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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 1979–2021 年的大气和海洋资料分析了我国长江流域初秋气

温的年际变化特征及其相关的大气和海洋异常。结果表明：（1）我国长江流

域初秋气温主要表现为一致变化型和经向偶极变化型，且具有明显的年际变

化特征；43 年间初秋气温异常偏高年较多，在研究年份中初秋气温整体有波

动上升趋势。（2）两种模态的合成分析结果表明，气温正异常较为显著的省

份基本上均位于长江以南地区，即气温异常具有以长江为界的南北差异。（3）

一致变化空间型主要受到高纬度西伯利亚地区位势高度异常和中低纬度地

区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即西伯利亚地区显著气旋（反气旋）式环流和副

热带高压的增强（减弱）有利于初秋我国长江流域出现异常偏南（北）气流，

造成大范围增温（降温）。经向偶极变化型则主要受到我国东北地区与我国

长江下游流域对流层位势高度反位相变化的影响，即东北区存在气旋（反气

旋式）式环流异常而长江下游地区出现反气旋（气旋）式环流异常时，我国

北方出现异常偏北（南）风而南方有异常偏南（北）风，有利于长江以北地

区气温降低（升高），而长江以南地区气温升高（降低）。（4）两类主要异常

模态与前期冬季海温存在密切联系。一致变化空间型与前期冬季我国邻近海

域以及赤道印度洋和东太平洋地区海温异常有关，即这些区域海温异常偏高

（低）时，后期初秋我国长江流域地区将出现大范围升温（降温）；经向偶

极变化型则主要与前期冬季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异常有关，即前期冬季该

地区海温异常偏低（高）时，后期初秋我国长江以北气温偏低（高）而以南

地区气温偏高（低）。（5）两类主要气温异常模态与前期冬季海冰也有相关

性。前期冬季鄂霍茨克海和拉布拉多海海冰偏多（少）时，后期初秋我国长

江流域地区将出现大范围升温（降温）。前期冬季鄂霍茨克海和巴伦支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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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偏少（多）时，后期初秋我国长江以北气温偏低（高）而以南地区气温偏

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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