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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夏季风活动概况 

（2010年 第 8期） 

中国气象局广州热带海洋气象研究所                    2010年 12月 15日  

 

【内容提要】 由 NCEP再分析资料、向外长波辐射（OLR）和 GPCP

卫星导出（IR）GPI日降水分析得到：2010年南海夏季风于 5月 5侯

在南海爆发，时间略晚，与常年 6-8 月相比，2010 年南海夏季风强

度偏弱，其存在明显的季节内振荡过程，主要周期为 20－50 天。南

海地区和我国华南地区的水汽辐合增强，使得西南季风气流携带的大

部分水汽向北输送至华南地区，造成华南地区降水偏多。2010 年南

海夏季风活动的最北界接近 35ºN，9月第 5候撤出南海地区，至此以

后南海夏季风不再活跃，结束时间较多年平均时间（9月第 6候）略

早。 

 

一、南海夏季风建立 

 从风场和OLR逐候演变图可知，5月1候（图略）至5月4候（图1），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主体仍控制在南海地区上空,南海地区主要盛行

偏东风，对流不活跃。到5月5候（图1），南海北部地区大气低层

（850hPa）为由孟加拉湾偏西气流和105°E附近越赤道气流汇合而成

的具有暖湿特性的偏西南风所控制，高层为偏东风，并伴随着对流云

团出现；此时，西太平洋副高主体移出南海地区，西南季风向北向东

推进到南海地区，高层南亚高压脊线北抬（图略），整个高低层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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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流形势完全达到了南海西南季风建立的条件，因此可以确定南海西

南季风已于5月5候建立起来。 

从西南季风的前沿（由动力和对流指标两个条件同时满足的区域

的北界来定义）的逐侯移动路径图（图2）也可以清楚看到5月5侯以

前，西南夏季风前沿主体还未在南海地区建立，于5月5侯推进到整个

南海地区，标示南海夏季风爆发。 

 

 

 

 

 

 

 

 

 

 

 

 

 

 

 

二、南海夏季风推进过程 

图 1 2010年 5月 4~5候 850hPa风场（矢量）和 OLR分布（填色 区域小于 235 W·m- 2）。
红色矢量表示偏西南 风，红色等值线表示相当位温大于 340K。 

图 2 2010年 5月 4~5候夏季风活动范围（红色表示热带西南季风，黄色表示副
热带西南季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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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郑彬等（见《大气科学》2006年第6期）定义的华南夏季风

降水开始的基本判据: 100 hPa 纬向风由西风转为东风并维持5 天以

上。从图3可以看到，在5月22日南海夏季风爆发后，虽然华南地区高

层100hPa纬向风转为东风，但其持续时间并未超过5天。从图3a可以

判断这段时间的降水是副高西侧东（西）南风与大陆来的北风辐合形

成的锋面降水，而不是夏季风降水，华南季风降水开始时间为6月第2

候（6月10日）。图3b进一步证明，4 月开始, 最大降水中心向南移动

(即锋面降水) ，南海夏季风爆发后于6月10日最大降水中心在华南维

持(季风降水) , 受南海夏季风影响，6月份南方地区出现持续强降水

过程，广东大部分地区偏多2成到1倍多。 

 

 

 

 

 

 

 

 

 

 

另外，从 105°-120°E 候平均风矢量和 OLR的经向－时间分布

图（图 4）可以看到，5 月第 5 候，南海夏季风在南海地区爆发。6

图3 2010年4-6月华南(20°N～23°N , 110°E～120°E)纬向风垂直分布(a , 单

位: m/ s , 等值线间隔5 m/ s ; 阴影区为东风; 粗点线为850 hPa 假相当位温) 和

可降水量的变化( Pw)和110°E～120°E GPI逐日降水资料, 并经过5 天滑动平均 

(b，单位: mm/ d，虚线箭头是锋面降水, 实线箭头是季风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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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2候南海夏季风推进影响到华南地区，在此后的 7候里，热带季

风前沿位置偏南（约 32.5°N ），造成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

偏多、局部暴雨天气，之后开始北推较快，于 7月第 3候夏季风前沿

北跳到淮河流域地区，造成该地区出现大范围降水天气。8月西南季

风逐渐南退，主要在华南和南海地区活动，9月撤到南海中北部地区，

9月 5候宣告南海夏季风结束。 

 

 

 

 

 

 

 

 

 

  综上所述，从风场、降水和环流等因子来看，2010 年南海夏季

风于 5月 5候在南海爆发，于 6月第 2候推进影响华南，华南季风降

水开始。 

三、2010年南海夏季风平均强度 

 我们从 4个指数来看 2010年平均（6-8月）南海夏季风强度，见

表 1。从强度指数来看，总体表明 2010 年南海夏季风强度较常年偏

弱，不过在南海区域 OLR小于零，说明对流在南海是稍强的。 

图 4 2010年 5月~10月 105°E~120°E平均风矢量和 OLR（小于 235 W/m2为阴

影区）的经向－时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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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0年 6-8月南海夏季风指数（5º-20ºN，105º-120ºE） 

指数 表达式 2010年 6-8月平均距平值 

纬向风 U850 -3.25 

经向风 V850 -0.01 

西南风 (U850+V850)/1.414 -2.305 

OLR OLR -5.127 

 

