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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准确优质地为黔东南蓝莓花期灰霉病的防治提供中短期天气预报服务，用NCEP 1˚ × 1˚再分析资料，从环

流形势、影响系统和水汽、热力、动力特征入手，对2014年、2016年和2019年4月黔东南蓝莓花期灰霉

病重度发生年持续阴雨低温高湿天气成因进行综合分析。得出：中高纬度长时间维持引导弱冷空气南下的

有利环流形势，中低纬西北太平洋副热高压偏西偏强与700 hPa西南风急流的长时间稳定维持，为连阴雨

天气提供了大尺度天气背景和持续稳定的水汽、热力条件；高原上和孟加拉湾多波动东移，850 hPa切变

线长时间维持，地面弱冷空气不断补充或渗透南下，使西部或中部静止锋长时间维持、活跃，为连阴雨天

气提供了持续的动力抬升条件，2014年、2016年和2019年4月黔东南蓝莓花期降水日数和连续降水日数

异常偏多、气温偏低、相对湿度持续偏大，是导致灰霉病重度发生和流行的主要原因。持续降雨期间，水

汽和动力辐合主要集中在850 hPa以下，850 hPa贵州西部和中南部地区维持有明显的θse能量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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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vide accurate and high-quality weather forecast service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
trol of blueberry blooming gray mold in Qiandongnan, we used NCEP 1˚ × 1˚ to reanalyze the data, 
starting from the circulation situation, the influence system,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vapor, 
heat and power.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causes of the continuous rainy, low-temperature, and 
high-humidity weather in the blueberry blooming stage of Qiandongnan in April of 2014, 2016 and 
2019.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favorable circulation situation that guides weak cold air to the south 
has been maintained for a long time in the middle and high latitudes, and the strong westward and 
westward subthermal high of the northwest Pacific in the middle and low latitudes and the 700 hPa 
southwesterly jet are maintained for a long time, providing large-scale weather for continuous rainy 
weather. Background and continuous and stable water vapor and thermal conditions; the plateau 
and the Bay of Bengal move eastward with many fluctuations, the 850 hPa shear line is maintained 
for a long time, and the weak cold air on the ground is constantly supplemented or infiltrated 
southward, so that the western or central static front is maintained and active for a long time. 
Continuous rainy weather provides continuous dynamic uplifting conditions. In April of 2014, 
2016 and 2019, the number of precipitation days and continuous precipitation days of blueberry 
blooming in Qiandongnan was abnormally high, the temperature was low, and the relative humid-
ity continued to be high, which caused Botrytis cinerea, the main reason for severe occurrence and 
epidemic. During the continuous rainfall period, the water vapor and power convergence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below 850 hPa. At 850 hPa, the western and central-southern areas of Guiz-
hou maintain a clear θse energy fr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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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麻江蓝莓作为黔东南具有地理标志产品之一，从 2000 年引种成功发展到现在大规模连片种植，已历

时近 20 a。由于各蓝莓种植基地间为天然屏障、自然隔离较少，导致各类病虫害的发生发展日趋严重。

任艳玲等[1]、周德才[2]调查研究认为，灰霉病是黔东南蓝莓主要侵染性病害之一，灰霉病主要发生在蓝

莓开花期和幼果期，其危害最重，对蓝莓品质和产量影响大。据多年实地调查和相关部门提供的灾情信

息，2012 年至 2020 年黔东南蓝莓形成规模化生产以来，2014 年、2016 年和 2019 年 4 月持续连阴雨低

温高湿天气导致中晚熟品种蓝莓花期灰霉病发生程度重，减产明显，特别是 2014 年减产近 70%。目前对

蓝莓病虫害的研究以病虫害的调查和防治技术[1]-[6]以及病源鉴定[7]等方面较多，气象因子对蓝莓的影

响研究主要是针对蓝莓萌芽[8]、花芽分化[9]等生理发育期和蓝莓品质[10]、高产[11]、各类气象灾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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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防御措施[12]等，对什么样的天气形势和气象条件下会导致蓝莓花期灰霉病大面积发生发展和流行方面

的研究较少。为揭示黔东南蓝莓花期灰霉病重度发生年连阴雨和低温高湿天气形成机理，本文从环流背

景特征和影响系统入手，并对持续连阴雨天气的水汽、热力、动力条件进行诊断分析，从而提炼蓝莓灰

霉病可能大面积发生的中短期天气预报着眼点，为提前有效防治灰霉病的发生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以便

