带 Ａ不断加强发展，５
个对流单体逐渐合并，云带强中心的范围也随之增

大，其南部对流云团已东扩到古浪上空，该对流云团

范围扩大至中α尺度，对流中心ＴＢＢ达－７７．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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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部分乡镇开始出现降水。１５日１６：００～１８：００，
对流云 Ａ爆发性发展，其范围、强度明显增大；１７：
００（图９ｂ），云团Ａ与Ｂ开始合并，Ａ、Ｂ中心ＴＢＢ分
别增至－８８．３２℃、－８５．７８℃，Ａ云团水平尺度由
２０６ｋｍ增加到３５８ｋｍ，造成古丰、新堡２站的小时
雨量＞１０ｍｍ；１８：００（图略），影响古浪的云团 Ａ发
展最强烈，范围最大，冷云中心 ＴＢＢ达 －９１．０６℃。
与古浪１７：００～１８：００的小时雨量达 １６．２ｍｍ一
致。此时，强对流中心位于５００ｈＰａ槽前西南气流
中，且中心Ｋ指数＞３２℃，云团位于 Ω高能舌范围

内、对流层低层７００ｈＰａ相对湿度 ＞８０％的强上升
运动区。可见，对流层低层暖湿空气的强辐合上升

及对流不稳定是 Ａ云团爆发性发展的有利条件。
２０：００之后，随着降水云系的东移减弱，云团Ａ对流
中心逐渐移出古浪，降水相对减弱。１６日０１：３０，Ｂ
云团的对流中心到达古浪上空，对应降水强度再次增

大；０３：００，降水云系的强中心基本移出古浪，高原上
也无明显发展东移的对流云系补充，古浪降水强度减

弱。综上可见，古浪的暴雨是由锋前对流云团与锋面

云带合并，同时配合低层水汽的强辐合上升而形成。

图９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５日１４：３０（ａ）和１７：００（ｂ）红外云图
Ｆｉｇ．９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ｃｌｏｕｄｉｍａｇｅａｔ１４：３０（ａ）ａｎｄ１７：００（ｂ）Ａｐｒｉｌ１５，２０１４

５　中尺度分析
４月１５日０８时（图１０ａ），地面冷锋前锋、辐合

线均位于甘肃张掖东部，５００ｈＰａ低压槽位于河西西
部至青海西部。２０时（图１０ｂ），地面冷锋东南移到

河套至甘肃河东地区，地面辐合线也随之东移到白

银至兰州一带，５００ｈＰａ高空槽位于青海中东部，武

威市处于地面冷锋后部、高空槽前；７００ｈＰａ上，青海

东部至甘肃武威南部有一横切变。

图１０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５日０８时（ａ）和２０时（ｂ）中尺度分析
Ｆｉｇ．１０　Ｍｅｓｏｓｃａｌ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ｔ０８：００（ａ）ａｎｄ２０：００（ｂ）Ａｐｒｉｌ１５，２０１４

６５６ 干　　旱　　气　　象 ３３卷　



　　另外，河西走廊处于７００ｈＰａ湿区内，青海东部
至甘肃中部７００ｈＰａ水汽辐合明显；７００ｈＰａ温度脊
呈东北—西南向，自甘肃陇南伸到河套地区，甘肃武

威以南大部的Ｋ指数＞３０℃，中心最大值为３４℃。
对流层低层的水汽条件及强Ｋ指数对此次强降水的
发生极为有利。位于地面冷锋前部的河西走廊东部

为上干下湿，高层干层的存在有利于对流有效位能在

高层产生、积聚和释放，最终触发了强对流的发生。

综上可见，高空低压槽、低层偏南风与偏北风形

成的切变线、地面冷锋为此次暴雨提供了触发条件；

低层水汽条件好，大气层结不稳定，对此次强对流的

爆发极为有利。

６　小　结
（１）５００ｈＰａ东移短波槽是这次暴雨天气的触

发系统，７００ｈＰａ偏南暖湿气流在低涡作用下不断向
北输送水汽，为降水的维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汽

