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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青藏高原（以下简称高原）占我国陆地面积的

四分之一，平均海拔高度超过4000 m，是全球海拔

最高、北半球面积最大的高原，素有“世界屋脊”和

“第三极”之称。高原通过热力和动力作用，对中国

乃至整个北半球地区的天气气候产生重要的影响[1-5]。

夏季的高原是一个巨大的热源，冬季的高原大部分是

冷源，冷热源的不同作用使得青藏高原对局地天气气

候和大气环流的影响有所不同[3, 6-7]。

高原的热力和动力强迫作用对东亚夏季环流起着

较重要的影响[8-9]。夏季的高原有充沛的水汽从南方流

入，配合高原地区的低涡和切变线，易使高原上发生

降水天气[6]。此外，从高原东移出的低涡和切变线，

也会对我国东部人口稠密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长江

中下游地区造成强降水。因此，高原夏季天气特别值

得关注，本文下面对高原夏季降水研究进行回顾和梳

理，集中在如下方面：1） 高原夏季降水特征，包括

降水的时空分布和演变特征；2） 影响高原夏季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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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原天气系统，包括高层的南亚高压，500 hPa的高

原高压、高原低涡和切变线，以及高原的中尺度对流

系统；3） 影响高原夏季降水的高原强迫作用，包括

高原的动力（如爬坡和绕流等）、热力强迫作用（热

源效应和局地热力环流如山谷风等）以及高原中小尺

度地形强迫作用；4） 结论与展望，对全文进行总结

并对未来的研究问题进行了展望。

1 高原夏季降水特征
高原地形复杂，降水的空间分布极度不均匀，

既有我国降水量最少的地区，如年平均降水量仅

16～17 mm的柴达木西北部地区，也有居我国第二多

雨中心的雅鲁藏布江下游地区[10-11]。统计表明，80%
的高原降水集中在夏半年（5—10月）[12-14]，其中夏季

（6—8月）降水就占到全年降水的61.3%[15]。

1.1 高原夏季降水空间分布特征
高原夏季总降水量的空间分布特征呈现西北少

而东南多，与全年雨量的分布型很像[6]。夏季的降水

日数、强降水和极端降水的分布型也与之类似 [16-18]

（图1）。降水量值南北差异明显，高原西北的降水

量梯度较大，这主要是因为高原东南部分盛行潮湿

的偏南风，而西北部分盛行干燥的北风[19-21]。越干旱

（潮湿）的地区，夏季降水占全年降水的比重越高

（低）[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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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80—2008年西藏汛期（5—9月）强降水频数的空间
分布特征[17] 

Fig.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evere precipitation frequency 
during flood season (May-September) from 1980 to 2008 

in Tibet[17]

采用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利用不同时段的降水资

料，可将高原夏季降水分成不同的空间型[15, 17, 22-25]。

如周顺武等[22]将西藏高原汛期（5—9月）降水分为6
个敏感区，即东南部、东北部、那曲中西部、雅鲁

藏布江谷地区、南部边缘地区和高原西北部。张吉农

等[24]将青藏高原夏季降水敏感区分为高原东北部、藏

东北、柴达木盆地、黄河上游、长江源头、藏西北6

个区域。卢鹤立等[15]将夏季降水分为3种类型场： 高
原东南部类型场、 高原东北部类型场和三江源类型

场，分界线大致沿着35°N。夏季降水的这些空间分布

差异反映出高原动力和热力效应、 高原季风、海拔高

度、地形和下垫面状况共同作用的结果，也与高原低

涡和切变线的活动密切相关。

以往研究[26-28]表明，对于山区降水而言，存在所

谓最大降水高度。在最大降水高度以上，降水量随着

地形的增高而减小，在最大降水高度以下，降水量随

着地形的增高而增加，比如西藏东南地区[29]。

1.2 高原夏季降水时间分布与演变特征
夏季降水是高原全年降水的主要来源。高原全年

的降水峰值常出现在夏季的7—8月，强降水主要集中

在7月上旬—8月中旬，7月下旬降水出现频次最多[11, 16]。

高原整体的年均降水从20世纪50—90年代初

呈减少趋势 [30]，但高原的夏季降水在20世纪50年
代—21世纪初呈增长趋势，降水量每10年增长19 mm 
左右[15, 16, 23, 31-33]，强降水量过程频次有增多的趋势[17]。

