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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北极平流层大气基本结构特征

毕　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合肥　２３００２６

摘　要　北极地区（６０°Ｎ～９０°Ｎ）平流层纬向风和气压场有明显的季节变化，不同高度层季节变化的时间有差异．

北极平流层从冬至夏，季节转换从上向下推进，从夏至冬，季节转换从下向上推进．以２０ｈＰａ为例，平均而言，４月

上旬以前，北极被极涡控制；４月中旬北极地区高压的势力开始超过低压，５月上旬，北极高压正式建立；７月份达到

最强，８月份开始减弱，８月底结束．北极高压中心位置随时间的变化可分为北美型、欧亚型和过渡型三种．平流层

下层，气压场和风场的结构与平流层中上层有明显不同，而且南亚高压与北极高压连在一起；从垂直结构看，北极

高压从上至下与１００ｈＰａ的南亚高压连在一起，高压中心轴线是倾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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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大气平流层指的是处于对流层之上的主要中性

大气层（就其电离特性而言），其高度大约是１０～

５０ｋｍ，平流层大气质量只占地球大气总质量的

１５％．由于平流层大气质量不到对流层大气质量的

１／５，在很长时间内，大气科学界认为平流层仅被动

地接受对流层变化的影响，而很难对对流层天气和

气候产生重要影响．所以，过去人们在研究天气和气

候变化时主要关心的是对流层的变化以及对流层变

化对平流层的影响，过去几十年在这方面已有大量

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观测；相比之下，科学界较少关心

平流层变化对对流层的影响．可是，这种“平流层仅

被动地接受对流层变化的影响”的传统观点，由于近

些年的研究进展而发生了改变［１～６］．尽管具体的物

理机制还不完全清楚，但大量的研究表明平流层大

气环流重大异常过程（如平流层爆发性增温）对于对

流层天气气候过程有着重要影响和对预报有着指示

作用［７，８］．发生在平流层强的环流异常经常会向下

传播，和对流层甚至地表的极端天气事件相联系．

２００８年１月在我国南方出现了历史罕见的低温、雨

雪和冰冻灾害，这次灾害性天气不但与对流层大气

环流的变化有关，也与平流层极涡的变化有关，而且

平流层极涡的变化（异常加深）超前了一个多

月［９～１１］．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份，北欧大陆、东亚和北美等

地月气温异常偏低，极端低温日数较常年异常偏多．

分析表明，这些地区的气候异常与来自平流层并向

下传播的异常（极涡减弱）关系密切；研究还指出，一

些相对较弱的平流层异常也可以向下传播并影响对

流层［１２］．平流层“天气过程”具有时空尺度大的特

征，时间尺度大约１～２个月，空间尺度以１～２波的

行星波为主；而对流层天气系统的时空尺度要小得

多，周期１周左右，空间尺度一般在几千公里以下．

因此，平流层异常过程的信号有可能对预报对流层

天气系统的演变有先兆性指示作用［１３］．

平流层大气对对流层的影响已经成为当前的一

个研究热点，然而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冬季极涡异常

对对流层的影响．我们不仅要问，极地平流层大气过

程还有其他值得关注的方面吗？平流层大气对对流

层的影响仅限于冬季吗？其实，国内学者也曾对平

流层中下层环流场的气候特征及其与亚洲夏季风和

我国夏季降水关系进行过分析［１４～１９］．这些分析认

为，在北半球，高、低纬地区是平流层大气环流的启

动区，而中纬度则是结束区．北半球平流层中下层从

冬至夏，大气环流的季节变化在３～４月份就已经开

始，东风首先在东半球的极区建立，然后逐渐向南扩

展．春季，高层环流早于低层（５０ｈＰａ早于５００ｈＰａ），

５０ｈＰａ的环流变化与１００ｈＰａ基本一致．东亚夏季

风具有明显的三度空间斜压结构，尤其是在低空季

风“爆发”之前，平流层早已有强的环流突变，季节调

整完成，然后突变向下延伸（虽然强度大减），跟着就

有当地的低空季风建立．亚洲夏季风强弱与前期冬

季平流层环流有密切关系；我国江南和华南夏季降

水与春季５０ｈＰａ平均环流的相关关系较好；中国的

梅雨异常可能受到平流层大气环流异常的影响，而

这种影响是通过北极涛动来实现的．中高纬平流层

环流场和温度场的异常对ＥｌＮｉｎｏ和ＬａＮｉｎａ事件

有一定的前兆性指示作用［２０，２１］．这些研究成果说明

东亚夏季风及降水的长期预报可从更大的空间和时

间尺度上选择预报因子．国外学者也做过类似的研

究［２２，２３］，认为前期冬春季节平流层高度场和温度场

变化与后期印度夏季风及其降水有明显的相关性，

这些先兆信号可用于该地区夏季风降水的长期预

报．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前人这些研究（包括极涡）没

有涉及到夏季平流层大气环流的季节内变化、年际、

年代际变化以及夏季平流层大气环流变化对对流层

天气气候的影响．

早在１９９０年，瞿章等
［２４］就分析认为夏季５０ｈＰａ

平均环流在３０°Ｎ纬圈９０°Ｅ～１２０°Ｅ上存在着可能

是青藏高原影响的强高压脊．２００８年，Ｋｒｉｓｈｎａｍｕｒｔｉ

等［２５］通过对１９８８年８月份资料的分析，提出了一

个非常新颖的观点：２００ｈＰａ青藏高压的反气旋流

场向上发展与１０ｈＰａ以极地为中心的北极反气旋

９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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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在一起，呈一个倾斜的圆锥形状，把亚洲的夏季

