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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利用NCEP/NCAR近70年(1948~2020年)的海平面气压、气温、位势高度等再分析资料和GPCP近50
年(1979~2020年)全球月平均降水资料，讨论了北大西洋涛动及其正负相位转换过程的基本特征，研究

表明：NAO全年均存在但在冬季最强，且NAO正负相位的转换对东亚大气环流形式有着显著影响。采用

相关分析和合成分析方法，对冬夏两季的NAO与东亚地区的环流形势、冬季气温和夏季降水进行研究，

发现北大西洋涛动与东亚地区的气候有着明显的相关性，且因季节不同，对冬夏两季东亚地区的气候影

响也不同。当北大西洋涛动表现较强时，东亚冬季风偏弱，夏季风偏强，东亚地区冬季气温整体偏高，

夏季东亚北部地区降水偏多，南部及西南部降水偏少；反之，当北大西洋涛动较弱时，东亚冬季风偏强，

夏季风偏弱，东亚冬季气温偏低，夏季东亚北部地区降水偏少，南部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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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orth Atlantic Oscillation (NAO) and its influ-
ence on East Asi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basic features of the North Atlantic Oscillation and its 
positive and negative phases conversion process by using the monthly average reanalysis data of sea 
level pressure, temperature and potential height of NCEP/NCAR in the past 70 years (1948~2020) 
and the global monthly average precipitation data of GPCP in the past 50 years (1979~2020). Re-
search shows that NAO exists all year round but performs best in winter, and the phase conversion 
of NAO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atmospheric circulation in East Asia. After that, we used cor-
relation analysis and synthetic analysis methods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O and the 
circulation situation in East Asia, winter temperature and summer precipitation in the different 
seas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orth Atlantic Oscil-
lation and the climate of East Asia, and its influence performed quite differently in winter and 
summer. When the North Atlantic Oscillation is strong, the East Asian winter monsoon is weak and 
the summer monsoon is strong. The overall winter temperature in East Asia is relatively high. In 
summer, there is more precipitation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East Asia and less precipitation in the 
south and southwest; conversely, when the North Atlantic Oscillation is weak, the East Asian win-
ter monsoon is strong, the summer monsoon is weak, the East Asian winter temperature is rela-
tively low, and in summer the northern part of East Asia has less precipitation and the southern 
part is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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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关注 NAO 对各个国家及地区气候要素的影响，特别是 2000 年以后，

北大西洋洋面和其东部邻近地区的温度上升趋势逐渐加强。北大西洋及其邻近的北美洲、欧洲以及北非

的气温和降水规模也表现出了非常显著的年际和年代际变化特征。一般来讲，当 NAO 表现得偏强时，会

使得格陵兰岛西部、北美洲东北部、北非和地中海地区的气温异常偏低，欧洲北部和美国东部地区温度

则相对常年平均来说略微偏高，同时会使欧洲北部降水量偏多，南部的降水偏少；反之亦然。此外北极

附近洋面的海冰分布也会受 NAO 的影响，如波罗的海和格陵兰海洋上的海冰分布情况就会随着 NAO 的

强度变化而改变。 
NAO 作为三大涛动之一，是大气与海洋相互作用的产物，同时它也是北大西洋地域最显著的大气环

流变化模态。它的局部影响效应能从北美东海岸扩展至西伯利亚，从极地扩展至北大西洋副高一带。此

外，它还能通过大气行星尺度波的传播，将其影响效应扩展到更远的地区去。NAO 的主要影响区域是北

大西洋及其相邻地区，如北美洲和西欧，但也会对其它稍远一些的地区如亚洲的气候产生一定影响。 
关于 NAO 对中国区域气候及气候变化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前人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根据

以往研究的大量成果发现，NAO 与我国冬季大气环流形势、气温、降水等有着密切的联系。Wu and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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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分析了 NAO 和西伯利亚高压地区的季节变化之间的作用机制，发现冬季西伯利亚高压之所以能够

