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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１９６７—２００９年的逐月海表温度（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ＳＴ）资料和降水资料，以

及经验正交函数（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ＯＦ）和相关分析方法，探讨了亚印太交汇区

（ＪｏｉｎｉｎｇＡｒｅａｏｆＡｓｉａａｎｄＩｎｄｉａ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ＡＩＰＯ）ＳＳＴ的时空分布及其对中国降水的影响。

结果表明：海表温度ＥＯＦ分析第１主分量（即ＥＯＦ１）的空间分布在整个ＡＩＰＯ区为均一分布，时

间系数呈现出明显的年代际变化特征。在年代际尺度上，当ＡＩＰＯ区的ＳＳＴ升高后，北太平洋地

区ＳＳＴ开始降低，在１１个月后达到最低。另外，ＡＩＰＯ区的ＳＳＴ升高会使南海季风区和东亚季风

区的降水增加，使青藏高原西部降水减少。第２主分量（即ＥＯＦ２）的空间分布在西太平洋基本与

东印度洋（包括南海地区）为反相变化，时间系数呈现出明显的２ａ和４～５ａ为主的年际振荡周期。

当Ｎｉｏ３．４区ＳＳＴ出现正异常后４个月左右，东印度洋地区有ＳＳＴ正异常，而西太平洋地区有

ＳＳＴ负异常。西太平洋地区的ＳＳＴ升高及东印度洋地区的ＳＳＴ降低将导致西北太平洋地区降水

增加，东北和华北地区降水减少。而且，ＡＩＰＯ区ＳＳＴ第二模态影响华北和东北的降水要比西北

太平洋地区至少超前３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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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亚印太交汇区（ＪｏｉｎｉｎｇＡｒｅａｏｆＡｓｉａａｎｄＩｎｄｉａ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ＡＩＰＯ）泛指亚洲大陆－太平洋－印度