风与１０ｈＰａ高压联系起来．由此可以推测，青藏高

压的变化势必会影响到北极高压，那么北极高压的

变化是否也会影响到青藏高压呢？在平流层与对流

层相互作用的研究中，这两个方面显然也是非常值

得关注和深入分析的，但目前在国内还未见类似分

析．在分析这两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分析夏季北极

平流层大气基本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分

析北极高压的变化及其与南亚高压的相互影响．因

此，本文利用 ＮＣＥＰ／ＮＣＡＲ逐日和逐月再分析资

料，从风场、气压场以及温度场变化等情况，讨论了

北半球特别是夏季北极地区平流层大气基本结构

特征．

２　北极平流层大气基本气候特征

在两极地区，由于“极夜”和“极昼”现象的出现，

日照时间的变化影响了臭氧对太阳紫外线的吸收，

因此平流层冬夏温度分布是截然不同的．在北半球，

冬季北极是一个冷中心，夏季是一个暖中心．相应于

不同的温度水平分布，北半球平流层环流有明显的

季节变化，冬半年为强大的极涡控制，盛行西风；夏

半年极区则为绕极反气旋环流，盛行东风．明显的季

节转换是平流层大气环流的一个基本特征，不像对

流层中高层，南北极冬夏均为气旋式环流．

２．１　风　场

为了更细致地了解北极地区风场的季节变化，

本文利用逐日 ＮＣＥＰ／ＮＣＡＲ再分析资料，给出了

３０年（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平均的纬向风随时间的变化

（图１），北极地区取６０°Ｎ～９０°Ｎ．图１表明，在２０

ｈＰａ，１２～２月份，西风风速呈振荡形势，３月份开

始，西风不断减小，虽然中间也有一些起伏，但都不

大．４月上旬，西风减至零，转为东风，此后东风不断

增大，６月份达到最大，７月份以后，东风则开始减

小，至８月下旬东风转为西风，此后西风不断增加．

３０ｈＰａ和１０ｈＰａ的变化与２０ｈＰａ类似，只是东西

风转变的时间稍有几天偏差．具体讲，３０ｈＰａ西风

转东风在４月１０～１２日，２０ｈＰａ是４月７～８日，

１０ｈＰａ是４月５～６日．３０ｈＰａ东风转西风在８月

２１～２２日，２０ｈＰａ是８月２５～２６日，１０ｈＰａ是８月

２７～２８日．２０ｈＰａ基本代表了平流层中层的情况，

在平流层中下层，情况并不如此．１００ｈＰａ，由于极涡

常年存在于极区，所以极区一直是西风，只是西风风

速有季节性的改变．１００～５０ｈＰａ，在冬季１２～２月

图１　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平均的北极地区纬向风随时间的变化

（正值代表西风，负值代表东风）

Ｆｉｇ．１　Ｔｉｍ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ｚｏｎａｌｗｉｎ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ｆｒｏｍ１９７１ｔｏ２０００ｏｖｅｒｔｈｅＡｒｃｔｉｃｒｅｇｉｏ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ｗｅｓｔｗｉｎ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ｅａｓｔｗｉｎｄ）