条件；同时，配合地面冷高压和冷锋加强发展东移，

使降水持续时间长达１２ｈ。１５日２０时后，随着５００
ｈＰａ影响系统减弱东移，７００ｈＰａ影响系统加强发
展，降水强度减弱。可见，春季强降水主要受 ５００
ｈＰａ天气系统影响。

（２）水汽辐合比强降水出现时间提前８ｈ，辐合
中心值增幅最大的时间比雨量增幅最大的时间滞后

３～４ｈ。上升运动强度的时间变化特征与水汽通量
散度的一致，滞后于降水强度的时间变化。Ｋ指数
大值区、θｓｅ高能舌区与暴雨落区相符。

（３）暴雨发生前，不稳定能量积累充足，强冷空
气的入侵，触发不稳定能量强烈释放，产生暴雨，也

是降水区降水量级增大的直接原因。３ｈ变温可作
为春季降水预报的重要指标。中高层干冷、低层暖

湿对强降水的发生具有重要作用。

（４）锋前中尺度对流云团与锋面云带的合并是
造成此次强降水的直接原因，低层的强水汽辐合及

大气的对流不稳定进一步加强了降水量级。

致谢：感谢赵庆云首席、杨晓玲高工在稿件修改过程

中给予的指导与帮助。

参考文献：

［１］李江林，段海霞，荣裕良．甘肃河西西部一次大到暴雨过程诊断

分析［Ａ］．第２９届中国气象学会年会：Ｓ１灾害天气研究与预报

分会场论文［Ｃ］．２０１２．

［２］李玲萍，陈雷，罗小玲，等．河西走廊东部大到暴雨特征分析

［Ｊ］．资源科学，２０１３，３５（６）：１２７７－１２７８．

［３］李江林，余晔，王宝鉴，等．河西西部一次大到暴雨过程诊断分

析及数值模拟［Ｊ］．高原气象，２０１４，３３（４）：１０３４－１０４４．

［４］王田田，高晓清，高艳红，等．酒泉地区２０１２０６０４暴雨的诊断分

析［Ｊ］．高原气象，２０１４，３３（２）：５０４－５１４．

［５］刘勇，郭大梅，胡启元．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７日陕北佳县特大暴雨天气

的成因［Ｊ］．干旱气象，２０１４，３２（３）：４２４－４３０．

［６］侯建忠，李明娟，赵兵科，等．陕西早春一次罕见暴雨过程的环流

演变及水汽输送分析［Ｊ］．热带气象学报，２００９，２５（２）：２５１－

２５６

［７］董平，刘锋．辽阳市一场春季透雨过程分析［Ｊ］．现代农业科技，

２０１３，２０：２３１－２３４．

［８］白肇烨，徐国昌，孙学筠，等．中国西北天气［Ｍ］．北京：气象出版

社，１９８８．２３０－２４０．

［９］孙建华，赵思雄，傅慎明，等．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１日北京特大暴雨的

多尺度特征［Ｊ］．大气科学，２０１３，３７（３）：７０６－７１７．

［１０］李文莉，王宝鉴，吉惠敏，等．河西干旱区短时强降水过程的中

尺度分析［Ｊ］．干旱气象，２０１３，３１（２）：３１９－３２５．

［１１］朱乾根，林锦瑞，寿绍文，等．天气学原理和方法［Ｍ］．北京：气

象出版社，２００７．３８７－４３０．

［１２］徐娟，纪凡华，韩风军，等．２０１２年盛夏山东西部一次短时强降

水天气的形成机制［Ｊ］．干旱气象，２０１４，３２（３）：４３９－４４５．

［１３］阎凤霞，寿绍文，张艳玲，等．一次江淮暴雨过程中干空气侵入

的诊断分析［Ｊ］．南京气象学院学报，２００５，２８（（１）：１１７－１２４．

［１４］陈豫英，王秀文，陈楠，等．２００８年宁夏久旱转雨天气过程诊断

分析［Ｊ］．高原气象，２０１０，２９（３）：７３７－７４３．

［１５］俞晓鼎．强对流天气临近预报［Ｚ］．中国气象局培训中心，

２０１０．４－６．

［１６］寿绍文，励申申，王善华，等．天气学分析［Ｍ］．北京：气象出版

社，２００２．１４０－１４３．

［１７］宁和平，韩莹，王建兵，等．甘南州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５日持续性

暴雨天气成因分析［Ｊ］．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１４，３０（２３）：２１８－

２２３．

［１８］程锦霞．２０１３年５月河南一次大暴雨成因分析及数值预报检

验［Ｊ］．气象与环境科学，２０１４，３７（２）：４２－４５．

［１９］陶诗言．有关暴雨分析预报的一些问题［Ｊ］．大气科学，１９７７，１：

６４－７２．

［２０］德勒格日玛，李一平，韩经纬，等．２０１２年７月下旬河套地区４

次切变暴雨的对比分析［Ｊ］．中国沙漠，２０１４，３４（１）：２３４－

２３９．

７５６　第４期 刘菊菊等：河西走廊东部一次罕见的春季暴雨成因分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ａＲａｒｅ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Ｈｅｘｉ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ＬＩＵＪｕｊｕ１，ＴＥＮＧＪｉｅ１，ＸＵＤｏｎｇｂｅｉ２，ＱＩＡＯＹａｙｕｎ３

（１．Ｗｕｗｅｉ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Ｗｕｗｅｉ７３３０００，Ｃｈｉｎａ；２．ＬａｎｚｈｏｕＣｅｎｔｅｒ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
