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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贵州干旱 汛期降水 大气环流 预测总结 
1 主汛期（6-9月）降水及干旱演变特征 

2011年和2022年主汛期降水距平百分率全省大部偏少2-5成。其中2011年贵

州省南部和东北部局地偏少5成以上；从干旱监测来看，在6月的雨水集中期之后，

7月进入少雨时段，至7月20日，旱象开始露头，并随着高温少雨天气的持续和范

围扩大，干旱迅速发展。而2022年主汛期贵州省的东部地区偏少5成以上。降水

从6月起持续偏少，7月18-20日发生了一次区域性暴雨过程，之后进入少雨时段，

8月开始从北部、东部地区开始旱象露头，并快速发展蔓延并持续至9月底。 

2 影响因子对比及成因初步分析 

综合分析高中低层环流及海洋等影响因子，2011年主汛期赤道太平洋地区大

气环流表现为对拉尼娜事件的响应，使得Walker环流下沉支东移至中太平洋；海

洋性大陆地区海温偏冷，赤道印度洋偏暖，导致印度洋下沉支东移，西太平洋上

升支偏西。同时，中国近海海温负距平，使得中纬度地区大气环流对海温的响应

表现为Hadley环流下沉支在120-130°E区域内偏北，使西太副高偏东偏北。中国

大陆上空为纬向型环流，南海地区低层为气旋式环流控制，水汽和动力条件较差，

导致中国南方地区出现了大范围的干旱天气过程，贵州在此区域内，也同样受此

影响。 

2022年汛期也处于拉尼娜的海温背景下，赤道中太平洋海温负距平异常偏强，

海洋性大陆地区海温偏高，导致太平洋地区的Walker环流加强，下沉支东移至赤

道中太平洋，配合印度洋西冷东暖的异常负位相使海洋性大陆地区的上升支异常

偏强。这种配置不仅加强了Walker环流，同时还加强了Hadley环流在西太平洋地

区的下沉，进而使得西太平洋副高偏强偏大。热带印度洋海温偶极子负位相发展

加强，通过海气相互作用，引导南亚高压偏强东伸，使得东亚中纬度地区大气形

成深厚高压系统，控制中国南方大部地区。东亚中高纬度呈“两脊一槽”经向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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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乌山和鄂海阻塞形势明显，中国中东大部地区低层受反气旋环流控制，使得

中国华北地区有较好水汽及动力条件，而中国南方大部受到强大的副高控制，水

汽条件及动力条件差，导致贵州大范围高温少雨。 

3 2022年预测总结与思考 

在2022年4月初发布的汛期预测材料中明确提出“7月中旬后期开始，区域性

旱情将逐步发展”、“全省夏季高温日数偏多”、“省之东北部、赤水河谷地区以及

南部边缘地区出现阶段性高温天气的可能性大”等信息。对贵州省东部地区的伏

旱有较好的把握，在前期预测中，重点考虑拉尼娜状态下海温相似年的分析，利

于夏季风偏强，中国南方地区以高温少雨天气为主，降水偏少；参考各家环流模

式考虑以纬向型环流为主，并且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汛期气温偏高概率较大。

正确把握了贵州省汛期降水总体偏少、气温总体偏高的主要特征。 

但在降水空间分布和对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干旱的极端程度方面估计不足，在

前期模式对环流的预测及对外强迫相似年的分析中，综合考虑各外强迫因子的时

间演变特征，更倾向于参考双拉尼娜事件次年对应的环流和要素分布，以及印度

洋一致偏暖的信号。得出了2022年汛期降水总体偏少，但不会大范围异常偏少的

结论。但从实况来看，2022年汛期预测虽然中高纬大气环流并未表现出对典型拉

尼娜年的响应，但由于异常偏强的西太副高及南亚高压，配合较差的水汽条件导

致发生了极端高温干旱的天气。 

对比分析2011年和2022年的影响因子异同，虽同为拉尼娜年，但二者前期海

温时空演变特征并不相似，各家模式对环流的预测结果与2011年环流场相似程度

不高，因此在前期预测过程中并未重点考虑2011年。综上，反映出我们对极端气

候事件的特征认识还需提升，今后需加强对全球变暖背景下极端高温干旱事件及

其影响因子特征研究，加深对模式模拟的认识和继续深入开展检验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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