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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高压季节性变化与甘肃省春季和

初夏降水关系初探

张新荣，张铁军，刘治国

（兰州中心气象台，甘肃 兰州 730020）

摘 要：通过对南亚高压的季节性变化与甘肃省春季第一场≥10mm的区域性降水即第一场透雨出

现时间和初夏转入多雨期的统计分析，初步揭示了南亚高压在季节性变化过程中及最终在青藏高原

上空建立与甘肃省特别是甘肃河东地区春季第一场透雨及转入多雨期的相关关系。分析结果表明，

南亚高压在季节性变化过程中登上中南半岛与甘肃省河东地区春季第一场透雨的出现具有显著关

系，南亚高压在青藏高原上空建立与甘肃省初夏转入多雨期同样具有显著关系。因此，准确掌握南亚

高压的季节性变化及登上高原的日期，不论对于准确预报出春季第一场透雨，还是转入多雨期，都有

着重要的参考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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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众所周知，南亚高压是夏半年北半球对流层上

部和平流层下部的超长波系统，它的季节性变化与

东西振荡对北半球大气环流演变有着重要的影响。

它在青藏高原上空的建立，是东亚地区入夏的重要

标志之一，是我国大范围旱涝天气出现的环流背景

条件。甘肃省地处我国内陆的西北地区东部，是一

个农业省，全省大部分地方是雨养农业区，春季是越

冬作物返青生长和夏季作物播种的时期，因而春季

的第一场透雨，对于我省农业生产至关重要。初夏

是夏季作物生长和拔节的时期，对水分的需求量增

大。因此，准确预报出春季第一场透雨和初夏降水

趋势，是春季预报服务工作的重点之一，而关注南压

高压季节性变化，则是我们重要的预报工具之一。

根据1965~2000年36a的4~7月4个月内甘

肃省河东地区第1场≥10mm降水的出现日期和转

入多雨期日期的统计分析，表明南压高压登上中南

半岛与春季第1场≥10mm降水的出现时段具有相

关关系，南亚高压登上青藏高原与甘肃省转入多雨

期具有相互关系，它对中期时段内预报出春季第一

场透雨和转入多雨期具有一定的指示意义。

1 南亚高压的季节性变化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朱福康［1］等人对南亚高

压的季节性天气变化及上高原的路径进行了统计分

析研究，指出：南亚高压4月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

空，5月西移到中南半岛，6月上高原，7月在伊朗高

原，8月在高原西端；并指出南亚高压初上高原有3
条路径，东南路径是从中南半岛向北，然后向西北到

高原，南方路径是从中南半岛向西然后从印度北部

图1 南亚高压上高原路径图

Fig.1 TheroutepictureoftheSouthAsiaHightothe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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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北移到高原，西方路径是从中南半岛向西到印度，

再向西北到伊朗高原，再向东移到高原（图1）。

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对1965~2000年

36a100hPa南亚高压的季节性变化及上高原的路

径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其结论基本与朱先生等人

的工作相一致。

2 南亚高压登上中南半岛与甘肃第1
场透雨的统计关系

通常以黄河为界，习惯上将甘肃省黄河以西的

地区称为河西地区，黄河以东的地区称为河东地区。

河西地区的农业主要以灌溉为主，春季第一场透雨

不象河东地区（主要为雨养农业区）那样极其关键。

所以，我们通常所称的春季第1场≥10mm的降水，

主要是指包括中部地区在内的河东地区的春季第1
场透雨。甘肃省地域南北跨度大，即便是河东地区，

南北跨度仍然较大，春季第一场透雨的出现日期差

异也较大。因此我们选取兰州、临夏、靖远3站代表

中部片，平凉、天水、西峰3站代表陇东、南片，其标

准为：两个片内都必须有2／3以上站24h降水量≥
10mm，用1980~2000年21a的资料作统计（表1）。

其结果为：春季第1场透雨中部地区大多出现在5
月上旬，平均日期为5月10日；陇东、南地区大多出

现在4月下旬，平均日期为4月30日。陇东、南地

区要比中部地区早10d左右。在实际业务工作中，

只有当两个片内都达到标准时，才算作第1场透雨。

所以概括地说，我省春季第1场透雨一般出现在4
月下旬~5月上旬。

表1 南亚高压、春季第1场≥10mm降水、转多雨日期

Tab.1 TheSouthAsiaHigh，thefirstrainfallmorethan10mminspringandthedateofchangeintomorerainperiod