高原的夏季降水年际变化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别，

在不同年代夏季降水的年际变化也有所不同。20世纪

50—90年代，夏季降水显著减少的地区是雅鲁藏布江

一带以及丁青、昌都、沱沱河和川西高原等地区，而显

著增加的地区是藏东南、藏南、藏北高地等[30]。虽然

夏季降水量较大，但年变化幅度比冬季更小[13-14, 34]。

夏季降水年变化最大的地区位于高原西北干旱区，年

变化最小的地区位于三江源地区[15]。

高原夏季降水的日变化特征明显而独特，日变化

振幅比我国其他地区都大，高原内部也存在很大的地

域性差异[35]。统计表明，整个高原地区夏季降水量和

降水频率的日变化表现出明显的凌晨和傍晚的双峰结

构[36]。第一个峰值出现在前半夜，而第二个峰值出现

在早晨[37]。高原东部的对流在午后—傍晚期间活跃，

而且高原东部的对流和降水日变化有向东传播的特

征[38]。

2 高原夏季天气系统
高原上空的天气系统按照尺度可划分为行星尺

度（如南亚高压）、天气尺度和次天气尺度系统（如

500 hPa的高原高压、高原切变线和高原低涡）和中尺

度对流系统（MCS）。下面按照南压高压、500 hPa高
原高压、高原切变线、高原低涡和高原中尺度对流系

统的顺序依次介绍：

2.1 南亚高压
南亚高压（South Asia high，SAH），位于对流

层上层和平流层低层，是夏季北半球高层最强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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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行星尺度高压系统，是亚洲夏季风的主要成