维持是因为对流层中存在的下沉气流，而这种下沉气流是由北大西洋海域上空传送过来的，从而能将西

伯利亚高压与北大西洋涛动联系起来。当冬季 NAO 处于正相位时，气流的下沉运动受到抑制，从而冬季

西伯利亚高压也会受到影响。武炳义和黄荣辉[1]研究了冬季 NAO 指数与西伯利亚高压之间的反向变化

关系，发现在 NAO 指数异常偏高的年份，对应的亚洲大陆中部为一显著的负变压区，从而使得西伯利亚

高压减弱，东亚冬季风也将随之相应减弱[2] [3]，最终导致亚洲北部冬季气温明显偏高。Li [4]发现冬季

NAO 能够影响我国高原东侧区域的纬向风强弱，使得该区域的总云量发生改变，从而能够通过云辐射的

强迫作用对我国西南地区的地表气温产生影响，所以 NAO 也是影响我国西部地区冬季降水的关键性要素

[5]。 
就 NAO 对于东亚地区气候变化的影响而言，此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也得出了一些结论。在冬半年，

NAO 与北半球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有着密切联系，北极、非洲、欧亚大陆以及大西洋等地区的地表气温和

海表温度都与 NAO 变率显著相关。梅笑冬[6] [7]在研究北大西洋海温异常对大气环流形势的影响中提到，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到 2000 年间，NAO 主要表现为中高纬度低压偏低、副热带区域高压加强，与之

相对应的欧亚大部分地区气温比往年平均气温高 1℃~2℃，而北半球的海表温度则普遍偏低[8] [9] [10]。
而在夏半年，Dugam 等[11] [12] [13]研究了 NAO 和印度地区夏季风雨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大西洋上西风

带的强弱变化能够通过高、低环流指数的交替变化来表现，NAO 通过影响亚洲阻塞高压的强度和位置，

从而影响印度夏季风强弱最终对我国夏季降水产生影响。 
综上，目前各国对于 NAO 的特征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通过其指数变化趋势来研究其年际变化和年代

际变化关系上，前人还未结合其正负相位转变一起讨论，也没有人对相位转换过程中大气环流形式加以

研究。而就研究范围上来看，对于 NAO 对东亚地区的影响在空间上主要集中在中国这一地区，此外主要

讨论的是冬夏季的极端天气异常与 NAO 的关系。本文将首先分析 NAO 指数变化特征、正负相位转换过

程中大气环流形式变化特征，其次将对比分析冬夏两季 NAO 的特征及其对东亚地区气候的影响。最后结

合前人从 NAO 的季节和年际变化率出发得出的结果，从而能对 NAO 影响全球气候变化有一个更系统的

概念，且有助于认识东亚地区气候变化的形成机制。综上，本文的主要内容是利用海平面气压、气温、

降水等再分析资料，结合 NAO 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来研究北大西洋涛动的特征及其对东亚地区的影响[14] 
[15] [16]。 

2. 数据与方法 

本文所使用的主要资料为：1) 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NCEP)和美国国家大气科学研究中心(NCAR)
联合开发提供的 NCEP/NCAR 逐日的再分析资料和 1948-2020 年全球的月平均海平面气压场资料、海平

面月平均风场资料、17 层月平均位势高度场、月平均气温和降水等资料，分辨率 2.5˚ × 2.5˚。2) 美国气

候预报中心(CPC)提供的 1950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逐日 NAO 指数数据。3) GPCP (Global 
Precipitation Climatology Project)提供的 1979 年 1 月至 2020 年 3 月的月平均降水资料。4) 季风数据来自

于施能定义的冬季风指数和李建平教授提供的东亚夏季风指数(http://ljp.gcess.cn/dct/page/65591)。 
使用相关分析和合成分析法都对数据进行处理：运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法求得 NAO 与冬夏季风相关

系数并进行双尾检验(t = 0.05)。计算公式如下： 

( ) ( )2 22 2

i i i i

i i i i

N x y x y
r

N x x N y y

−
=

− −

∑ ∑ ∑
∑ ∑ ∑ ∑

                            (1) 

(公式(1)出自于武炳义和黄荣辉(1999)，其中 r 为各相应季节的 NAO 指数和季风指数的相关系数，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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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选取各季节 NAO 指数和季风指数的总数量， ix 为各年相应季节的 NAO 指数， iy 为各年相应季节的季

风指数) 
运用合成分析法处理数据，并进行 t 统计量检验，公式为： 

x

xt

n

µ
σ
−

=                                          (2) 

