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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西南季风爆发的气候特征

阎俊岳

(国家气候中心,北京, 100081)

摘　　要

利用多年的海洋船舶、岛屿站和沿岸站观测记录及卫星观测的高反射云( HRC)资料,揭

示南海西南季风爆发和建立时期的环流特征及要素变化。在南海,西南季风爆发的平均时间

为5月中旬,北部略早( 5月12日) ,南部略迟( 5月20日) , 但年际差别可达一个月左右。伴随着西

南季风的爆发,南海云量和降水量增多, 对流加强, 但海区之间具有很大的不均匀性。西南季

风建立以后,强对流区稳定于南海中部, 季风雨带没有明显的跳跃现象。西南季风爆发之前,

南海表层温度迅速升高, 其开始时间较季风爆发约提前一个月,海面水温的升高为季风爆发

提供了热量和水汽条件。4—5月,南海海面热交换分量(海面吸收的太阳辐射、潜热输送等)发

生明显的改变,特别是潜热交换和蒸发量明显增大, 它可能是西南季风首先在南海爆发的原

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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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南海,是一个大陆和海岛环抱的半封闭的海盆。虽然它与西太平洋暖池、孟加拉湾、阿

拉伯海同处热带纬度,但由于地理位置和海陆配置的不同,不仅具有自己独立的海洋环

流,而且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热带季风气候。

1970年以来,南海气候研究发展很快,不仅编辑出版了一系列气候图集,而且在南海

气候形成和变化、热带环流系统和结构、台风和降水等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果 [ 1—3]。

中国气象学者在东亚季风形成、东亚季风环流系统、东亚大气热源及其对天气气候影响的

研究中,深刻揭示了南海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 2, 4, 5] , 明确指出:亚洲夏季风首先出现在南海

北部,而后向北伸展到中国大陆及至日本以南西太平洋地区, 向西北伸展到孟加拉湾和印

度。南海季风不仅为中国江淮流域、两广和台湾地区及日本的汛期降水提供了主要能量和

水汽来源,而且还能通过遥相关影响东北太平洋和美国等地区。进一步认识南海季风爆发

的机制、南海地区的水汽累积和输送以及海-气相互作用等问题, 是东亚季风研究和夏季

降水预报的关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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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研究比较注重于东亚季风的结构及对整个大气环流的影响, 由于资料限制,对

夏季风在南海爆发的过程及区域特征了解不够。因此,这里使用10a 以上较长年代的岛屿

站、沿岸站、船舶观测记录及卫星观测的高反射云 ( HRC) [ 6]资料, 研究南海西南季风

爆发的过程及有关的气候学特征,特别是环流场、云量场、降水场、海-气热交换场的迅速

变化。

2　南海风场特征及西南季风爆发的日期

冬夏季风盛行是南海风场的基本特征。从月平均风向图上可以看出,夏季风5月出现,

至9月中结束; 10月冬季风出现,一直持续到次年3月。4月和9月为转换季节, 风力较弱, 南

海冬季风风力大大强于夏季风, 这一点与印度季风正好相反。

图1　4—6月西南风出现日期( 1975—1994)

( a.上川岛; b.西沙)

选取南海2个岛屿站(上川岛: 21°44′

N, 112°46′E , 西沙: 16°50′N。112°20′E )

作代表, 分析4—6月逐日地面观测记录,

研究夏季风爆发前后西南风出现特征

(图1)。可以看出, 4月至5月初地面上西

南风已经出现, 但持续性很差, 多数仅

1—2d, 过程间隙达10—20d, 一般称这段

时间为夏季风爆发前期。5月第1候或第2

候以后(断线后) , 西南风爆发频繁, 且伴

有云量增多, 对流发展, 持续时间较长,

最长达20多天, 这段时间为西南季风爆

发期。

南海低层西南风和高层东北风的建

立是西南季风爆发的主要标志, 但是对

于一个地区来说, 高层东风和低层西风

的建立并不是同时完成的, 南海南部海

区200hPa 东北风建立日期早于850hPa

西南风建立日期, 因而低层西南风建立

日期实际上就是季风爆发日期。北面海

区200hPa 东北风出现较晚,多数年份6月

初才建立,而低层西南风出现较早, 不少

站4月份已经开始, 但早期西南风并不是热带季风, 而是副热带高压西北侧的偏西气流或

者孟加拉湾低槽东南面的偏西气流, 待大范围稳定的西南风出现才是西南季风爆发。根据

不同海区资料状况, 西南季风爆发的定义和特征如下:

( 1)北部沿岸区。规定低空( 850hPa 或925hPa)持续西南风5d以上、最大风速≥10m / s

(参考站: 香港,北海,阳江) ,同时中南半岛850hPa 上持续西南风,最大风力≥8m / s(参考

站:清迈,乌汶, 曼谷)为西南季风爆发。该指标以中南半岛及南海北部持续较强西南风为

依据,把热带季风与副热带高压西侧的西南气流区别开。按此标准划分了1986- 1995年西

南季风爆发日期(表1)。10年平均日期为5月12日,这比以往的研究结果( 5月10日
[ 5]

, 5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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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7]

)稍稍推迟。

表1　1986—1995年南海西南季风爆发日期

年

南海北部

( 20—22°N)

西　沙

( 15°50′N)

南　沙

( 9°33′N)

南海南部

( 0—5°N )

日 候 日 候 日 候 日 候

1986 5. 9 5( 2) 5. 11 5( 3) 5. 10 5( 2)

1987 5. 1 5( 1) 5. 1 5( 1) 6. 4 6( 1)

1988 5. 18 5( 4) 5. 20 5( 4) 5. 19 5( 4)

1989 5. 6 5( 2) 5. 9 5( 2) 5. 18 5( 4) 5. 17 5( 4)

1990 5. 8 5( 2) 5. 8 5( 2) 5. 16 5( 4) 5. 15 5( 3)

1991 5. 21 5( 5) 5. 22 5( 5) 6. 8 6( 2) 6. 7 6( 2)

1992 5. 15 5( 3) 5. 15 5( 3) 5. 17 5( 4) 5. 16 5( 4)

1993 5. 24 5( 5) 5. 25 5( 5) 6. 6 6( 2) 6. 2 6( 1)

1994 5. 1 5( 1) 5. 1 5( 1) 5. 2 5( 1) 5. 12 5( 3)

1995 5. 18 5( 4) 5. 18 5( 4) 5. 14 5( 3) 5. 10 5( 2)

平　均 5. 12 5( 3) 5. 13 5( 3) 5. 20 5( 4) 5. 20 5( 4)

最　早 5. 1 5( 1) 5. 1 5( 1) 5. 1 5( 1) 5. 10 5( 2)

最　晚 5. 24 5( 5) 5. 25 5( 5) 6. 8 6( 2) 6. 7 6( 2)

( 2)西沙海区。西沙站位于南海北部,多数年份爆发日期与北部沿岸区一致,也有的年

份偏晚,其平均日期为5月13日。

( 3)南沙海区。南沙没有高空观测, 但岛屿站地面观测资料代表性很好。根据永署礁

站地面观测, 将西南风持续5d以上定为西南季风爆发。永署礁西南季风爆发时间列于表

1, 可以看出, 1989—1995年平均日期为5月20日。

( 4)南部沿岸区。规定低空( 850hPa或925hPa)持续西南风5d 以上 (参考站:新加坡,

关丹, 宾土卢等)为西南季风爆发。1986—1995年平均爆发日期为5月20日, 它与Orig ill
[ 8]

根据27a资料确定的平均爆发日期5月17日相接近。Cheang and Tan
[ 9]
分析了1988年东南

亚夏季风的特征,认为该年马来半岛夏季风爆发时间为5月17日, 中南半岛和加里曼丹岛

北部夏季风建立时间为5月19日,与 Or gill的研究结果没有差异。

对比历年各海区西南季风爆发日期, 不难看出,南海西南季风的爆发可分3种情况:

( 1)南部和北部几乎同时爆发, 这些年里西南季风的爆发并不是稳步推进的, 而是带有

突然爆发性; ( 2)多数年北部早,南部迟; ( 3)个别年份南部早,北部迟。平均来说南海北部

西南季风爆发日期早一个候。其原因可能是有些年份印度洋赤道西风较早越过中南半岛

进入南海北部, 但此时105°E 附近越赤道气流很弱, 赤道辐合带云带稳定在赤道至8°N 附

近,直到5月下旬或者6月初才移向南海中部。

南、北海区季风爆发时间上的差异反映了不同气流来源的影响。从850hPa 候平均环

流图上 可以看出: 5月第2候,南海仍受副热带高压气流控制, 印度洋赤道西风已到达马来

半岛北部, 泰国湾南部及南海北部出现了西南风, 但它是副热带高压西北部的西南气流,

不是热带季风,而南海大部海区仍吹东南风。5月第3候(图2a) ,赤道西风加强, 孟加拉湾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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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850hPa 候平均风场(根据1985—1994ECM W F资料)

( a. 5月11—15日; b. 5月16—20日)

部已经盛行西南风,这股西风气流越过中南半岛到达南海北部,它和副热带高气压西侧的

西南风相结合使南海北部盛行西南气流,此时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仍控制南海,南海中南

部风向混乱, 风力很弱。5月第4候(图2b) ,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气压中心东撤至菲律宾以

东,赤道强西风向东北方向扩展, 形成一股强劲的西南气流从印度半岛南端穿过孟加拉

湾、中南半岛,与105°E附近越赤道气流汇合, 使整个南海盛行西南风。这就说明南海西南

季风的建立是副热带高压东撤、印度赤道西风加强东伸及105°E 附近越赤道气流北推的

结果,赤道西风对副热带高压北侧西南气流的加强, 可能造成南海北部首先出现了季风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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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3　南海西南季风爆发的云量场特征

云量和降水场都能描述天气活动的平均状况, 云和降水的分布与大尺度的辐散辐合

相联系。从各月总云量分布图上可以看出,除了明显的云量季节变化而外,相对多的云量

出现在赤道区( 0—6°N)和南海北部, 南海中部为少云区, 尤其是3—4月南海中部云量最

少。

表2　4站总、低云量逐旬变化

月　份 4　月 5　月 6　月

旬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云　量
总
云
量

低
云
量

总
云
量

低
云
量

总
云
量

低
云
量

总
云
量

低
云
量

总
云
量

低
云
量

总
云
量

低
云
量

总
云
量

低
云
量

总
云
量

低
云
量

总
云
量

低
云
量

香　港

( 1961—1990)
8. 3 7. 9 7. 4 7. 4 7. 3 7. 4 7. 8 7. 5 7. 2

上川岛

( 1986—1995)
9. 1 8. 8 8. 9 8. 1 8. 1 7. 2 8. 2 7. 3 8. 0 6. 8 8. 3 7. 0 8. 3 7. 1 8. 8 7. 2 7. 9 5. 8

西　沙

( 1985—1994)
4. 2 2. 6 4. 2 2. 8 3. 7 2. 2 3. 9 2. 2 5. 0 2. 6 5. 6 2. 8 6. 7 3. 4 6. 4 3. 5 6. 7 2. 6

永署礁

( 1989—1992)
5. 1 3. 7 5. 0 2. 8 5. 0 3. 4 5. 7 3. 5 6. 7 4. 3 7. 0 4. 3 7. 9 4. 8 7. 9 5. 2 7. 8 5. 2