Ｌａｎｚｈｏｕ７３００２０，Ｃｈｉｎａ；３．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Ｌａｎ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ｎｚｈｏｕ７３０１０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ｃｌｏｕｄｉｍａｇｅｓ，Ｔ６３９ｄａｔａ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ｓｔ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ａｒａｒｅ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Ｈｅｘｉ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ｆｒｏｍ１５ｔｏ１６ｏｎ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４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ｎ
５００ｈＰａｗｅ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ｆｔｈｅ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ｗａｖｅｔｒｏｕｇｈｏｎ５００ｈＰａｍｏｖｉｎｇ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ｔｈｅ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ｊｅｔｉｎｆｒｏｎｔｏｆ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ｒｏｕｇｈ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ｉｎｃｅｓｓａｎｔａｎｄｅｎｏｕｇｈｖａｐｏｒｆｏｒｔｈｅ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ｌａｓｔｅｄｆｏｒａｌｏｎｇｅｒ
ｔｉｍ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ｉｄｇｅ．Ｔｈｅｓｔｒｏｎｇｖａｐｏｒ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ｕｐｗａｒｄｍｏｔｉｏｎ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ａｂｏｕｔ
３－４ｈｏｕｒｓｌ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ｈｉｇｈｖａｌｕｅａｒｅａｓｏｆＫ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ｎｅｒｇｙｔｏｎｇｕｅａｒｅａｓｏｆθｓｅｗｅｒｅｃｏｉｎ
ｃｉｄ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ａｒｅａ．Ｔｈｅ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ｏｆｓｔｒｏｎｇｃｏｌｄａｉｒｗａｓ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ｃａｕｓｅ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
ｔｕｒｅｔｏｓｐｒｉｎｇｓｔｒｏｎｇ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ｍｏｒ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ｔｈａｎａｉ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ｈｉｇｈ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ｉｎｅａｒｌｉｅｒｓｔａｇｅ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
ｔｉｏｎｃｏｕｌｄａｆｆｏｒｄｓｏｍ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ｏ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Ｔｈｅｓｕｐ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ｅｆｒｏｎｔａｌｍｅｓｏｓｃａｌｅ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ｃｌｏｕ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ａｎｄｆｒｏｎｔａｌｃｌｏｕｄｂａｎｄｗａｓ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ｖｙｒａｉ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ｔｒｏｎｇ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Ｇｕｌａｎｇ；ｃｏｌｄｆｒｏｎｔ；

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
ａｓｃｅｎｄｉｎｇｍｏｔｉｏｎ

（上接第６２５页）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Ｔｙｐｉｃａｌ
Ｈｅａｖｙ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ｉｎＥａｓｔｏｆ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ｌｕ１，ＬＩＺｈａｏｒｏｎｇ２，ＺＨＯＵＹｕｎｊｕｎ１，３，ＣＨＵＸｉａｏｊｕ４

