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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中利用１９４８—２００２年ＮＣＥＰ／ＮＣＡＲ全球再分析资料，１９５８—２００２年ＥＣＷＭＦ再分析资料，中国国家气候

中心的６１８个测站１９６１─２００５年的逐日降水量资料，采用作者确定的东亚夏季风（ＥＡＳＭ）建立标准，探讨东亚夏

季风在南海爆发以后继续向北和向东推进活动范围、建立、持续和撤退的时空分布特征，结果表明：（１）给出东亚—

西北太平洋地区的东亚夏季副热带季风（ＥＡＳＳＭ）的定义，计算其建立时间（候）和空间分布，发现ＥＡＳＳＭ 除继续

向北推进的方向外，在２０°─２５°Ｎ还有明显向东的分支，以及向西稍偏北的分支，１０７．５°Ｅ以西的季风建立等时线

梯度十分密集，而以东的等时线梯度很小，季风建立的等时线的总体以１１０°─１１５°Ｅ为轴心、明显向中国华北和东

北地区凸起的近于折线的分布，表明ＥＡＳＳＭ 先在中国大陆建立，而同纬度的中国近海和西北太平洋地区的夏季

副热带季风后建立；（２）撤退的等时线则近于与建立的等时线相反分布，沿１２０°Ｅ的方向凸向南，表明中国东北地

区和近海地区先撤退；（３）给出东亚─西北太平洋地区ＥＡＳＳＭ建立的概率等值线的空间分布，我们尝试定义了＜

３５％概率等值线的地区为其影响的边缘地带，北边界始于黑龙江省北部４８°Ｎ附近向东南经由黑龙江省南部和俄

罗斯滨海省，穿过日本海止于日本北海道南部，其西边界由东北向西南沿中蒙边境止于青藏高原。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北部边缘地带与多年平均比偏南３─５纬度，而西部边缘变动较小，只向东偏了１个经度。

关键词：东亚—西北太平洋地区，夏季副热带季风，建立和撤退，活动范围。

１　引　言

　　Ｒａｍａｇｅ
［１］给出了亚洲─澳大利亚季风（ＡＡＭ）

区覆盖的范围（３０°Ｓ─４０°Ｎ，４０°—１７０°Ｅ）。陈隆勋和

金祖辉［２３］、Ｔａｏ和Ｃｈｅｎ
［４］提出了东亚地区存在一个

独立于印度季风环流系统［５］的东亚季风环流系统

（ＥＡＭＣＳ），ＥＡＭＣＳ包含了南半球澳洲季风、南海─

西太平洋热带季风、中国大陆副热带季风和高纬环流

的相互作用。ＺｈａｎｇＲｅｎｈｅ等
［６］认为东亚夏季风

（ＥＡＳＭ）是指东亚地区２０°─４０°Ｎ、１００°─１４０°Ｅ的副

热带季风。Ｍｕｒａｋａｍｉ等
［７］单独提出了西北太平洋季

风（ＷＮＰＳＭ），主要指超过菲律宾海和它附近的海上

季风。ＬａｕＫＭ等
［８］给出了印度夏季风和东亚夏季

风以及ＷＮＰＳＭ建立的平均日期，其北界可达中国大

陆４０°Ｎ和日本的４０°Ｎ附近。之后，ＬａｕＫＭ等
［９］在

研究亚洲季风区域组成成分的动力和边界强迫特点

一文中，提出亚洲夏季风可分成南亚季风（ＳＡＭ）和东

─东南亚季风（ＥＡＭ）两个子系统。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国

际气象组织在中国杭州召开的ＩＷＭ─Ⅲ季风工作会

议上，首次将东亚季风建议为东亚─西北太平洋季风

的称谓［１０］（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Ｎｏｒ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ｍｏｎ

ｓｏｏｎ），它是亚洲─澳大利亚季风（ＡＡＭ）的一部分，

定义１０５°Ｅ以东和赤道至４５°Ｎ之间的区域作为 Ａ

ＡＭ副系统。尽管定义的名称有所不同，但共同关心

的是不论哪个称谓的季风，它的影响范围的确定是很

重要的科学问题，一方面从其活动范围可分清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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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即对季风的年际和年代际变化的研究也是