洋的交汇地区，主要包括东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北连

亚洲大陆，南接澳洲大陆。这里有世界上范围最大、

海表温度最高的大“暖池”，是全球热带对流最强、水

汽含量最多的区域，海气相互作用极为强烈［１］。在

ＡＩＰＯ区，印度洋洋流和太平洋流系在此贯通融汇；它

也是南亚季风、澳洲季风和东亚季风三大季风系统的

连接区，夏季来自太平洋的水汽输送带和源于索马

里、流经北印度洋的水汽输送带经此交汇区辐合调配

后流向亚洲大陆［２－４］。

ＡＩＰＯ区包括“亚洲－太平洋”、“亚洲－印度

洋”和“印度洋－太平洋”３个子交汇区。在“亚洲－

太平洋”交汇区，上层海洋北太平洋热带和副热带流

涡、黑潮等西边界流的巨大经向热量输运可影响着

东亚气温和降水；其上空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

常与发生在我国的大范围持续性旱涝息息相关［５］，

而且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东撤对南海夏季风爆发

是十分关键的［６］。海气相互作用更是直接影响着台

风活动的变异，暖池处于热状态时，台风偏少，台风



的活动路径偏西，因此对我国的可能影响较大。而

暖池处于冷状态时，生成于西北太平洋东南侧的台

风较为频繁，台风的活动路径多偏东，对东亚沿岸的

影响小［１］。交汇区的南海则是连接西太平洋和东印

度洋的纽带，南海地区海温异常的年际变化主要受

厄尔尼诺的影响。在厄尔尼诺成熟相位期间和之

后，大气环流的变化改变了局地南海近表层空气的

温度，湿度，云量和季风，这些因素影响了南海地区

的表面热通量和海洋洋流，加热还是冷却南海取决

于海温异常演变的阶段［７］。

在“亚洲－印度洋”交汇区，与季风环流密切相

关的印度洋海气耦合模态的生命周期较短，具有显

著的季节变化特征 ，云辐射和海气相互作用过程激

烈，影响海温变化的动力过程复杂［８－９］。与海面热

状况变化直接关联的海面水分蒸发，可影响季风环

流所输送的水汽多少，从而调控东亚旱涝的发生［３］。

另外，处于青藏高原和印度洋强烈的海陆热力对比

差异背景下的海气相互作用过程更是直接影响着亚

洲季风的爆发与异常变化［１０－１２］。在印度，经向海陆

热力差异和青藏高原热源抬升的影响加强了来源于

太阳辐射的热力差异，导致了非常强的西南季风的

产生。东亚夏季风区以东西、海陆热力差异为主导，

这导致一个亚洲大陆低气压和西太平洋副高之间的

纬向气压梯度。南北太阳辐射差异和东西、海陆热

力差异对比的共同影响，西北太平洋夏季季风槽直

接控制西北太平洋广大海洋地区的降水。虽然被云

贵高原分离，但印度季风降雨通过加强地形水汽的

东北输送加强东亚季风降雨［１３］。

在“印度洋—太平洋”交汇区 ，以“西太平洋—

东印度洋大暖池区”、赤道海洋斜温层、沃克（Ｗａｌｋ

ｅｒ）环流和季风环流等为背景，海气相互作用把厄尔

尼诺－南方涛动（ＴｈｅＥｌＮｉｏ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Ｏｓｃｉｌｌａ

ｔｉｏｎ，ＥＮＳＯ）和亚澳季风系统
［１４］及“对流层准两年

振荡”（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Ｂｉｅｎｎｉａｌ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ＴＢＯ）活

动中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１５］，调节着亚洲季风区的

水汽和各种能量的输送［２］；印太区域海气耦合系统

的季节内振荡和年际振荡直接影响着季风的爆发、

发展和我国的旱涝异常［１６］。有研究表明，若前一年

秋冬季节赤道东印度洋、赤道西太平洋出现正的海

温和温跃层深度异常，而赤道西印度洋、赤道中东太

平洋出现负的海温和温跃层深度异常时，年际尺度

上的南海夏季风加强；反之则减弱［１７］。在厄尔尼诺

发展年的北半球夏季和秋季，印度洋海温异常对西

北太平洋风场有重大影响；在厄尔尼诺成熟位相期

间，东太平洋海温异常对印度洋风场有重大影响（北

半球冬季）［１８］。印度洋异常纬向海温梯度的发展和

衰减是由东印度洋海气相互作用的季节性变化响应

太平洋的ＥＮＳＯ条件促进的，印尼地区降雨的准两

年变化也可能由与ＥＮＳＯ有关的海气相互作用的

季节性变化引起［１９］。除了暖池地区外，热带太平洋

和东印度洋之间有准两年变化的相关，从海温和海

气热通量的相位差推断，东印度洋海温的准两年变

化应该由海洋中的热量传输造成的；热带西太平洋

和东印度洋之间的海洋海洋相互作用通过印度尼

西亚贯穿流传输热量［２０］。

东亚季风区的水分循环是联结上述３个交汇区

海气相互作用过程的纽带，亚洲夏季风的爆发实际

上开启了从印度洋经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南海到我

国大陆的水汽通道［３－４］；随着西太副高和北太平洋

流涡的北移，频繁西移的热带气旋也为我国带来充

沛降水，这些过程的变化均直接受“ＡＩＰＯ区”海气

相互作用过程的影响，与我国的旱涝变化密切关

联［１］。

综上所述 ，发生在“ＡＩＰＯ区”的海气相互作用

影响着ＥＮＳＯ的生消循环，制约着西太副高和台风

的活动，调制着亚洲夏季风的爆发、推进、中断和终

结，该区域是影响我国短期气候变异的关键海气相

互作用区，因此研究该地区的海温和降水规律具有

重要的意义。但是以往的研究侧重于现象的揭示，

对ＡＩＰＯ区海气相互作用如何影响中国降水研究

的较少。本文利用１９６７—２００９年的逐月扩展重建

的海表温度（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ＥＲＳＳＴ＿ｖ３）资料
［２１］，２°×２°格点和美

国气候预测中心（Ｃｌｉｍａｔ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的降水

重建资料（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ｄａｔａ

ｓｅｔ，ＰＲＥＣ）
［２２］，２．５°×２．５°格点，应用经验正交函数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ＯＦ）和相关分析

