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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夏季降水异常的变化及其与环流和
海温异常的可能联系

摘要
利用河北省及周边 ７３ 个台站 １９６１—

２０１０ 年夏季降水资料、ＮＣＥＰ ／ ＮＣＡＲ 再分析
资料、ＮＯＡＡ 太平洋海温资料，应用 ＳＶＤ 等
多种统计方法探讨了河北夏季降水异常变
化及其与环流和同期及前期太平洋海表温
度异常（ＳＳＴＡ）的可能联系．研究结果表明：
河北省夏季降水异常存在全省一致和东
北—西南相反两种模态；夏季欧亚地区 ５００
ｈＰａ 高度场表现为从西到东的负、正、负、正
的遥相关型时，河北降水偏多，最明显的区
域主要位于河北省的东部；夏季东北部多
雨、其他地区（保定、邢台和衡水）干旱与北
太平洋 ＳＳＴＡ 的 ＰＤＯ 正位相、赤道中东太平
洋 ＳＳＴＡ 的 Ｅｌ Ｎｉñｏ 位相具有较好的耦合关
系；最大协方差分析（ＭＣＡ）的诊断显示，前
期冬季北太平洋 ＳＳＴＡ 类似 ＰＤＯ 正位相且
赤道中东太平洋 ＳＳＴＡ 出现 Ｅｌ Ｎｉñｏ 型态，
对河北省夏季多雨（尤其是东北部地区）的
预测具有较好的指示意义．夏季 ８５０ ｈＰａ 上
在我国东部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偏北（南）风
距平，不（有）利于南方暖湿水汽向北的输
送，是造成河北夏季降水异常少（多）的主
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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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河北省位于华北地区的东北部，地形十分复杂，境内有高原、山
地、盆地和平原，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域，为东亚夏季风北部

边缘地带．受东亚季风的影响，河北降水集中出现在夏季，夏季降水约

占全年降水量的 ７１％左右．史印山等［１］研究认为东亚夏季季风强度和

河北省夏季降水呈正相关，当夏季季风增强（减弱）时，河北省夏季降

水偏多（少）的可能性大．
正确地认识华北地区的旱、涝规律和异常特征具有重要意义［２］ ．

孙国荣等［３］对华北夏季旱涝的云量和大气环流特征进行了分析，认
为低云云量在旱、涝年的变化趋势相反，除高层云外其余各类云在涝

年的降水概率大于旱年．史印山等［４］分析表明，华北地区夏季旱、涝年

份对应的高空环流存在显著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同期，而
且前期也有反映，尤其是 ２、３ 月表现更为明显．孙燕等［５］发现当年 １—
３ 月北太平洋中部海区（１５５°Ｅ～１５５°Ｗ，１５ ～ ３５°Ｎ）海温异常升高（降
低）时，对应当年华北夏季降水偏多（少）．唐瑜等［６］ 研究认为，青藏高

原 ４ 月感热与华北夏季降水具有较显著的负相关，高关键区位于高原

的北部．建军等［７］、徐忠峰等［８］ 指出华北夏季降水与登陆我国台风频

数和 １００ ｈＰａ 东风强度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文献［９⁃１０］发现南

亚高压的强度及位置对华北夏季降水有影响，南亚高压异常增强（减
弱），易造成华北干旱（涝）；当年 ６ 月南亚高压中心位置偏西（东），华
北降水偏多（少）．张恒德等［１１］ 则将夏季北极涡与副热带高压联系起

来讨论了它们共同对华北夏季降水的影响．最近的研究［１２］ 还发现，华
北地区夏季降水量的持续减少与贝加尔湖地区气旋活动频次持续减

少及强度变弱有关．
上述关于华北夏季降水的研究都是针对整个华北地区，分析中

只选取了河北省的几个站点，这不能准确代表河北旱涝的真实状况．
众多学者对河北旱涝的分布特征［１３⁃１４］及干旱的影响范围［１５］进行了深

入研究．王宏等［１６］利用河北省 ７３ 个气象站降水资料对河北省旱涝的

变化特征及其相关的海气异常型进行了详细分析，归纳出了河北省

旱涝年海温和 ５００ ｈＰａ 平均高度场环流的差异．就目前而言，针对河

北夏季旱涝发生时的大气环流及同期、前期海洋因子的异常强迫特



　 　 　 　征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利用河北省及周边 ７３
个站夏季降水资料，对河北夏季降水异常的时空分