于更好地为黔东南蓝莓生产提供优质的气象保障服务。 

2. 资料与方法 

2.1. 资料来源 

本文以黔东南麻蓝莓主要种植区的麻江县宣威镇(简称宣威，下同)、龙山镇乌卡坪(简称乌卡坪，下同)
和丹寨县兴仁镇(简称兴仁，下同)共 3 个基地作为研究对象，逐日降水量、气温、相对湿度等观测资料从

全国综合气象信息共享平台(CIMISS)提取，并对 3 个基地的气象数据进行均一性检验和质量控制处理。利

用 NCEP 1˚ × 1˚。再分析资料绘制高空和地面形势，并计算出表示水汽、热力和动力的相应物理量。 

2.2. 方法 

根据天气学原理和方法，主要分析黔东南蓝莓花期灰霉病重度发生年最长连续降水期间的环流形势

特征及影响系统和相应的水汽、热力、动力等物理量特征。 

3. 蓝莓花期灰霉病重度发生年天气特点及灾情概况 

2014 年、2016 年和 2019 年 4 月黔东南中晚熟蓝莓花期遭遇了近 10 a 来最多和次多连阴雨和低温高

湿天气过程，宣威、乌卡坪和兴仁蓝莓基地降水日数达到 22 d 到 26 d，2014 年降水日数达到 24 d 到 26 d，
为近 10 a 最多年份，2016 年、2019 年次之；最长连续降水日数 2014 年、2016 年达到 14 d，均为近 10 a
同期最多；白天最长连续降水日数 2014 年长达 11 d，为近 10 a 同期最多，2016 年 9 d 次之。3 个基地平

均降水日数、夜间降水日数和白天降水日数分别高达 24 d、20.7 d、16.3 d，与近 10 a 同期平均值相比，

分别偏多 7.1 d、5.1 d、5.8 d；平均最长连续降水日数、白天平均最长降水日数分别达到 12.9 d 和 7.9 d，
与近 10 a 同期平均值相比，分别偏多 3.8 d (表 1)。基地平均气温、平均最高气温、平均最低气温分别为

17.2℃、22.1℃、14.4℃，最长连续降水期间平均气温、平均最高气温、平均最低气温分别为 16.9℃、21.1℃、

14.6℃，与近 10 a 同期平均值相比，除平均最低气温偏高 0.3℃和 0.4℃外，平均气温和平均最高气温分

别偏低 0.4℃、1.3℃和 0.6℃、1.5℃ (表 2)。平均相对湿度和最长连续降水期间平均相对湿度分别达到

88.5%和 90.8%，与近 10 a 同期平均值相比，分别偏大 7.2%和 5.6% (表 2)。由于降水日数和持续降水日

数偏多，气温适宜，空气湿度持续偏大，致使 2014 年、2016 年和 2019 年 4 月黔东南中晚熟蓝莓花期灰

霉病滋生并大范围发展，感病率达到 60%~100%，其中 2014 年感病率普遍在 80%以上，甚至有的整个花

序被感染，灰霉病发生程度最重，2016 年感病率达 70%以上，发生程度仅次于 2014 年，2019 年相对较

轻，感病率达到 60%以上，发生程度为中等偏重(表 3)。灰霉病大范围发生和流行，对黔东南当年的蓝莓

产量和品质影响很大，据了解，2014 年蓝莓减产达 70%。 
 
Table 1. Average precipitation days in April of blueberry base in the year of severe gray mold occurrence (unit: d) 
表 1. 灰霉病重度发生年蓝莓基地 4 月平均降水日数(单位：d) 

 平均降

水日数 
夜间平均

降水日数 
白天平均 
降水日数 

平均最长连续

降水日数 
最长连续降

水日数 
白天平均最长连续

降水日数 
白天最长连续

降水日数 

重度发生年 24 20.7 16.3 12.9 14 7.9 11 

近 10 年平均 16.9 15.6 10.5 9.1 - 4.1 - 

距平 7.1 5.1 5.8 3.8 -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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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Average temperature and average relative humidity in April of blueberry planting area in the year of severe gray 
mold occurrence 
表 2. 灰霉病重度发生年蓝莓基地 4 月平均气温和平均相对湿度 