(公式(2)出自于梅笑冬(2015)，式中 t 为统计检验值，x 为选取的各 5 个强 NAO 和弱 NAO 年的 NAO
指数均值，µ 为强 NAO 年和弱 NAO 年的 NAO 指数总体平均值， xσ 为选取的各年 NAO 指数的标准差，

n 为选取的 NAO 指数的总数量)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能对结果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种： 
1) NAO 与东亚地区距离较远，存在干扰因素：北大西洋涛动现象发生在大西洋上 35~65˚N，20~35˚W

之间的洋面上空，在对流层上层表现得最为显著。而东亚地区(4˚N ~53˚N, 73˚E~150˚E)主要包括东北亚和

东南亚地区，东北亚地区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侧，主要包括中国，蒙古，朝鲜，韩国，日本这 5 个

国家。两者之间的距离较远，在行星尺度传播过程中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所以 NAO 对东亚地区的

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且在研究过程中得考虑传播途中的其他影响因素，将其排除。 
2) 东亚地区地形、气候复杂多变：东亚地区地形西高东低，有典型的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

季寒冷干燥。东亚大陆边缘，地质条件复杂，多火山、地震，夏秋季常受台风侵袭。西部远离海洋，降

水较少，地形多为高原、山地，所以为温带大陆性气候和高原气候，冬季严寒，夏季炎热，气温年较差

大，降水受地形影响，多大风、雷暴和冰雹等天气。东亚地区气候复杂多变，所以研究过程中得考虑东

亚地区的地形以及各季节的气候因素。 
3) 选取的数据质量：由于本次研究过程选取的数据为近 70 年的各类气象数据，其年代跨度较大，

样本数量也多，所以可能存在有个别数据缺测的现象。在研究之前要对选取的数据进行检查和标准化，

然后对得到的结果进行检验，从而提高准确性可可靠性。 

3. NAO 正负相位转换过程对大气环流形式的影响 

北大西洋涛动与北半球环流异常和东亚地区的气候变化之间存在密切联系，NAO 正负相位转换过程

是使大气环流形式产生异常的主要系统。因为 NAO 的周期约为两周左右(Feldstein, 2003)，所以我们要想

研究 NAO 转相过程对大气环流形式的影响，还是得使用相应的逐日数据进行个例分析。我们将选取典型

个例进行环流形势特征分析，虽然 NAO 指数是针对 500 hPa 进行 REOF 分析得到的，但是因为 NAO 近

似为正压结构，且在对流层上层表现最为明显，故我们分别选取 1996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6 日和 2003 年

1 月 1 日至 21 日的 300 hPa 位势高度分布图来研究 NAO 相位转换对东亚地区的高空形式和大气环流场的

作用及其对东亚地区天气现象的影响[17] [18] [19]。 
从图 1 可以看出，在 NAO+到 NAO−相位转换事件之前，极涡中心位置偏北，位于新地岛附近，东

亚地区大陆上空存在一明显的浅槽区，亚洲地区盛行西风环流。而此时在欧洲西部上空存在有一较强的

天气尺度高压脊，并在不断向上游大西洋北部地区伸展(1 月 4 日)，在加拿大北部还存在一个大尺度的低

压槽，整个系统都在不断东移。随着低压槽的东移和发展，北大西洋上冰岛地区气压降低，南部受副高

影响，气压升高，南北气压梯度增大，于是 NAO+相位就出现了。1 月 9 日，极涡中心南移至欧洲北部，

东亚大槽在我国东部沿海建立起来，其低压中心与泰米尔半岛的低压中心两向对立。到 1 月 14 日，极涡

中心东南移至北美大陆，欧洲北部低压减弱，东亚大槽东移至太平洋洋面上稳定。随着中高纬度长波系

统的东移，低压槽对下游乌山高脊产生挤压作用，使得高脊成为闭合高压中心东移至西西伯利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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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阻塞环流出现严重变形(1 月 14~19 日)。1996 年 1 月 19 日之后，NAO+相位事件开始减弱，下游的阻

高西退并与北大西洋上的高脊合并，阻塞环流范围扩大，北大西洋和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处在高压脊控制

之下(1 月 22 日至 1 月 30 日)。正是由于下游阻高的西退，大西洋上高脊建立起来，冷暖空气南北分流，

导致大西洋上南北之间位势梯度减小，从而 NAO−相位就出现了，此后负相位将继续加强。NAO+到 NAO−
的相位转换已完成。转相结束以后，亚欧地区主要受从西伯利亚南伸至青藏高原上的高压脊和我国东北