布特征及其与环流和海温异常的可能联系进行详细

的分析，为河北夏季降水预测提供理论依据．

１　 资料和方法

资料包括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年河北省 ７１ 个台站及北

京、天津站的夏季 （ ６—８ 月） 逐月的降水资料，
ＮＣＥＰ ／ ＮＣＡＲ ５００ ｈＰａ 月平均高度场、８５０ ｈＰａ 风场

格点资料（分辨率为 ２ ５°×２ ５°）以及 ＮＯＡＡ 逐月太

平洋海表温度资料（分辨率为 ２ ０°×２ ０°）．采用 ＥＯＦ
（经验正交函数分解）、ＳＶＤ［１７］（奇异值分解）、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１８⁃１９］（蒙特卡罗检验）、ＭＣＡ［２０］（最大协方差分

析）、合成分析等统计方法．
常用的旱涝指标主要有降水距平百分率、湿度

指标和 Ｚ 指数等，本文选用了计算简单且能客观反

映旱涝的 Ｚ 指数［２１］来表征河北夏季旱涝情况，标准

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Ｚ 指数旱涝等级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ｆｌｏｏｄ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Ｚ ｉｎｄｅｘ

等级 Ｚ 值 类型

１ Ｚ＞１ ６４５ 重涝

２ １ ０３７＜Ｚ≤１ ６４５ 大涝

３ ０ ５２４＜Ｚ≤１ ０３７ 偏涝

４ －０ ５２４≤Ｚ≤０ ５２４ 正常

５ －１ ０３７≤Ｚ＜－０ ５２４ 偏旱

６ －１ ６４５≤Ｚ＜－１ ０３７ 大旱

７ Ｚ＜－１ ６４５ 重旱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河北夏季旱涝出现年份的基本特征

根据计算出的 ７３ 站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年逐年夏季 Ｚ
指数，进行逐年 ７３ 站 Ｚ 指数平均，得到河北区域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年逐年夏季平均 Ｚ 指数．定义平均 Ｚ 指

数中夏季重涝、大涝的 １９６３、１９６４、１９７３、１９７７、１９９５
和 １９９６ 年为典型雨涝年；夏季重旱、大旱的 １９６５、
１９６８、１９７２、 １９８３、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９ 和 ２００２ 年为典型干

旱年．

２ ２　 河北夏季降水的空间异常型态

利用 ＥＯＦ 分析对河北省及周边 ７３ 个台站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年的夏季降水进行展开分析，前 ５ 个载

荷向量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 ７４％以上．第一载荷

向量（图 １ａ）解释的方差贡献率在 ４３％以上，且均为

正值，表明河北省夏季降水变化在空间上具有很好

的一致性，呈现全省性的干旱或雨涝．空间变化幅度

最大中心位于保定的南部，表明该地区是旱涝变化

最敏感的区域．全省性的干旱或雨涝表明，河北省夏

季旱涝主要受大尺度天气系统和气候背景影响． 从

相应的时间系数看（图 １ｂ），夏季时间系数从 ２０ 世

纪 ６０ 年代到 ２１ 世纪初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中，２１
世纪初以来略有上升；２０ 世纪 ６０—８０ 年代末河北省

夏季偏涝，而 ９０ 年代中期到目前河北夏季持续偏

旱．这 ２ 幅图反映了河北夏季降水整体呈减少趋势，
这与华北地区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以后，夏季降