份，西风都呈振荡形势，３～４月份西风风速都很快

减小，９～１０月 份 西 风 风 速 都 很 快 增 加．７０～

５０ｈＰａ，６～７月份东风达到最大；７０ｈＰａ，西风转变

为东风的时间是５月下旬，东风转西风的时间在７

月中旬；５０ｈＰａ，西风转变为东风的时间是４月底５

月初，东风转西风的时间在８月上旬．可见北极平流

层从冬至夏，季节转换是从上向下推进的，而且

２０ｈＰａ，５０ｈＰａ的季节变化都早于亚洲夏季风的建

立（亚洲夏季风建立过程开始于５月中旬前后）；从

夏至冬，季节转换从下向上推进，而且平流层中下层

的季节转换早于亚洲夏季风的撤退（亚洲夏季风撤

退过程开始于８月下旬末）．冬半年，西风的起伏振

荡说明极涡的强弱变化很大，主要是因为冬季行星

波活动强烈，对流层的行星波上传到平流层后直接

影响极涡强弱．而当平流层出现东风时，对流层的行

星波就不能上传，也不会对北极气压场造成影响．

２．２　气压场

在北极地区，伴随着东风的建立和增强，北极高

压开始建立和发展．由于夏季北极是一个暖中心，因

此在垂直方向上，越到平流层高层北极高压越强．

３０～１０ｈＰａ，北极高压随时间的变化基本一致，这里

我们以２０ｈＰａ为代表，看一看北极高压的建立、发

展和结束．从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平均看，４月７日，北极

地区（６０°Ｎ～９０°Ｎ）西风减至０，４月８日出现东风，

此时北半球气压场分布如图２ａ．从图２ａ可以看出，

此时极涡中心已经偏离极地，在北美大陆６０°Ｎ～

７０°Ｎ附近出现闭合反气旋，此后这个反气旋范围不

断扩大，强度逐渐增强，中心逐渐向极区靠近．４月

１５日前后，北极地区高压的势力开始超过低压，５月

上旬，高压已经控制整个北极地区，此时北极高压正

式建立（图２ｂ）．此后北极高压的中心基本在极区，

０７４２



　１０期 毕　云：夏季北极平流层大气基本结构特征

图２　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平均的平流层２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随时间的变化

（等值线间隔４０ｇｐｍ，纬度范围：３０°Ｎ～９０°Ｎ，Ｈ：高压，Ｌ：低压）

Ｆｉｇ．２　Ｔｉｍ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ｆｒｏｍ１９７１ｔｏ２０００ａｔ２０ｈＰａｉｎ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ｏｓｐｈｅｒｅ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ｏｆｉｓｏｌｉｎｅｓｉｓ４０ｇｐｍ，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ｒａｎｇｅ：３０°Ｎ～９０°Ｎ，Ｈ：ｈｉｇｈ，Ｌ：ｌｏｗ）