地区上空的低压槽控制，中低纬度还存在着多个小波动。综上，这一转相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阻高西退并

与大西洋上的高脊合并，NAO+相位事件发生衰退，而阻塞环流形势增强并西退，北大西洋上就会有 NAO−
相位事件发生，所以 NAO+相位事件就转变为了 NAO−相位事件，这个转换过程的时间尺度约为 30 天。 

 

 
Figure 1. 300 hPa geopotential height map of NAO+ to NAO− transition event (unit: gpm) 
图 1. NAO+到 NAO−转换事件的 300 hPa 位势高度图(单位：gpm) 
 

图 2 给出了 2002 年冬季的 NAO−转 NAO+转换个例的相应流场。在 2003 年 1 月 1 日的图上，极涡

中心偏向于北美洲，乌拉尔山以西有一低压中心，西伯利亚高压脊位于中西伯利亚上空，且尺度较大，

东亚大槽稳定于太平洋洋面上。大西洋东部有一弱高脊存在，随后这个高压脊缓慢地向东移动并且不断

增强。1 月 5 日，极涡中心偏向亚欧大陆东北部，西西伯利亚上空存在一低压中心，青藏高原上有一浅

脊存在，东亚大槽在我国东北地区重建。同时由于大西洋上的高压脊的发展东移，大西洋上空出现了暖

空气向北流动、冷空气向南流动现象。这个过程就导致了北大西洋地区流场呈现出类似阻塞的形式，

NAO−相位事件就此发生。此外我们也发现随着阻塞流场的发展，欧洲大陆西部有西伸并增强的大尺度

低压槽建立起来。阻塞流场在 2003 年 1 月 5 日之后开始衰退，这时位于下游的低压槽或低压中心已经移

到西欧上空了，我们可以将下游低压槽的西退当做是 NAO−相位事件开始衰退的征兆(1 月 5~9 日)。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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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NAO−相位的衰退，青藏高原高压脊也开始减弱，东亚大槽在我国东部沿海建立起来，中低纬度的

环流形势逐渐演变为纬向型运动，相应的东亚地区西风环流增强，这样也就完成了 NAO−向 NAO+相位

事件的转换(2003 年 1 月 1~13 日)。而转换后的 NAO+相位则在 2003 年 1 月 17 日达到了它的最大振幅。

此后欧洲西部的浅脊也移到了青藏高原之上，东亚大槽稳定于鄂霍次克海上。综上，NAO−到 NAO+相
位事件转换完成了，时间尺度约为 21 天。 

 

 
Figure 2. 300 hPa geopotential height distribution map of NAO− to NAO+ transition event (unit: gpm) 
图 2. NAO−到 NAO+转换事件的 300 hPa 位势高度分布图(单位：gpm) 

4. NAO 对东亚地区夏季季风的影响 

因为北大西洋涛动在冬季最强，夏季次之，在春秋季都比较表现得比较弱。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分别

讨论冬季和夏季的 NAO 强度变化对东亚地区气候的影响。冬季 NAO 是通过东亚冬季风来影响东亚地区

气候的，冬季风控制下，东亚地区的降水量很少，且各年的变化不大，而东亚地区的气温的变化比较明

显，再结合前人对 NAO 与我国气候的研究结果(王晓腾等，2010)，我们发现，冬季 NAOI 与冬季气温的

相关性要远大于与降水的相关性，所以在冬季我们只研究 NAO 对东亚地区气温的影响。而在夏季，东亚

地区基本温度都比较高，受夏季风影响，东亚地区的降水量比较多且分布范围较广。结合王永波和施能

(2001)的研究结果发现，夏季 NAO 对夏季亚洲地区降水量显著相关，所以在这里我们不考虑夏季气温，

只讨论夏季 NAO 对东亚地区夏季降水的影响。最后综合对两季东亚地区环流形势，东亚季风强弱，冬季

气温和夏季降水等的研究结果得出最终结论。 
东亚冬季风是北半球表现最为活跃的环流系统之一，对东亚地区的天气、气候有着显著影响，东亚冬

季风是起源于西伯利亚高压，当高压离开源地向南爆发时，在其东侧和南侧的强北风和东北风，前人已对

东亚冬季风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分析，在此我们主要讨论冬季 NAO 与东亚冬季风指数的相关关系(图 3)。 
从以上两者的变化曲线可以看出，当 NAO 指数增大时，冬季风指数减弱；当 NAO 指数减小时，冬

