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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ＮＣＥＰ再分析资料、Ｈａｄｌｅｙ中心的海表面温度（ＳＳＴ）资料等，从北大西洋秋季海表面温度

异常（ＳＳＴＡ）变化入手，对其影响后期冬季大气环流场的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如下：（１）北大西

洋ＳＳＴ异常与大气环流异常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２）秋季北大西洋ＳＳＴＡ 具有较好的持续性，“正负

正”海温异常空间分布导致１２月巴伦支海上空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异常偏高；（３）异常环流形势对应的

海表面风异常场（ＳＳＷＡ）通过阶段性风－蒸发－ＳＳＴ异常反馈机制（ＷＥＳ机制）利于海温异常分布的

持续及对上空异常大气环流的反馈；（４）三极子海温结构中负异常海温自１０月份开始有自西向东的

移动，风作用下蒸发加大，伴随上升运动自欧洲西部爱尔兰群岛出现自西向东移动的降水正异常区，

潜热释放有利于冬季巴伦支海上空的异常高压脊发展。研究表明，北大西洋秋季ＳＳＴＡ 通过阶段性

海气相互作用机制影响海洋温度分布和大气环流异常，对后期冬季中国东北部的气候变化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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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中国处于气候变化的复杂和脆弱的地带，气候变

化受到ＥＮＳＯ、副热带高压、高原大地形、大气环流、

边缘海、极地冰雪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许多学者已对

影响中国气候变化的因素进行了探讨［１—４］。长期以

来，受多种因素复杂影响的制约，对中高纬度下垫面、

大气环流的影响的研究与热带以及副热带天气、气候

变化对东亚气候影响的研究相比，无论是数量还是影

响机制，都相对薄弱［５］。中高纬度海洋可通过上下游

效应影响中国气候。影响中国冬季冷空气活动的三

大冷空气源地都在中高纬度。对巴伦支海、喀拉海两

大冷空气源地，武炳义等［５—６］提出冬季喀拉海、巴伦

支海海区是影响东亚以及北半球气候变化的关键区

之一，冬季该海区海冰偏少，会导致亚洲大陆冷高压

增强。Ｗｕ等
［７］对秋季和冬季北极海冰分布异常同

冬季西伯利亚高压的变化关系的研究发现，二者存在

反向变化。

同样，北大西洋是三大冷空气源地中的一员，该

海域的异常海温可影响北半球大气行星尺度环流，从

而影响东亚气候，对中国气候的变化也存在直接和间

接的关系。而在对北大西洋ＳＳＴＡ 的研究中，较多学



者将关注点放在了ＡＭＯ（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ＭｕｌｔｉｄｅｃａｄａｌＯｓ

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的研究中。此外，部分研究者发现了北大西

洋ＳＳＴＡ存在一种三极子结构，Ｋｕｓｈｎｉｒ
［８］的研究发

现，在年代际尺度上，北大西洋暖冷位相年海温差呈

现“正负正”结构，Ｋｕｓｈｎｉｒ等
［９］还发现冬季北大西洋

ＳＳＴＡ 的 主 模 态 呈 现 “正 负 正”三 极 子 结 构。

Ｆｒａｎｋｉｇｎｏｕｌ等
［１０］、Ｃｚａｙａ和Ｆｒａｎｋｉｇｎｏｕｌ

［１１］发现北大

西洋ＳＳＴＡ秋冬的三极子型可以通过热通量影响冬

季ＮＡＯ的变化、该三极子型在春末能够影响夏季

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现有的研究大多分析三极子结

构的模态特征，而针对北大西洋ＳＳＴＡ 的秋季三极子

对下游大气环流场及跨季节对冬季东亚气候的影响

研究较少。

时晓鏤［１２］研究表明，北大西洋以冰岛的经度为

界，秋季东西海域关键区ＳＳＴＡ分布对应冬季中国东

北部海平面气压异常正异常，关键区海温分布类似于

“正负正”三极子结构。同时，北大西洋秋季ＳＳＴＡ 变

化具有向后月份的持续性，加之北大西洋与巴伦支海

水体相连，空间相近，北大西洋秋季的ＳＳＴＡ 与巴伦

支海上空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异常场有较好的相关性；

１２月巴伦支海上空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异常场又与冬

季中国东北部海平面气压异常场有较好的相关性。

综合统计分析结果说明，巴伦支海区域的５００ｈＰａ高

度场位势高度正异常，前期秋季北大西洋ＳＳＴＡ 发生

类似于三极子结构变化，脊前负涡度平流较易促进中

国东北部地区地面冷高压发展。该研究只是进行了

初步的统计分析，而对北大西洋三极子结构对巴伦支

海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的影响机制并未进行分析。本

文探究秋季北大西洋三极子结构对冬季大气环流场

的影响，旨在为中国气候变化提供大气环流变化的参

考，为中国以及东亚气候理论框架体系的建立提供一

定的支持，为进一步完善高纬度海洋大气相互作用理

论提供参考。

２　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１）哈得莱气候预报中

心（Ｈａｄｌｅｙ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Ｃｌｉｍａｔ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的全球月平均ＳＳＴ资料（１９６０—２０１１年，分辨

