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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new criterion for Rules of Meiyu Monitor, which published by The Prediction and 
Network Ministry of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in 2014, the daily precipitation data of 
Meiyu Monitor at 85 stations and daily reanalysis data of NCEP/NCAR during 1961-2010, the on-
sets, withdrawals, length, rainfall, and intensity of Meiyu were calculat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ithdrawals and other features of Meiyu is closer than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onsets of Meiyu and them. 2) The M-K mutation test shows that there was no muta-
tion in onsets, withdrawals, the length and the intensity of Meiyu. 3) Before and after mean earlier 
onsets, on earlier onsets year of Meiyu, Western Pacific subtropical high is strong, northwest, 
Western Pacific subtropical high ridge is beyond 20˚N, on late onsets year of Meiyu, Western Pa-
cific subtropical high is weak. Before and after mean late withdrawals, on earlier withdrawals 
year of Meiyu, Western Pacific subtropical high ridge is beyond 30˚N, on late withdrawals year of 
Meiyu, Western Pacific subtropical high is strong, the west part of Western Pacific subtropical high 
ridge is near 3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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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中国气象局预报与网络司2014年印发的《梅雨监测业务规定》涉及的梅雨监测区梅雨划分标准、

1961~2010年梅雨监测区85个站点逐日降水资料以及美国NCEP/NCAR提供的逐日再分析资料，得出了

我国梅雨监测区1961~2010年50年的梅雨期入、出梅日期，以及梅雨期长度、梅雨量、梅雨强度等梅雨

特征量。并分析了异常梅年的环流特征，结果如下：1) 总体来看，出梅日和梅雨量、梅雨期长度以及梅

雨强度的相关性比入梅日和它们的相关性要好。2) M-K突变检验显示，梅雨监测区入、出梅日、梅雨期

长度以及梅雨强度均没有发生突变。3) 在平均早入梅日前后，早入梅年，西太平洋副高较为强大，位置

偏西北，副高脊线超过20˚N；晚入梅年，西太平洋副高面积明显减小，位置明显偏东。在平均晚出梅日

前后，早出梅年，西太平洋副高位置偏北，西太副高脊线超过30˚N；晚出梅年，西太平洋副高依旧强大，

西段副高脊线在30˚N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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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自 19 世纪末以来，地球表面平均温度(Global Mean Surface Temperature)
一直在升高，过去的 30 年中，每个十年的温度比有记录以来的任何一个十年的温度都要高。21 世纪的

头十年是最暖的十年[1]。而这样的变化势必会对全球水循环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导致全球极端降水事件

发生的概率增加[2] [3] [4]。梅雨是东亚地区的特征性天气系统，它是东亚大气环流由春季到夏季过度的

产物[5]。江淮地区梅雨的开始和结束是每年初夏东亚大气环流发生急剧变化的结果，梅雨量的多少反映

了东亚夏季风的强弱及其推进到江淮地区的早晚。因此，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研究梅雨特征量的时间

变化特征及异常梅年梅雨期环流特征对于监测江淮地区的旱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气候平均态下，东亚夏季风于 6 月中旬推进至江淮地区、韩国、日本一带，与此同时，我国江淮

地区连续出现阴雨天气，由于此时恰好是我国江南梅子成熟的季节，故称“梅雨”[6]，韩国称之为

“Changma”，而在日本，梅雨被称为“Baiu”。这两个国家的气象学者也对梅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7] [8] 
[9] [10]。台湾的气象学者也对台湾地区的梅雨进行了研究[11] [12]。 

梅雨出、入梅日的确定一直是气象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课题。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气象界围绕梅

雨的入、出梅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梅雨期的划分因地域和侧重点的不同有多重划分方法。徐群[13]
根据长江中下游五站(上海、南京、芜湖、九江和汉口)日降水资料，并结合当时地面天气要素、副热带高