季风指数就会增大；且两者的波峰波谷之间是互相对应的，它们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反向变化趋势。此外

就两者的最大最小值来看，冬季风指数的变化幅度明显大于 NAO 指数的变化幅度，表明东亚冬季风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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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表现得非常显著，容易产生波动。结合冬季 NAO 指数与东亚冬季风指数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冬

季 NAO 指数与东亚冬季风指数呈现出弱的负相关关系，两者的相关系数达到−0.268，且通过了置信检验。

说明当 NAO 指数偏高(低)时，冬季西伯利亚高压偏弱(强)，所以东亚冬季风也偏弱(强)。 
 

 
Figure 3. The change curve of the summer NAO index and the East Asian East Monsoon 
intensity index from 1950 to 2018 
图 3. 1950~2018 年夏季 NAO 指数与东亚东季风强度指数的变化曲线 

 
为了更清楚地展示夏季 NAO 和东亚夏季风气候的影响，我们将对强 NAO 指数年和弱 NAO 指数年

的夏季进行分别讨论，选取出 5 个 NAO 指数异常偏大的夏季和 5 个指数偏小的夏季，选取的 5 个大值的

年份为 1983，1953，1961，1973，1972；5 个小值得年份为 1987，1958，1995，1957，1963；根据选出

的几年夏季，对其海平面气压进行合成分析并进行 t检验，以此来讨论夏季NAO对东亚环流形势的影响。 
根据图 4 左可以看出，在 NAOI 偏强的夏季，北半球亚欧北部高纬地区为正变压区，而美洲北部则

相反，为负变压区。在北半球中高纬度，有两个最大负距平中心，一个位于亚欧大陆上的蒙古–西伯利

亚地区，另一个位于格陵兰岛–冰岛一带。最大正距平中心位于大西洋的亚速尔群岛附近。此外，鄂霍

次克海–贝加尔湖–青藏高原–印度地区为显著的负距平区域，t 检验结果为负值，北太平洋 160˚E 以东

则为正距平区，t 检验值普遍为较大的正值。亚洲大陆上的热低压减弱，太平洋副高加强，两者之间的气

压梯度增大了，说明此时的夏季风偏强。 
从图 4 右分析发现，夏季 NAO 指数偏小的几年，其北半球夏季海平面气压的累计距平分布则与图

4 左相反。北极附近高纬地区为正距平区，在 30˚N 以北的中高纬地区，除格陵兰–冰岛地区和巴尔科什

湖北部这两地区以外，全为负距平区域，最大负距平中心依旧位于亚洲高压区。大西洋 160˚以东全为负

距平区，说明此处副高减弱，它与亚洲大陆之间的气压梯度减小，相应的夏季风就会减弱。 
综合以上分析，得出结论：夏季 NAOI 的强度变化对北半球的海平面气压有着显著影响，且夏季 N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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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通过对大陆热低压和太平洋副高产生影响从而来影响夏季风的强弱：当夏季 NAOI 偏强时，大陆热低

压加深，太平洋副高北伸北抬，北太平洋气压升高，海陆气压差增大，相应的夏季风就会偏强；反之，

当夏季 NAOI 较弱时，夏季风也会偏弱。 
 

 
(a)                                                       (b) 

Figure 4. (a) The cumulative anomaly distribution of sea level air pressure in summer with strong NAO years and the t-test 
results; (b) The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of precipitation anomalies and t-test results in weak NAO years (unit: gpm) 
图 4. (a) 夏季强 NAO 年的海平面气压累计距平分布及 t 检验结果；(b) 弱 NAO 年的降水累计距平分布及 t 检验结果

(单位：gpm) 

