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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利用 ∗ 年舟山市定海观测站 ∗ 月气温资料 分析了舟山市高温天气的气候特征 并通过

谐波分析发现高温天气年际振荡的周期性 ∀发现副热带高压的强弱和位置与高温天气有很好的对应关系 其他一

些因子正是通过影响副热带高压的强弱和位置 从而影响高温天气的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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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舟山市位于我国东海北部 四周被海水包围 ∀

由于海水热容量大 对海岛气温具有调节作用 因此

冬暖夏凉 这种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是很好的旅游

资源 而气温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但过去

缺少对气温这一气候因子进行具体分析和评价 本

文对舟山市夏季高温的气候特征 !天气形势和影响

因子进行分析 旨在更好地评价舟山市的气候条件

和提高对夏季高温的预报能力 ∀

 气候概况

定义当日 Τ ∴ ε 时为一个高温日 另外定

义连续 天或 天以上出现日 Τ ∴ ε 的天气为

持续高温天气 ∀对舟山市定海气象站 年建站

以来到 年 共 年 ∗ 月份逐日最高气温观

测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 年中舟山市共出现

天高温天气 年平均高温天数 1 天 ∀出现高温天

数最多年份是 年共 天 有 年末曾出现过

高温天气 占总数的 1 ∀极端最高气温

1 ε 出现在 年 ∀ 年中持续高温天气有

次 ∀对地处大陆 !相距不远并处于相近纬度的杭州

市区和金华市区近 年的日最高气温观测资料进

行统计 得到高温天气特征量 表 ∀从表 中可

以看到 杭州市区多年平均高温天数 1 天 出现

高温天数最多年份是 年共 天 最少年份是

年 ! 年和 年均为 天 极端最高气温

1 ε ∀金华市区多年平均高温天数 1 天 出现

高温天数最多年份是 年和 年共 天 最

少年份是 年为 天 极端最高气温 1 ε ∀

三者相比 舟山市高温天数远远少于位于大陆的杭

州市和金华市 可见舟山市盛夏期间避暑的气候条

件十分优越 是夏季避暑的好去处 ∀
表 1  定海等站高温天气气候特征对比

地名 多年平均天数 温度极值 最多年天数 最少年天数

定海 1 天 1 ε 年 年

杭州 1 天 1 ε 年 年

金华 1 天 1 ε 年 年

1  高温的年际变化

从舟山市高温年际变化 图 可以看到 高温

天数的年际差异较大 ∀另外可以发现 ∗

年高温天数较少 平均只有 1 天 ∀而 ∗

年则是高温天气多发期 平均有 天 ∀ ∗

年高温天气又明显偏少 平均只有 1 天 ∀从

年开始又转入高温多发期 平均为 1 天 存在明显

的气候振荡 对 年的高温时间序列作谐波分析

以求证是否存在周期性 ∀从图 各谐波相对方差贡

献图上可以看到 第 ! ! 波贡献较大 其中第

波贡献最大 占 1 ∀对各谐波再作 Φ检验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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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Α 1 检验的只有第 波 ,说明第 波是显