水呈减少趋势相一致［２２］ ．
第二载荷向量占总方差贡献的 １８％（图 １ｃ）．从

图 １ｃ 上可以看出夏季降水分布具有东北部与西南

部反位相变化的特征，特征 ０ 线从保定—衡水穿过，
东北部大值区域在唐山和秦皇岛，南部反向高值区

域在邢台和邯郸．形成这种分布是由于影响河北北

部和南部的不同天气系统所造成的．河北省处于季

风影响的北界附近，东亚夏季风的强弱造成了夏季

降水南北间的差异．第二载荷向量对应的时间序列

曲线（图 １ｄ）显示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到 ７０ 年代末

呈上升趋势，８０ 年代初至今呈下降趋势．表明 ２０ 世

纪 ６０ 年代初到中期、９０ 年代中期至今，多西南涝东

北旱，６０ 年代中期到 ８０ 年代末期，多东北涝西南旱．
第三载荷向量解释的方差贡献率为 ６％，其空间

分布（图 １ｅ）主要表现为西北部是正值区，东南部为

负值区．正值中心位于保定的东北部，负值中心位于

衡水的南部、邢台和邯郸两地区的东部．相应的时间

序列中（图 １ｆ），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之前河北省西

北部偏旱，东南部偏涝；７０ 年代后期至今河北省西

北部偏涝，东南部偏旱．

２ ３　 河北夏季旱涝与同期环流场异常关系分析

２ ３ １　 ５００ ｈＰａ 高度场异常型态与河北夏季降水异

常的关系

　 　 以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年东北半球 ５００ ｈＰａ 位势高度距

平场为左场，河北区域 ７３ 个台站夏季降水距平场为

右场，进行 ＳＶＤ 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对模态的协方差

贡献率达 ５４％以上，通过了 α ＝ ０ ０１ 的蒙特卡罗显

著性检验．
从图 ２ａ 可看出，负相关区位于亚洲中纬度贝加

尔湖南部、欧洲东南部及 ３０°Ｎ 以南的广大区域，中
心区域的相关系数为－０ ４，达到 ０ ００５ 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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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河北夏季降水的第一、第二、第三载荷向量及其对应的时间系数序列

（时间系数缩小 １０ 倍）和四次多项式拟合曲线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ａ，ｂ）， ｓｅｃｏｎｄ（ｃ，ｄ）， ａｎｄ ｔｈｉｒｄ（ｅ，ｆ）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ｅｉｇｅｎｖｅ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ｒｅｄｕｃｅｄ ｂｙ １０ ｔ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ｑｕａｒｔｉｃ 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ｓｕｍｍｅｒ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ｅｂｅｉ

正相关区位于极地、日本海到西北太平洋区域，中心

区域的相关系数较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该空间分

布型最显著的特点是，欧亚地区中高纬从西到东呈

现负、正、负、正的波列分布．图 ２ｂ 表现为全省一致

６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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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５００ ｈＰａ 平均高度距平场与夏季降水 ＳＶＤ 分析第一对模态的异性相关系数

（阴影区表示通过 ９５％置信水平检验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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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相关，大值区出现在河北省的东部及张家口的

