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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高温多、少年平均环流及OLR场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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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NCEP／NCAR（1979~1999年）月平均再分析资料和OLR（1971~1999年）月平均资料，

结合宁夏1960~2000年各站逐日最高气温实况资料，对宁夏高温天气的主要气候特征以及7月高温

天气典型偏多年和偏少年的大气环流和OLR特征进行对比诊断分析。结果表明：宁夏高温天气偏多

和偏少年中，极涡的强度及位置、大陆高压、副热带高压的强度和位置具有明显差异；中高纬地区的温

度场在偏多和偏少年份也有相反的分布。不仅如此，高温天气的偏多和偏少还与低纬和热带地区大

气环流变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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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西北地区每年高温日数（Tmax≥36.0࠷）虽然

相对较少，但仍会对工农业生产、交通、电力、建筑等

行业及人民群众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出

现持续时间较长的高温天气时，影响极大。长期以

来，我国气象工作者十分重视对高温天气的研究，对

高温天气的特征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取得了很

多有意义的成果［1~4］。相比之下，宁夏对高温天气

出现时的大尺度环流背景以及利用卫星资料OLR
做全面 系 统 分 析 的 工 作 较 少。本 文 利 用 NCEP／

NCAR（1979~1999年）月平均再分析资料和OLR
（1971~1999年）全球月平均资料，对宁夏夏季高温

天气偏多年和偏少年的大气环流和OLR特征进行

了合成对比诊断分析，这对揭示宁夏高温天气的形

成机理及做好高温天气的预报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1 资料和方法

利用宁夏24个测站1960~2000年逐日最高气

温资料，通过统计分析得到宁夏40a年平均高温日

数为2.2d，8站次，从中挑选夏季（7月）高温天气出

现站／次数最多及未出现高温天气的3a（表1）。同

时，以NCEP／NCAR（1979~1999年）月平均全球再

分析 资 料（格 距2.5≠*2.5≠、垂 直7层）和 OLR

（1971~1999年）月平均卫星资料为基础，分别计算

并制作高温偏多年和偏少年7月大气环流和OLR
的合成平均图及距平图。用合成对比分析的方法，

分析宁夏高温天气偏多年和偏少年的环流及OLR
场特征。

表1 高温偏多年和偏少年的站、日数

Tab.1 Thenumberofstationsandoccurringdayswithmore
andlesshightemperatureweather

年份 1991年 1997年 1999年

高温偏多年 高温日数 9 8 5
高温站数 26 39 20

年份 1979年 1984年 1989年

高温偏少年 高温日数 0 0 0
高温站数 0 0 0

2 宁夏高温天气的气候特征

2.1 年际变化

1960~2000年中，宁夏共出现314站次日最高

气温≥36.0࠷的高温天气，高温日数为87d，年均出

现高温为2.17d、8站次，对40a高温天气的年变化

分析表明（图1），高温天气呈不连续分布，没有明显

的规律。其中有15a全区没有出现36.0࠷以上的

高温天气，在40a中，出现高温日数最多的年份为

1971年的14d；高温天气最早出现在1981年5月7
日，最迟为1998年9月8日；宁夏高温天气的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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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1999年7月28日大武口站为39.1࠷。

2.2 空间分布及月变化

1960~2000年中，宁夏除固原地区6站和麻黄

山站外，其它各站均出现过高温天气，其中同心站历

年出现日数最多，达到47d，其次是大武口站为41d。

从高温天气的空间分布图中可以看到（图1）。由于

宁夏的地形为南高北低分布，南部的固原地区由于

海拔较高，因此40a中未出现高温天气，而同心和大

武口站地势较低且观测站位于城市里，高温日数最

多。

图1 宁夏高温天气的年际变化及空间分布图

Fig.1 Interanualvariationandthespatialdistributionofhightemperatureweather

图2 宁夏7月高温多、少年500hPa平均位势高度距平合成图

（a）高温多年 （b）高温少年

Fig.2 Averagesyntheticgeopoentialheightanomalyat500hPaduringtheyearswithmoreandlesshightemperature
weatherinJulyinNingXia

（a.morehightempertureweather，b.lesshightemperturewe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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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可知，高温天气每年从5月上旬至9
月上旬均会出现。40a中，7月份共出现高温42d、