员之一[39-40]。南亚高压在100 hPa附近反气旋环流最

明显 [41]，其形成和维持得益于对流层的高原加热作

用[42]。南亚高压的活动对我国乃至亚洲的区域天气、

旱涝分布有重要的影响。

南亚高压主要有两种活动方式——高压中心的东

西振荡[39, 43]和高压脊线的南北摆动[44]。南亚高压的东

西振荡具有准双周的特征[45]，我国华北、西北、长江

中下游、华南和四川盆地等地区降水的多寡与南压高

压东西振荡密切相关[43, 46-50]。南亚高压南北位移具有

季节性，对亚洲南部夏季风爆发以及我国东部地区

的雨带分布具有指示意义[51]。南亚高压的北上与东岸

大槽和副热带高压有关，也受到高原南侧热力作用影

响[52]。南亚高压影响副热带西风急流北撤的进程和高

原下游地区偏北气流的强度，进而和我国夏季雨带分

布产生联系[53]。金爱浩等[54]定义了南亚高压的纬向、

经向位置指数，表征南亚高压的南北向和东西向的活

动，计算发现纬向位置指数与我国华北、华南沿海地

区降水呈显著正相关，而与长江中下游、东北北部地

区降水呈显著负相关；经向位置指数与我国华北、东

北南部地区降水呈显著正相关，而与我国江南、华南

地区降水呈显著负相关。

2.2 500 hPa 高原高压
相对于出现在100—200 hPa的南亚高压而言，对

500 hPa的高原高压的研究相对较少。通常情况下，

在南亚高压的下层多有天气尺度低压系统活动，即

“上高下低”的气压场结构，但少数情况下，青藏高

原上空从500～100 hPa等压面上均为高压系统控制，

即“上高下高”的气压场结构，这就是由于高原地区

500 hPa高压系统的活动造成的[6, 53, 55]。段廷扬[56]统计

发现，这些500 hPa高原高压大多持续2天以下，温度

场呈西南暖、东北冷，高压中心轴线随高度向西南方

向倾斜，高压的东南方湿层较厚，对流旺盛。

500 hPa高度上，伊朗高压东伸上青藏高原、西太

平洋副热带高压西伸上青藏高原、西风带小高压伴随

冷空气入侵进入青藏高原，均可引起500 hPa高原高压

的生成，持续时间通常为1～15 d[57-59]。 这种500 hPa
高原高压大多自西向东移动，最后或合并成西太平洋

副热带高压，或取代青海湖小高压[56]。500 hPa高原

高压抑制了高原的垂直上升运动，减弱了大气的对

流加热作用，使得上层的南亚高压强度减弱，中心

位置西移，高原北侧西风急流减弱，南侧北支东风急

流与南支东风急流合并位于原北支东风急流的偏南位

置，侵入高原南麓的西南季风减弱[55]，还会使得近海

台风转向[60]。

2.3 高原切变线
高原切变线指出现在高原上空500 hPa等压面

上，三站（或两站）风向对吹或者且长度大于5个经

（纬）距的风场辐合线[61]。高原切变线是高原夏季典

型的降水天气系统。

高原切变线属于高原上的浅薄天气系统，垂直

方向最高可达到400 hPa[62-63]，厚度接近2 km，随高度

向北倾斜[64]。在夏季，高原切变线主要发生在高原中

东部、活动范围为30°—35°N，一般呈准静止状态，

在500 hPa表现最清楚，大多呈东西向准水平状态，

长度可达2000 km，生命史可达4天。动力场上，切变

线附近正涡度带可伸展至350 hPa，上升运动伸展到

200 hPa[64]；450 hPa以下正涡度中心和辐合中心均位

于切变线南侧，辐合上升运动与正涡度带位置对应[65-66]。

根据其走向，高原切变线可分为准南北向的竖切变

线和准东西向的横切变线[67-68]。高原竖切变线出现的

高频区位于高原中部和高原东部的陡坡上，有56%的

高原竖切变线导致了暴雨，近40%的暴雨是由高原竖

切变线所导致的[69]。高原横切变线通常位于32.5°N附

近，与经圈交角大于45°[68]，横贯高原主体，高频中

心在西藏那曲附近[69]，在6月出现最多，高原横切变

线是唯一能够在平均流场上清楚地反映出来的高原低

值系统[61]（如图2）。在夏半年（5—10月），半数以

上的高原横切变线可造成高原暴雨，1/3以上高原暴雨

过程的影响系统为高原横切变线[70-71]。高原横切变线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为高原竖切变线[71]。相比竖切变

线而言，对高原横切变线的研究更多，且多集中在温

压湿场各气象要素和物理量的分布情况[62, 71]。

图2  500 hPa高原横切变线强盛时刻的风场分布[64] 
（黑色粗实线为高原横切变线，黑色边界线为海拔3000 ｍ

以上青藏高原边界） 
Fig. 2  Distribution of 500 hPa wind field for the 

meridionally-oriented shear line at its mature phase over 
the Tibetan Plateau[64] 

(The black bold line indicates the shear line, and the black 
polygon denotes the Tibetan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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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横切变线的形成和维持既与周边系统及大尺

度环流有关，也与高原的热力作用有关[72-73]。500 hPa
伊朗高压东伸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西伸，印度季风