南海季风的爆发突出的表现在云量的变化上。表2是香港、上川岛、西沙、永署

礁4—6月各旬平均总、低云量,可以看出, 5月中旬开始,南海中部和南部(西沙、永暑礁)云

量增加显著, 该云量增加的趋势正好和西南季风开始的时间相一致。南海北部的上川岛和

香港西南季风爆发前已处在前汛期,平均云量已达8成左右,故季风爆发后云量增加不明

显。

卫星观测的高反射云( HRC)可以很好地描述热带强对流活动及季风爆发过程的时

间变化。资料给出了1971—1983年1°×1°网格月平均HRC场标准化系数Cv, Cv变化于0到

9, 数值越大,代表对流愈发展。对比各月 HRC场,可以看出, 1—2月苏门答腊岛南侧及爪

哇海上空是两个强对流中心 ( Cv ≥ 6) , 自春至夏分别沿两条路径向北移动,一条沿大陆

桥西侧向北移动, 5月到达孟加拉湾,盛夏期稳定在孟加拉湾和印度地区,中心数值达8—

9。9月, 随着夏季风的撤退, 强对流中心南移, 11月撤回到赤道附近, 12月—1月回到苏门答

腊岛南面,它在一年中的进退路径是不间断的(图3a)。另一条路径移向南海, 2—4月稳定

在爪哇海上空,强度较弱; 5月在加里曼丹岛北面向北扩展,南海北部及菲律宾西岸出现≥

3的区域,南海西部仍是对流较弱区。6月强对流区呈一带状,位于6—10°N 海域。盛夏7—8

月菲律宾群岛西侧、泰国湾及北部湾出现强对流中心,中心区在12—14°N。在夏季风撤退

过程中,南海强对流中心10—12月出现在加里曼丹岛南北两侧, 南撤速度比前支缓慢。全

年来看,这支移向南海的路径在4月出现中断(图3b)。东、西两支对流中心的移动、强度及

源地的差异, 充分显示了东亚季风与印度季风是两个相互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系统。印度

季风在对流发展上强于南海季风。

为了分析夏季风爆发期南海对流的变化, 我们考查4—6月 HRC 系数演变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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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 a ) 沿大陆桥方向移动的对流中心 HRC

系数时间—纬度剖面图, ( b) 沿南海东部向北

移动的对流中心 HRC 系数时间—纬度剖面图

图4　南海4—6月高反射云( HRC)系数变化

4)。4月,除了马来半岛、加里曼丹岛数值

达到3—4外,中南半岛及沿海仅为1, 南海

大部均为0, 这说明4月整个南海对流很

弱。5月,南海对流开始加强, 但对流区是

分散的,各区发展的情况也大不相同: ( 1)

周围陆地值明显升高, 这是因为陆地上受

热较快对流发展较强的缘故, 例如中南半

岛 Cv 值达到3—4, 加里曼丹岛北部 Cv 值

达到5; ( 2)岛屿迎风面由于动力作用,对

流急剧发展, 例如吕宋岛西面、泰国湾东

侧,Cv 值达到4—5; ( 3) 南海北部由于西

南季风、副热带季风共同影响, 22°N 附近

出现一片对流区, Cv 值达到了3; ( 4)陆地

背风面,例如越南外海由于焚风效应气流

干燥, Cv 值基本没有变化仍是1; ( 5)南海

广大海面包括南海南部的高水温区对流

强度比4月只有很少的增长,数值仅达到

2。6月, 对流在南海有较快发展,高值区位

于6—10°N, 其值达到5—6,泰国湾东部达

到7—8。马来半岛、加里曼丹岛一线在赤

道缓冲带的影响下对流减弱, Cv 值降为

2—3。6月以后,高值带西段减弱,东段沿吕宋岛西面继续向北发展, 7月位于12—14°N 的

吕宋岛西面, 8月扩展到10—19°N ,北部湾西部及沿岸由于海温急剧升高成为强对流区。

7—8月南海海面上除了越南东面局部海区外,对流发展均强于周围岛屿。这种变化所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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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流发展的不均匀性,表明季风爆发的不同阶段、不同下垫面、不同海区之间热力和动

力作用的差异。季风爆发初期, 在迎风面气流的动力抬升对对流的发展起重要作用;在季

风盛期,海面的热力作用在对流发展中更为重要。

4　南海西南季风爆发的降水场特征

南海降水量分布受热带天气系统的影响, 地区之间相差悬殊,季节分配不均, 年际变

化显著。基本形势是: 北部沿海年雨量1500—2200m m, 西沙附近减少到1500mm, 南沙附

近略有增加, 达1900—2000mm , 吕宋岛西岸因处西南季风迎风面, 年雨量增至2000—

2500mm。上述地区降水量多集中在夏季风时期。南海南部降水量最多,年雨量为2500—

3300mm ,冬半年雨量多于下半年。

图5　南海地区月平均降水量

从南海及附近地区月平均雨量图(图5)上可以清楚的看出: 8°N 以南冬季雨量较

多, 8°N 以北, 夏季风爆发的5月降水量突然增加,故8°N 可以看做赤道季风区和热带季风

区的分界线。8—20°N(背风面除外)是热带季风区, 降水集中在5—9月。降水量逐月增加,

没有中国大陆上明显的雨带跳跃现象。20°N 以北是副热带季风区,月降水量大多呈双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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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变化。