压脊线位置等指标，划分出八十年(1885~1963 年)的梅雨期。张德二用这种划分方法划定了 18 世纪长江

下游逐年的雨期。胡娅敏[14]等用 1954~2005 年 0.5˚ × 0.5˚的逐日降水格点资料，并定义了一个新的江淮

地区的“广义梅雨评定标准”，得出江淮地区梅雨在 1965 年前后，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和 90 年代初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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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三次显著的气候跃变。梁萍[15]等从区域角度出发，在明确区域梅雨概念的基础上，选取了江淮区域

梅汛期降水变率一致的 36 个代表站点。采用连续 5 个滑动候满足侯内雨日≥4 的站点覆盖率指标，并结

合西太平洋副高脊线位置，提出江淮区域梅雨入、出梅的确定方法。 
章淹[16]将 1885~1995 年的梅雨期以 1950 年为分界点，分成 1885~1950 年以及 1951~1995 年两个

时期的梅雨，对比发现，上世纪 50 年代后，梅雨期长度，较之其前期出现了长梅年减少，短梅年增

多，集中期缩短，降水总量偏少年增多，降水总量偏多的年份减少。徐群在划分了 1885~1964 年长江

中下游梅雨期基础[13]上，进一步划分出了 1951 年以来江淮下游南北两区的梅雨期[17]。通过这两项

研究，从而划分出了近 116 年(1885~2000 年)长江中下游沿江五站(上海、南京、芜湖、九江和汉口)
梅雨期。魏凤英等[18]使用徐群定义的 1885~2000 年长江中下游梅雨强度[17] [19]对 116 年的梅雨序列

进行分析，得出从大的年代际尺度而言，上世纪 40 年代梅雨强度发生了突变，梅雨由强趋势向较弱

趋势转变。毛文书[20]等将江淮地区分为南、北两个区，发现南、北两区梅雨量都存在显著不同的多

时间尺度振荡周期。 
综上所述，关于梅雨的相关研究，我国学者已经取得了许多杰出的研究成果，但以往的研究由于地

理位置的差异、侧重点不同，所以各地选取的入、出梅指标也有所差异，梅雨既是天气现象也是气候现

象，从天气学角度出发，梅雨是与副热带高压、阻塞高压等相连，是一种大尺度天气现象，从气候学角

度出发则要求若干日稳定通过一个数值，降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如果过多考虑各地降水要素，则

梅雨是一种大尺度天气现象。 
针对这一问题，统一的入、出梅指标是非常有必要的。因此，本文采用中国气象局预报与网络司 2014

年印发的《梅雨监测业务规定》[21]中涉及气候区的划分以及新的入、出梅标准，研究梅雨监测区入、出

梅日期、梅雨期长度、梅雨强度以及梅雨量等梅雨特征量的年际、年代际变化；讨论各梅雨特征量间的

相关性；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异常梅年的环流场特征。 

2. 资料的选取 

1) 中国气象局提供的全国 824 站逐日降水资料，筛选出梅雨监测区 92 个站点(如图 1 所示)，并从中

选出 85 个降水资料完整、长度超过 50 年(1961~2010 年)的站点。 
2) 1961~2010 年 NCEP/NCAR (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National Center for At-

mospheric Research)提供的逐日再分析资料，该资料包括位势高度场、水平风场、温度场、相对湿度场、

比湿度场和垂直速度场等，水平分辨率为 2.5˚ × 2.5˚，本文仅使用了高度场和水平风场 u，用于计算西太

平洋副高脊线条件。 
3) 中国气象局预报与网络司 2014 年印发的《梅雨监测业务规定》涉及的梅雨监测区梅雨期出、入

梅日期的确定。 
4) 梅雨强度(I)的定义参照文献[5]， 

1
2

R
RL LI

RL R
L

= + +
∑ ∑

∑∑
                                     (1) 