方法，研究了ＡＩＰＯ区海表温度的时空分布及其对

中国降水的影响，并探讨了相关的海气相互作用

过程。

２　资料分析结果

２１　第一模态的特征及影响

为了研究ＡＩＰＯ区海表温度的时空分布，本研

究应用了 ＥＯＦ分析方法来分析 ＡＩＰＯ 区１９６７—

２００９年海温和降水的年际变化规律。分析结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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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前两个模态解释了总方差的７３．３２％，是 ＡＩＰＯ

区ＳＳＴ 的主要模态。图１ａ，ｂ分别是 ＡＩＰＯ 区

１９６７—２００９年海表温度ＥＯＦ分析第１主分量（即

ＥＯＦ１）的空间分布和时间系数（第１主分量的解释

方差为５９．３６％）。正如图１ａ所示，海温ＥＯＦ１的

空间分布在整个ＡＩＰＯ区为均一分布，这表明整个

区域的海温同时升高或者同时降低的特征是最显著

的。并且，从图１ｂ所示的海表温度ＥＯＦ分析第１

主分量时间系数的变化可以看到海温的上升趋势非

常明显。这表明 ＡＩＰＯ区海温有整体上升的趋势，

这是全球变暖的一个反映。如果单从ＡＩＰＯ区海温

考虑，那么其上升必然引起海陆热力差异的减小，从

而减弱南海夏季风。另外，应用功率谱分析方法对

海表温度ＥＯＦ１的时间系数进行分析，如图１ｃ所

示，它呈现出显著的年代际变化周期。

图１　１９６７—２００９年ＡＩＰＯ区海表温度ＥＯＦ分析第１

主分量（ＥＯＦ１）的空间分布（ａ）和时间系数（ｂ）以及时

间系数的功率谱分析（ｃ）

ＥＯＦ１的解释方差为５９．３６％，图ｃ中实线为功率谱值，带点

线为０．０５信度的红噪声谱

从图２的ＡＩＰＯ区海表温度ＥＯＦ分析第１主

分量（ＥＯＦ１）的时间系数与太平洋年代际振荡（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Ｄｅｃａｄａｌ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ＰＤＯ）指数
［２３－２４］的滞后

