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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 晚夏中国东南地区极端干旱的形成：中纬度和热带环流系统耦合的视角

　　2019年8-10月中国东南地区遭受了持续性的极端干旱，摧毁了大面积的农作物，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受到

科学界的关注。已有的研究基于8-9-10月平均揭示了全球增暖、极端正印度洋偶极子和中部型厄尔尼诺对此次极端干

旱事件的影响；也有研究表明极端正印度洋偶极子和中部型厄尔尼诺不是导致此次干旱事件的主要原因，强调了季节

内振荡的作用。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LASG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后姜继兰博士和所在团队吴国雄院士、刘屹岷

研究员和李矜霄博士，联合福建省气候中心苏同华研究员和中山大学于威博士从中纬度和热带环流系统协同作用的视

角揭示了2019年8月中国东南地区极端干旱的形成。

　　（1）热带对流系统：强正印度洋偶极子和中部型厄尔尼诺通过沃克环流导致热带东南印度洋和海洋性大陆地区

对流的抑制，该对流的抑制一方面通过局地经向环流和南亚地区对流加热水平梯度的热力效应，促进青藏高原南侧降

水负异常以及高原上空准正压反气旋环流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海洋性大陆地区下沉，菲律宾海附近上升的局地经向

环流以及强南亚夏季风促进菲律宾海附近对流的发展，进而促进西北太平洋上低层气旋环流的发展。

　　（2）中纬度环流系统：中高纬北大西洋三极型海温分布所激发的沿副热带西风急流传播的罗斯贝波和对高原南

侧降水负异常的罗斯贝波响应，促进了我国东北地区准正压气旋的发展。

　　（3）协同作用：我国东南沿海的低层气旋环流、东北地区的准正压气旋环流以及青藏高原上空的准正压反气旋

环流的协同作用，导致我国东部地区从低层到高层整个受强北风气流的影响。强北风异常阻止了来自南方的暖湿水汽

的输送以及抑制了中国东南地区对流的发展。

　　（4）气候统计和多模式敏感性试验：文中还揭示了海洋性大陆地区对流和中国东南地区降水年际变率之间的显

著相关关系，并表明高原南侧和菲律宾海附近对流异常在海洋性大陆地区降水异常影响中国东南地区降水的过程中起

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以上结果得到线性斜压模式和FGOALS-f2大气环流模式敏感性试验的验证。

　　中纬度和热带环流系统的协同效应对中国东部地区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的发生具有重要的影响，该项工作将有助

于促进中国东部地区极端干旱预测能力的提高。

　　该研究成果于近期发表在地球科学领域期刊Journal of Climate上，题目为“Southeast China Extreme

Drought Event in August 2019:Context of Coupling of Midlatitude and Tropical Systems”。本研究得到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1730963），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重大专项（2020B0301030004）和中国科学院

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XDB40030204）的共同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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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我国东南地区极端干旱形成机制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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