式中：L 为当年梅雨期长度(天数)； L 为 1961~2010 年的平均梅雨期长度； R∑ 为某一年梅雨监测区 85

站梅雨总量的平均值， R∑ 为梅雨监测区 85 站 1961~2010 年梅雨总量的平均值。 

5) 西太平洋副高脊线的定义。由于西太平洋副高脊线的位势高度φ 在经向上取得最大值，利用地转

关系，纬向风 u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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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Monitoring area of Meiyu 
图 1. 梅雨监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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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西太副高脊线还可以定义成为沿副热带的热带东风带和中纬度西风带的分界线，即沿该线纬

向风速为零[22]。本文所用的逐日西太平洋副高脊线就是根据这一定义，利用美国 NCEP/NCAR 再分析

资料求得。 
从西太副高脊线的定义可以看出，西太副高脊线是位势高度的极值点，不仅仅局限在 588 dagpm 内，

在 586 dagpm 内也可能存在。 

3. 梅雨监测区梅雨期的划分 

3.1. 梅雨期划分标准[21] 

确定区域入、出梅与梅雨期的主要依据是区域内各监测站的降水条件，西北太平洋副高脊线条件、

南海夏季风爆发时间等为辅助条件，具体方法如下： 
(1) 入、出梅降水条件： 
① 雨日的确定：某日区域中有 1/3 以上监测站出现 ≥ 0.1 毫米的降水，且区域内日平均降水量≥2

毫米，该日为一个雨日。 
② 雨期开端日的确定：从第 1 个雨日算起，往后 2 日、3 日、……、10 日中雨日数占相应时段内总

日数的比例 ≥ 50%，则第一个雨日为雨期开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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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雨期结束日的确定：从雨期的最后 1 个雨日算起，往前 2 日、3 日、……、10 日的雨日数占相应

时段内总日数的比例 ≥ 50%，则最后一个雨日为雨期结束日。 
④ 雨期的确定：一个雨期需满足以下条件：任何连续 10 日的雨日比例 ≥ 40%、雨日数 ≥ 6 天且没

有连续 5 天(含 5 天)以上的非雨日、站平均降水强度 ≥ 5 毫米/天。一个雨期长度为该雨期的开端日到结

束日所经历的日数。 
⑤ 入梅时间确定：第一个雨期的开端日即为入梅日。 
⑥ 出梅时间确定：最后一个雨期结束日的次日即为出梅日。 
⑦ 梅雨期的确定：梅雨期内可以出现有一个以上的雨期，梅雨期长度为入梅日到出梅日前一天的日数。 
(2) 梅雨期的其它条件 
① 梅雨发生在南海夏季风爆发之后(气候值为 5 月第 5 候)，7 月中旬之后不再有新的雨期开端日。 
② 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脊线条件：梅雨期内，逐日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脊线位置一般要求满足

条件：18˚N~27˚N。 

3.2. 梅雨期的划分结果 

根据以上的资料以及梅雨划分标准，计算出了 1961~2010 年梅雨监测区入梅日、出梅日、梅雨期长

度、梅雨量和梅雨强度等梅雨特征量(表 1)。 
 
Table 1. Main features of Monitoring area of Meiyu during 1961-2010 
表 1. 梅雨监测区 1961~2010 年各梅雨特征量的统计 

年份 入梅日 出梅日 梅期长度/天 梅雨量/mm 梅雨强度 

1961 5 月 30 日 6 月 11 日 12 134.293 1.545 

1962 6 月 26 日 7 月 10 日 14 126.634 1.490 

1963 6 月 22 日 7 月 13 日 21 156.008 1.804 

1964 6 月 16 日 6 月 30 日 14 206.313 2.077 

1965 6 月 30 日 7 月 9 日 9 80.024 1.102 

1966 6 月 12 日 7 月 14 日 32 286.056 2.821 

1967 6 月 15 日 7 月 11 日 26 226.435 2.339 

1968 6 月 20 日 7 月 20 日 30 256.96 2.610 

1969 6 月 23 日 7 月 21 日 28 493.671 3.891 

1970 6 月 18 日 7 月 22 日 34 341.473 3.169 

1971 5 月 26 日 7 月 3 日 38 364.705 3.397 

1972 6 月 18 日 7 月 2 日 14 136.314 1.561 

1973 6 月 18 日 7 月 3 日 15 203.859 2.051 

1974 7 月 13 日 7 月 21 日 8 95.344 1.269 

1975 6 月 16 日 7 月 17 日 31 304.794 2.897 

1976 6 月 21 日 7 月 15 日 24 172.319 1.975 

1977 6 月 9 日 7 月 2 日 23 312.621 3.016 

1977 7 月 11 日 7 月 22 日 11   

1978 6 月 6 日 6 月 16 日 10 75.56 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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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979 6 月 19 日 7 月 23 日 34 315.839 3.033 