很有意义的，进而为预测季风活动的强弱奠定基础。

近几年，东亚夏季风活动的西界和北界的研究不仅引

起大气科学而且还引起相邻学科学者的关注，因为东

亚季风边缘研究有利于加深认识季风以及中国生态

系统在过渡带的特性［１１１３］，季风环流的强弱变化控制

着气候界线空间摆动的范围和方向［１４］，以及涉及到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地理界定及其生态问题［１５］，

更重要的是夏季风的活动边界也反映了夏季风的年

际和年代际变化，它与东亚主要雨带的季节进程及旱

涝密切相关［１６］。

季风定义决定着季风影响的大致区域，而有关

季风边界的确定则是一件复杂且细致的研究工作，

目前对其边界的确定大体可以分３种：（１）动力边

界，以风的变化为主，不仅是指同层风向的显著变

化，还包含高低层风的切变［１７］；（２）热力边界，以气

团的性质，如用θｓｅ的某一阈值作为气团属性外包线

的抵达范围来表明季风可抵达区域；（３）大都以降

水量或水汽输送和收支作为指标对季风雨季的开始

给予定义［１８１９］。

ＺｈｕＱｉａｎｇｅｎ等
［２０］明确指出南海季风为热带

季风性质，中国大陆夏季风为副热带季风（ＳＭ），王

慧等［２１］详细分析了西北太平洋季风区（５°─２５°Ｎ、

１２０°─１６０°Ｅ）的气候学特征。本文依据８５０ｈＰａ候

平均南风风速和假相当位温（θｓｅ）的阈值定义东亚─

西北太平洋地区（ＥＡＷＮＰ）的东亚夏季副热带季

风（ＥＡＳＳＭ）建立和撤退时间（候）的标准
［２２２３］，计算

了１０２．５°─１４７．５°Ｅ每隔５个经度，２０°─５０°Ｎ每隔

５个纬度的东亚和西北太平洋的ＥＡＳＳＭ 建立、持

续和撤退时间（候），为ＥＡ─ＷＮＰ的ＥＡＳＳＭ 活动

范围确定了观测计算的一个标准，本文还给出了其

建立的概率分布，以一定的阈值，确定其活动的西和

北边界带。

２　资料和方法

文中利用１９４８─２００２年 ＮＣＥＰ／ＮＣＡＲ全球再

分析资料、１９５８─２００２年欧洲中心（ＥＣ）的客观分析

资料计算８５０ｈＰａ候平均资料，作沿１０２．５°、１０５°、

１０７．５°、１１２．５°、１１７．５°、１２２．５°、１２７．５°、１３２．５°、１３７．５°、

１４２．５°、１４７．５°Ｅ的时间纬度剖面图，当假相当位温θｓｅ

３３６Ｋ等值线和南风≥４ｍ／ｓ等值线同时越过某一纬

度时，我们曾定义为该纬度的地区东亚夏季风建立的

日期（候）［２２２３］，本文确定东亚─西北太平洋地区２０°

Ｎ及以北地区θｓｅ３３６Ｋ持续跨越该纬度的候数与多

年平均持续候数比值的标准化值，定义为当年的沿某

一经圈上相应纬度的夏季副热带季风强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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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所用６１８个测站１９６１─２００５年逐日降水