坝上地区．贝加尔湖南部的负异常使得华北低槽加

深，欧亚地区中高纬度经向环流加强，冷空气活动频

繁．日本海到西北太平洋区域的正异常有利于副高

加强．低槽加深与副高加强共同造成的强位势梯度

有利于南方暖湿气流向北输送．冷暖空气的交汇使

得河北省出现雨涝，河北省的东部及张家口的坝上

地区表现最明显．
２ ３ ２　 典型干旱年、雨涝年 ５００ ｈＰａ 平均位势高度

距平场合成分析

　 　 夏季典型干旱年（图 ３ａ），５００ ｈＰａ 平均位势高

度距平场负距平的中心位于新地岛的东部，正距平

的中心主要位于欧洲中北部、亚洲中纬度贝加尔湖

南部．中纬度贝加尔湖以南的中国北方有正距平区，
其东部为弱的负距平区，说明华北受异常偏北气流

控制，受下沉气流的影响使得河北夏季干旱；夏季典

型雨涝年（图 ３ｂ），负距平的中心位于中西伯利亚和

欧洲的东部，欧洲的东北部存在正距平中心．我国北

方地区为负距平区，贝加尔湖附近有负异常区，日本

海为正异常．贝加尔湖的负异常使贝加尔湖到我国

华北的低槽加深，冷空气活动频繁，同时南方西南暖

湿气流向北输送，华北地区处在槽的东南部，冷暖空

气交汇，使河北省出现雨涝．
２ ３ ３　 典型旱涝年份 ８５０ ｈＰａ 流场特征

夏季典型干旱年（图 ４ａ），蒙古到我国大陆出现

反气旋环流异常，而东海及西北太平洋分别存在气

旋性环流和反气旋性环流异常，表明干旱年华北大

陆高压加强，副热带高压加强且其位置偏东、偏南．
我国东部的偏北风距平与东海附近存在的气旋性环

流和北部的偏北风距平在江淮流域合并加强且一直

延续到中南半岛，阻碍了南方暖湿气流向华北输送，
夏季风偏弱，造成该地区降水偏少，河北出现夏旱．
夏季典型雨涝年（图 ４ｂ），巴尔克什湖北部、西北太

平洋存在气旋性环流异常，日本海、东北及黄海存在

反气旋性环流异常，蒙古国南部到我国内蒙中部存

在气旋性环流异常，其南侧偏西气流异常与从江南

向北伸展的西南气流异常在河北地区相遇，不仅为

该地区输送了充沛的水汽，而且也加强了这个地区

的对流活动，促使降水偏多．强的西南季风异常从南

海地区一直深入我国东部大陆直达东北地区，我国

东部地区处在强季风控制之下，华北地区也被一致

的偏南气流覆盖，有利于水汽的输送．

２ ４　 河北夏季旱涝与同期及前期太平洋海温场关

系分析

２ ４ １　 河北夏季降水与同期太平洋海温场异常的

可能联系

　 　 以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年北太平洋 （ １２０° Ｅ ～ ９０° Ｗ，
２０°Ｓ～６０°Ｎ）海温异常（ＳＳＴＡ）场为左场，河北及周

边 ７３ 站夏季降水距平场为右场，进行 ＳＶＤ 分析，第
一模态的协方差贡献率达 ５１％，通过了 α ＝ ０ ０１ 的

蒙特卡罗显著性检验．为了更好地揭示北太平洋海

温对河北夏季降水的控制作用，海温场采用同性相

关系数，夏季降水距平场采用异性相关系数．
从图 ５ａ 海温场的空间分布型看出，海温场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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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西北—东南反相的分布型态，负相关区位于西 　 　

图 ３　 夏季典型干旱年、雨涝年 ５００ ｈＰａ 平均位势高度距平合成（单位：ｇｐｍ）
Ｆｉｇ 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ａｎ ５００ ｈＰａ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ｉｎ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ｄｒｏｕｇｈｔ（ａ） ａｎｄ ｆｌｏｏｄ（ｂ） ｓｕｍｍｅｒ（ｕｎｉｔ： ｇｐｍ）

图 ４　 夏季典型干旱年、雨涝年 ８５０ ｈＰａ 风矢量距平合成（单位：ｍ ／ ｓ）
Ｆｉｇ 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８５０ ｈＰａ ｗｉｎｄ ｖｅｃｔｏｒ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ｉｎ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ｄｒｏｕｇｈｔ（ａ） ａｎｄ ｆｌｏｏｄ（ｂ） ｓｕｍｍｅｒ（ｕｎｉｔ： ｍ ／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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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太平洋海温距平场与夏季降水 ＳＶＤ 分析第一模态的分布（阴影区表示通过 ９５％置信水平检验区域）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ｍｏｄｅ ｏｆ ＳＶ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ＳＴＡ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Ｏｃｅａｎ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ｅｒ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ｄ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９５％）（ａ） ＳＳＴＡ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ｉｓ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ｆｏｒ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ｂ） ｓｕｍｍｅｒ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ｆｏｒ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北太平洋、赤道西太平洋及其向东南方向延伸到大

洋洲中部的广大海域，中心区域的相关系数为－０ ７．
其他海域为正相关区，中心区域的相关系数为 ０ ８，
正负相关系数均达到 ０ ００１ 显著性水平．北太平洋

的分布型态类似 ＰＤＯ（太平洋海温年代际振荡）遥

相关型分布，赤道中东太平洋的分布型态类似 Ｅｌ
Ｎｉñｏ 模态．夏季降水的空间分布型（图 ５ｂ）：河北省

的东北部为正相关，正相关区未通过 ０ ０５ 的显著性

检验；其他区域为负相关，高值区位于保定的西部及

邢台和衡水两地区的东部，相关系数为 ０ ４，达到

０ ００５ 的显著性水平．左右场模态时间系数的相关系

数为 ０ ４８，为显著正相关．当菲律宾东部及东南部附

近海域海温异常偏低，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异常偏

高，河北省的东北部夏季降水偏多，而河北省的其他

地区降水偏少，保定的西部及邢台和衡水两地区的

东部表现最明显；反之，亦然．
２ ４ ２　 夏季典型旱涝年 ＳＳＴＡ 合成分析

夏季典型旱涝年太平洋海温场分布存在显著差

异．典型干旱年（图 ６ａ）北太平洋中、东部海域为负距

平区，而典型雨涝年（图 ６ｂ）北太平洋中部为正距平

区，西南部为负距平区；典型干旱年赤道中东太平洋

海温异常偏高，特别是 Ｎｉｎｏ ３ 区，比平均年份偏高

１ ４ ℃，而雨涝年则相反，该区比平均年份偏低

１ ０ ℃ 以上．可见夏季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异常对

河北夏季旱涝有重大影响．

９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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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夏季典型干旱年和典型雨涝年太平洋海温距平场合成（单位：℃）
Ｆｉｇ ６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Ｓ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Ｏｃｅａｎ ｉｎ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ｄｒｏｕｇｈｔ（ａ） ａｎｄ ｆｌｏｏｄ（ｂ） ｓｕｍｍｅｒ（ｕｎｉｔ：℃）