1980 6 月 6 日 7 月 21 日 45 389.228 3.725 

1981 6 月 22 日 7 月 3 日 11 148.764 1.675 

1982 6 月 11 日 6 月 23 日 12 319.376 2.932 

1982 7 月 9 日 7 月 26 日 17   

1983 6 月 9 日 7 月 25 日 46 531.659 4.459 

1984 6 月 5 日 6 月 14 日 9 232.24 2.264 

1984 6 月 25 日 7 月 6 日 11   

1985 6 月 22 日 7 月 8 日 16 119.086 1.462 

1986 6 月 19 日 7 月 24 日 35 306.091 3.009 

1987 6 月 19 日 8 月 2 日 44 326.115 3.380 

1988 6 月 9 日 6 月 22 日 13 156.9 1.715 

1989 6 月 3 日 7 月 13 日 40 336.135 3.308 

1990 6 月 12 日 7 月 4 日 22 204.473 2.123 

1991 6 月 2 日 6 月 21 日 19 512.67 4.098 

1991 6 月 30 日 7 月 16 日 16   

1992 6 月 12 日 7 月 20 日 38 281.952 2.970 

1993 6 月 12 日 7 月 9 日 27 335.739 2.985 

1994 6 月 7 日 6 月 28 日 21 241.226 2.333 

1995 6 月 19 日 7 月 10 日 21 293.815 2.659 

1996 6 月 6 日 7 月 21 日 45 507.608 4.313 

1997 6 月 30 日 7 月 20 日 20 211.074 2.130 

1998 6 月 11 日 7 月 5 日 24 332.874 2.924 

1999 6 月 7 日 7 月 3 日 26 404.002 3.361 

2000 5 月 28 日 6 月 4 日 7 217.769 2.173 

2000 6 月 19 日 7 月 2 日 13   

2001 6 月 2 日 6 月 27 日 25 193.093 2.122 

2002 6 月 18 日 6 月 30 日 12 157.2 1.726 

2003 6 月 21 日 7 月 12 日 21 333.642 2.906 

2004 6 月 13 日 6 月 27 日 14 164.133 1.766 

2005 7 月 9 日 7 月 15 日 6 64.027 1.007 

2006 6 月 17 日 7 月 24 日 37 248.06 2.764 

2007 6 月 19 日 7 月 27 日 38 294.751 3.036 

2008 6 月 6 日 7 月 2 日 26 244.342 2.442 

2009 6 月 26 日 7 月 8 日 12 123.244 1.457 

2010 6 月 17 日 7 月 25 日 38 360.354 3.375 

注：斜体加粗的年份为二度梅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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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中可以看出，1961~2010 年间，梅雨监测区一共出现了 5 次二度梅现象(1977、1982、1984、
1991 和 2000)。没有空梅年(当年没有达到入梅条件)。不计二度梅年(一年中有两个梅雨期)，最早入、出

梅时间分别为：5 月 26 日(1971 年)、6 月 11 日(1961 年)；最晚入、出梅时间分别为：7 月 13 日(1974 年)、
8 月 2 日(1987 年)；最小梅雨量为 64.027 mm (2005 年)，最大梅雨量为 531.659 mm (1983 年)。 