和超前相关关系可以看出，在ＰＤＯ超前０～１２时，

两者的相关系数比较小，相关性不是很明显；在

ＰＤＯ滞后０～１２个月时，两者的相关性比较大，而

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系数逐渐增大，说明了在年

代际尺度上ＡＩＰＯ区的ＳＳＴ对北太平洋ＳＳＴ的变

化有重大影响。负相关意味着当 ＡＩＰＯ区的ＳＳＴ

升高后，北太平洋地区ＳＳＴ也开始升高（ＰＤＯ暖位

相时，北太平洋为ＳＳＴ负异常），在１１个月后达到

最高。通过分析表明（图略），ＡＩＰＯ区ＳＳＴ正异常

加强了 Ｗａｌｋｅｒ环流，使赤道中东太平洋出现海温

负异常，而海气正反馈机制（包括赤道中东太平洋

的异常辐散与海温负异常；北美沿岸到东太平洋的

南风异常与海温负异常等）使其维持并继续增强，热

带中东太平洋的ＳＳＴ负异常在北太平洋形成一个

反气旋异常，通过Ｅｋｍａｎ效应和减弱的对流增加进

入海洋辐射等作用使北太平洋海温升高。

图２　１９６７—２００９年ＡＩＰＯ区海温ＥＯＦ分析第１主分

量（ＥＯＦ１）的时间系数与ＰＤＯ滞后和超前的相关关系

总样本数５１６，－０．１４为０．０５的信度；０～－１２代表ＰＤＯ超前

０～１２个月，０～１２代表ＰＤＯ滞后０～１２个月

图３是ＡＩＰＯ区海表温度ＥＯＦ分析第１主分

量（ＥＯＦ１）的时间系数与东亚和南亚地区降水的超

前滞后相关分布图，从图中可以看出，ＥＯＦ１主要影

响南海夏季风和东亚季风降水，以及青藏高原西部

地区降水。在南海季风区和东亚季风区是正相关，

这意味着ＡＩＰＯ区的ＳＳＴ升高将使南海季风区和

东亚季风区的降水增加；在青藏高原西部为负相关，

表明ＡＩＰＯ区的ＳＳＴ升高将使青藏高原西部降水

减少。

ＥＯＦ１的时间系数１２个月的滞后自相关可达

到０．４５５，这表明ＡＩＰＯ区ＳＳＴＡ有很好的持续性，

即正的ＳＳＴＡ可以持续至少１２个月。图４ａ和ｂ分

别是ＥＯＦ１时间系数与低层（８５０ｈＰａ）风场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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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ＡＩＰＯ区海表温度ＥＯＦ分析第１主分量

（ＥＯＦ１）的时间系数超前降水１２个月（ａ）和６个月

（ｂ）的相关分布，及同期相关（ｃ）

阴影区为超过０．０５信度的相关

场超前１２个月和同时的相关分布。从图中可以看

到，无论是超前１２个月还是当前，南海季风区都是

低压中心控制，这显然与该海域的ＳＳＴ正异常有

关。南海季风区的正ＳＳＴＡ加热其上空大气，出现

低压异常，进而产生低层大气风场的气旋性异常，因

此对降水有正贡献。前面提到ＡＩＰＯ区正ＳＳＴＡ会

促使北太平洋上空低层大气形成反气旋异常环流，

这在图４中也有体现：在图４ａ中，反气旋异常环流

比较偏西，其南部东风气流将大洋上的暖湿空气源

源不断地向东亚季风区输送，从而有利于东亚季风

区降水的偏多；图４ｂ中，北太平洋的反气旋异常环

流比较偏东，其异常水汽输送仅可以影响到日本，朝

鲜半岛、华东甚至青藏高原的异常水汽主要来源于

西北太平洋的反气旋异常环流的输送。青藏高原西

部的低压导致的适应气流主要是异常的偏北风，干

冷空气的补充不利于该区域的降水；此外，由于东亚

和南海季风区的降水增多，异常局地垂直环流也将

抑制青藏高原西部地区降水。

图４　ＡＩＰＯ区海表温度ＥＯＦ分析第１主分量

（ＥＯＦ１）的时间系数超前８５０ｈＰａ风场和高度场１２

个月（ａ）和同期（ｂ）的相关分布

矢量为时间系数与经向风和纬向风相关系数组成的相关矢

量，阴影区为超过０．０５信度的相关，高压区与低压区以粗实

线分开

２２　第二模态的特征及影响

同样地，从图５ａ的 ＡＩＰＯ区１９６７—２００９年海

表温度ＥＯＦ分析第２主分量（即ＥＯＦ２）的空间分

布（第２主分量的解释方差为１３．９６％）可以看出，

西太平洋基本与东印度洋（包括南海地区）为反相变

化，这说明：若西太平洋地区ＳＳＴ正异常时，则东印

度洋有ＳＳＴ负异常；反之亦然。并且，从图５ｂ可以

看到，海温ＥＯＦ分析第２主分量的时间系数呈现出

明显的年际振荡。经功率谱分析，ＥＯＦ２时间系数

存在２ａ和４～５ａ为主的年际振荡周期（见图５ｃ）。

从上可以看出，海表温度ＥＯＦ２时间系数的周

期与ＥＮＳＯ的周期相似，它们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

系。图６显示，Ｎｉｏ３．４区指数超前ＥＯＦ２时间系

数４个月时，两者的相关系数最大（超过０．７），说明

Ｎｉｏ３．４区ＳＳＴ对 ＡＩＰＯ区的ＳＳＴ变化有显著影

响。当Ｎｉｏ３．４区ＳＳＴ出现正异常后４个月左右，

东印度洋地区有ＳＳＴ正异常，而西太平洋地区有

ＳＳＴ负异常。下面来分析 Ｎｉｏ３．４区ＳＳＴ如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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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１９６７—２００９年ＡＩＰＯ区海表温度ＥＯＦ分析第