范围则向中纬度延伸，５月下旬至８月中旬，整个北

半球都被以极地为中心的高压控制．５月上旬北极

高压正式建立时，北极平流层大气环流形势完全从

冬季型转为夏季型，此时北极地区平均东风风速可

达５ｍ／ｓ．６月份北极地区东风达到最大（图１），高

压中心强度在７月份达到最强（图２ｃ）．８月２６日，

极区转为西风，２７日，高压中心明显偏离极地，２９～

３０日极地出现低压，北极高压结束（图２ｄ）．此时低

压范围不大，但此后低压强度逐渐加强，范围不断加

大．５～８月份（平流层夏季），北极高压中心位置随

时间有明显变化，大体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高压脊

明显向北美大陆伸展，可以称之为北美型；第二种是

高压脊明显向欧亚大陆北部伸展，称之为欧亚型；第

三种是介于前两者之间，称之为过渡型．欧亚型和北

美型出现时，６０°Ｎ以北表现为１波活动，过渡型出

现时，流场有时表现为明显的２波，有时波动不明

显，环流基本沿纬圈分布．北极高压的年际变化非常

明显（将在另文详细讨论），有些年份北极高压建立

的早，有些年则偏晚；不同年份北极高压强弱有明显

差异；不同年份北极地区波动有明显差异．

３　北极平流层气压场三维空间结构

从多年平均情况看，平流层３０ｈＰａ以上，１月

份极涡最强，２、３月份极涡有所减弱，４月份极涡明

显减弱并偏离极地位于亚欧大陆，５月份北极高压

建立，６月份北极高压进一步加强，７月份达到最强，

８月份开始减弱，９月份极区出现低压，此后低压进

一步加深．但５０ｈＰａ和７０ｈＰａ的情况与３０ｈＰａ以

上有明显差异．

１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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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ｈＰａ气层，１～４月份极涡的变化与３０ｈＰａ

基本一致．５月份，北极虽有反气旋环流出现，但范

围不大，低压涡旋移到亚洲东北部，势力依然较强；

中低纬度地区，高压中心位于南亚地区，且与极区高

压连接，此时南亚高压比北极高压强大（图３ａ）．６月

份，北极地区完全被北极高压所占据，北极高压有高

压脊分别伸向亚洲、欧洲和北美（图３ｂ）．７月份北极

高压达到最强（图３ｃ），８月份开始减弱，高压中心转

移至亚欧大陆，极涡势力开始增强（图３ｄ），９月份极

涡控制整个极区，此后进一步增强．同时也表明，４～

５月份南亚高压在垂直方向上可以伸展到５０ｈＰａ，

６月份以后北极高压增强，南亚高压并入北极高压．

中心位于极地．

７０ｈＰａ气层，１～４月份位势高度场的变化与

５０ｈＰａ类似．５月份，极涡中心离开极地偏向欧亚大

陆，南亚高压明显，东半球表现为一低一高形势（图

４ａ）；６月份，南亚高压明显北移，其西北方有高压脊

伸向极地（图４ｂ），极涡分裂为两个低压中心，分别

位于太平洋和北美上空；７月份南亚高压继续北移，

其伸向极区的高压脊变得宽广，此时极区会有反气

旋环流出现，南亚高压与北极高压连接在一起，但南

亚高压强于北极高压（图４ｃ）．８月份，南亚高压减

弱，极涡卷土重来控制极区（图４ｄ），９月份南亚高压

继续减弱南移，极涡不断增强．１０月份南亚高压已

经退到太平洋上空．从７０～５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变动

情况可以看出，在平流层下层，南亚高压与北极高压

是连在一起的，从垂直结构看，北极高压从上至下与

１００ｈＰａ的南亚高压连在一起，高压中心轴线是倾

斜的．

南亚高压中心从南向北移动以及和北极高压

图３　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平均的平流层５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

（等值线间隔４０ｇｐｍ，纬度范围：０°～９０°Ｎ，Ｈ：高压，Ｌ：低压）

Ｆｉｇ．３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ｔ５０ｈＰａ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ｆｒｏｍ１９７１ｔｏ２０００ｉｎＮｏｒｔｈ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ｉｃｓｔｒａｔｏｓｐｈｅｒｅ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ｏｆｉｓｏｌｉｎｅｓｉｓ４０ｇｐｍ，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ｒａｎｇｅ：０°～９０°Ｎ，Ｈ：ｈｉｇｈ，Ｌ：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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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平均的平流层７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