图 2 为梅雨监测区 1961~2010 年各梅雨特征量的时间序列(二度梅年的入、出梅日为两个梅雨期的平

均值)，从图中可以看出，各梅雨特征量年际变化显著，上世纪 70 年代初和本世纪初，入梅日有偏晚的

趋势，7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末，入梅日有偏早的趋势，总体来看入梅日变化不显著。出梅日存在两个

偏晚的时期(上世纪 60 年代、本世纪初)，一个偏早的时期(上世纪 90 年代末)，一个较为稳定的时期(上世

纪 70 年代~90 年代中后期)。总的来说，出梅日较为稳定。 
梅雨期长度和梅雨强度的变化情况较为一致，上世纪 60 年代梅雨期变长，梅雨强度增强，70 年代

初、90 年代末梅雨期变短，梅雨强度减弱，70 年代中期~90 年代中期梅雨期长度和梅雨强度呈波动式变

化。总体而言，梅雨期稍有变长，梅雨强度稍有加强，不过不是很显著。 
M-K 突变检验显示(图 3)，梅雨监测区入、出梅日、梅雨期长度以及梅雨强度均没有发生突变。 
为了深入了解各梅雨特征量间的相关程度，计算了各梅雨特征量间的相关系数，结果如下：梅雨强

度与梅雨量和梅雨期长度高度相关，相关系数均超过 0.9。入梅日与出梅日间的相关系数为 0.545，通过

了 α = 0.001 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入梅时间越晚，出梅时间越晚，反之亦然。出梅日和梅雨期长度、梅雨

量以及梅雨强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15、0.491、0.536，均通过 α = 0.001 的显著性检验。入梅日梅雨

期长度、梅雨量以及梅雨强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326、−0.302、−0.325，也通过了 α = 0.05 的显著性

水平检验。说明出梅日和梅雨期长度、梅雨量以及梅雨强度的相关性比入梅日与它们的相关性要高。 
 

 
(a)                                                       (b) 

 
(c)                                                       (d) 

Figure 2. Time series for onsets (a), withdrawals (b), length (c) and intensity (d) of Meiyuduring 1961-2010 (Note: the solid 
line is the actual value, the short line is 5 years moving average, dotted line is the linear trend) 
图 2. 1961~2010 年梅雨监测区入梅日期(a)、出梅日期(b)、梅雨期长度/天(c)和梅雨强度(d)时间序列(注：实线为实际

值，短划线为 5 年滑动平均，点线为线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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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Figure 3. M-K test for onsets (a), withdrawals (b), length (c) and intensity (d) of Meiyu during 1961-2010 (Note: the solid 
line is UF statistic, the short line is UB statistic, dotted line is the confidence level test line) 
图 3. 1961~2010 年梅雨监测区入梅日期(a)、出梅日期(b)、梅雨期长度(c)和梅雨强度(d)的 M-K 检验。(注：实线为

UF 统计量，虚线为 UB 统计量，点线为 α = 0.05 置信水平检验线) 
 
Table 2. Main features of Meiyu per decade during 1961-2010 
表 2. 1961~2010 年梅雨监测区各年代际梅雨特征量的统计 

年代 入梅日 出梅日 梅期长度/天 梅雨量/mm 梅雨强度 

1961~1970 6 月 18 日 7 月 10 日 22 230.787 2.285 

1971~1980 6 月 17 日 7 月 10 日 25.3 237.058 2.398 

1981~1990 6 月 16 日 7 月 9 日 27.6 268.084 2.633 

1991~2000 6 月 12 日 7 月 5 日 27.7 333.873 2.994 

2001~2010 6 月 17 日 7 月 10 日 22.9 218.285 2.260 

50 年平均 6 月 16 日 7 月 9 日 25.1 257.617 2.514 

 
表 2 为 1960~2010 年梅雨监测区各年代际梅雨特征量，梅雨监测区 50 年平均入梅日期为 6 月 16 日，

平均出梅日期为 7 月 9 日。除了上世纪 90 年代偏早较多外，各年代平均入、出梅日波动较小，体现出较强

的稳定性。其余各梅雨特征量体现了较为一致的年代际变化趋势。上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梅雨期偏长，