  图 5 显示了 2010 年 6-8 月平均的降水异常。可以看到，华南和

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另外，受热带气旋（如 台风“康森”、 “灿

都”、 热带风暴“蒲公英”）影响，华南沿海地区的降水明显偏多。 

 

 

 

 

 

 

 

 

 

图 5 2010年 6-8月平均 GPI降水异常。（单位 mm/dy，等值线间隔 1， 

添色区为大于 1的区域。气候值为 1997-2010年平均） 

   

从环流系统来看，2010年 6-8月平均 850hPa风场异常在南海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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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海域表现为反气旋异常（图 6a），在西太平洋地区也为反气旋异常

区，可见 2010 年夏季西太平洋副高偏强，直接导致了南海夏季风偏

弱，但有利于西太平洋暖湿海洋水汽向华南输送（该地区对流增强），

导致华南降水偏多。从 200hPa风场异常（图 6b）可以看出，南亚高

压偏强，在华南上空东风切变增强，导致南方 6-8月降水偏多。 

 

 

  

 

 

 

 

图 6 2010年 6-8月平均(a) 850hPa和(b) 200hPa风场异常。（单位 m/s，气候值为 1971-2000

年平均），阴影区为 OLR异常负值。 

四、南海夏季风水汽输送 

从夏季平均地表-300hPa 气柱水汽通量分布来看（图 7a），向我

国东部地区输送水汽的主要气流有两支，一支为来自越赤道索马里急

流的西南季风气流，从阿拉伯海到孟加拉湾经中南半岛和南海地区向

我国东部输送水汽，与常年相比，该支水汽在南海地区和我国华南地

区的水汽辐合减弱（图 7b），另一支为西太平洋副高南部的东南气流，

从西太平洋向我国东部地区输送水汽，与常年向北，该支气流输送的

水汽通量明显增强（图 7b），导致夏季该地区降水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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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10年南海夏季风季节内振荡特征 

南海地区西南夏季风活跃与非活跃存在明显的季节内振荡特征。

图 8给出了 2010年 5-9月南海地区西南风逐日时间序列的小波分析

图，可以清楚的看到南海地区主要以 20-50天周期振荡为主。从南海

地区西南风和 OLR的逐日变化曲线（图 9）也可以看到其活跃与非活

跃期变化，今年夏季（6－8 月）西南季风的活跃期仍然占主导，非

活跃期时间较短。5 月 22 日南海夏季风建立后，主要经历了 4 次主

要活跃期：5月 22日－6月 10日为第一次活跃期，6月 16日－7月

1 日为第二次活跃期，7 月 12 日－8 月 12 日为第三次活跃期，8 月

20日－9月 8日为第四次活跃期。9月中旬以后，西南季风总体上处

于南退期，直到 9月 5候以后南海夏季风完全结束。为此，我们将南

海西南夏季风划分为以上 4个阶段来分析其季节内振荡特征。 

 

 

图 7：2010年夏季（6~8月）平均地表－300hPa气柱水汽通量（a）及其距平（b）分布
图。单位：kg/cm.s 。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 8 -

 

 

 

 

 

 

 

 

 

 

 

 

 

图 9为各阶段平均 OLR和 850hPa流场分布图。南海夏季风建立

后第一次活跃阶段（图 9a），南海夏季风伴随对流活动主要占据在南

海地区，并向东北推进，此时西太平洋副高位置偏东偏南。季风槽主

要位于南海中部地区。第二活跃阶段（图 9b），南海夏季风推进我国

华南地区，造成该时期华南地区降水偏多，西太平洋副高位置偏东偏

北。在第三次活跃阶段（图 9c），南海夏季风一部分主体活跃在南海

地区，并受该时期热带风暴的影响，主要强对流区在南海、台湾海峡

附近，大降水区在华南南部。另一部分季风主体向北推进到江淮流域，

造成该区域降水偏多。在第四次活跃阶段（图 9c），南海夏季风主要

图 8 2010年 5－9月逐日南海地区西南风逐日时间序列的小波变换分布图。 

图 9 2010年 5－9月逐日南海地区西南风（柱状）和 OLR（红线）逐日时间
序列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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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撤到南海地区，华南地区主要以偏东风影响，该时期华南降水主要

受台风和副热带高压西侧的东、东南气流影响，受南海夏季风影响已

经减少，自此以后，南海夏季风进入南退时期，至 9月 5候完全撤离。 

 

 

 

 

 

 

 

 

 

 

 

 

 

 

 

6 小结 

以上分析了 2010 年南海夏季西南季风活动的概况。可以得到，

2010年南海夏季风于 5月 5候在南海爆发，于 6月第 2候推进影响

华南，华南季风降水开始。此后在华南、长江中下游地区（约 32.5

图 9 2010年南海夏季风各阶段平均 OLR（小于 235 W/m2为阴影区）和 850hPa
风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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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维持时间偏长，造成该地区降水偏多。 2010年南海夏季风季

内振荡明显，主要以 20-50天周期为主。从环流差值场来看，西太平

洋副高位置偏南偏西，强度偏强，使得 2010 年南海地区夏季风比常

年偏弱很多。从总体上来看，2010 年南海季风爆发日期正常略晚，

强度偏弱，结束时间略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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