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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２００８年１月中、下旬中国南方广大地区受到低温雨雪冰冻的极端异常气象灾害（简称“０８０１冰雪灾害”）。其降水性

质属于隆冬季节华南准静止锋产生的持续性降水。以１月２８日的锋面为例，用经典天气学分析方法从等压面图、垂直剖面图

和单站探空曲线，讨论了华南准静止锋的三维空间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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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２００８年１月中、下旬中国南方广大地区受到低

温雨雪冰冻的极端气象灾害（简称“０８０１冰雪灾害”），

其影响范围之大、持续时间之长、经济损失之大是前

所未有的。有关其持续性、冰雪灾害形成原因等已有

不少研究和讨论（杨贵名等，２００８），此文仅就此次冬

季降水过程所涉及的天气学的一个基本点———考察

华南准静止锋，以此作为相关研究的一个补充。分析

所依据的资料仅包括常规天气观测资料。

２　隆冬的气候锋

从气候的视角看，中国南方隆冬季节的降水属

于华南准静止锋降水的性质，在《中国气候图集》（中

央气象局，１９６６）中１月气候锋和１月降水量分布图

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特点。图１ａ为中国１月份

地面锋面频率的气候分布图。图中除了天山地形静

止锋外，气候频率最高的就是南海北部的准静止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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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西端转变为南北走向的昆明准静止锋），与其相

邻的地面锋高频率带是南岭准静止锋，两者构成了

冬季东亚最主要的气候锋———华南准静止锋。从天

气学的角度看，当冷空气活动强时，锋面越过台湾省

和海南岛停止在南海北部；当冷空气活动不很强时，

锋面受南岭等山脉的阻挡停止于华南北部。由于华

南和南海北部地理纬度低（２０°左右），地转偏向力很

小，所以华南准静止锋的坡度很小。１月降水气候

分布上降水区的位置偏北（图１ｂ）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华南准静止锋坡度很小的特点。

图１　１月份气候图 （中央气象局编制，引自中国气候图集（１９６６））

（ａ．１月气候锋（粗实线为气候锋，细实线为地面锋的气候频率）；ｂ．１月降水量（单位：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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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天气图上的锋面

“０８０１冰雪灾害”作为一个极端气候事件，其异

常主要表现为降水区的维持特别稳定和持久，对此

中央气象台杨贵名等（２００８）已对２００８年初冰雪的

天气过程作了较全面的总结。这里仅以１月２８日

为例考察与冰雪天气直接关联的华南准静止锋的三

维空间结构。所有的分析都是直接从常规地面观测

和探空观测资料经过客观分析得到。

分析２８日００时的地面图（图２ａ）和５００ｈＰａ等

压面图（图２ｂ）。地面图上的海平面气压场分布显

示，蒙古高压非常强大，盘踞了几乎整个亚洲大陆，

图２　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８日００：００地面图（ａ）和５００ｈＰａ等压面图（ｂ）

（图ａ中等压线间隔为５ｈＰａ，兰色粗实线为地面锋线；图ｂ中等高线间隔为５ｄａｇｐｍ，等温线间隔为４℃；

蓝色点线、点划线、虚线、长虚线分别为地面、８５０、７００和５００ｈＰａ锋线，红色点线为槽线，黑色点线为剖面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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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气压高达１０６０ｈＰａ，说明冷空气非常强盛。如