（等值线间隔４０ｇｐｍ，纬度范围：０°～９０°Ｎ，Ｈ：高压，Ｌ：低压）

Ｆｉｇ．４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ｔ７０ｈＰａ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ｆｒｏｍ１９７１ｔｏ２０００ｉｎＮｏｒｔｈ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ｉｃｓｔｒａｔｏｓｐｈｅｒｅ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ｏｆｉｓｏｌｉｎｅｓｉｓ４０ｇｐｍ，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ｒａｎｇｅ：０°～９０°Ｎ，Ｈ：ｈｉｇｈ，Ｌ：ｌｏｗ）

的连接，与北半球温度垂直分布和水平温度场随时

间的变化有关，本文仅以７月份为例阐述其原因．在

３００ｈＰａ，北半球有一个冷中心和一个暖中心，分别

位于北极和青藏、伊朗高原地区（图５ａ），根据热成

风原理和准地转理论，这样的温度分布使得南亚高

压和极涡从３００ｈＰａ向上还会继续加强．到２００ｈＰａ，北

半球的温度分布有了明显变化（图５ｂ），出现了两个

暖中心，最强的暖中心位于北极，原来位于青藏和伊

朗高原的暖中心相对偏弱，且较３００ｈＰａ有所北移．

冷中心位于中纬度大洋上空．同理，北极地区较强暖

中心的出现不利于极涡向上发展，但有利于反气旋

的生成．青藏、伊朗高原的暖中心北移有利于南亚高

压中心北移．到１００ｈＰａ（图５ｃ），北半球只有一个暖

中心位于极地，原来位于青藏和伊朗高原的暖中心

已经不存在，因此从１００ｈＰａ向上，东半球广大中高

纬度地区的西风随高度升高将逐渐减弱，南亚高压

也逐渐减弱北移，正如图４ｃ中所示，７０ｈＰａ南亚高

压北部的高压脊已经位于极地．到７０ｈＰａ气层（图

５ｄ），暖中心在极地，青藏、伊朗高原地区是冷中心．

同理，这样的温度分布使得５０ｈＰａ南亚高压已经完

全并入北极高压．前面的分析表明，５月份南亚高压

在５０ｈＰａ依然非常明显，而６～７月，南亚高压向上

只到７０ｈＰａ，这种情况也是与温度场变化有关．因

为在５月份，７０ｈＰａ气层冷中心范围很小，主要位

于２０°Ｎ以南的９０°Ｅ～１２０°Ｅ地区（图略），到６～７

月份冷中心大范围地向西向北扩展，７月份时冷中

心位于青藏和伊朗高原地区，温度场的变化削弱了

南亚高压同时促使南亚高压并入北极高压．以上分

析同时可以看出，南亚高压与极涡的相互影响明显，

二者的关系值得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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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平均的７月份上对流层至下平流层温度场

（等值线间隔４℃，纬度范围：０°～９０°Ｎ，Ｗ：暖中心，Ｃ：冷中心）

Ｆｉｇ．５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ｆｒｏｍ１９７１ｔｏ２０００ｉｎ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ｅ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ｓｔｒａｔｏ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Ｊｕｌｙ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ｏｆｉｓｏｌｉｎｅｓｉｓ４℃，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ｒａｎｇｅ：０°～９０°Ｎ，Ｗ：ｗａｒｍ，Ｃ：ｃｏｌｄ）