２主分量（ＥＯＦ２）的空间分布（ａ）和时间系数（ｂ）以及

时间系数的功率谱分析（ｃ）

ＥＯＦ２的解释方差为１３．９６％，图ｃ中实

线为功率谱值，带点线为０．０５信度的红噪声谱

响ＡＩＰＯ区的ＳＳＴ变化。当Ｎｉｏ３．４区正ＳＳＴＡ，

形成反 Ｗａｌｋｅｒ环流异常，即在西太平洋地区形成

西风异常，因此在赤道西太平洋南北两侧形成气旋

性切变异常，由于Ｅｋｍａｎ效应，该降低气旋性切变

异常将降低西太平洋的海温（从图５ａ也可以看到，

西太平洋最大的异常区确实在赤道外地区，而不是

在赤道上）。而降低的海温进一步加强了反 Ｗａｌｋｅｒ

环流异常，即加强了气旋性切变异常，从而进一步降

低西太平洋海温，形成一个正反馈。另一方面，西太

平洋的负海温异常将使其上空的大气趋于相对稳定

的状态，而其上空反 Ｗａｌｋｅｒ环流异常的下沉支也

将削弱该地区的对流。抑制的对流有利于更多的太

阳辐射到达西太平洋，从而加热ＳＳＴ，这是一个负

反馈过程。同时的正负反馈过程在一定时间后达到

平衡（该时间尺度大约为几个月）。西太平洋的负海

温异常在东印度洋（包括南海）激发出赤道对称的两

个反气旋性异常环流，通过Ｅｋｍａｎ效应使该地区的

ＳＳＴ变暖；同时，东印度洋的海温升高有利于对流

发展，加深的对流减少了进入东印度洋的太阳辐射，

从而降低该地区的ＳＳＴ。因此，在东印度洋同样也

有正负反馈平衡的过程。

图６　１９６７—２００９年ＡＩＰＯ区海温ＥＯＦ分析第２主分

量（ＥＯＦ２）的时间系数与Ｎｉｏ３．４区指数的滞后和超

前的相关

总样本数５１６，０．２为０．０１的信度；０～－１２代表Ｎｉｏ３．４区

指数超前０～１２个月，０～１２代表Ｎｉｏ３．４区指数滞后１～１２

个月

图７是ＡＩＰＯ区海表温度ＥＯＦ分析第２主分

量（ＥＯＦ２）的时间系数与东亚和南亚地区降水的超

前滞后相关分布图。与ＥＯＦ１不同的是，ＥＯＦ２主

要影响东北和华北降水，以及西北太平洋地区降水。

与东北和华北地区降水是正相关，而在西北太平洋

地区为负相关，意味着西太平洋地区的ＳＳＴ升高及

东印度洋地区的ＳＳＴ降低将导致西北太平洋地区

降水增加，东北和华北地区降水减少。从图中还可

以看出，ＡＩＰＯ区ＳＳＴ影响华北和东北的降水要比

西北太平洋地区至少超前３个月。

前面提到，西太平洋ＳＳＴ降低会导致西北太平

洋上空大气变得更加稳定，而且反 Ｗａｌｋｅｒ环流异常

的下沉支也抑制了对流的发展，因此西北太平洋地区

的降水减少。从图６可以看到，当超前１２个月时，西

太平洋的海温负异常发展的还不明显，到超前９个月

时，已经很显著了。因此，图７ａ中的西北太平洋地区

的相关较差，而从图７ｂ开始它们的相关变得越来越

显著。此外，由于中东太平洋的正海温异常提前于西

太平洋，因此北太平洋存在一个气旋性环流异常（如

图８ａ，ｂ，ｃ），而亚洲大陆则为反气旋环流异常，形成行

星尺度波列。亚洲高纬地区的反气旋异常从北太平

洋（包括日本海）输送水汽到东北、华北，与华北的反

气旋北端气流正好形成辐合，就利于降水的形成。超

前３个月和同时相关（图略）显示，北太平洋的低压减

弱，但是总体的行星波形式没有变，东北的水汽主要

来源于东海、黄海和渤海。可以看到，此时的华北水

汽来源不足，这与图７ｄ和ｅ是相对应的。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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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中国西部地区也一块相对大的降水正相关区，