低压北上和越赤道气流增强，200 hPa的南亚高压东

伸和高空急流增强，夏季青藏高原的热源作用使得对

流不稳定得以触发，均有利于高原切变线的生成、辐

合上升运动的维持及正涡度柱的生成[65, 74-77]。高原横

切变线可通过诱生或加深为高原低涡，进一步引发暴

雨[6, 78-79]。高原切变线南移还会引发高原东南侧四川和

云贵高原地区的暴雨天气[80]。

一些学者利用诊断方程和数值模拟探究高原切

变线的生成和演变机制，分析背景场环流及动量、热

量、水汽等物理量变化对切变线形成维持的影响。

主要的诊断方法有：天气学分析，涡度及涡度变率方

程[70, 81-82]，散度方程[83]，视热源和视水汽汇[71]，动能

收支方程[84]，各种形式的Q矢量[85-86]等。

2.4 高原低涡
高原主体地区的低涡是一种存在于高原上的低层

气旋性低压系统[87]，位于500 hPa边界层中，系统浅

薄，多呈暖性，水平尺度400～500 km，垂直厚度一

般2～3 km （或400 hPa以下），多发生在5—9月（以

6月最多），是造成高原地区降水的主要天气系统[6]，

也是高原夏季上特有的气旋式天气系统[61, 88]。

高原低涡的自身发展受到诸多系统的影响，比如

高原切变线（如2.3节所述）。高原切变线可以诱发

高原低涡，而高原低涡也可以在减弱的过程中演变为

高原切变线，后者主要源于散度项的作用[63]。高原切

变线和低涡可以协同影响西南地区降水，天气预报员

通常将其简称为“低涡切变线”[63]。高原低涡在高原

上多沿切变线而东移，继而引发长江中下游、黄淮流

域等中国东部地区的暴雨等灾害性天气[3, 6, 10, 76, 89]。基

于ERA-Interim资料的统计表明，高原低涡每年约有

53个，其中年均6.7个移出高原[90]。高原低涡主要在

5500 m以上的高海拔地区生成，在相对较低的高原东

部的山谷和背风坡消亡[63, 91]。

高原低涡的发生、发展和移动，受大尺度环流及

高原大气的动力和热力作用的影响[92]。300 hPa西南风

急流轴北侧出现强辐散中心，可引导高原低涡沿急流

北侧与最大风速中心一起东移[93]。高层辐散的南亚高

压[94]，强度减弱、范围缩小的500 hPa西太平洋副热带

高压，低层辐合的配置[95-96]，潜热释放[97-99]、感热加

热[95-96, 100-102]和辐射加热作用[95, 101, 103]与合适的地形条

件[104]，均有助于高原低涡的发展和增强。

高原测站稀少，往往采用再分析资料对高原低

涡进行分析。Lin等[91]发现ERA-Interim、ERA40、
JRA55、NCEP CFSR以及NASA MERRA2等多种再分

析资料在表征高原低涡的时空分布特征以及位置和移

动路径方面具有一致性，其中ERA-Interim和MERRA2
对于高原低涡路径的配合最好。关于高原低涡的判

识，林志强等[105]定义了高原低涡的客观识别方法，考

虑了低涡的闭合性、面积、连续性、风场等因素，虽

然客观判识结果与高原低涡活动年鉴[106]相比，高原低

涡的位置整体偏西，但低涡路径活动更为细致，表现

出了客观分析高原低涡的潜力。

位涡常用来研究高原低涡发生时高原地表感热及

发展过程中凝结潜热释放对低涡演变的作用[94]。夜间

生成的高原低涡涡度增强，伴随低层位涡显著增大，

位涡主要来源是对流单体合并时的位涡平流输送及非

绝热加热制造[102]。高原近地层白天有位涡耗散，夜间

有位涡制造，呈现明显的昼夜循环；当夜间的位涡制

造大于白天的耗散时高原低涡形成，出现降水[99]。

2.5 高原中尺度对流系统
高原夏季降水以对流性降水为主，对流云主要

分布在高原的中部和东部地区，高原中部的对流云

和积雨云出现的比例超过其他地区 [6,12]。高原中尺

度对流系统是高原上产生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的直

接系统，因此研究高原中尺度对流系统意义重大。

观测表明，高原上每10万 km2就有20～50个发展很

强的积雨云 [107]，单在1992年高原夏季就出现807个
MCS[108]，高原对流云中的对流泡中心的垂直速度可超

过1 m/s[109]。夏季风爆发后，对流活动主要发生在高

原中南部地区[110]。

对流云可从高原切变线和高原低涡中产生[6]，盛

夏高原低涡的云型有类似于海洋热带气旋的暖心螺旋

结构和涡眼结构特征[111-112]。青藏高原中部对流云呈水

平尺度小、垂直厚度高的柱状单体，并且在一定条件

下，可以突破“暖盖”逆温层，形成高原“爆米花”

状的云[113]。虽然青藏高原夏季积云频繁出现，但降水

量相对较小[114]。对流云平均云顶高度为11.5 km左右

（海拔高度），最大云顶高可超过19 km，平均云底

高度为6.88 km[115]。大部分对流云云顶高度超过15 km
（海拔高度），最大上升气流速度为10～40 m/s[116]。

冰相过程在高原云和降水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117]。

高原特有的热力作用，如低层热力强迫和条件

不稳定，复杂的地形地貌以及到中纬度西风槽的斜

压区，都可以成为MCS的发展机制[109]。高原低涡、

切变线就是中尺度对流系统发生发展的环流背景之

一[118]。高原夏季MCS的日变化特征与中低层热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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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息息相关——MCS普遍在后下午形成，傍晚达到最