率为１°×１°）；１８７０－２００４年共１３５年全球长期月平

均ＳＳＴ资料（分辨率为１°×１°）；（２）美国国家环境预

测中心和大气研究中心（ＮＣＥＰ／ＮＣＡＲ）提供的１９６０

年１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月平均１０００ｈＰａ、５００ｈＰａ位

势高度场资料，月平均海平面气压场资料，海平面月

平均风场资料、１７层月平均风场资料；ＧＰＣＰ（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ｊｅｃｔ）月平均降水资料。

３　秋季北大西洋“正负正”ＳＳＴＡ分布

对冬季大气环流场的影响

　　气候预测的具体实践发现，巴伦支海－新地岛上

空区域的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异常变化会对冬季东亚

冷高压活动产生影响，而北大西洋、巴伦支海区域的

前期海温变化与初冬１２月份巴伦支海－新地岛上空

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的变化又密不可分。从气候预测的

实际应用角度出发，须更加关注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增

加所产生的影响，本章分析初冬１２月份巴伦支海－

新地岛上空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异常升高时，其前期秋

季北大西洋及以北地区ＳＳＴＡ 的变化特点。

３．１　秋季北大西洋“正负正”犛犛犜犃分布影响巴伦支

海上空环流场的阶段性海气相互作用机制

将１９４８—２０１１年逐年１２月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

求距平场，按照位势高度呈现大范围偏高（偏低）且位

势高度异常值的最大绝对值超过１００位势米挑选巴

伦支海－新地岛上空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异常显著高

（低）年（表１）。正异常年有２１个，负异常年有１７个。

表１　巴伦支海－新地岛１２月５００犺犘犪位势高度异常高、低年份

犜犪犫．１　犜犺犲狆狅狊犻狋犻狏犲犪狀犱狀犲犵犪狋犻狏犲犇犲犮犲犿犫犲狉５００犺犘犪犵犲狅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犺犲犻犵犺狋犪狀狅犿犪犾狔狔犲犪狉狊犻狀犅犪狉犲狀狋狊－犖狅狏犪狔犪犣犲犿犾狔犪犪狉犲犪

位势高度高低 年份

高年（２１个） １９５３ １９５４ １９５６ １９５９ １９６０ １９６６ １９６８ １９６９ １９７２ １９７６ １９７７

１９８４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低年（１７个） １９５１ １９５５ １９５７ １９６１ １９６２ １９６３ １９６７ １９７３ １９７５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２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７ １９８８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３

　　图１为１９４８—２０１１年９－１２月北大西洋－巴伦

支海海表面风（ＳＳＷ）长期月平均风场。从图１ａ，９月

月平均风场可以看出，在２０°～４０°Ｎ存在反气旋式环

流，即亚速尔高压；４０°～２０°Ｗ，５０°～６５°Ｎ存在气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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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流，即冰岛低压；高纬度巴伦支海区域是弱东风。９

月，北大西洋ＳＳＷ 在赤道至３５°Ｎ的低纬度上为东

风；３５°～６０°Ｎ为西风。较之９月份，１０月份亚速尔

高压基本不变，冰岛低压略有加强，高纬度巴伦支海

区域ＳＳＷ为偏东风，纬向风在南北方向上的分布与９

月份大体相同。图１ｃ、ｄ分别为１１、１２月月平均风

场，亚速尔高压减弱，冰岛低压加强，高纬度东风更加

明显；纬向风在南北方向上的分布，北大西洋１１、１２

月份ＳＳＷ在赤道至３０°Ｎ的低纬度上为东风；３０°～

７０°Ｎ为西风，高纬度巴伦支海是东风。下文中，将

ＳＳＷ简单称为背景风场。

图１　１９４８—２０１１年９－１２月北大西洋－巴伦支海海表面风长期月平均风场

Ｆｉｇ．１　Ｌｏｎｇｔｉｍｅｍｅａｎ（１９４８－２０１１）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Ｂａｒｅｎｔｓｍｏｎｔｈｌｙ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ｉｎｄｉ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ａ），Ｏｃｔｏｂｅｒ（ｂ），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ｃ）ａｎｄ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ｄ）

