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科学 
第 3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78 /（中图刊号）：650GL004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37 

 Agricultural Science 

副高进退对白山地区主汛期降水的影响初探 
 

段明国 1  王鑫 2 

1 白山市气象局  2 临江市气象局 

DOI:10.12238/as.v3i4.1864 

 

[摘  要] 本文通过对近10年夏季主汛期期间几次典型降水过程以及近几年暴雨发生时副高活动特点进

行分析总结,最终发现副高活动对白山地区的降水强弱存在重要的作用。副高的西伸北抬,使白山地区处

于高压控制之中,在客观上抑制了降水机制的维持及进一步发展,致使降水不明显,随着副高的东退和南

撤,副高的阻高的作用减弱,冷空气随之南下,与副高后部的暖湿气流交汇,对触发降水比较有利。而数据

产品的预报往往存在失误,预报员需要根据形势对数值产品进行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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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下文简称副

高)是东亚夏季风系统的重要成员,与季

风环流相互作用、互为反馈,西太平洋副

高的季节性活动,具有明显的规律性。7

月底到8月初,脊线跨越30°N,到达 北

的位置,处于白山地区的东南方向,俗称

的“7下8上”,正是白山地区的主汛期。 

1 典型实例 

1.1降水实况 

2017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副高西

伸北抬,白山地区6个台站中,只有靖宇

站有小量级的降水,其他站无降水,2017

年6月20日至7月20日,副高继续向北发

展,只有长白站有0.2mm的降水,其他各

站无降水。2017年7月20日至8月20日,

副高东退,并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白山

地区除靖宇外都有小雨量级的降水。

2017年8月20日至9月20日,受台风登陆

影响,白山地区除长白外都有降水7。 

1.2高空实况分析 

4日20时,白山地区处在高空槽前和

副高边缘地带,580和584之间。副高形状

呈纬向型,台风已经在擦着台湾海峡继

续北上。5日20时,受台风继续北上影响,

副高形状由纬向型转变为不规则的大致

四方形状,并且副高在变形的过程中是

逐渐西伸,白山地区由高压控制,没有降

水。到6日20时,台风沿着东海继续北上,

受其影响,副高有所东退,并由不规则的

大致四方形渐变为倒三角形,并且副高

是向北抬升的,白山地区大部在高压里,

无明显降水。到7日20时,台风在山东半

岛登陆,受其影响,副高形状则由倒三角

形转变为径向型状,并且副高北侧边界

继续北上到达北纬43度以北,584线已接

近北纬50度,副高发展到 强,白山地区

无明显降水。到8日20时,台风在朝鲜西

北部登陆,副高明显受迫东退到和南撤,

白山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产生分布不均

的小雨天气。到9日20时随着台风登陆后

减弱为热带低压,并与贝加尔湖附近甩

下的冷槽合并,在高空形成了一个深的

高空槽。 

1.3物理量分析 

量导入、数据导出、空间分析。在高级

查询中,用户可以自行组合各种查询条

件。区县用户只能查询和管理本辖区内

的重点项目落实情况。 

4.5村规划合规性审查 

利用空间大数据技术辅助村规划审

查,将提取村规划中建设用地与永久基

本农田、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

四山管制区、水源保护地、历史文化保

护范围等各类空间管控要素进行叠加分

析,判断村规划布局的合理性,提升村规

划技术审查效率。 

4.6数据统计 

用户可以按照区域,办理时间,编制

状态等不同条件组合,查询符号条件的

村编制单位。加查询结果导出功能,查询

结果可以导出为Excel或者PDF文件的功

能。其他的统计表格可以按照需求快速

配置。 

5 结语 

通过村镇管理系统的建设,重构村

规划编制流程和技术审查体系,进一步

提升了提高村规划编制的水平和实用

性；同时以村为基本单元,汇聚村的规划

自然资源、历史人文、农产品、乡镇企

业信息等各类属性、空间数据,构建乡村

振兴一张图,向全市各部门提供 全面

的乡村振兴资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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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 副高移动情况统计表

日期 降水情况 大降水量 影响系统 副高移动

2007.8.1 全区暴雨 83.8mm 高空槽 南撤

2007.8.17 区域暴雨 58.6mm 副高后部切变 南撤

2008.8.1 全区暴雨 72.6mm 台风“凤凰”同高空槽 南撤

2010.7.31 全区性暴雨 154.7mm 低涡 南撤

2011.8.10 本站大雨,东岗暴雨 54mm 台风“梅花”同高空槽 南撤

2011.8.16 本站大雨,靖宇暴雨 51.5mm 地面倒槽、低空切变 南撤

2014.7.20 区域大雨 43.9mm 副高后部切变 南撤

2016.7.30 区域暴雨 70.1mm 副高后部切变 南撤

 

1.3.1水汽条件T-Td 

6日11时,T-Td在白山地区东南部有

小于4的区域,而在7日14时,白山全区都

处于小于4的区域。可见6日和7日两日还

是具备一定的水汽条件。 

1.3.2垂直运动 

6日11时,白山地区全部在垂直运动

上升区中,其中白山-集安一带处于大值

轴上,但6日白山地区除靖宇外无降水。7

日14时白山地区处于24的上升运功中心

中,但7日白山地区只有长白站有0.2mm

降水。可见在具备水汽和上升运动条件

时,没有冷空气的触发条件,降水不容易

发生。 

 

1.4数值产品检验 

在对8月6日和7日的预报中,日本和

德国都预报了降水,其中5日预报中日本

对白山全区预报有中雨上的量级。数值

预报中对副高北上的过程中预报明显存

在失误,在副高北抬过程中,降水基本不

发生,只是局地性降水。 

2 近10年白山地区主汛期内暴

雨产生时副高活动统计分析 

根据统计看,主汛期内,白山产生大

雨或暴雨的过程中,副高基本都是在南

撤的,西南气流携带暖湿空气沿副高爬

升,在白山地区与北方系统带来的冷空

气交汇,产生了大量级的降水。 

3 结论 

(1)主汛期中副高的西伸北抬,使白

山地区处于高压控制之中,在客观上抑

制了降水机制的维持及进一步发展,致

使降不明显。 

(2)随着副高的东退和南撤,副高

的阻高的作用减弱,冷空气随之南下,

对降水比较有利,白山地区主汛期间出

现的大雨或暴雨基本是在这种形势下

产生的。 

(3)在主汛期中副高的西伸北抬和

东退南撤过程中,数据产品的预报往往

存在失误,预报员需要根据形势对数值

产品进行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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