表3　4站候平均降水量

月　份 4　月　 5　月　 6　月　

候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香　港
( 1961
—1990)

31. 5 31. 5 23. 0 17. 0 24. 0 34. 5 40. 0 33. 0 60. 5 61. 5 38. 0 71. 5 76. 0 64. 5 64. 0 80. 0 38. 5 56. 0

上川岛
( 1980
—1995)

21. 2 39. 5 34. 9 22. 4 39. 2 32. 4 37. 5 43. 2 60. 9 34. 7 55. 4 85. 7 49. 9 108. 3 27. 3 33. 4 45. 0 67. 4

西　沙
( 1980
—1994)

10. 7 5. 7 8. 2 2. 4 8. 3 10. 4 9. 8 5. 1 6. 2 19. 0 8. 3 16. 6 22. 9 54. 8 47. 4 58. 0 27. 0 51. 8

永署礁
( 1989
—1992)

6. 0 24. 5 0. 1 0. 3 18. 9 7. 0 15. 6 2. 2 25. 5 2. 0 54. 1121. 1 2. 0 37. 1 58. 2 34. 6 44. 1 11. 2

为了详细描述夏季风爆发时期的降水状况,文中列出了香港、上川岛、西沙、永署礁4

站4到6月候平均降水量(表3 )。可以看出, 5月第3候上川岛及香港降水量明显增大, 5月第

4候和第5候西沙、永署礁降水量增加,这与西南季风爆发的日期完全一致,但这仅是一个

统计结果, 并不意味着每一次季风爆发都有降水出现。南海的夏季降水多在台风、季风低

压等天气系统影响下产生, 很多次季风潮爆发降水很少或没有一点降水。最典型的是1993

年5月24日至6月16日有一次较强的西南风过程,西沙站整日吹西南风,日平均风速最大达

7. 5m/ s, 但整个6月几乎滴雨未落。代表海区的船舶观测资料统计也说明,西南风出现时

降水频率不高,最高频率均出现在西和西北风方位上。

5　南海西南季风爆发的水温场特征

有关研究已经指出, 海-气相互作用可能对南海季风爆发起着决定性作用。南海作为

一个半封闭的海盆,其表层水温的分布除了受太阳辐射、洋流、蒸发、潜热释放、降水等因

素的影响外,还受周围陆地、岛屿地形影响,这使得它与同纬度的相邻海区(西太平洋暖

池、孟加拉湾、阿拉伯海)相比而独具特色, 因而在季风爆发中可能起着特殊作用。

冬季,由于东北季风强盛,南海温度最低,南海北部出现最强的温度梯度,这里与同纬

度的西太平洋暖池、孟加拉湾相比可低4—5℃。春季升温不如开阔的孟加拉湾早。夏季南

海西北部(北部湾、泰国湾)由于半封闭的地形出现最高的水温( 29. 5℃) ,此时阿拉伯海西

部因强风吹刮的冷水上翻, 温度急剧下降, 最冷处仅有23℃ 。

南海水温的升高以夏季风爆发前的4—5月最快。3月, 除泰国湾外, 南海水温均

低于28℃。4月,由于剧烈增温, 28℃线迅速到达15°N 附近。5月, 29℃水温线向北移动了12

个纬距(图6)到达15°N 附近, 最高水温区(≥29. 5℃)位于泰国湾和10—12°N 海域。6月,

29℃线推到20°N 附近, 水温≥29. 5℃范围缩小到南海东部, 15°N 以南的水温比5月略有

下降。结果南海被分成迅速增温的北部和略微变冷的南部。7—8月南海维持比较均匀的

28—29℃高温区, 水温≥29℃区域7月缩小成带状位于18°N 附近, 8月仅出现在北部湾。

对比各月水温场和对流场, 不难发现: 南海暖池(水温≥28℃)的出现正好先于夏季风

爆发一个月左右;季风爆发后, 南海大部海区继续增暖,而且高水温区总是和下月的强对

流区相对应, 即5月高水温轴线与6月强对流轴线相吻合, 6月高水温轴线与7月强对流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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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4月和5月南海海表温度( SST )