量资料取自中国国家气候中心。

３　东亚夏季副热带季风建立、持续和撤退的

时空分布特征

３．１　建立的时空分布特征

从利用ＮＣＥＰ资料计算的东亚大陆和西北太

平洋地区１９４８─２００２年间东亚夏季副热带季风

（ＥＡＳＳＭ）（２０°Ｎ及以北）建立的平均日期（候）（图

１）可见，东亚夏季副热带季风（ＥＡＳＳＭ）于２６候（５

月上旬）自２０°Ｎ、１１０°Ｅ建立以来，继续推进建立的

等时间（候）线的分布和主要前进方向，其特征：（１）

东亚大陆至中国近海和西北太平洋ＥＡＳＳＭ 等时线

分布，总体呈“凸”形状，３６─４０候等时线在中国大

陆３５°Ｎ附近明显向北突起，１０７．５°Ｅ以东的等时线

自中国大陆至海洋区呈西北─东南走向，在海洋区

域近于纬圈平行，表明１０７．５°Ｅ以东的东亚大陆

ＥＡＳＳＭ建立时间显然早于同纬度的中国近海和西

北太平洋海域，东亚大陆的ＥＡＳＳＭ 建立的等时线

梯度密集，西北太平洋的等时线梯度小而且比较均

匀（２０°─２５°Ｎ除外）。（２）在２０°—２５°Ｎ、１０２．５°─

１４７．５°Ｅ区域，以１０７．５°Ｅ为轴心等时线向东西两个

方向呈经向分布，１０７．５°Ｅ以西的等时线梯度很大，

其前进方向以西北方向为主，３４候（６月中旬）西端

４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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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４８─２００２年东亚大陆和西北太平洋

地区东亚夏季副热带季风（２０°Ｎ及以北）

建立的平均日期（候）的空间分布

（阴影区为地形等高线在３０００ｍ及以上的区域）

Ｆｉｇ．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ｔｈｅｍｅａｎｏｎｓｅｔｄａｔｅ

（ｐｅｎｔａｄ）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ＳＭ （ｎｏｒｔｈｏｆ２０°Ｎ）ｏｖｅｒｔｈｅ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１９４８－２００２

（ｄａｒｋａｒｅａ：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ａｂｏｖｅ３０００ｍ）

点位于２５°Ｎ、１０２．５°Ｅ，越过该点后等时线前进方向

转向北，止于３５°Ｎ、１０２．５°Ｅ的４０候（７月中旬末）

等时线的西端点；１０７．５°Ｅ以东的等时线梯度很小，

等时线的主要前进方向向东，止于３４候等时线

（２５°Ｎ、１４２．５°Ｅ）。（３）２５°Ｎ、１０２．５°─１４７．５°Ｅ及

以北地区，ＥＡＳＳＭ 建立的等时线有两个主要前进

方向：一个是东亚大陆ＥＡＳＳＭ 主要向北的推进方

向，３２候等时线向北突出的部分先到达３０°Ｎ以北

之后，向北突出的等时线逐渐转向北北东方向，３４

候（６月中旬）到达长江流域，３８候（７月上旬末）等

时线“凸”向华北地区以北，到达４２°Ｎ、１１２．５°Ｅ，比

同纬度的陆地要早１─２候，４０候（７月中旬末）等时

线与３８候分布类同，已推进到中国东北地区，以及

中国西北地区的东部，４０候等时线转向东扩展到整

个中国东北地区，西边的４０候等时线穿越中国西北

地区东部和蒙古东部地区，成东北—西南向的斜线

止于中国的３７°Ｎ、１０２．５°Ｅ，东边的４０候等时线近

于南北向贯穿中国东北地区中部，经朝鲜半岛中部

入日本海；另一个等时线前进方向是沿２５°Ｎ向东，

该等时线止于２６°Ｎ、１４７．５°Ｅ，亦表明ＥＡＳＳＭ 可能

达到西北太平洋副热带地区的东界。

　　从１９６１─２００５年中国６１８个测站候降水量差

值分布（图２）可见，第２６候 （即东亚夏季副热带季

图２　１９６１─２００５年中国６１８测站的候降水量差值（单位：ｍｍ）分布
（ａ．第２６候减２５候，ｂ．第３０候减２９候，ｃ．第３５候减３４候，ｄ．第３７候减３６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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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在中国大陆建立的第１候）的降水量比第２５候增