梅雨量偏多，梅雨强度偏强，上世纪 60 年代、70 年代、本世纪以来表现为梅雨量偏少，梅雨强度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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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异常梅年环流特征 

西太平洋副高脊线(以下简称西太副高脊线)对我国东部地区夏季降水有着显著的影响，其具有规律性

的北跳与我国东部地区的雨季起止时间以及雨带的位置关系密切[23] [24]。一般而言，脊线偏南(北)，华

南降水偏多(少)、华北上空可降水量偏少(多) [25] [26]。 
因此，本章选用梅雨监测区来探讨异常梅年(早梅年、晚梅年、二度梅年)环流场特征。 
关于早、晚梅的确定，本文参照文献[5]，即在 6 月中旬初(6 月 12 日)及以前入梅的，称为早入梅，

在 6 月 23 日或以后入梅的，称晚入梅。在 7 月上旬前期(7 月 2 日)出梅的划为出梅偏早，在 7 月下旬(7
月 22 日)出梅的划为出梅偏晚。结合第四章关于各区入、出梅日的划分结果，得出了梅雨监测区 1961~2010
年间的早入梅、晚入梅、早出梅及晚出梅四种异常梅类型。 

4.1. 早、晚梅年与西太副高脊线的关系 

表 3 为梅雨监测区早、晚梅情况，结合表 1 可得，早、晚入梅年平均入梅日分别为 6 月 5 日、7 月 1
日。早、晚出梅年平均出梅日分别为：6 月 23 日、7 月 25 日。因此，本文选定早、晚梅年的平均入、出

梅日前一候及后一候进行合成分析来探讨早、晚梅年西太副高脊线的情况。 
从图 4 中，可以得出：在平均早入梅日前后，早入梅年，西太平洋副高面积较大，呈条带状分布，

西太副高脊线达到 20˚N，588 dagpm 等高线西伸至 130˚E 以西，靠近我国台湾地区，符合入梅的西太副

高脊线条件；晚入梅年，西太平洋副高面积明显减小，位置明显偏东，588 dagpm 等高线最西没有达到

140˚E，并未符合入梅的西太副高脊线条件。 
从图 5 中，可以得出：在平均晚出梅日前后，早出梅年，西太平洋副高位置偏北，588 dagpm 等高

线经过日本，西太副高脊线超过 30˚N；晚出梅年，西太平洋副高依旧强大，588 dagpm 等高线经过我国

台湾、浙江、福建等地。590 dagpm 等高线接近我国华东地区，西段副高脊线在 30˚N 附近，刚好达到出

梅的西太副高脊线条件。 

4.2. 五个二度梅年的环流特征 

典型梅雨期 500 hPa 的环流形势为：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呈带状分布，西太副高脊线略成东北西南