年份 初上高原 稳定上高原 中心 路径 分型
甘肃省河东地区春季第一场≥10mm降水日期

兰州 临夏 靖远 平凉 西峰 天水 转入多雨期日期

1980 6.23 6.23 85≠E、35≠N W W 4.12 4.12 7.12 5.6 5.1 5.6 6.15
1981 6.9 6.10 100≠E、30≠N SE W 4.17 4.17 4.17 4.17 4.17 5.9 6.18
1982 5.31 6.1 100≠E、30≠N W 中 5.12 4.1 5.12 5.11 4.27 4.27 7.8
1983 6.24 6.28 90≠E、30≠N SE W 4.10 4.10 4.20 4.10 4.10 4.10 6.18
1984 6.7 6.7 100≠E、30≠N W W 4.16 4.17 5.1 4.4 4.4 4.4 5.10
1985 6.10 6.15 90≠E、30≠N SE W 4.13 4.12 5.4 5.13 4.9 4.24 5.13
1986 6.5 6.15 105≠E、30≠N S 中 5.19 5.19 5.30 4.20 4.20 5.19 6.8
1987 6.11 6.19 105≠E、30≠N S 中 4.24 4.11 5.11 4.11 4.20 4.19 5.11
1988 6.7 6.7 105≠E、30≠N S 中 5.5 4.25 5.5 4.26 5.5 5.5 5.5
1989 5.28 5.28 95≠E、30≠N S W 4.20 4.12 4.12 4.12 4.27 4.12 7.10
1990 6.15 6.15 90≠E、30≠N S W 5.15 4.3 5.15 4.20 4.20 4.20 6.30
1991 6.11 6.11 90≠E、30≠N S 中 5.24 4.16 4.11 5.23 4.11 5.6 5.23
1992 6.14 6.14 96≠E、30≠N S 中 5.4 4.8 6.25 6.1 5.30 5.20 6.19
1993 5.25 6.19 100≠E、30≠N S 中 5.26 5.1 5.31 7.13 5.12 5.11 6.10
1994 6.15 6.15 90≠E、30≠N S W 6.7 5.12 5.2 4.18 4.9 4.19 6.6
1995 6.21 6.25 95≠E、30≠N SE W 7.12 7.12 6.15 6.5 7.10 4.22 7.13
1996 5.31 6.15 85≠E、30≠N W W 6.3 4.26 6.3 4.26 5.30 5.13 7.7
1997 6.25 6.27 90≠E、30≠N S W 7.1 4.20 7.1 7.1 4.7 4.22 7.1
1998 6.6 6.11 95≠E、30≠N S W 5.9 4.11 4.29 4.11 4.29 4.29 5.8
1999 5.25 5.25 87≠E、31≠N SE W 5.6 4.24 5.16 4.20 4.8 5.2 5.15
2000 6.6 6.13 75≠E、30≠N S W 6.24 6.23 6.25 6.2 4.1 4.1 8.5
平均 6.14 5.14 4.27 5.19 5.6 4.26 4.27 6.12

在有了统计结果后，又从南亚高压的季节性变

化上作进一步分析，其结果是因为5月份正是南亚

高压由海上登上中南半岛并向北发展的时段，这样

青藏高原东部地区正好处于南亚高压西北侧的西南

气流中，给西北地区的降水提供了高层环流背景。

从表1中看出，在南压高压上高原的3条路径

中，南方路径最多，占57%（12／21），其次是东南路

径和西方路径，分别占24%（5／21）和19%（4／21）。

从图1中也可以看出，当南压高压登上中南半岛时，

南方路径和东南路径最有利于形成西低东高的高层

环流形势。同时，我们普查了南亚高压由海上登上

中南半岛并向北发展过程的环流形势场，归纳出2
种最典型的形势场（图2），在35~40≠N，95~105≠E
区域内，分别称为西北气流型（图2a）和西南气流型

（图2b），同时又根据降水形式特点及降水趋势，分

别称为阵性（少雨型）和稳定性（多雨型）。

统计结果也表明，南亚高压上高原较早（晚）的

年份，我省第1场透雨的出现日期也较早（晚），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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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 南压高压登上中南半岛100hPa高空场