 

4 月平均值 最长连续降水期间平均值 

气温(℃) 最高气温

(℃) 
最低气温

(℃) 
相对湿度

(%) 气温(℃) 最高气温

(℃) 
最低气温

(℃) 
相对湿度

(%) 

重度年 17.2 22.1 14.4 88.5 16.9 21.1 14.6 90.8 

近 10 a 平均 17.6 23.4 14.1 81.3 17.5 22.6 14.2 85.2 

距平 −0.4 −1.3 0.3 7.2 −0.6 −1.5 0.4 5.6 

 
Table 3. Average disease susceptibility of blueberry in planting base from 2011 to 2020 
表 3. 2011 年至 2020 年种植基地蓝莓花平均感病情况 

年份 平均感病率(%) 年份 平均感病率(%) 

2011 年 0 2016 年 70~90 

2012 年 0 2017 年 5~10 

2013 年 ≤5 2018 年 ≤5 

2014 年 80~100 2019 年 60~80 

2015 年 5~10 2020 年 20~30 

4. 蓝莓花期灰霉病重度发生年天气成因分析 

4.1. 大尺度天气气候背景特征 

分析 2014 年、2016 年和 2019 年 4 月 500 hPa 逐日形势图(图略)可知，黔东南蓝莓花期灰霉病重度发

生年亚洲中高纬度地区环流形势为两槽一脊、多槽脊、一槽一脊、纬向型形势或两种形势相互转换，贝

加尔湖东部到河套地区不断有低(涡)槽或小槽东移南压引导弱冷空气南下；中低纬度地区西北太平洋副热

带高压(以下简称副高)偏西偏强，588 dgpm 等值线呈带状分布，北界在孟加拉湾、中南半岛中北部以及

南海北部到华南沿海地区摆动，孟加拉湾有南支槽维持，贵州处于副高西北侧或北侧以及南支槽前西南

气流控制，为持续降水天气提供了稳定的暖湿背景；高原上气流平直多波动东移或与南支槽分裂波动同

位相叠加东移影响贵州；地面静止锋在滇黔间或贵州西部到中部地区摆动，北方弱冷空气不断补充或渗

透南下使静止锋长时间维持，为阴雨天气提供了持续的动力条件。当 500 hPa 有明显的高原槽或南支槽

或两槽合并加强东移，贵州转西北气流或高压脊控制，地面静止锋压过昆明或减弱锋消，阴雨天气结束。 

4.2. 蓝莓花期最长连续降水天气过程环流形势特征及影响系统 

4.2.1. 2014 年 4 月 17 日至 30 日连续降水天气过程 
500 hPa (图 1(a))平均场上，亚洲中高纬度地区主要以纬向型环流为主，河套地区多波动东移南压，

引导地面弱冷空气南下；中低纬度地区副高 588 dgpm 等值线呈带状分布，北界在孟加拉湾北部到中南半

岛北部到华南沿海摆动，高原到孟加拉湾气流平直多波动东移；700 hPa (图 1(d))中南半岛北部到滇桂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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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为西南暖湿气流控制，越南北部到桂西北到黔南维持一支风速为 12 m·s−1 的西南低空急流，黔东南

麻江、丹寨位于急流左前侧辐合区；850 hPa (图 1(g))贵州为偏东风冷空气回流形势，切变线在贵州中南

部地区维持；地面(图 1(j))静止锋在贵州西部地区维持摆动，四川和东部入海的冷高压底部不断有弱冷空

气补充影响贵州，使静止锋长时间维持并趋于活跃，造成 2014 年 4 月 17 日至 30 日蓝莓盛花期最长连续

降水时间长达 14 d，白天最长连续降水日数达 11 d，为灰霉病的发生发展和流行提供了有利天气形势。5
月 1 日高原槽和南支槽合并加强东移，贵州转西北气流，地面四川冷高压中心东移南下控制贵州中东部

地区，静止锋推过昆明，持续阴雨天气过程结束。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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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h) 

     
(i)                                              (j) 

     
(k)                                               (l) 