走向，在 120˚E 处稳定在 22˚N 左右；孟加拉湾或印度东部一带有稳定的低压槽存在，给长江中下游地区

输送水气；中纬度地区西风带环流比较平直；高纬地区有阻塞高压形势[27] [28]。 

4.2.1. 1977 年梅雨期环流特征 
从图 6 中可以看出：第一个梅期(a)，西太平洋副高较强，588 dagpm 等高线西伸达到 130˚E，西太副

高脊线均超过 20˚N，乌拉尔山脉附近和雅库茨克附近各有一个高压脊。35˚~40˚N 之间等高线较为平直；

两个梅期之间(b)，588 dagpm 等高线在 130˚~160˚E 之间被切断，形成东西两个副高，其中，较西的副高 
 
Table 3. Early and late Meiyu situation 
表 3. 梅雨监测区早、晚梅情况 

早、晚梅类型 年份 

早入梅 1961 1971 1978 1980 1983 1988 1989 1994 1996 1998 1999 2001 2008 

晚入梅 1962 1965 1969 1974 1997 2005 2009 

早出梅 1961 1964 1978 1988 1994 2001 2002 2004 

晚出梅 1979 1983 1986 1987 2006 2007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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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Figure 4. Composite graph of Early and late onsets of Meiyu from June 1st to June 10th 
图 4. 梅雨监测区早(a)、晚(b)入梅年 6 月 1 日~10 日合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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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Figure 5. Composite graph of Early and late withdrawals of Meiyu from July 21st to July 30th 
图 5. 梅雨监测区早(a)、晚(b)出梅年 7 月 21 日~30 日合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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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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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Figure 6. Composite graph of first Meiyu period (a), interval between two Meiyu period (b), second Meiyu period (c), ten 
days after withdrawal (d) of 1977 
图 6. 梅雨监测区 1977 年第一个梅期(a)、两个梅期间(b)、第二个梅期(c)和出梅后 10 天(d)合成图 
 
588 dagpm 等高线位于我国浙江、福建以及江西等地上空，与此同时，梅雨监测区日均温连续 6 天超过

30 度，9 天中仅有 1 个雨日；第二个梅期(c)，相比较于第一个梅期，副高位置更偏西，西太副高脊线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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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更偏北，590 dagpm 等高线西伸至 130˚E，第二个梅期的平均温度(26.98℃)高于第一个梅期的(24.12℃)。
第二个梅期后(d)，环流场调整，西太平洋副高又被切断为东西两个，东侧的西太副高脊线北跳至 40˚N
附近，西侧的西太平洋副高进一步西伸，588 dagpm 等高线几乎全部在我国长江中下游上空，此期间梅

雨监测区再次出现日均温高于 30˚的连续高温天气。 

4.2.2. 1982 年梅雨期环流特征 
从图 7 中可以看出：第一个梅期(a)，西太平洋副高成东西条带状分布，位置偏西，588dagpm 等高线

经过我国海南岛，西太副高脊线稳定超过 20°N，孟加拉湾有一个低槽；两个梅期之间(b)，环流场调整，

副高东退至 140°E 以东，梅雨监测区出现连续 7 天的非雨日，但并未出现高温天气。第二个梅期(c)，
副高再次西进，588dagpm 等高线最西端在我国广东省上空，脊线位置相对于第一个梅期整体北移；第二

个梅期后(d)，受双台风(编号 8210 和 8211)影响，副高被迫北移，梅雨监测区没有出现连续的高温天气。 

4.2.3. 1984 年梅雨期环流特征 
从图 8 中可以看出：第一个梅期(a)，在 50˚~70˚N 范围内，贝加尔湖以北有一个阻高，乌拉尔山脉附

近和鄂霍次克海附近存在一个高压脊。孟加拉湾附近和我国东北地区有一个低槽，副高较往常弱，面积

偏小。两个梅期之间(b)，位于鄂霍次克海和乌拉尔山脉附近的高压脊消失，副高东退明显，588 dagpm
等高线在 150˚E 以东，梅雨监测区没有出现连续的高温天气；第二个梅期(c)，位于贝加尔湖西侧有一个