从图８可以看到，它们的水汽来源可能是阿拉伯海和

地中海，甚至更远的大西洋。

图７　ＡＩＰＯ区海温ＥＯＦ分析第２主分量（ＥＯＦ２）的时

间系数超前降水１２个月（ａ）、９个月（ｂ）、６个月（ｃ）和３

个月（ｄ）的相关分布，及同期相关（ｅ）

阴影区为超过０．０５信度的相关

３　结论和讨论

利用１９６７—２００９年的逐月扩展重建海表温度资

料ＥＲＳＳＴ＿ｖ３和ＣＰＣ的ＰＲＥＣ降水资料，使用ＥＯＦ

和相关分析方法，探讨了ＡＩＰＯ区海表温度的时空分

布及其对中国降水的影响，主要得到如下结论：

（１）ＡＩＰＯ区ＳＳＴ的主要模态有两个，一个是

全区型，另一个是东西分布型。其中全区型ＳＳＴ有

明显的上升趋势。

图８　ＡＩＰＯ区海温ＥＯＦ分析第２主分量（ＥＯＦ２）的

时间系数超前８５０ｈＰａ风场和高度场１２个月（ａ），９

个月（ｂ）和６个月（ｃ）的相关分布

矢量为时间系数与经向风和纬向风相关系数组成的相关矢

量，阴影区为超过０．０５信度的相关，高压区与低压区以粗

实线分开

（２）ＥＯＦ１型的年代际周期显著，并对北太平洋

ＳＳＴ的变化有重大影响。当 ＡＩＰＯ区的ＳＳＴ升高

后，北太平洋地区ＳＳＴ开始降低，在１１个月后达到

最低；另外，还对南海和东亚季风降水和青藏高原西

部降水有０～１２个月的超前影响。因此可以将ＡＩ

ＰＯ区ＳＳＴ的整体异常作为南海季风区和东亚季风

区降水异常的预测指标。

（３）ＥＯＦ２型的ＳＳＴ异常以年际周期为主，有

准两年和４～５ａ的变化。Ｎｉｏ３．４区ＳＳＴ对ＥＯＦ２

型的ＳＳＴ异常有显著作用。当Ｎｉｏ３．４区ＳＳＴ出

现正异常后４个月左右，东印度洋地区（包括南海地

区）有ＳＳＴ正异常，而西太平洋地区有ＳＳＴ负异

常。ＥＯＦ２型的海温异常会导致西北太平洋地区降

水及东北和华北地区降水异常，是中国北方降水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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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重要的前兆信号。

ＡＩＰＯ区ＳＳＴ的ＥＯＦ１和ＥＯＦ２型异常都对中

国降水有重要影响，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１］相同；但

是我们发现ＡＩＰＯ区ＳＳＴＡ不同的空间结构有不同

的时间尺度变率，区分了不同的时间尺度后，ＡＩＰＯ

区ＳＳＴＡ对中国降水的影响提前量可以达到１２个

月之多，是进行降水年际尺度预测的重要指标。其

中值得注意的是，ＥＮＳＯ可能是通过影响 ＡＩＰＯ区

ＳＳＴ进而影响中国降水。此外，对ＡＩＰＯ区ＳＳＴ影

响中国降水的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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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犌狌犪狀犵狕犺狅狌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犜狉狅狆犻犮犪犾犪狀犱犕犪狉犻狀犲犕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狔／犓犲狔犗狆犲狀犔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犳狅狉犜狉狅狆犻犮犪犾犕狅狀狊狅狅狀，犆犺犻狀犪犕犲狋犲狅狉狅

犾狅犵犻犮犪犾犃犱犿犻狀犻狊狋狉犪狋犻狅狀，犌狌犪狀犵狕犺狅狌５１００８０，犆犺犻狀犪；２．犓犲狔犔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狅犳犕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犇犻狊犪狊狋犲狉狅犳犕犻狀犻狊狋狉狔狅犳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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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ＳＴ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ｂｅｇｉｎ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ａｎｄｒｅａｃｈｅｓｔｈｅｌｏｗｅｓｔ１１ｍｏｎｔｈｓｌａｔｅｒ．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ｔｈｅＳ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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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ＡＩＰＯＳＳＴｏｎｔｈｅｐ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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