前所述，华南准静止锋位于南海北部，与１月气候锋

的位置基本相同。相应的５００ｈＰａ环流形势４０°Ｎ

以北经向环流的的特征非常突出，西伯利亚阻塞高

压东侧南下的冷中心达到５０°Ｎ以南。

从图２ｂ中叠加的地面和８５０、７００、５００ｈＰａ各

层等压面图的上的锋区上界位置可见锋面向北的偏

移非常显著。地面上位于南海２０°Ｎ以南的锋面，

在５００ｈＰａ等压面图上位于３０°Ｎ附近，向北倾斜超

过１０００ｋｍ。

３　锋面剖面结构

为了显示２００８年年初冰雪期间华南准静止锋

的垂直结构，取通过湖南贵州等主要冰雪区的１１０°

Ｅ经线作为垂直剖面图的基线。在客观分析获得的

垂直剖面上，密集的等位温线显示出华南准静止锋

两侧热带海洋气团和极地大陆气团之间存在显著的

温度差异，锋区内的温度水平梯度非常大。剖面上

等温线的特征也清楚地显示出２００８年１月华南准

静止锋锋区内的温度垂直梯度非常小甚至是逆温，

锋区内等温线呈现垂直走向的特点。剖面图上等温

线的折角相当清楚，是锋面分析方法中确定锋区上

下界位置的重要标志。还有一个值得指出的现象

是，在３０°Ｎ以南，锋区的下半层逆温非常强，上半

层接近等温。０８０１冰雪天气锋区的这种上下两层

的复杂结构以及０℃上、下的等温线都位于这这一

区域内可能和冰雪形成的云雾物理条件有关，值得

有关专家进一步研究。

垂直剖面图上华南准静止锋上方的副热带锋区

和副热带西风急流清楚地展示了东亚地区冬季大气

环流锋面和急流配置的基本特点（陈受钧等，２００７），

这里不作详细讨论。最后应指出的是锋面垂直结构

显示（图３），与０８０１冰雪灾害相关联的华南准静止

锋的坡度很小，只有１／５００左右。

图３　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８日００时华南准静止锋的经向垂直剖面

（经度：１１０°Ｅ，纬度：４０°—１０°Ｎ；紫色细线为等位温线，间隔５Ｋ；红色细线为等温线，

负值用点线表示，间隔５℃；绿色实线为等位涡线；灰度填色为风速，间隔１０ｍ／ｓ；

蓝色粗断线为锋面上、下界或对流层顶；蓝色粗点线为锋区内的逆温层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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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锋面逆温

“０８０１冰雪”灾害中的冻雨天气和锋面逆温有

密切关系。上节讨论了华南准静止锋在垂直剖面图

上的锋区逆温现象，为了更直接地考察锋面逆温，绘

制了自南到北共１２个测站的探空曲线，它们是西

沙、三亚、海口、阳江、香港、清远、郴州、长沙、武汉、

郑州、邢台、北京，其纬度南起１６．８３°Ｎ的西沙，最

北到３９．８°Ｎ的北京。为了简练，本文仅给出海口、

郴州、武汉的探空曲线。从图４可见，这３个站都有

清楚的锋面逆温，海口距离地面锋最近，故逆温层最

低。如图４ａ所示，锋区上界位于９２５ｈＰａ。郴州和

武汉距离地面锋较远，锋区上界也相应地升高到

８３０ｈＰａ和６７０ｈＰａ。逆温层高度自南向北的升高，

清楚地反映了在三维空间中锋面自南向北倾斜的特

征。此外逆温层的强度自南向北也有变化，如总体

上看，郴州与武汉强于海口，而且从０℃线的位置可

见，前两者在冻雨区，锋区逆温位于０℃线附近或零

下，海口的逆温层温度高于零度，故存在雨区。

　　从图中露点垂直廓线和温度垂直廓线的接近程

图４　探空曲线分析　　　　

（ａ．海口，ｂ．郴州，ｃ．武汉；红色线为温度廓线，　　　　

蓝色线为露点廓线；蓝色粗箭头所指为锋区上界）　　　　

Ｆｉｇ．４　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ｓ　　　　

（ａ．Ｈａｉｋｏｕ（２０°Ｎ），ｂ．Ｃｈｅｎｚｈｏｕ（２６°Ｎ），ｃ．Ｗｕｈａｎ（３１°Ｎ）　　　　

（ｒｅｄｌｉｎ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ｌｕｅｌｉｎ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　　　　

ｄｅｗｐｏｉｎｔ，ｔｈｅｉｎｆｏｕ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ｆｆｒｏｎｔａｌ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ａｒｅｇｉｖｅｎｉｎｔｈｅｆｉｇｕｒｅｓ；　　　　

ｈｅａｖｙｂｌｕｅａｒｒｏｗｉｎｄｉａ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ｔｏｐｏｆｔｈｅｆｒｏｎｔ）　　　　

度还可考察锋面附近云层的分布情况，在此不作详

细讨论。需要说明的是，在这３个站的探空曲线上

还可以看到一些复杂的现象，例如海口的温度廓线

在８００—７００ｈＰａ和５００—４００ｈＰａ还有两个逆温层

或等温层，郴州和武汉也有类似的现象存在。露点

廓线上也有一些复杂的现象存在，如郴州的露点廓

线在７００ｈＰａ高度上面一点温度和露点从非常接近

突然变得相距遥远，并且在４００ｈＰａ以下出现多次

急剧的变化。上述这些复杂现象可能和冰雪天气复

杂的大气层结和复杂的锋面结构有关，值得更深入

的分析研究，但是其前提是首先需要排除它们不是

由于观测误差产生的。为此仅仅依据常规天气报中

的标准等压面资料和特性层资料是不够的，而应分

析高空观测的原始数据。

５　结　论

通过对天气图分析、垂直剖面图分析和单站探

空分析考察了与２００８年初南方冰雪天气直接关联

的逆温层，发现它具有明显的锋面逆温特征，即逆温

层的高度随测站位置远离地面锋而升高。剖面分析

３５８陶祖钰等：２００８年初冰雪灾害和华南准静止锋　　　　　　　　　　　　　　　　　　　　　　　 　　　 　　　　　　　



显示华南准静止锋的坡度非常小，仅有１／５００，其结

构具有东亚冬季大气环流气候锋的基本特征。锋面

内部更细致的结构，如多层锋区结构等，及其与产生

冰雪天气现象之间的关系还有待更详细的探测资料

和包含详细的云物理过程的数值模式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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