（西北气流型）

Fig.2a TheSouthAsiaHighmountingtheMiddle-Southern
Peninsulaat100hPa

（northwestaircurrenttype）

图2.b 南压高压登上中南半岛100hPa高空场

（西南气流型）

Fig.2b TheSouthAsiaHighmountingtheMiddle-Southern
Peninsulaat100hPa

（southwestaircurrenttype）

图3 上高原日期与第1场透雨日期

Fig.3 ThedateoftheSouthAsiaHighvisitingtheplateauandthefirstsoakingraindate

是20世纪90年代更明显（见图3），如出现历史上

大旱年的1995年和1997年，南亚高压登上高原的

日期分别为6月25日和6月27日，分别比平均日

期6月14日晚11d和13d。出现第1场透雨的日期

分别为7月16日和7月1日，分别比平均日期5月

5日晚72d和57d。第1场透雨较早的1989年和

1999年，分别为4月12日和4月28日，南压高压

上高原的日期分别是5月28日和5月25日，均比

其平均日期早17d和20d。

3 南亚高压在高原上空的建立与甘肃

省初夏转入多雨期的关系

南亚高压在高原上空的建立，在时间和方式上

有着明显的年际变化，同时不同的划分标准得出的

日期和方式也有所不同。徐国昌等人［2］的标准是

南亚高压脊线在90≠E越过27≠N为标准，平均日期

为6月1日，孙国武等人［3］的标准为：南亚高压东西

向脊线在80~90≠E，≥30≠N且稳定3d，如资料不足

则以100hPa等压面的高空风作标准：拉萨站风向

为10≠~90≠（高压前部）和90≠~170≠（高压后部），两

者所定日期基本一致，根据此规定，孙国武等人对

1965~1979年资料统计，南亚高压上高原的平均日

期为6月7日，最早日期为5月25日（1969年和

1976年），最迟日期为6月21日（1977年）。

在孙国武等人工作的基础上，对1980~2000年

21a的资料作了同样的统计分析（见表1），得出：南

亚高压最早上高原日期为5月25日（1993年），最

迟上高原日期为6月28日（1983年），平均日期为6
月14日，与孙国武等人的南压高压上高原日期相差

7d。这是由于不同的划分标准、资料年代，徐国昌等

人用的是1960~1980年资料，孙国武先生用的是

1965~1979年的资料，表1中用的是1980~2000
年的资料。不同标准是无法做比较的，但相同标准

是可以做比较的，1980~2000年的平均日期比1965
~1979的平均日期晚7d，再用1965~2000年的资

料统计，则为6月12日。这说明南压高压上高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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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迟的现象，主要是在20世纪90年代。

从表1看到：甘肃省转入多雨时段的日期为6
月中旬到7月上旬，平均日期是6月12日。这比西

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第1次跃过20≠N的平均日期早

5d，比南亚高压登上高原的平均日期早2d，三者日

期相近。证明，当南亚高压登上高原的时候，西太平

洋副热带高压脊线北跃过20≠N，这时期我国雨带将

北移，西北地区将转入多雨期，说明南亚高压登上高

原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第1次北跃是密切相联

的。因此可以说，准确掌握南亚高压登上高原的日

期，对于甘肃省转入多雨期，有着重要的参考和指导

意义。

在统 计 分 析 中，我 们 也 发 现 有 反 例 存 在，如

1968年和1976年南亚高压登上高原的日期较早，

分别为6月2日和5月25日，但第1场透雨却较

晚，分别出现在7月1日和7月25日，但1968年转

入多雨期的日期却接近常年。2000年6月23日入

夏第1场透雨，对应2000年南亚高压上高原的日期

为6月13日，2000年转入多雨期的日期是8月5
日，属于偏迟年份。因此，在实际预报工作中，必须

灵活分析南亚高压的持续与演变，才能对准确预报

春季第1场透雨或转入多雨期起到参考和指导意

义。

4 小 结

4.1 我省春季第1场透雨一般出现在4月下旬到

5月上旬。其原因是5月份南亚高压由海上登上中

南半岛并向北发展，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将处于南亚

高压西北侧的西南气流中，给西北地区的降水提供

了高层环流背景。

4.2 南亚高压登上青藏高原的平均日期为6月14
日，甘肃省转入多雨时段的日期为6月中旬到7月

上旬，平均日期是6月12日。表明南亚高压登上青

藏高原与甘肃省转入多雨期具有相关关系。

4.3 南亚高压登上青藏高原与甘肃省转入多雨期

及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脊线北跃过20≠N的日期相

近，说明南亚高压登上高原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第1次北跃及我国雨带北移，西北地区转入多雨期

是密切相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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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reliLinaryStudyofRelationbetweentheSeasonalChangeoftheSouthAsian
HighandthePrecipitationinSpring，EarlySuLLerinGansu

ZHANGXin-rong，ZHANGTie-jun，LIUZhi-guo

（LanzhouCentralMeteorologicalObservatory，Gansu，Lanzhou 730020，China）

Abstract：AccordingtostatisticalanalysisoftheseasonalchangeoftheSouthAsiahigh，thedateofthefirstregionalprecipitationover
10mm（thefirstsoakingrain）inspringandthedateofchangingtomorerainperiodinearlysummerinGansuprovince，thepaperre-
vealsthecorrelativityprimarilyamongtheSouthAsiahighduringitsseasonalchangeandsettingupaboveQinghai-TibetPlateau，

thefirstsoakingraininspringandchangingtomorerainperiodinearlysummerinGansuespeciallyintheeastregionoftheRiver.
AnalyseresultsindicatethatthereisremarkablerelationbetweentheSouthAsiaHighvisitingtheMiddle-SouthernPeninsulasdur-
ingitsseasonalchangeandthefirstsoakingraininspringinGansu，andbetweentheSouthAsiahighsettingupaboveQinghai-Ti-
betplateauandchangingtomorerainperiodinearlysummerinGansuaswell.Soit’simportanttoknowtheseasonalchangeofthe
SouthAsiahighandthedateofitsvisitingthePlateauforustopredicttheappearanceofthefirstsoakingrainandthedateofchang-
ingtomorerainperiodaccurately.
Keyword：SouthAsianHigh；Gansu；theprecipitationinspring，early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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