( a . 4月; b. 5月)

相吻合。这种对流滞后海温的现象恰恰说明正是南海高水温场为夏季风的爆发和维持提

供了热量和水汽条件。

6　南海西南季风爆发的海气热交换场特征

海洋和大气之间的热通量取决于3个基本过程:辐射热交换, 即海面吸收的太阳辐射

和海面有效辐射之差; 感热交换是海面以湍流方式向大气输送(或从大气得到)热量;潜热

交换是海水蒸发消耗的热量。因此海面净收支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Q n = Qsw - Qbw - Q cw - Q ew ( 1)

各分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Q sw = Q s( 1 - r ) = Q0 ( 1 - K CN ) ( 1 - r ) ( 2)

Q bw = S T
4
0 ( a1 - b ea ) ( 1 - K CN ) + S T

4
0( T w - T a ) ( 3)

Q cw = Cp aCH ( T w - T a ) V 10 = 1. 298× 103
CH ( T w - T a) V 10 ( 4)

Q ew = aL CE( q
w
- q
a
) V 10 = 3. 365× CE ( 597 - T w ) ( ew - ea ) V 10 ( 5)

式中, Q n为海面热量净收支, Qsw 为海面吸收的太阳短波辐射, Qbw为海面有效辐射, Qew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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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热通量, Q cw 为感热输送通量, K C为云遮系数, CE为蒸发交换系数, CH 为感热交换系数,

CD为拖曳系数, N 为总云量, T w - T a为海 -气温差。

为了提高洋面上热量收支的计算精度,本文对式( 2)—( 5)作了如下处理:

图7　南海热收支分量的年变化曲线

( a.北部; b .中部; c.南部)

( 1) 总辐射计算中,根据沿岸和岛屿

站实测资料计算了不同月份每个纬度上

的云遮系数;

( 2) 根据每次数观测资料求取整体

输送公式中的参数 CE、CH , CD , 各参数不

取固定值;

( 3)使用整体输送公式求取潜热和

感热输送平均值时, 使用各项乘积的平

均, 即 N- = A B , 而不是平均后的乘

积,可提高精度10%—15%。

绘制了南海东北部、中部、南部3个

代表海区5个热收支分量的年变化曲线

(图7)。可以看出: 3个区域各分量的变化

大致相似。海面长波有效辐射和感热输

送月际之间变化很小,而其余3个量变化

较大。特别突出的是3个量4月都发生突

然的变化:

( 1)潜热输送 Qew 在冬季达最大值,

这与冬季强大的风速相配合。4月潜热输

送降到最低点, 5月以后潜热输送较快的

增大,直至8月后(南部7月)才略有下降。

潜热输送的加强表明海面向大气输送热

量的增多。

( 2)海面吸收的太阳辐射 Q sw 4月达

最大, 主要因为4月云量最少的缘故, 5月

明显减小,这反映云量逐渐增多的影响。

3个区中以吕宋岛西面 Q sw下降最快, 表

明这里对流发展强于其它两个海区。

( 3)海面净热量收支 Q n4月达到最

高, 4月后迅速下降, 至8月后才略有升

高。南海北部7—8月为负值,说明该期间海洋的热量支出大于热收入。

图8是南海中轴线( 115°E)附近蒸发量的年变化, 可以看出, 4月蒸发量为全年最小,

仅7- 10cm/ m
2; 5月有较大的增加, 达10- 12cm / m

2 , 至夏季风盛期( 7- 8月) , 8- 16°N

上出现15- 17cm/ m
2
高值中心, 9月季风转换期蒸发量又有所下降, 10月由于冬季风爆

发,造成蒸发量的急剧增大, 南海北部达到20- 22cm/ m
2。该图说明南海海面尤其是中部

为夏季风爆发及维持提供了大量水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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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南海中轴线上( 115°E 附近)