４　北极高压结构

５月份，平流层大约３０ｈＰａ以上北极高压就已

建立，６月份高压进一步加强，７月份达到最强，８月

份开始减弱，８月底结束．高压中心与暖中心基本重

合，因此越到高空高压越强．６～７月份，北极高压

向下发展至５０ｈＰａ以下，其低端位于７０～５０ｈＰａ

之间．从７０～５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变动情况可以看

出，在平流层下层，南亚高压与北极高压连在一起，

从垂直结构看，北极高压从上至下与１００ｈＰａ南亚

高压连在一起，高压中心轴线倾斜．这与Ｋｒｉｓｈｎａｍｕｒｔｉ

等［２５］的分析结果一致．不同的是，Ｋｒｉｓｈｎａｍｕｒｔｉ等

是挑选的１９８８年（当年印度降水异常多）来讨论的，

说明当年南亚高压和北极高压的连接．而本文采用

多年平均资料证实不仅是１９８８年，而是多年平均情

况下南亚高压和北极高压从下至上也是连接的．

Ｋｒｉｓｈｎａｍｕｒｔｉ等采用绝对涡度守恒原理来论证南亚

高压与北极高压的这种关系，而本文是采用温度场

来讨论．

５　结论和展望

本文利用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平均的逐日和逐月

ＮＣＥＰ／ＮＣＡＲ再分析资料，首先从风场和气压场的

变化分析了北极平流层大气基本气候特征，然后分

析了夏季北半球平流层气压场的三维空间结构，并

结合温度场的分布变化讨论了北极高压与南亚高压

的关系，最后分析了北极高压基本结构．本文所做的

工作为下一步分析北极高压强度和夏季北极平流层

４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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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环流的季节内、年际和年代际变化做了铺垫，也

为下一步分析夏季平流层异常对对流层的影响奠定

了基础．主要结论如下：

（１）北极平流层风场有明显的季节变化．７０ｈＰａ

以上，１２～２月份，西风风速在全年最大；３～４月份，

西风很快减小，然后转变为东风，维持一段时间后，

东风再次转变为西风；９～１０月份，西风很快增加．

但不同高度，风场的变化时间有明显不同．平流层中

层３０～１０ｈＰａ的变化基本一致，西风转东风在４月

上旬，东风转西风在８月下旬．但在５０ｈＰａ，西风转

东风在４月底５月初，东风转西风的时间在８月上

旬；７０ｈＰａ，西风转东风是５月下旬，东风转西风在

７月中旬；１００ｈＰａ，极区一直是西风，只是风速有季

节性的改变．北极平流层从冬至夏，季节转换从上向

下推进，从夏至冬，季节转换从下向上推进．

（２）北极平流层气压场有明显的季节变化．以

２０ｈＰａ为例，４月上旬以前，北极被极涡控制，４月

中旬北极地区高压的势力开始超过低压，５月上旬，

北极高压建立．此后高压不断增强，７月份达到最

强，８月份开始减弱，８月底北极高压结束．北极高压

中心位置随时间的变化通常可分为北美型、欧亚型

和过渡型．

（３）平流层下层，气压场和风场的结构与平流层

中上层有明显不同．从７０～５０ｈＰａ气压场变动情况

可以看出，在平流层下层，南亚高压与北极高压连在

一起．从垂直结构看，北极高压从上至下与１００ｈＰａ

的南亚高压连在一起，高压中心轴线倾斜．北极高压

随高度升高而增强，６～７月份，其底端在７０～

５０ｈＰａ之间．

南亚高压、南亚高压北侧和南侧的西风和东风

急流、副高以及季风槽构成了亚洲夏季风环流系统．

南亚高压跃上青藏高原标志着东亚夏季环流形势的

完全建立．可见南亚高压在亚洲夏季天气系统中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南亚高压的中期变化即东西

振荡影响着对流层中高层西风带大槽的位置和强

度，对东亚天气的影响非常重要．南亚高压有明显的

年际和年代际变化，我国异常旱涝事件的发生与南

亚高压关系密切［２６］．对流层里，高压（低压）在垂直

方向上都有一定的伸展高度，而且上下层流场会相

互作用．例如，中高纬度温带锋面气旋的生成和发

展，往往是对流层中上层波动与地面低压扰动相互

作用的结果［２７］．北极高压与南亚高压有密切的联

系，二者也可能会相互影响，具体情况如何，北极高

压还有哪些变化特征都值得深入研究．２０１０年夏

季，我国乃至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历史罕

见的高温干旱或洪涝灾害，这些异常在平流层有无

反应或先兆，北极高压的变化是否会通过南亚高压

对亚洲地区天气气候有影响呢？北极高压的变化是

否会通过极涡影响对流层的天气气候呢？这些问题

我们将在另文中继续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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