加８─１０ｍｍ地区为广西的２０°─２５°Ｎ，１１０°Ｅ以西

的地区（图２ａ）；第３０候的降水量比第２９候显著增

加１５─２０ｍｍ 的为长江中游地区（２８°─３２°Ｎ，

１１０°Ｅ），而１１５°─１２０°Ｅ的１５─２０ｍｍ正差值区则

位于长江中下游以南的浙江南部、江西省和福建省

的北部地区（图２ｂ）；第３５候与３４候的降水量正差

值１５─２０ｍｍ区域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其外包线

５ｍｍ凸向西北方向的河南省和山西省南部地区

（图２ｃ）；第３７候与第３６候降水量的正差值５─

１０ｍｍ区域中心位于３５°Ｎ、１１５°Ｅ。图２ａ─图２ｄ的

候降雨量增加区域与图１第２６候、３０候、３５候、３７

候东亚夏季副热带季风先建立区域是相当吻合的。

３．２　平均持续时间的空间分布特征

利用ＮＣＥＰ资料计算的东亚夏季副热带季风

在东亚大陆、中国近海和西北太平洋地区建立并且

平均持续的时间（候）的空间分布（图３）可见，其持

续的等时线与建立的等时线（图１）分布大体相似，

从大陆至海洋的等时线呈西北─东南走向，表明东

亚大陆持续的时间比同纬度海上的持续时间长，中

国大陆华北及以南ＥＡＳＳＭ平均持续时间均在６个

候（１个月）以上，３５°Ｎ以北等时线以１１２．５°Ｅ为轴

心向东西两侧呈递减趋势，中国东北地区的ＥＡＳ

ＳＭ持续等时线明显“凹”向华北地区，中国东北地区

图３　东亚—西北太平洋地区东亚夏季副热带

季风建立后持续的平均时（候）空分布

（阴影区为地形等高线在３０００ｍ及以上的区域）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ｔｈｅｍｅａｎ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ｐｅｎｔａｄ）

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ＳＭ （ｎｏｒｔｈｏｆ２０°Ｎ）ｏｖｅｒ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ｗａｔｅｒｓ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１９４８－２００２（ｄａｒｋａｒｅａ：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ａｂｏｖｅ３０００ｍ）

的持续时间与朝鲜半岛东北部、日本海和日本的本

州岛中北部相近，大都为２─４候，中国的长江流域

及以南地区ＥＡＳＳＭ 持续时间大都在１０候以上，

２５°Ｎ以南的大陆和海域平均持续的等时线近于呈

经向分布，１１８°Ｅ以东的海域等时线梯度很大，等时

线从１８候迅速衰减到１３２°Ｅ的６候，中国大陆的广

西和广东省持续２０候以上，为东亚地区夏季副热带

季风影响时间最长的地区。

３．３　平均撤退的时空分布特征

利用ＮＣＥＰ资料计算的东亚大陆、中国近海和西

北太平洋地区１９４８─２００２年ＥＡＳＳＭ撤退的平均日

期（候）的空间分布（图４）可见，ＥＡＳＳＭ撤退的等时

线和建立等时线（图１）分布大体相反，２５°Ｎ以北，等

时线从中国东北地区“凹”向中国黄海和东海的等时

线，为撤退等时线主要撤退方向，表明中国东北地区

和中国近海地域先于同纬度中国内蒙古东部、华北、

华中和日本岛地区撤退，沿３５°Ｎ自西向东，横跨５４─

４９候等时线，撤退时间可相差６候，中国东北地区和

中太平洋地区ＥＡＳＳＭ撤退最早，为４４─４６候（８月

上旬─中旬），中国华北地区平均日期为８月末（４８

候），长江流域撤退日期为５０─５２候（９月上旬─中

旬），日本的大部地区和朝鲜半岛撤退日期为４６─４８

候（８月中旬─８月末），中国的广西和广东地区为５４

候，撤退的时间最晚。

图４　东亚—西北太平洋地区１９４８─２００２年东亚夏季

副热带季风撤退的平均日期（候）的空间分布

（阴影区为地形等高线在３０００ｍ及以上的区域）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ｔｈｅｍｅａｎ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ｄａｔｅ（ｐｅｎｔａｄ）

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ＳＭ （ｎｏｒｔｈｏｆ２０°Ｎ）ｏｖｅｒ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ｓｉａ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ｗａｔｅｒｓ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１９４８－２００２（ｄａｒｋａｒｅａ：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ａｂｏｖｅ３００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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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东亚夏季副热带季风建立的不同地带的