蒸发量时间变化 ( cm/ m2)

4—5月发生的潜热交换、蒸发量、海面吸

收辐射及净热量收支的突变现象是季风爆发

前大气环流迅速调整和改变造成的。热量输

送和水汽输送的迅速增大,又为季风的维持

提供了热量和水汽来源。正是这种强烈的海-

气相互作用导致的水汽蒸发和对流加热, 不

仅影响着南海地区的天气系统的活动, 而且

影响到中国大陆、日本乃至更远地区的天气

变化。

7　结　语

( 1)根据10a 岛屿站、沿岸站850hPa 风向

的观测推断,西南季风在南海爆发的平均时

间为5月中旬,北部略早( 5月12日) ,南部( 5月20日)略迟。历年西南季风爆发的时间和特征

差别较大。季风爆发的地区差异主要取决于印度洋赤道西风东进、105°E 越赤道气流北

上、副热带高压东撤的早晚。

( 2)伴随着西南季风的爆发,南海平均总云量、低云量和降水量增多。西南季风中的降

水多在台风、季风低压等天气系统影响下产生, 西南季风潮并不总是对应于降水过程, 降

水发生时,西风、西北风较多,西南风较少。

( 3)西南季风爆发时,南海对流发展很不一致,泰国湾东部发展最强,其次是周围岛屿

及北部沿海, 南海中部大片海域对流发展不强, 表现出对流发展受迎风面动力抬升作用影

响很强,洋面上对流发展滞后于海温升高。

( 4)南海作为一个半封闭的海盆,其地理位置和海陆配置使得其表层水温的变化既不

同于西太平洋暖池,也不同于孟加拉湾、阿拉伯海。西南季风爆发之前,南海表层温度迅速

升高,升高时间比强对流发展约提前一个月。最高海温区与后一时期最强对流区相重合,

说明海面水温的升高为季风爆发和对流发展提供了热量和水汽条件。

( 5)西南季风爆发之前的4月, 南海海面热交换分量(海面吸收的太阳辐射、潜热输送

等)发生明显的改变,特别是潜热交换和蒸发量4—5月明显增大。它可能是触发西南季风

爆发的原因之一。

本研究对南海季风爆发过程作了气候分析,但许多物理机制问题至今仍不清楚,这有

待于即将进行的南海季风试验来解决。已经启动的"南海季风试验预研究"将对南海及附

近地区环境场、环流场、加热场、水汽场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

致谢: 本文得到李江龙、谢冬青大力协助, 特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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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N THE ONSE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SOUTHWEST MONSOON

Yan Junyue

( N ational Cl imate Center, Beij ing, 100081)

Abstract

Based on the mar ine ship obser vat ion data, records o f the meteo rolog ical stat ions

and HRC data by satellite remo te sensing w ith long terms, the cir culation pat terns and

variability in elements during the onset and the established period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southw est ( SW ) monsoon have studied. T he aver aged date of the SW monsoon on-

set o ver the SCS occurs in the middle of May climat ically . The corr esponding date for

the no rthern part is lit tle earlier ( M ay 12) and those for the southern parts ar e lit t le lat-

er , M ay 20, r espect ively . The interannual range of the onset dates is about one m onth.

Fo llow ing the onset of the SW monsoon, the cloud amo rnt and the precipitat ion incr ease

w hile the convect ion act iv it ies enhance over the SCS. But there is a st rong spatial v ar ia-

tion w ithin the domain. After onset of the SW m onsoon the st rong convect ive ar ea

moves no rthw ards, w hile the SCS rain band moves to the center and nor th. T he sea sur-

face temperature increases r apidly befo re the onset and the leading t im e is one m onth.

The increment of SST supplies heat and vapor for the onset . In April , the surface heat

flux es display obv ious changes, e. g . , latent heat exchange and evapo ration enhance-

ment . It is one of the reasons w hy the SW monsoon bursts f ir st ly over the SCS.

Key words : Southe China Sea, Southw est monsoon onset , Clim atological character-

ist ics.

186 气　　象　　学　　报　　　　　　　　　　　　　　　55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