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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5 月南海夏季风监测报告 
（2011 年 第 2 期） 

中国气象局广州热带海洋气象研究所                      2011 年 6 月 3 日  

 

【内容提要】 2011 年南海夏季风于 5 月 2 候（5 月 8 日）爆发。

南海地区（5－20°N，105－120°E）5 月 2 候低层平均经向风为南风、

平均纬向风为西风；南海地区东南部对流活跃；从环流来看，大尺度

的纬向和经向季风环流也已建立。南海夏季风 5 月 2 候、5 候和 6 候

活跃，但是热带季风影响的区域最北仅到华南地区，不利于长江中下

游的降水。 

 

一、风场和对流 

图 1 为 2011 年 5 月 850 hPa 风场和 TBB 分布。可以看到，5 月 1

候，南海地区（5－20°N，105－120°E）南部虽然存在较强的对流活

动，但是低层纬向风场为东风。5 月 2 候时，南海地区对流也主要在

南海东南部，但是此时相应的低层风场为西南风。5 月 3 候时南海地

区风场又转为东风控制，对流也不活跃，这是副高西进影响的结果。

5 月 4 候，南海地区北部西风较强，而且也有对流活动；5 月 5 候、6

候，西南风在南海地区占主体，而且对流活跃区也占南海大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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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1 年 5 月逐候平均的风（矢量）、TBB（颜色）和水汽通量（等值线）分布 

从 5 月南海地区逐日风场和对流（图 2）可以看到，纬向风和经

向风大于零并且对流活跃（TBB<275 K）等条件同时满足的日期为 5

月 8 日，虽然区域平均的对流活跃时间短，但是从图 1 可见，第 2 候

平均的对流在南海东南部是活跃的。 

 

 

 

 



 - 3 -

 

图 2 2011 年 5 月逐日南海地区平均的纬向风（柱）、经向风（红线标记）和 TBB（蓝色虚线） 

综上可知，2011 年 5 月 2 候南海地区低层西南风为主，对流活跃，

达到南海夏季风爆发的基本条件。下面来看一看大尺度纬向和经向环

流。 

 

二、环流 

 图 3 显示了 2011 年 5 月纬向风的垂直剖面。从图中可以看到，5

月 1 候，东风切变仅在孟加拉湾地区建立，第 2 候才在南海地区建立；

第 3 候时南海地区的纬向环流消失，而第 4 候低层西风向东扩展到

120°E 左右，但是上层的东风仅到 110°E 附近。第 5、6 候，南海夏

季风纬向环流建立。从逐候经向风垂直剖面可以分析南海夏季风经向

环流的发展演变，如图 4。5 月 1 候，热带经向环流还没有建立，经

向南风出现在对流层中部；5 月第 2 候是经向环流最早建立的日期；

5 月第 3 候和第 4 候时南海夏季风经向环流很弱，局部不连续；第 5

候和第 6 候热带经向环流重新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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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1 年 5 月逐候 5°~20° N 平均的纬向风垂直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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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1 年 5 月逐候 105°~120° E 平均的经向风垂直剖面 
 
 

 结合局地平均对流和低层风场指标，以及大尺度经向和纬向环流

条件，我们认为南海夏季风在 5 月 8 日，即 5 月第 2 候爆发；第 3 和

第 4 候南海夏季风中断；第 5 候和第 6 候南海夏季风活跃。 
 

三、南海夏季风的影响 

 利用季风环流建立环流指数 

Iu= u200-u850，（105°E~120°E 平均） 

Iv= v200-v850，（105°E~120°E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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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同时达到负值时的和定义为环流指数，如图 5。南海地区负值表

示南海夏季风活跃，南海外地区的负值表示南海夏季风影响的区域。

从图 5 可见，南海夏季风在第 2 候、第 5 候和第 6 候活跃，而其影响

的最北部仅到华南，不利于长江中下游的降水。 
 
 
 
 
 
 
 
 
 
 
 
 
 

图 5 南海夏季风活跃及影响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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