（１．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ｅｎｇｄ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ｅｎｇｄｕ６１０２２５，Ｃｈｉｎａ；２．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ｅｎｔｒｅ，
Ｌａｎｚｈｏｕ７３００２０，Ｃｈｉｎａ；３．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Ｗ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４４，Ｃｈｉｎａ；

４．Ｌｏｎｇｎａｎ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Ｇａｎｓｕ，Ｗｕｄｕ７４６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ｈｏｕｒｌｙ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ｗｅａｔｈ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ＮＣＥＰＦＮＬ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ａｔａｗｉｔｈ０．１°×０．１°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
ＦＹ－２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ａｎｄｏｕｔｐｕ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Ｗｅａｔｈ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ＷＲＦ），ｔｈｅｈｅａｖｙ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ｆｒｏｍ７ｔｏ９Ｊｕｌｙ２０１３ｉｎ
ｅａｓｔｏｆ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ｗａ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ｗａｓ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ｌｙａｉｒｆｌｏｗ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ｗｈｉｃｈ
ｌｏｃａｔｅｄ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ｏｆ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ｈｉｇｈ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ｌｙｔｒｏｕｇｈａｎｄ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ｒｏｕｇｈ，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ｌｙａｉｒｆｌｏｗａｎｄｔｈｅｖｏｒｔｅｘｓｈｅａｒｌｉｎｅｉｎｌｏｗｌｅｖｅｌ，ｗｅ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ｆｈｅａｖｙ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Ｔｈ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ｏｆｕｐ
ｐｅｒ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ｊｅｔｓ，ｔｈｅａｂｕｎｄａｎｔ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ｓｔａｂｌｅ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ｄ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ｖｙ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Ｔｈｅｈｏｕｒｌｙ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ＢＢｆｒｏｍＦＹ－２Ｅｗａｓ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ｏｆ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ｗｈｅｎｔｈ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ｄｒａ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ｔ１４：００ＢＳＴｏｎ８Ｊｕｌｙ２０１３，ｔｈｅＴＢＢｒｅｄｕｃｅｄｔｏｂｅｌｏｗ－４５℃ ｉｎｅａｓｔｏｆ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ｍｏｄｅｌ
ｏｆＷＲＦｈａｄａｂｅｔｔｅｒ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ｔｏ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ｕｎｄｅｒ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ｔｅｒｒａｉｎ．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ｏｆ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ＷＲＦｆｒｏｍ０８：００ＢＳＴ８ｔｏ０８：００ＢＳＴ９Ｊｕｌｙ２０１３ｗ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ｏ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ｅ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Ｑｉｎｇｙａｎｇｏｆ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ｏｆ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ｖｏｒｔｉｃｉｔｙ，ＣＡＰＥａｎｄ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
ｔｙｃｏｕｌｄｗｅｌ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ｖｙ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ｅｖｅｎｔ．Ｔｈｅｌｏｗ－ｌｅｖｅｌａｉｒｆｌｏｗｓｗｅｒｅｌｉｆｔｅｄ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ｄｖｉａｔｈｅｔｒｕｍｐｅｔ－ｓｈａｐｅｄ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ｗｈｉｃｈｃａｕｓｅｄ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ｏｆｃｙｃｌｏｎｅａｎｄ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ｍｏｔｉｏ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ｂｕｎｄａｎｔ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ｃａｕｓｅｄｔｈ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ｈｅａｖｙ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ｙＷＲＦｍｏｄｅｌｃｏｕｌｄｂｅｕｓｅ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β
－ｓｃａｌｅ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ｓｙｓｔｅｍｕｎｄｅｒｒｏｕｇｈ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ｗｈｉｃｈｃｏｕｌｄｆｉｌｌｔｈｅｌａｃｋ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ｅａｖｙ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ｉｎｅａｓｔｏｆ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ｓｈｅａｒｌｉｎ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ｅｆｆｅｃｔ

８５６ 干　　旱　　气　　象 ３３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