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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南海夏季风活动报告 

（2014 年 第 6 期） 

中国气象局广州热带海洋气象研究所                    2014 年 11 月 11 日  

 

【内容提要】 2014 年南海夏季风于 6 月 5 日爆发，与气候平均

（5 月 4 候）相比，爆发明显偏迟；2014 年南海夏季风正常略偏强，

且季节内活动特征明显，有三次显著北传；9 月 23 日（9 月第 5 候），

南海夏季风基本退出南海地区（105°~120°E，5°~20°N），南海夏季风

结束，与气候平均（9 月 18~22 日）相比，今年的南海夏季风结束日

期正常略偏晚。 

一、 南海夏季风的爆发和结束 

这里使用了 NCEP/NCAR 再分析资料、向外长波辐射（OLR）资料、

GPI 降水资料。图 1 显示了南海夏季风指数（风场指数、对流指数和

风场对流联合指数）（梁建茵，等，1999）的日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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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4 年 5~10 月南海夏季风指数的日变化。南海区域平均为 105°~120°E，5°~20°N。 

(a) 黑色曲线为风场指数，黑色虚线为 0 风速参考线，红色曲线为对流指数，红色虚线为 235 W/m2 的对流

指数参考线；(b) 曲线为对流风场联合指数，该指数已无量纲化，其中 V 和 OLR 分别为(a)中的风场指数和

对流指数，虚线为 0 值参考线。 

 

图 1(a)显示西南风指数 6 月 3 日开始就转为正值且持续。季风的

爆发即是大尺度环流的调整，从季风环流的建立可以判断南海夏季风

的爆发（郑彬，等，2009）。图 2 显示 6 月 3 日的 Hadley 经向环流已

被压缩到 10°N 以北，但还没有从南海消失，而图 3 中的纬向环流此

时也还在 110°E 以西。6 月 4 日与 3 日相似，只是 Hadley 环流又重新

控制整个南海地区。由此可见，6 月 3 日和 4 日南海夏季风都没有爆

发。 

 

 

 

 

 

 

 

 

 

图 2 2014 年 6 月 3~6 日南海夏季风经向环流。空间 9 点平滑后 105°~120°E 平均。垂直速度由

NCEP/NCAR 再分析的气压垂直速度转化得到，图中垂直速度放大了 1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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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同图 2，但为纬向环流。 

 

从图 1(a)的对流指数和图 1(b)的联合指数都可以看到，它们都在

6 月 5 日越过参考线且持续，即表明次日为南海地区对流和西南风盛

行开始的日期。从季风环流也可以看到，6 月 5 日的经向和纬向季风

环流都扩展到南海地区，6 日与 5 日相似。从 2014 年第 2 期季风监

测报告（http://113.108.192.91/grapes/jcgb2014.htm）可以知道，6 月 5

日之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强偏西，持续控制南海地区，南海区

域基本为偏东风至偏南风。6 月 5 日开始，副热带高压东撤，热带偏

西风向东扩展，南海地区转为西南风控制并持续。 

综上可知，2014 年南海夏季风于 6 月 5 日爆发，明显迟于气候

态（5 月 4 候）。 

从指数变化及热带季风活动范围的变化可以判断 2014 年南海夏

季风于 9 月 23 日（9 月第 5 候）撤出南海，南海夏季风结束。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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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平均（53 候，9 月 18~22 日，冯瑞权，等，2007）相比，今年南海

夏季风结束日期基本正常略偏晚。（2014 年第 5 期季风监测报告，

http://113.108.192.91/grapes/jcgb2014.htm） 

 

二、 季节平均的南海夏季风 

计算南海夏季风强度指数(如表 1)，可以看到 2014 年的南海夏

季风强度基本正常略偏强。图 4 中显示了季节平均的降水百分率（降

水异常与气候平均的比值），可以看到 20°~30°N 以南的印度半岛、孟

加拉湾、中南半岛、南海和西北太平洋大部分地区的降水百分率在

±20%之间。此外，2014 年东亚热带季风活动范围比气候平均大，但

是北界都是在 27.5°N 附近。 

 

表 1 南海区域（105°~120°E，5°~20°N）平均季风指数 

指数名称 时间平均 平均值 气候平均值（1981~2010）

风场指数（U+V）/sqrt（2） 
2014 年 6 月~9 月 4.41 m/s 4.29 m/s 

2014 年 6 月~8 月 5.02 m/s 4.94 m/s 

对流指数 OLR 
2014 年 6 月~9 月 210.15 W/m2 215.19 W/m2 

2014 年 6 月~8 月 208.60 W/m2 215.06 W/m2 

 

 

 

 

 

图 4 季节平均降水百分率（降水异常与气候平均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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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季节平均东亚季风活动范围。橙色表示热带季风活动范围范围（850 hPa 西南风大于零、100 hPa

为东风且假相当位温大于 340 K），黄色区域代表副热带季风（850 hPa 西南风大于零且假相当位温大于 340 

K）。 

三、 南海夏季风的季节内活动 

图 1 显示南海夏季风有明显的季节内振荡（ISO）。对 OLR 和 GPI

降水做 5 天滑动平均，显示了 105°~120°E 经度范围的北传，如图 6。

从图中可以看到，2014 年南海夏季风有 3 次较大的 ISO 北传事件，7、

8 和 9 月各有 1 次。7 月事件从 7 月初到 7 月中旬，8 月事件从 7 月

底一直到 8 月中旬，而 9 月 ISO 北传事件从 9 月初开始到 9 月中旬结

束。其中 8 月 ISO 北传事件影响到长江中下游的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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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05°-120°E 平均 (a) OLR 和 (b) GPI 降水的季节内变化。OLR 填色区代表小于 235 W/m2，

GPI 降水填色区代表大于 5 mm/day，资料都经过 5 天滑动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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