划分

　　图５为利用ＮＣＥＰ和ＥＣ资料计算的东亚大陆

和西北太平洋地区１９４８─２００２年ＥＡＳＳＭ 建立的

范围。从图５ａ可见，西边界为１０２．５°Ｅ，与青藏高

原的东边界基本一致，南边界以２０°Ｎ开始，北边界

为５０°Ｎ，超过５０°Ｎ计算已没有太大的意义，东边界

到１４７．５°Ｅ。东亚大陆—西北太平洋地区夏季副热

带季风建立的概率为２５％的等值线，西界点为

３７°Ｎ、１０２．５°Ｅ，东界点为４３°Ｎ、１４７．５°Ｅ，近于成向

北凸的折线，概率为３５％的等值线近于２５％等值线

平行，稍向南移大约一个纬距，我们称＜３５％概率等

值线的地区为ＥＡ—ＷＮＰ的ＥＡＳＳＭ 影响的边缘

地带，其西边界由黑龙江省北部４８°Ｎ向西南方向

沿中蒙边境止于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界（地形高度

３０００ｍ，３６°Ｎ、１０３°Ｅ附近），其北边界始于黑龙江省

４８°Ｎ附近向东南经由黑龙江省南部和俄罗斯滨海

图５　东亚—西北太平洋１９４８─２００２年ＥＡＳＳＭ建立的概率分布
［２２２３］

（ａ．ＮＣＥＰ资料，ｂ．ＥＣ资料；阴影区为地形等高线在３０００ｍ及以上的区域）

Ｆｉｇ．５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ｒ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ＳＭｏｎｓｅｔｏｖｅｒ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ｓｉａ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ａ）ｔｈｅＮＣＥＰ／ＮＣＡＲ（１９４８－２００２）ａｎｄ（ｂ）ＥＣＭＷＦ（１９５８－２００１）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Ｔｈｅ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ｒｅｆｅｒｔｏＬｉａｎａｎｄＳｈｅｎｅｔａｌ

［２２２３］（ｄａｒｋａｒｅａ：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ａｂｏｖｅ３０００ｍ））

省，穿过日本海止于日本北海道南部（４２°Ｎ、１４５°Ｅ

附近）；概率为６５％的等值线，西界点为３４°Ｎ、

１０４°Ｅ，北界点为４３°Ｎ、１１７°Ｅ，东界点为３５°Ｎ、

１４７．５°Ｅ，近于成向北凸的折线，将≥３５％和≤６５％

的地区称之为ＥＡ—ＷＮＰ的ＥＡＳＳＭ 中度影响的

地区，或称拉锯式影响地区；＞６５％概率等值线的地

区我们称之为东亚夏季副热带季风（ＥＡＳＳＭ）主要

影响地区，即，ＥＡ—ＷＮＰ的ＥＡＳＳＭ 主要活动区。

从图５ｂ可见，与图５ａ在１２０°Ｅ以东结果大体相近，

但是ＥＡＳＳＭ在１２０°Ｅ以西中国大陆的主要活动区

比图５ａ要偏东一些，特别是青藏高原对ＥＡＳＳＭ 的

边界效应比图５ａ反映的更为偏东。为了便于同期

比较，还用 ＮＣＥＰ１９５８—２００１年资料作了与图５ｂ

相同内容的“东亚大陆和西北太平洋１９５８—２００１年

间ＥＡＳＳＭ建立范围”（图略，与图５ａ基本类同）。

５　ＥＡＳＳＭ 西部和北部边缘地带的平均位

置年代变化

　　由ＥＡ—ＷＮＰ２０世纪５０─９０年代及其各个年

代ＥＡＳＳＭ的西部和北部边缘地带平均变化（图６）

可见，９０年代西部边缘地带比多年平均偏东１个多

经度，而北边缘位置却偏南约３─５纬度，表明９０年

代ＥＡ—ＷＮＰ的ＥＡＳＳＭ 北部边缘地带比西部边

缘地带变化大。

６　结论和讨论

（１）本文按作者曾定义的东亚夏季风建立的标

准，以某一经度和纬度的８５０ｈＰａ候平均图上θｓｅ达

到３３６Ｋ和南风≥４ｍ／ｓ为阈值，利用ＮＣＥＰ资料，

给出东亚─西北太平洋地区的东亚夏季副热带季风

（ＥＡＳＳＭ）的定义，计算了１９４８─２００２年 ＥＡ—

ＷＮＰ的ＥＡＳＳＭ建立的平均时间（候）等时线空间

分布，表明ＥＡＳＳＭ自南海北部（２０°Ｎ）建立以后，在

３５°Ｎ以南，主要沿１１０°Ｅ稍偏西的方向向北推进，

广西要稍早于广东，长江中游地区要早于长江中下

游地区，在３５°Ｎ 以北，华北西南部稍早于华北东

部，最后止于中国东北地区（于第４２候）。经分析中

国６１８个测站１９６１─２００５年ＥＡＳＳＭ建立前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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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ＥＡ—ＷＮＰ２０世纪５０─９０年代及各年代ＥＡＳＳＭ的西部和