著的 ,也就是说该序列存在 . 年的周期 ∀

图  舟山市高温天数年际分布

图中水平线为各时段的平均值

图  各谐波的相对方差贡献

1  高温的月际分布特征

对 ! ! ! 月份高温天气出现天数进行统计

图 可以看出舟山市高温天气绝大多数出现在

∗ 月份 占 1 其中 月中 !下旬 各旬的具体

高温天数略 的高温天数占总数的 ∀ 月份偶

尔有高温出现 月份只在上旬出现过高温天气 ∀

由此可见 舟山市的高温天气高发期在 ∗ 月 而

月中 !下旬又是高温天气的相对集中期 ∀

图  高温天数月际分布直方图

 天气形势特征

舟山市的高温天气通常是在江淮梅雨期结束

后 副热带高压明显北跳并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后

出现的 ∀通过对历年 ∗ 月份的天气形势进行归

纳分析 可以概括出舟山市出现高温天气的主要天

气形势 从低层到中高层舟山市均处在副热带高压

控制下 舟山市西侧的中高层为一致的西南气流 并

有暖脊配合 ∀具体描述如下

在 ° 和 ° 层衢州 !杭州 !上海各

站为一致的西南风 ∀由于舟山市上游地区上空的西

南气流来自相对干热的大陆 因此它携带了大量的

热量 ∀

在 ° ! ° ! ° 层温度场上

华中和华东都处在暖脊中 有时暖中心在舟山市的

西南或偏西方向 舟山市受暖脊控制 ∀舟山市上空

的温度满足 Τ ∴ ε !Τ ∴ ε !Τ ∴ ε ∀

当 Τ ∴ ε 和 Τ ∴ ε 时 出现高温天气的机

率极高 ∀

在 ° ! ° ! ° 层高度场

上 舟山处在 线 ! 线 ! 线所围的副热

带高压内 根据副热带高压的形状 ! 强弱又分成

种类型 ∀

≠副热带高压控制型 图 副热带高压势力

强 !范围大 呈带状或块状 控制整个长江中下游地

区 ∀ 线的南界在 β 以南 北界在 ∗ β ∀

这种情况最容易出现高温天气 ∀当副热带高压十分

强大 长江口上空 ° 上的高度大于等于

出现持续高温天气的机率将大大增加 ∀

大陆副热带高压型 图 副热带高压主体

位置偏东 但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一独立的大陆副热

带高压 舟山市处在这个大陆副热带高压控制下 这

种形势下舟山市也会产生高温天气 ∀

≈副热带高压边缘型 图 副热带高压位置

较南 北界在 β ∗ β 舟山处于副热带高压北缘

线的南侧边缘 β 以北的河套地区有低槽活

动 ∀这种情况下舟山市出现高温天气往往是前期副

热带高压异常强盛 以后副热带高压逐渐减弱成为

副热带高压边缘型的情况下出现的 机率较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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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舟山市出现高温天气时副热带高压的 种类型

 影响高温天气的因子

副热带高压势力强大 并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

是舟山市出现高温天气的先决条件 ∀但有很多因子

通过对副热带高压的作用 使它的强弱和位置发生

变化 从而影响高温天气的出现 ∀经过粗略的分析

大致有以下一些

夏季极涡中心通常在西半球上空活动 如果

极涡中心位置常位于东半球亚欧中心上空或分裂成

两个极涡中心 乌拉尔山地区常维持一个很深的槽

中纬度不断有低槽活动 有利于冷空气扩散南下 ∀

这种情况下不易出现高温天气 ∀

盛夏多台风影响 则不易出现高温 ∀当台风

在我国东部沿海登陆 或近海北上时 往往带来风雨

天气 ∀同时副热带高压位置偏东 !偏北 很少能西伸

控制浙江省 ∀如 年 月有 号 ! 号台

风沿浙江省沿海北上 月有 号台风外围影

响 使得盛夏没有出现高温 ∀又如 年相继有

个台风影响舟山市 舟山市一直未出现过高温天气 ∀

厄尔尼诺年 如 年 ! 年和

年 夏季的副热带高压强度指数距平值为负值 说明

副热带高压的强度较弱 位置偏东 !偏北 不易产生

高温天气 ∀实况 年 ! 年 ! 年均未出现

高温 ∀

冬春季寒冷 气温偏低 夏季就容易出现高

温天气 ∀如 年从上一年的 月至 月气温比

常年持续偏低 从 月开始气温偏高 ∀ 月 ∗

日持续 天出现高温 是历年最多的一次 ∀又如

年 ∗ 月平均气温均低于多年平均值 ∗

月份平均气温均高于多年平均值 该年共出现 天

高温天气 ∀

夏季降水量与高温天气有一定的关系 ∀通

过统计 ∗ 年 ∗ 月份降水量 发现历史

上出现高温天数大于 天的年份 ∗ 月降水量均

小于多年平均值 1 表 ∀从表 可以看到

出现高温最多的年份 年 ∗ 月降水量仅有

1 是历年最少的一次 ∀分析其他年份 可以

得到相似的结论 ∀盛夏 ∗ 月降水量少的年份 容

易出现高温天气 ∀降水量多的年份 则不容易出现

高温天气 ∀
表 2  1954 ∗ 2000 年出现大于 5 天高温的

年份对应的 7 ∗ 8 月降水量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降水量 1 1 1 1 1 1

高温天数 天

 小结

通过对舟山市气温历史资料分析统计和对历史

天气形势分析归纳 得出以下结论

舟山市的夏季高温天数年平均只有 1 天

大大低于浙江省其他地市 是盛夏避暑的好去处 ∀

舟山市的高温天气主要出现在 ∗ 月份 而 月中

下旬又是出现高温天气的相对集中期 持续高温天

气也常出现在 月中下旬 ∀

舟山市高温天数的年际差异较大 具有明显

的气候振荡 通过谐波分析 发现有 1 年的振荡周

期 ∀

舟山市出现高温天气的天气形势为 副热带

高压强大 从低层到中高层舟山市 下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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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处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 舟山市西侧的中高层为

一致的西南气流 并有范围宽广的温度脊配合 ∀只

有当舟山市上空 Τ ∴ ε ! Τ ∴ ε 和 Τ

∴ ε 时 才有可能出现高温 ∀

影响高温出现的因子很多 夏季极涡的位

置 !低槽的活动 !夏季降水量 !台风的活动频数等均

对副热带高压强度和位置产生作用 从而影响舟山

市高温天气的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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