２ ４ ３　 河北夏季降水与前期冬季太平洋海温场异

常的联系

　 　 以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年前期冬季的太平洋（１２０°Ｅ ～
９０°Ｗ，２０°Ｓ ～ ６０°Ｎ）ＳＳＴＡ 为左场，河北及周边 ７３ 站

夏季降水距平场为右场，进行 ＳＶＤ 分析，第一对模

态方差贡献在 ５２％以上，从第一对模态的相关系数

分析看，相关系数达到了 ０ ４３ 以上，通过了 ０ ００２
的显著性水平．

从图 ７ａ 海温场的空间分布型态可以看出，负相

关区位于北太平洋的中西部向西南延伸到赤道西太

平洋的广大海域，其他区域为正相关区．北太平洋的

分布型态类似 ＰＤＯ 遥相关型分布，赤道中东太平洋

的分布型态类似 Ｅｌ Ｎｉñｏ 模式．夏季降水的空间分布

型表现为全省一致的正相关（图 ７ｂ），高值区位于承

德，相关系数为 ０ ３８，达到 ０ ０１ 的显著性水平．由两

场的空间分布型可看出，当前期冬季赤道中东太平

洋的海温型态呈现出 Ｅｌ Ｎｉｎｏ 型分布，北太平洋海温

的分布型态出现 ＰＤＯ 分布型时，河北省夏季降水偏

多，承德表现最明显；反之，亦然．

３　 结论

１）全省一致干旱（雨涝）是河北省夏季旱涝的

主要空间分布特征，其次是东北涝（旱）西南旱（涝）
的东北—西南相反分布型．

２）夏季欧亚地区 ５００ ｈＰａ 高度距平场表现为从

西到东的负、正、负、正纬向型排列的异常波列分布

时，河北降水偏多，最明显的区域主要位于河北省的

东部．
３）欧亚中高纬位势高度异常直接影响着河北夏

季降水的异常，旱年 ５００ ｈＰａ 平均位势高度在中纬

度贝加尔湖以南的中国北方地区为异常正距平控

制，贝加尔湖槽及华北上空槽变浅，纬向环流加强，
华北地区处在蒙古高压脊区；涝年贝加尔湖附近为

负异常区控制，贝加尔湖到我国华北的低槽加深，以

０６４
王宏，等．河北夏季降水异常的变化及其与环流和海温异常的可能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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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前期冬季太平洋海温距平场与夏季降水 ＳＶＤ 分析第一模态的分布（阴影区表示通过 ９５％置信水平检验区域）
Ｆｉｇ ７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ｍｏｄｅ ｏｆ ＳＶ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ｍｍｅｒ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ＳＴＡ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Ｏｃｅａｎ ｉ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ｗｉｎｔｅｒ

（ｓｈａｄ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９５％）（ａ）ＳＳＴＡ ｉ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ｗｉｎｔｅｒ ｉｓ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ｆｏｒ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ｂ） ｓｕｍｍｅｒ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ｆｏｒ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经向环流为主，冷空气活动频繁，华北地区处在槽的

东南部．
４）夏季旱涝年 ８５０ ｈＰａ 风场存在明显的差异，

干旱年在我国东部地区表现为异常的北风距平，阻
断了暖湿水汽向华北的输送；雨涝年在我国东部地

区出现了偏南风距平，有利于南方暖湿水汽向华北

输送．
５）当北太平洋 ＳＳＴＡ 为 ＰＤＯ 模态，赤道中东太

平洋 ＳＳＴＡ 为 Ｅｌ Ｎｉñｏ 型时，河北省的东北部降水偏

多，而其他地区降水偏少，石家庄及邢台和邯郸两地

区的东部表现最明显；反之，亦然．
６）前期冬季的 ＳＳＴＡ 场对河北省夏季降水有很

好的预报意义．当前期冬季北太平洋海温的分布型

态出现 ＰＤＯ 分布型，赤道中东太平洋的分布型态出

现 Ｅｌ Ｎｉñｏ 分布型时，河北省夏季多雨，东北部地区

表现最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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