243站次，8月出现37d、40站次，其它各月相对较

少，高温天气主要集中出现在7月中旬到下旬，总日

数分别为25d和27d。两旬合计占40a高温总日数

的59%以上。

3 高温偏多、少年的环流特征

3.1 高温多、少年500hPa位势高度距平场分析

图2为 宁 夏 高 温 天 气 偏 多 和 偏 少 年7月 的

500hPa位势高度距平合成图。

从图中可以看到，高温偏多年中，极涡位于新地

岛附 近，欧 亚 大 陆 为 正 距 平 区，对 应 中 心 值 为

20gpm，乌拉尔山到中亚为负距平区，中心值为-
60gpm，从北美一直到贝加尔湖及中国北方均为正

距平区，宁夏就位于正距平中心区内，太平洋上也为

正距平区。在这种形势下，由于大陆高压强盛，副热

带高压偏强，乌拉尔山附近大低压槽中的冷空气在

东移过程中，主体沿强高压脊北上，穿脊扩散的冷空

气强度呈减弱趋势，对宁夏影响不大。因此，在强盛

的暖高压脊控制下，宁夏比较容易出现高温天气。

偏少年份，极涡位于北美洲附近，欧洲大陆为负

距平区，中心值为-30gpm，新地岛附近为正距平

区，中心值为50gpm，从乌拉尔山到巴湖及中亚一带

也为较强的正距平区，中心值也为50gpm，宁夏位于

贝加尔湖到中国北方大部地区的高度场均值区里，

而我国南方沿海到太平洋地区为负距平区。这种环

流形势下，由于乌拉尔山高压脊较强，副热带高压偏

弱，极地冷空气沿高压脊前西北气流不断下滑影响

宁夏，因此，高温天气不易出现。

3.2 高温多、少年温度距平剖面场分析

制作高温偏多、偏少年7月沿东经105≠~110≠E
平均的温度距平剖面场（图3），从图中可以看出：偏

多年份，从33≠~58≠N整层大气都为正距平，中心在

300hPa、55≠N附近，而从25≠~33≠N整层大气都为

负距平；偏少年份，从25≠~30≠N的整层大气和从

30≠~55≠N的500~200hPa区域为正距平控制，但

低层30≠~65≠N、1000~500hPa均为负距平区，负中

心位于40≠N、1000~850hPa。结果表明，高温偏多

年中，中高纬度从低层到高层基本为暖气团所控制，

而低纬度大气则为冷气团控制。由于上游暖空气不

断东移，宁夏多处于大陆暖高压脊控制下，因此，多

高温天 气；而 偏 少 年 中，虽 然 低 纬 度 及 中 高 纬 度

500hPa以上有暖空气，但中高纬度低层处在冷空气

里，宁夏受上游低层冷空气影响，不易出现高温天

气。

图3 沿105≠~110≠E平均的高温多、少年7月合成的温度距平剖面图

（a）高温多年，（b）高温少年

Fig.3 VerticaltemperatureanomalychangeinJulyaveragedalong105≠E~110≠E
duringtheyearswithmoreandlesshightemperatureweatherinNingxia

（a.morehightempertureweather，b.lesshightempertureweather）

4 高温偏多、少年的OLR场特征

宁夏夏季高温天气的出现不仅是中高纬度大气

作用的结果，同时还与热带和副热带系统有着密切

的联系。青藏高压冷热源的变化是引起东亚大气环

流变化的重要因素，青藏高原的OLR在夏季能很好

地反映潜热加热情况［5］。因此，可以利用OLR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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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进一步探讨热带、副热带系统与宁夏夏季高