　　图２是巴伦支海－新地岛上空区域的１２月５００

ｈＰａ位势高度正异常年前期（９－１２月）北大西洋－巴

伦支海ＳＳＴＡ、海表面风异常（ＳＳＷＡ）及５００ｈＰａ位

势高度异常场合成分析图。９月（见图２ａ），ＳＳＴＡ 区

域集中在冰岛以南海域、戴维斯海峡、美国以东区域，

巴伦支海中东部海域ＳＳＴＡ 正异常，西部海域负异

常；ＳＳＷＡ 在３０°～６０°Ｎ为东风异常，６０°Ｎ～高纬度

为西风异常，且气流在冰岛正ＳＳＴＡ 区域为辐散气

流。结合 图 １ａ，根 据 风 － 蒸 发 －ＳＳＴ（ＷＥＳ 机

制［１３—１４］），有助于冰岛以南的正ＳＳＴＡ 的维持。在

５００ｈＰａ，正ＳＳＴＡ 上空位势高度将会升高。

１０月份为北半球大气环流季节突变月份（见图

２ｂ），ＳＳＴＡ中心位于４０°Ｎ、８０°～６０°Ｗ，４０°Ｎ、５０°～３０°

Ｗ，戴维斯海峡－冰岛以南，ＳＳＷＡ 的中心位于４５°～

５５°Ｎ、４０°～１０°Ｗ，低纬度３０°Ｎ弱的西风异常有助于

正ＳＳＴＡ的持续，６０°Ｎ的东风异常利于戴维斯海峡

－冰岛以南异常正海温的持续。冰岛区域正ＳＳＴＡ

处ＳＳＷＡ 仍旧为辐散气流。根据 ＷＥＳ机制，高纬度

巴伦支海处ＳＳＷＡ 的西风异常与ＳＳＷ 背景东风风

向相反，巴伦支海海温升高。４０°Ｎ的西风异常与图

１ｂ中ＳＳＷ背景西风风向一致，利于４０°Ｎ，５０°～３０°Ｗ

异常负海温的持续，在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异常场中，

负ＳＳＴＡ 上空位势高度降低。温娜
［１５］提到，一方面，

中高纬度海温对大气的作用较易出现正压的结构，另

外，ＳＳＴＡ 强迫场和大气响应场有一定的纬向分布特

征，ＳＳＴＡ 强迫场发生移动时，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的

响应中心也会跟着移动，且会产生一定偏移。这种

“正负正”海温分布与 Ｋｕｓｈｎｉｒ等
［９］中模式模拟和

ＥＯＦ分解中北大西洋的主模态分布有类似的区域和

分布。

图２ｃ、图２ｄ中，ＳＳＴＡ 场仍旧保持“正负正”分布

的结构，中心分别位于４０°Ｎ北大西洋西部海域、４０°Ｎ

北大西洋东部海域、６０°Ｎ冰岛附近海域。由 ＷＥＳ机

制，冰岛区域ＳＳＴＡ正异常在ＳＳＷＡ异常东风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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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９４８—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巴伦支海－新地岛区域（６５°～８５°Ｎ，１０°～６０°Ｅ）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正异常年同年（ａ．９月、ｂ．１０月、

ｃ．１１月和ｄ．１２月）北大西洋－巴伦支海ＳＳＴＡ（℃，填色图）、海表面风异常（ＳＳＷＡ，箭头）、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异常（ｈＰａ，

等值线）合成分析图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Ｂａｒｅｎｔｓ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ｓｈａｄｅｄ），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ｉ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ｙ（ＳＳＷＡ，

ｖｅｃｔｏｒ）ａｎｄ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ａｍａｌｙ（ｈＰａ，ｃｏｎｔｏｕｒ）ｉ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ａ），Ｏｃｔｏｂｅｒ（ｂ），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ｃ）ａｎｄ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ｄ）ｉｎ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ｌｙ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ｙｅａ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１９４８－２０１１）ｉｎＢａｒｅｎｔｓ－ＮｏｖａｙａＺｅｍｌｙａａｒｅａ