 
本文使用的降水数据是来源于 GPCP 提供的全球月平均降水资料，记录的是 1979 年 1 月至 2020 年

3 月的全球降水数据，所以要对 NAO 指数重新选择年份进行分析，在 1979~2019 年夏季中选取的 5 个

NAO 指数偏大的夏季年份为 1979，1994，1996，1983，2018；5 个夏季 NAO 指数偏小的年份为 2008，
2011，2012，2015，2016。根据选出的几年夏季，对全球夏季降水量进行合成分析，并做 t 检验。 

从图 5 左可以看出，在 30˚N 以北的中高纬地区存在有 4 个最大正距平中心，分别位于格陵兰岛、东

欧平原、日本以东洋面以及我国的黄土高原–华北平原一带，最大负距平中心位于欧洲西部、西西伯利

亚、太平洋中部等地。而在北半球 30˚N 以南地区，最大正距平中心位于太平洋海面，最大负距平中心位

于大西洋南部。此外在印度半岛西北部以及我国的华南地区到中南半岛一带也存在明显的正距平，但在

青藏高原区有一负距平区存在。但就东亚地区而言，韩国、朝鲜及日本南部降水都表现为负距平，中国

和蒙古主要表现为正距平。 
从图 5 右可以看出，30˚N 以北的中高纬地区以正距平为主，最大正距平中心位于新地岛附近，但地

中海至乌拉尔山、西伯利亚的中东部、鄂霍茨克海以及加拿大等地都是负距平区。而在北半球 30˚N 以南

地区，存在大片正距平区，最大正距平中心位于东海、南海以及东海以东的太平洋海面上，印度半岛北

部也存在一正距平区，但在日本、朝鲜半岛以及我国的黄河流域至中南半岛一带为负距平区。 
从以上结果分析，由于降水量南多北少，所以降水量场的距平在 35˚N 以南地区及东部沿海比较大；

在西部及西北部距平较小。夏季 NAOI 的强弱变化会对东亚地区的夏季降水产生明显影响。当夏季 NAOI
指数处于高值时，西伯利亚中东部、印度半岛西北部以及我国黄河流域和华南地区的降水较常年均值会

偏大；当夏季 NAOI 处于低值时，这些地区的降水量也会比常年有所偏小。当夏季 NAOI 处于高值时，

在孟加拉国、中南半岛、朝鲜半岛、日本中部以及我国的新疆至青藏高原西部、淮河流域附近地区，这

些地区的降水量会比常年有所偏少；相反的，当夏季 NAOI 处于偏低值时，这些地区的降水量也会比常

年有所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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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Figure 5. (a) The cumulative anomaly distribution of sea level air pressure in summer with strong NAO years and the t-test 
results; (b) The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of precipitation anomalies and t-test results in weak NAO years (unit: gpm) 
图 5. (a) 夏季强 NAO 年的海平面气压累计距平分布及 t 检验结果；(b) 弱 NAO 年的降水累计距平分布及 t 检验结果

(单位：gpm) 

5. 结论 

本文利用 NCEP/NCAR 提供的月平均海平面气压、位势高度和气温等再分析资料，结合 CPC 提供的

NAO 指数和 GPCP 提供的全球月降水量数据，采用了合成分析方法，对北大西洋涛动的特征及其对东亚

地区的影响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NAO 相位转换的时间都控制在月季时间尺度内。但 NAO 正负相位及其转换过程的分布情况在 1985

年后发生了改变，在 1985 年之前，大西洋上主要发生的是 NAO+转 NAO−过程，但在 1985 年之后，则

是以 NAO−转 NAO+过程为主。从而就导致了 NAO 指数在 1985 年之前呈下降趋势，之后呈现为上升趋

势。 
NAO 相位转换过程对东亚地区的环流形式存在较大影响，可以将欧亚大陆上的一些活动中心的西退

作为 NAO 相位开始转换的征兆。 
夏季 NAO 对东亚大气环流形式及夏季气候有着显著影响，夏季 NAO 与东亚夏季风强弱成正比，当

夏季 NAO 指数较大时，东亚夏季风偏强，西伯利亚中东部、印度半岛西北部以及我国黄河流域和华南地

区的降水量偏多，而在孟加拉国、中南半岛、朝鲜半岛、日本中部以及我国的新疆至青藏高原西部、淮

河流域附近地区，这些地区的降水量会比常年有所偏少；当夏季 NAO 指数偏小时，东亚夏季风偏弱，相

应的东亚地区降水量分布则与 NAO 偏强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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