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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澳“大陆桥”对流影响东亚夏季风建立的可能机制 

何金海(1);温敏(2);丁一汇(3);张人禾(2) 

(1)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气象学院 ,南京 210044 ,中国;(2)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灾害天气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81 ,中国;(3)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 ,北京 100081 ,中国 

摘要： 

亚澳“大陆桥”是北半球春季亚洲季风区对流最活跃的地区, 对流的建立和推进与东亚夏季风建立关系密切. 早在4
月中旬, 中南半岛即有对流出现, 对季风环流演变有重要影响. 4月中旬以前, 中南半岛和印度半岛对大气的加热均

以感热为主, 视加热率随高度递减. 之后中南半岛由于对流建立而转为潜热加热, 对流层中低层视加热率随高度递

增. 这种加热率的垂直分布以及与印度半岛加热之间的差异, 是导致副高带在孟加拉湾上空断裂的关键. 中南半岛上

空加热率垂直梯度的变化超前于孟加拉湾涡度的变化, 是上述机制的有力证据. 副高带断裂后, 中南半岛及附近地区

对流进一步加强. 此后,对流加热、副高东撤和季风推进之间存在一种正反馈关系, 是夏季风和对流自中南半岛推进

至南海地区的一种可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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