Figure 1. 500 hpa ((a), (b), (c)) situation field, 700 hpa ((d), (e), (f)) and 850 hpa ((g), (h), (i)) average wind field and aver-
age water vapor flux divergence distribution and ground ((j), (k), (l)) average situation field during the longest continuous 
precipitation in April 2014, 2016 and 2019. Note: Xuanwei: 107.64˚E, 26.39˚N; Wukaping: 107.73˚E, 26.43˚N; Xingren: 
107.80˚E, 26.32˚N 
图 1. 2014 年、2016 年、2019 年 4 月最长连续降水期间 500 hpa ((a), (b), (c))形势场、700 hpa ((d), (e), (f))和 850 hpa ((g), 
(h), (i))平均风场与平均水汽通量散度分布及地面((j), (k), (l))平均形势场。注：宣威：107.64˚E、26.39˚N；乌卡坪：

107.73˚E、26.43˚N，兴仁：107.80˚E、26.32˚N 

4.2.2. 2016 年 4 月 20 日至 30 日连续降水天气过程  
500 hPa (图 1(b))平均场上，亚洲中高纬度地区为一槽一脊形势，乌拉尔山附近有一阻塞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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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0˚N、80˚E 以东地区为横槽，槽底不断分裂小槽沿河套东部到华北地区东移带动弱冷空气南下；中

低纬度地区副高 588 dgpm 等值线呈带状分布，北界在孟加拉湾北部到中南半岛中北部到南海北部摆动，

高原到孟加拉湾北部地区气流平直多波动东移；700 hPa (图 1(e))中南半岛到滇桂黔地区为西南暖湿气流

控制，中南半岛北部到广西及湖南南部地区维持一支风速 12 m·s−1 以上的西南低空急流，川渝间有低涡

维持，贵州位于急流左侧辐合区；850 hPa (图 1(h))贵州中部有一东北西南向的切变线，麻江、丹寨位于

切变线南侧偏南风风速辐合区；地面(图 1(k))静止锋在贵州西部地区维持摆动，东部入海的冷高压底部不

断有弱冷空气补充影响贵州，使静止锋长时间维持，造成 2016 年 4 月 20 日至 30 日蓝莓花期最长连续降

水时间长达 11 d，白天最长连续降水日数达 9 d，为灰霉病的发生发展和流行提供了有利天气形势。当高

原上和孟加拉湾有明显的高空槽东移，贵州转槽后脊前西北气流，地面入海冷高压变性减弱东移，静止

锋趋于锋消，持续阴雨天气过程结束。 

4.2.3. 2019 年 4 月 12 日至 25 日连续降水天气过程 
500 hPa (图 1(c))平均场上，亚洲中高纬度地区以两槽一脊形势为主，巴尔克什湖和贝加尔湖之间地

区为高压脊，其两侧为低槽，我国东部地区为槽后脊前西北气流控制，不断有冷空气向南输送；中低纬

度地区副高偏强偏西，588 dgpm 等值线呈带状分布，北界在孟加拉湾北部到中南半岛中北部到南海北部

摆动，高原南侧到孟加拉湾有南支槽维持，不断有波动分裂东移影响贵州；700 hPa (图(f))中南半岛到滇

桂黔地区为西南暖湿气流控制，中南半岛北部到广西维持一支风速 12 m·s−1 以上西南低空急流，贵州位

于急流左侧辐合区；850 hPa (图 1(i))为东南风控制，麻江、丹寨位于贵州中南部气旋性曲率较大区域；

地面(图 1(l))静止锋在贵州中部地区维持摆动，我国东部入海的冷高压底部不断有弱冷空气补充影响贵

州，静止锋长时间维持，使 2019 年 4 月 12~25 日蓝莓盛花期最长连续降水时间长达 14 d。当白天西部热

低压发展加深，中部静止锋减弱北抬，麻江、丹寨由锋后转为锋前，白天停雨，气温回升，湿度下降，

是 2019 年蓝莓花期白天最长连续降水日数最少、灰霉病相对偏轻的主要原因。当孟加拉湾有明显的低槽

东移，云南、贵州转为槽后脊前西北气流控制，地面入海冷高压变性减弱东移，中部静止锋减弱锋消，

持续降水天气过程结束。 

4.3. 最长连续降水期间水汽特征 

由 700 hPa 和 850 hPa 风场与水汽通量散度分布图(图 1(d)~(i))可以看出，2014 年 4 月 17~30 日、2016
年 4 月 20~30 日和 2019 年 4 月 12~25 日最长连续降水期间，700 hPa 西南气流来自孟加拉湾，经云南、中