期平均ＳＳＷ背景西风的相互作用下得到保持，巴伦

支海ＳＳＴＡ 正异常在ＳＳＷＡ 异常西风和长期平均

ＳＳＷ背景东风的作用下保持。图２ｃ中，爱尔兰群岛

西南海域ＳＳＴＡ 的负异常使上空位势高度偏低，同

时，美国以东ＳＳＴＡ 正异常，使５０°Ｎ，５０°Ｗ为中心有

位势高度正异常区域，在位势高度正异常前偏西北大

风的作用下，异常高压脊向南延伸，在此异常高压脊

和爱尔兰群岛上空异常低压槽中间，３５°～５５°Ｎ，４０°～

２０°Ｗ区域出现海面异常反气旋。反气旋前部西北气

流同ＳＳＷ背景西风一起促进蒸发，使得西班牙以西

海域即４０°Ｎ北大西洋东侧负ＳＳＴＡ持续；同时，反气

旋后部东南气流与ＳＳＷ背景西风风向相反，蒸发减

弱，美国以东海域北大西洋西侧正ＳＳＴＡ 持续。在此

ＷＥＳ机制的作用下，１１月在３０°～５０°Ｎ区域ＳＳＴＡ

出现西高东低的情况。１２月（图２ｄ）上述异常反气旋

东侧偏西北气流和西侧偏东南气流仍旧保持，“正负

正”海温分布得以持续。而且，从１０－１２月，“正负

正”海温结构出现自西向东移动的过程，以北大西洋

东部负海温的移动最为明显，ＳＳＷＡ 场上空的位势高

度场也产生自西向东移动的过程。这种北大西洋在

ＷＥＳ机制影响下移动的ＳＳＴＡ、ＳＳＷＡ、高度场配置

与 Ｗｕ等
［１６］对东北太平洋中伴随 ＷＥＳ机制的向赤

道移动的风场和ＳＳＴ场及相应移动的位势高度场的

原理有相似之处。

从图３降水合成图中可以看到，图３ａ中冰岛以

西海域由于９月份ＳＳＷＡ 与ＳＳＷ相一致，蒸发增强，

降水增多。图３ｂ～ｄ，降水正异常区域有与图２负位

势高度异常相一致的自欧洲西端（６０°Ｎ，０°）自西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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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的过程。结合图２，在移动的负ＳＳＴＡ 的热力作

用下，高空位势高度负异常。同时，海面异常风风向

为西－西北风，与背景ＳＳＷ盛行西风相一致，海面蒸

发加大，上升作用强烈，高空位势高度负异常前部降

水增多（图３ｃ、ｄ）、潜热释放增多。潜热能够沿异常位

势高度负异常中心东北部的偏东南气流向巴伦支海

上空传递，异常潜热的输送能够加大巴伦支海上空的

位势高度（示意图见图４）。

图３　巴伦支海－新地岛上空区域（６５°～８５°Ｎ，１０°～６０°Ｅ）１２月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正异常年前期（９－１２月）北大西洋－巴伦

支海降水异常（ｍｍ／ｄ，填色图）合成分析图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Ｂａｒｅｎｔｓｐｒｅ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ｙ（ｍｍ／ｄ，ｓｈａｄｅｄ）ｉ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ａ），Ｏｃｔｏｂｅｒ（ｂ），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ｃ）ａｎｄ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ｄ）ｉｎ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ｌｙ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ｙｅａｒｓｉｎＢａｒｅｎｔｓ－ＮｏｖａｙａＺｅｍｌｙａａｒｅａ

３．２　秋季北大西洋“正负正”犛犛犜犃分布影响巴伦支

海上空环流场的影响模拟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大气环流模式（Ａｔｍｏｓ

ｐｈｅｒｉｃＧｒｉｄｐｏｉｎｔ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ＡＧＣＭ）、海洋环

流模式以及耦合（大气海洋耦合）模式逐渐应用在气

候预报中。ＩＡＰ９ＬＡＧＣＭ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Ｐｈｙｓｉｃｓ９ｌｅｖｅｌ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Ｇｒｉｄｐｏｉｎｔ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是在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两层大气