高压脊，乌拉尔山脉附近阻高恢复，副高西进加强，588 dagpm 等高线最西接近 120˚E，35˚~40˚N 是一支

比较平直的西风；第二个梅期后(d)，40˚~60˚E 间 588 dagpm 北移至里海，西太平洋副高强度减弱，梅雨

监测区出现连续 10 天的非雨日。 

4.2.4. 1991 年梅雨期环流特征 
从图 9 中可以看出：第一个梅期(a)，孟加拉湾附近存在一个低槽，副高成条带状分布，西太副高脊

线西进至 120˚E 附近；两个梅期之间(b)，孟加拉湾附近的低槽减弱，35˚~40˚N 之间的等高线波动较大，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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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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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Figure 7. Composite graph of first Meiyu period (a), interval between two Meiyu period (b), second Meiyu period (c), four 
days after withdrawal (d) of 1982 
图 7. 梅雨监测区 1982 年第一个梅期(a)、两个梅期间(b)、第二个梅期(c)和出梅后 4 天(d)合成图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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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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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Figure 8. Composite graph of first Meiyu period (a), interval between two Meiyu period (b), second Meiyu period (c), ele-
ven days after withdrawal (d) of 1984 
图 8. 梅雨监测区 1984 年第一个梅期(a)、两个梅期间(b)、第二个梅期(c)和出梅后 11 天(d)合成图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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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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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Figure 9. Composite graph of first Meiyu period (a), interval between two Meiyu period (b), second Meiyu period (c), thir-
teen days after withdrawal (d) of 1991 
图 9. 梅雨监测区 1991 年第一个梅期(a)、两个梅期间(b)、第二个梅期(c)和出梅后 13 天(d)合成图 
 
梅雨监测区连续 9 天没有雨日；第二个梅期(c)，35˚~40˚N 之间的等高线较为平直，副高恢复为条带状分

布；第二个梅期后(d)，西太副高脊线北跳至 30˚N 附近，副高继续西进，588 dagpm 在我国浙江、安徽南

部、江苏南部等地上空，梅雨监测区出现了连续 13 天日均温高于 30℃的高温天气。 

4.2.5. 2000 年梅雨期环流特征 
从图 10 中可以看出：第一个梅期(a)，副高比常年同期(5 月底)要强，且位置偏北，脊线最西已在广

东境内，贝加尔湖上空有一个高压脊，西侧有一个低压，东侧有一个低槽。孟加拉湾也有一个低槽，

35˚~40˚N 间西风环流较平直；两个梅期之间(b)，环流场调整，中高纬度等高线较为平直，无明显的阻高，

孟加拉湾低槽消失，副高东退，588 dagpm 消失；第二个梅期(c)，在 50˚~70˚N 之间乌拉尔山脉附近存在

一个高压脊，副高再次北跳；相比较第一个梅期，西太副高脊线位置偏北，第二个梅期后(d)，副高强度

减弱，东退至 140˚E 以东，梅雨监测区没有出现大范围连续高温天气。 

5. 结论 

本文在选定《梅雨监测业务规定》的基础上，采用美国 NECP/NCAR 的再分析资料和 1961~2010 年

逐日的降水资料，讨论了 50 年梅雨监测区各梅雨特征量的年际和年代际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异常梅

年的环流场特征。得到如下结论： 
1) 各梅雨量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绝大多数通过置信水平 α = 0.001 的显著性检验。梅雨量越多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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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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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Figure 10. Composite graph of first Meiyu period (a), interval between two Meiyu period (b), second Meiyu period (c), 
seven days after withdrawal (d) of 2000 
图 10. 梅雨监测区 2000 年第一个梅期(a)、两个梅期间(b)、第二个梅期(c)和出梅后 7 天(d)合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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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其梅雨期长度、雨日数越长、梅雨量距平百分率越高；入梅时间和出梅时间成正相关关系；入梅时

间越早、出梅时间越晚，梅雨强度越大；出梅日和梅雨量、梅雨期长度、梅雨期雨日数、距平百分率以

及梅雨强度的相关性比入梅日和它们的相关性要好。 
2) M-K 突变检验显示，梅雨监测区入、出梅日、梅雨期长度以及梅雨强度均没有发生突变。 
3) 在平均早入梅日前后，早入梅年，西太平洋副高较为强大，位置偏西北，副高脊线超过 20˚N；晚

入梅年，西太平洋副高面积明显减小，位置明显偏东。在平均晚出梅日前后，早出梅年，西太平洋副高

位置偏北，西太副高脊线超过 30˚N；晚出梅年，西太平洋副高依旧强大，西段副高脊线在 30˚N 附近。 
4) 5 个二度梅年梅雨期的环流形势与典型梅雨期类似，在 50˚~70˚N 间有一个稳定的高压脊，在

35˚~40˚N 间存在一支比较直的西风，孟加拉湾附近有一个低槽，西太平洋副高较强(除 1984 年第一个梅

雨期副高较弱)，位置偏西，呈条带状分布，西太副高脊线位置在 110˚~130˚E 普遍超过 2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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