南半岛北部向贵州输送水汽；850 hPa 云南、中南半岛北部、广西均为西南风控制，表明水汽来源于孟加拉

湾和北部湾。从水汽通量散度分布来看，700 hPa 水汽通量散度正值辐散中心位于贵州中西部地区，中东部

地区为弱辐散或弱辐合；850 hPa 贵州大部地区为水汽通量负值辐合区，强水汽辐合中心位于贵州西部地区，

中心值低于−8 (×10−8g·(cm2·hPa·s)−1，贵州中东部地区水汽辐合区相对偏弱，为−4~−2 (×10−8g·(cm2·hPa·s)−1。

其中 2014 年麻江、丹寨位于 700 hPa 0~1 (×10−8g·(cm2·hPa·s)−1 弱水汽辐散区(图 1(d))和 850 hPa −4~−2 
(×10−8g·(cm2·hPa·s)−1 等值线控制区内 ( 图 1(g)) ； 2016 年麻江、丹寨分别位于 700 hPa −1~0 
(×10−8g·(cm2·hPa·s)−1 (图 1(e))和 850 hPa −4~−2 (×10−8g·(cm2·hPa·s)−1 (图 1(h))等值线控制区内，湿层相对深

厚；2019 年麻江、丹寨位于 700 hPa 0 (×10−8g·(cm2·hPa·s)−1等值线(图 1(f))和 850 hPa −2 (×10−8g·(cm2·hPa·s)−1 
(图 1(i))等值线附近。可见，在最长连续降水期间，水汽辐合主要集中在低层 850 hPa，且水汽通量散度长

时间维持负值辐合，为持续降水天气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 

4.4. 最长连续降水期间热力特征 

由 850 hPa 假相当位温 θse 平均场分布图(图 2(a)~(c))可以看出，2014 年 4 月 17~30 日、2016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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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日和 2019 年 4 月 12~25 日黔东南蓝莓花期最长连续降水期间，从四川盆地和两湖盆地有低能舌入

侵贵州，表明冷空气从西北和东北两条路径响贵州，高能舌区位于广西西部到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到南 
 

    
(a)                                                (b) 

    
(c)                                               (d) 

    
(e)                                              (f) 

Figure 2. 850 hPa during the longest continuous precipitation in April 2014 (a), 2016 (b) and 2019 (c) θse distribution chart 
of annual maximum precipitation (SE) and annual maximum precipitation (SE) and annual maximum precipitation (d) in 
2019. Note: Xuanwei: 107.64˚E, 26.39˚N; Wukaping: 107.73˚E, 26.43˚N; Xingren: 107.80˚E, 26.32˚N 
图 2. 2014 年(a)、2016 年(b)、2019 年(c)4 月最长连续降水期间 850 hPa θse 分布图 和 2014 年(d)、2016 年(e)、2019
年(f) 4 月最长连续降水期间 850 hPa 散度分布图。注：宣威：107.64˚E、26.39˚N；乌卡坪：107.73˚E、26.43˚N，兴

仁：107.80˚E、26.3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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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区 θse 等值线密集、梯度最大，麻江、丹寨位于能量锋区内，有利于降水天气发生。从 θse 分布还可

以看出，2014 年(图 2(a))和 2016 年(图 2(b))高能舌区位于云南、广西、贵州交界，表明贵州为西部静止

锋影响，麻江、丹寨长时间处于静止锋后，连阴雨时间长，而 2019 年(图 2(c))高能舌区位于广西中西部

和贵州西部，表明贵州受中部静止锋影响，麻江、丹寨位于静止锋及能量锋区附近，白天静止锋北抬，

麻江、丹寨位于锋前雨止天气转好。 

4.5. 最长连续降水期间动力特征 

由 2014 年 4 月 17~30 日、2016 年 4 月 20~30 日和 2019 年 4 月 12~25 日高空各层平均散度场分布可

知，在蓝莓花期最长连续降水期间，700 hPa 以上贵州大部地区为散度正值辐散区，700 hPa 以下为散度

负值辐合区(图略)，强辐合区呈东北西南向主要位于 850 hPa，2014 年和 2016 年在贵州西部、东北部地

区分别有两个强辐合中心(图 2(d)，图 2(e))，2019 年强辐合中心位于贵州中部偏西地区(图 2(f))。其中 2014
年 4 月最长连续降水期间，黔东南位于中心值低于−5 s−1 强辐合中心东南部相对弱上升运动区，麻江、丹