环流模式ＩＡＰ２ＬＡＧＣ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

起源于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同美国国家能源

部合作进行的 ＣＯ２Ｃｌｉｍａｔｅ项目，是曾庆存院士

等［１７－１９］在项目中不断完善、发展ＩＡＰ２Ｌ，建立出的

全球大气环流格点模式。

采用这一模式，对前文北大西洋“正负正”区域分

别按照１．６～２．５℃、－１．６～－２．５℃、２．６～３．５℃进

行海温变化，对后期１１月和１２月巴伦支海－北欧上

空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异常进行集合预报模拟（见图

５）。图中可见，经过１１月的累积作用，１２月巴伦支海

上空出现显著的位势高度正异常，异常高压脊发展，

这与前文提到的“正负正”海温结构容易造成巴伦支

海上空位势高度升高、高压脊发展结果一致。

此外，研究还针对秋季北大西洋“正负正”ＳＳＴＡ

分布后期１２月－翌年２月东亚大气环流场进行了合

成和模拟（图略）。结果表明，高空场东亚大槽在１２

月－翌年２月分别在俄罗斯－日本中部、东西伯利亚

和中国东北地区加强，参考前人的研究结果，冬季蒙

古高压脊经常伸向中国北方，强的西北冷空气南下，

容易形成寒潮天气［２０—２１］，前人有针对蒙古高压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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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正负正”ＳＳＴＡ结构通过阶段性风－蒸发－ＳＳＴ异常反馈机制（ＷＥＳ机制）对ＳＳＴＡ分布的持续及对上空

异常大气环流的反馈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ＳＳＴ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ＳＳＴ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ｏ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ＷＥ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图５　北大西洋秋季ＳＳＴＡ正－负－正持续异常模拟巴伦支海－北欧５００ｈＰａ１１月（ａ）、１２月（ｂ）位势高度异

常场（ｈＰａ，等值线）、风异常场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ａ）ａｎｄ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ｂ）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ｏｍａｌｙ（ｈＰａ，ｃｏｕｎｔｅｒ）、ｗｉ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ｙ

（ｍ／ｓ，ａｒｒｏｗｓ）ｗｈｉｌ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ＳＴＡｒｅｍａｉｎｅｄｉｎａｕｔｕｍｎｉｎＮｏｒｔｈ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Ｓｅａ

亚冬季风的关系的具体研究［６，２２—２３］；１０００ｈＰａ位势

高度场的统计和模拟发现，前冬，蒙古高压西部位势

高度正异常，冷高压活动，此后高压东移，伴随东西伯

利亚处低压配合，高低压之间有向中国东北和华北的

偏西北大风；后冬冷高压移出中国。

４　结论与讨论

４．１　结论

（１）巴伦支海５００ｈＰａ正异常年前期ＳＳＴＡ 场呈

现“正负正”分布的结构，中心分别位于４０°Ｎ北大西

洋西部海域、４０°Ｎ北大西洋东部海域、６０°Ｎ冰岛附近

海域，巴伦支海海温９月份中东部正异常、１０月份起

正异常区域扩大。在 ＷＥＳ机制的作用下，ＳＳＷＡ 风

场利于这种海温分布的持续。

（２）“正负正”ＳＳＴＡ 分布中，负ＳＳＴＡ 海温有从

１０－１２月自西向东的移动的过程，ＳＳＷＡ 与ＳＳＷ方

向相同，负ＳＳＴＡ 海区蒸发加大，上升运动强烈，欧洲

西部爱尔兰群岛开始自西向东产生降水正异常区，释

放的潜热沿东南气流进入巴伦支海上空，巴伦支海上

空高压脊发展（图４）。

（３）发生在北大西洋和巴伦支海附近地区、北半

球冬季环流季节性变化后的阶段性海气相互作用机

制，导致了巴伦支海及以东地区上空异常高压脊的发

展和维持，可用以解释北大西洋和巴伦支海热力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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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冬季气候变化影响的原因。

４．２　讨论

（１）“正负正”海温呈现反向结构“负正负”时，异

常高压脊消失，地面上冷高压难以影响到中国，反向

结构时冬季冷空气活动可能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不

单单是受到上游环流场的上下游效应影响。

（２）时晓鏤
［２４］曾提出巴伦支海ＳＳＴＡ 正异常有

利于冬季蒙古高压南部发展。本文北大西洋的“正负

正”ＳＳＴＡ 结构促进高纬度高空脊发展，地面蒙古高

压中西部增强，冷空气影响中国加剧。这二者是否是

一样的路径呢？经过对巴伦支海秋季－初冬（９－１２

月）ＳＳＴＡ 与高压脊１２月位置进行相关分析（图略），

除了１２月外，二者并未存在明显的过信度检验的对

应关系。可见，巴伦支海和北大西洋对中国冷空气的

影响机制并非是相同的。但是当北大西洋秋季海温

异常正负正配置和巴伦支海秋季海温异常增暖时，可

以共同加剧蒙古高压的发展，共同促进冬季中国冷空

气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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