北部边缘地带的平均变化分布

（阴影区为地形等高线在３０００ｍ及以上的区域）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ｄｅｃａｄ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ｅｄｇｅｓｏｆＥＡＳＳＭ

ｏｖｅｒ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ｓｉａ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ｉｏｎｆｒｏｍ１９５０ｓｔｏ１９９０ｓ

（ｄａｒｋａｒｅａ：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ａｂｏｖｅ３０００ｍ）

候降水量正差值区与上述结论相匹配；除了继续向

北推进的方向外，还有向西稍偏北的分支，１０７．５°Ｅ

以西的季风建立的等时线十分密集，而以东的等时

线梯度很小，这与１０７．５°Ｅ以西青藏高原的地形高

度高和阻挡有关。在２０°─２５°Ｎ还有明显向东的分

支，这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从５月下旬逐渐向东

撤和北进有关。总的分布表明，ＥＡＳＳＭ 先在中国

大陆建立，而同纬度的中国近海和西北太平洋地区

的夏季副热带季风后建立。与梁潇云等关于青藏高

原对亚洲夏季风爆发位置及强度影响结果相近［２４］。

（２）撤退的日期等时线则近于与建立等时线的

相反分布，沿１２０°Ｅ的方向凸向南。表明中国东北

地区和近海地区先撤退。

（３）以ＥＡ—ＷＮＰ的ＥＡＳＳＭ建立的概率等值

线的空间分布，设阈值确定ＥＡ─ＷＮＰ的ＥＡＳＳＭ

活动范围。我们尝试定义＜３５％概率等值线的地区

为其影响的边缘地带，其西边界由黑龙江省北部

４８°Ｎ附近向西南方向沿中蒙边境止于青藏高原的

东北边界；北边界始于黑龙江省北部４８°Ｎ附近向

东南经由黑龙江省南部和俄罗斯滨海省穿过日本

海，止于日本北海道南部（４２°Ｎ、１４５°Ｅ），建立概率

≥３５％和≤６５％地区为ＥＡ─ＷＮＰ的ＥＡＳＳＭ 中

度影响地区，或称拉锯式影响地区，主要位于东北地

区中部，建立时间大都在第４０候左右（７月中旬），

影响的候大都为４、５候，撤退时间大都在第４５候（８

月中旬）以前；建立概率＞６５％的地区为ＥＡ─ＷＮＰ

的ＥＡＳＳＭ主要活动地区，建立的候大都在第３８候

（７月上旬），影响时间≥６候，撤退时间大都在第４６

候（８月中旬末）以后。ＥＡ─ＷＮＰ的ＥＡＳＳＭ 西部

和北部边缘地区年代平均位置表明，北部边缘位置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比多年平均偏南３─５纬度，而西部

边缘地区只比多年平均偏东１个纬度，与文献［２５］

所分析的中国东北地区中南部１９６１─２０００年年降

水量线性负倾向，而西北地区中部为正倾向结果基

本一致。

（４）用ＥＣ的再分析资料计算的结果表明，与

ＮＣＥＰ的结果在１２０°Ｅ以东分布大体相近，而以西

差异较大，利用ＥＣ计算的ＥＡＳＳＭ 在中国大陆的

主要活动区要比ＮＣＥＰ计算的范围偏小和偏东，可

能是ＥＣ的客观分析对青藏高原的边界效应反映较

为强烈，我们认为ＮＣＥＰ计算结果比ＥＣ更接近东

亚夏季风活动实际。

（５）本文提出了以观测计算每个经度和纬度夏

季副热带季风建立时间（候）为核心的，给出建立概

８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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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分布的阈值，来确定ＥＡ─ＷＮＰ的ＥＡＳＳＭ 活动

的西和北边界带的一种方法，有可能为进一步研究

夏季风的季内振荡提供较客观的参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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