寨处于−3~−1 s−1 等值线控制区内(图 2(d))；2016 年黔东南位于中心值低于−5 s−1 强辐合中心南侧附近，麻

江、丹寨处于−4~−2 s−1 等值线控制区内(图 2(e))，辐合相对较强；2019 年黔东南位于中心值低于−18 s−1

强辐合中心东侧，麻江、丹寨处于−6~−3 s−1 等值线控制区内(图 2(f))，辐合较强。可见，在蓝莓灰霉病重

度发生年持续降水期间，麻江、丹寨分别位于强辐合中心的东南部、南部和东部地区，为持续降水天气

提供了持续的动力辐合条件。 

5. 蓝莓花期中短期连阴雨天气预报着眼点 

由灰霉病重度发生年 4 月天气形势和环流背景以及最长持续降水期间天气形势总结分析，得出黔东

南蓝莓花期连阴雨天气中短期天气预报着眼点为：1) 亚洲中高纬度地区有引导冷空气持续补充南下的有

利环流形势；2) 中低纬度地区高原上维持气流平直多波动东移或孟加拉湾有南支槽稳定维持，不断有小

槽分裂东移或不断有高原波动与南支波动合并东移，同时，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强偏西，贵州处于副

高西北侧和槽前强西南气流暖湿不稳定区；3) 低层切变线活动频繁；4) 地面静止锋在滇黔之间或贵州中

西部地区摆动，北方持续有弱冷空气补充南下，使静锋长时间维持并趋于活跃；5) 当高原上和孟加拉湾

有明显的高空槽东移，贵州将转西北气流或高压脊控制，静止锋将西进压过昆明或减弱锋消，贵州中东

部地区连阴雨天气将结束。 

6. 结论及讨论 

1) 黔东南蓝莓花期灰霉病重度发生年亚洲中高纬度地区环流形势为两槽一脊、多槽脊、一槽一脊、

纬向型形势或两种形势相互转换,贝加尔湖东部到河套地区不断有低(涡)槽或小槽东移南压引导弱冷空气

南下；中低纬度地区副高偏强偏西，孟加拉湾有南支槽维持，贵州处于副高西北侧以及南支槽前西南气

流控制，为持续阴雨天气提供了大尺度天气背景和稳定的水汽及暖湿不稳定条件；高原上气流平直多波

动东移或高原波动与南支槽分裂波动同位相叠加东移影响贵州，北方弱冷空气不断补充或渗透南下，使

贵州西部和中部静止锋长时间维持、活跃，为阴雨天气提供了持续的动力条件。 
2) 在最长连续降水期间，水汽主要来源孟加拉湾和北部湾，850 hPa 以下水汽通量散和散度长时间

维持负值辐合，贵州西部到中南部地区维持有 θse 能量锋区，为持续阴雨天气提供了稳定持续的水汽、动

力和能量条件。 
3) 500 hPa 中高纬度长时间维持引导弱冷空气南下的有利环流形势，中低纬副高偏西偏强与 700 hPa

西南风急流长时间稳定维持，高原上和孟加拉湾多波动东移，850 hPa 切变线长时间维持，弱冷空气不断

补充或渗透南下，使西部或中部静止锋维持、活跃，上述形势和影响系统具有长时间稳定维持的态势，

https://doi.org/10.12677/ccrl.2021.105065


白慧 等 
 

 

DOI: 10.12677/ccrl.2021.105065 561 气候变化研究快报 
 

是持续连阴雨天气中短期预报着眼点。未来引导冷空气南下的形势破坏、高原或孟加拉湾有明显的低槽

东移，贵州转西北气流或高压脊控制、静止锋压过昆明或减弱锋消，为持续连阴雨天气结束预报着眼点。 
讨论：本文仅从中短期天气分析入手，对黔东南蓝莓灰霉病重度发生年的天气形势和影响系统进行

了总结和分析，对延伸期以上的气候信号和气候响应因子，如厄尔尼诺、极涡、热带季节内振荡等气候

响应因子对次年蓝莓花期天气的影响，我们将在下一步开展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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