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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华北干旱》探讨了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山西省、河南省和内蒙古自
治区）的干旱问题，以及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华北地区干旱的演变趋势。
全书分为5章，主要内容包括华北干旱现状、干旱气候统计特征、干旱成因及干旱预测及影响等方面
内容，从干旱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都给予了概括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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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华北夏季降水量与前一年10月500hPa环流场[图4.31（b）3的相关分布是欧亚整个地
区以负相关分布为主，西伯利亚以北的极地区域的正相关区南伸到欧亚之间，将欧亚大陆的负相关区
分为两个负相关中心，具有统计信度的相关区分别在欧洲大陆、亚洲大陆南部和西太平洋地区。
这一现象表明当前一年lo月欧亚大陆和副热带高压带高压区500hPa位势高度偏高，转年华北夏季降水
偏少，反之亦然。
 与前一年11月500hPa环流场[图4.31（c）]的相关区呈东西方向按正负正排列，与东亚大陆的冬季环流
形势非常相似，即华北降水与欧洲浅槽、西伯利亚高压和东亚大槽的关系分别为正负正，只是欧洲槽
与华北降水的负相关区没有达到统计显著性0.05水平，亚洲大陆的负相关区和亚洲东部到太平洋北部
的正相关区均通过了0.05信度水平的检验，最大正相关中心在俄罗斯一带，最大负相关中心在日本东
部的北太平洋。
这表明，初冬时期西伯利亚高压和东亚大槽发展都会造成转年华北夏季多雨。
 与前一年12月500hPa环流场[图4.31（d）]的相关区与11月环流场相似，也呈东西方向按正、负正相关
区排列，除欧洲的负相关区没有通过0.05信度水平检验外，其他两个相关区均通过了检验。
这与冬季500hPa环流场的分布密切相关，冬季500hPa环流场上欧洲是浅槽，亚洲大陆是高压区，而东
亚大槽位于亚洲东部到北太平洋一带，结合11月的相关图，可以认为，冬季几个大的天气系统活动的
强弱变化，一定会对转年夏季降水有明显影响。
 与当年1月[图4.31（e）]的相关区分布发生了调整，欧洲和鄂海的正相关区消失，只存在亚洲大陆一
个具有统计信度的负相关区，与前一年11—12月西伯利亚负相关区相比，西伯利亚高压明显向东向南
移动，表明亚洲冬季1月份的高压强时，其年夏季降水偏多，反之亦然。
 与当年2—3月[图4.31（f）、（g）]的相关都不显著，没有通过0.05信度水平检验的相关区存在，这可
能是冬季环流向春季调整过程中多小槽小脊活动，没有长时间存在的天气系统。
因此，对华北夏季降水无明显影响。
 与当年4月[图4.31（h）]的相关开始出现转机，在亚洲大陆又出现了一个负的高相关区，意味着4月亚
洲大陆高压较强时，华北夏季少雨，反之亦然。
我国东部沿海到日本南部和西太平洋地区有一正相关区，虽然这个相关区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它
可能预示着副高北侧的低值系统活动将会对华北降水产生影响。
 与当年5月[图4.31（i）]的相关显著区存在于亚洲大陆和我国东部沿海到日本一带，亚洲大陆的相关系
数比4月份还要高一些，说明春季亚洲大陆高压持续，会导致华北夏季持续少雨；在我国东部沿海到
日本一带仍存在具有统计意义的正相关区，可以认为是4月该相关区的持续，但强度强于4月，这表明
，该区域有明显的低值系统发展，将会导致华北夏季少雨。
5月相关区的综合配置正揭示了过去预报员的经验“东高西低”系统存在是华北夏季降水产生的最有
利条件。
即春季开始的“东低西高”大气环流形势将会对华北夏季产生明显影响，这种“东低西高”大气环流
型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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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华北干旱》可供大气科学、环境科学、地理科学、农学、水文学等学科的研究人员和大专院校师生
使用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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