温的关系。

图4为宁夏7月高温偏多、少年OLR距平场。

从图中可以看到：偏多年份，巴湖到青藏高原附近为

较强的负OLR距平区，-10的中心在青藏高原南

部地区；从贝加尔湖到我国内陆及东部沿海地区以

及太平洋地区为大范围的正距平区控制，最大正距

平中心位于我国东部沿海一带，达15，孟加拉湾及

印度半岛也有较强的正距平区，中心达20。

偏少年份的OLR分布与偏多年份具有明显差

别。其中从巴湖到青藏高原地区为正距平区，最大

正距平中心在高原上，我国内陆大部地区到东部沿

海以及太平洋地区为大范围的负距平控制。负中心

位于太平洋上。孟加拉湾及印度半岛附近为弱的负

距平区。

从高温多、少年OLR场的分布可以得出：由于

高温偏多年份，高原大部地区为负距平，潜热加热面

积较大，潜热加热强，因此，有利于宁夏高温天气的

出现；而偏少年份，高原主要以正距平为主，潜热加

热面积小，潜热加热弱，从而不易形成高温。

图4 宁夏高温偏多、偏少年7月OLR距平合成图

（a）高温多年，（b）高温少年

Fig.4 ThesyntheticOLRanomalyinJulyduringtheyearswithmoreandlesshightemperatureweatherinNingXia
（a.morehightempertureweather，b.lesshightempertureweather）

5 宁夏高温天气预报着眼点

通过上述对宁夏高温多、少年500hPa大尺度

环流背景、850hPa温度场及中低纬度OLR场特征

的综合分析结果，并结合实际预报经验，在宁夏的高

温天气预报中应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1）宁夏的高温天气均是在有利的大尺度环流

背景条件下出现的，其主要环流特征为：500hPa上，

乌拉尔山附近维持一低压槽区，中亚到青藏高原附

近的大陆高压发展强盛，副热带高压强度偏强、脊线

位置 偏 北，宁 夏 受 大 陆 高 压 或 副 热 带 高 压 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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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hPa高度一般维持在588gpdm左右。这种形势

下，由于中亚到我国东部地区的高压脊强度较强，乌

拉尔山低槽中的冷空气在东移过程中，主体沿强高

压脊东北移动，对我区的影响很小。因此，当高空

500hPa出现这种环流形势时，表明宁夏高温天气的

环流条件已经具备。

（2）低层850hPa的温度场分布与宁夏高温天

气的出现有较好的对应关系。出现高温时，对应

850hPa上，中高纬度从低层到高层基本为暖气团所

控制，而低纬度大气则为冷气团控制。我区一般以

850hPa上 的30࠷作 为 高 温 天 气 的 预 报 指 标，当

850hPa全区均处于30࠷以上控制时，高温天气的

温度场条件具备，出现区域性高温天气的可能性较

大，而部分地区受此线控制时，全区温度较高，局地

性高温天气的可能较大。

（3）宁夏出现高温天气时，地面为热低压控制。

对应地面场上，从内蒙到河套地区为强烈发展的低

压系统，并配合有较强的地面负变压。

（4）高温天气的持续时间与高低层各场的稳定

维持有密切关系。

（5）高低层环流场、温度场和气压场的有利配置

是造成宁夏高温天气的主要因素。如仅具备其中的

一个条件时，宁夏出现区域性高温天气的可能性较

小。2003年7~8月，由于冷空气势力较弱，副热带

高压异常偏强，我国南方大部地区出现了持续性的

高温天气。宁夏在7~8月中也较长时间处于副热

带高压588线控制下，但低层850hPa温度场一直在

࠷左右，因此，仅7月28日中宁站出现了36.2࠷28
的高温，其它时段虽温度较高，但未出现≥36࠷的高

温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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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FeaturesofAverageCirculationandOLRFieldDuringtheYearswithMoreand
LessHighTeLperatureWeatherinNing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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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CEP／NCARreanalyzedmonthlyaveragedataof1979~1999，monthlyaverageOLRfieldsof1971~1999anddailymaxi-
mumtemperaturesof1960~2000obtainedfromeverymeteorologicalstationinNingxiawereappliedtoconductacomparativediag-
nosisonmajorclimatefeaturesofatmospherecirculationandOLRfieldsintypicalyearswithmoreandlesshightemperatureweather
inJuly.Resultsshowthattheintensityandlocationofpolarvortex，continenthighpressureandsubtropicalhighpressurearedistinc-
tivelydifferentinJulywithmoreandlesshightemperatureweather，andthetemperaturefielddistributionsareoncontraryatmiddle
andhighlatitude.Andthehightemperatureweatherisalsorelatedtovariationofatmosphereatlowlatitudeandtropicalzone.
Keywords：hot；atmospherecirculation；OLR；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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