强，之后逐渐减弱，进而也使得高原降水产生一定的

日变化[108, 110, 119-121]，这些日变化信号也有向东传播的

特征[122-123]。有些MCS在高原上生成后，会向东移出

高原，常常造成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暴雨[124-127]。

3 高原的强迫机制
地形的具体形状（高度、尺度、坡度、几何形态

等）对降水特征有着深远的影响，而特定地形下降水

的产生、分布以及强度则主要是由地形动力、热力效

应和云微物理机制共同造成的。高原的大尺度动力强

迫作用可以使接近高原的气流产生绕流和爬流，也可

以影响大尺度的水汽输送。同时，高原上星罗棋布地

分布着大量的山峰山谷，这些中小尺度的地形强迫抬

升和屏障作用对大气运动有显著影响，引发一系列气

流过山后的复杂过程[128]。比如，青藏高原的雨峰雨谷

和山峰山谷基本一一对应[129]。因此，高原的强迫机制

将分为大尺度动力强迫机制、热力强迫机制和中小尺

度地形的过山动力学机制进行一一介绍。

3.1 高原的大尺度动力强迫机制
从较大的行星尺度来看，高原大地形主要对西风

气流起作用，其对西风气流的机械阻挡作用主要分为

两类，即绕流和爬流。绕流和爬流的相对大小取决于

高原隆升的高度。数值模拟和理论推导表明，存在这

样一个临界高度，当高原总体平均高度比临界高度低

时，气流以爬流为主，绕流较弱，反之，气流以绕流

为主，爬流较弱[130-132]。根据计算方式的不同，该临界

高度的数值约为1.5 km[133]或0.9～1.8 km[134]。早在20世
纪50年代，叶笃正和顾震潮[135]就提出了青藏高原对西

风带有分流作用，西风急流在高原南北分为两支，并

在高原东部汇合，在日本上空形成北半球最强大的西

风急流。后期的模拟结果和方程诊断表明，夏季西风

气流过高原，绕流占主导地位[136-138]。青藏高原北侧

绕流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地形脊，南侧绕流的主要表现

形式为南支槽，南支槽存在于青藏高原以南至孟加拉

湾一带，可以东移引起中国华南地区的降水[6]，南支

绕流可以在青藏高原东侧形成西南涡，而后者东移可

以引发长江中下游强烈的暴雨过程[136, 139]。从高原对

气流的机械阻挡作用来看，气流的动力学变化必然引

起大气环流格局的调整，进而造成大气加热场的重新

分布，而加热场的改变又进一步加剧了环流与气候的

变化。

3.2 高原的热力强迫机制
数值试验表明，若仅考虑高原动力作用而不计

其热力影响，则模拟不出青藏高压等季风系统的重要

成员，这充分说明高原热力作用对此具有巨大的贡

献[140]。 早在20世纪50年代，叶笃正等[3]就发现了青藏

高原在夏季是一个巨大的热源，青藏高原陆面热状况

对整个北半球气候异常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高原夏

季上空的热源异常将产生北半球中、高纬度大气环流

的异常。 
日裔美国学者Yanai[7, 141]等通过热力学方程和水汽

方程，计算了大气的干湿加热率（Q1和Q2），揭示了

青藏高原抬升加热的特征及其与亚洲季风的联系。高

原的加热使得其上大气柱每天增温3 ℃左右，有利于

周边大气向高原的汇合和热带暖湿气流北上，从而引

起夏季风的爆发[5, 142]。青藏高原加热所激发的水平环

流和垂直运动，有助于增强东亚夏季风，其夏季抬升

加热及所增强的东亚季风的潜热释放，成为东亚定常

波的非绝热加热波源[143]。

高原的热源效应存在明显的日变化，最主要的表

现之一就是山谷风现象。在山谷地形条件下，由于山

谷与其附近空气之间的热力差异，而引起白天风从山

谷吹向山坡，这种风称谷风；夜晚风从山坡吹向山谷

称山风。山风和谷风总称为山谷风[144]。早在20世纪40
年代，就有研究认为高原上热状况的日变化所引起的

近似山谷风对巴山夜雨的形成有决定性作用[145]，叶笃

正[135]指出高原边缘的风白天向高原辐合，晚上自高原

向四周辐散，这种现象不限于某个季节，而在高原上

终年存在。这种风场的日变化的现象与海陆风类似，

观测表明高原上天气气候这种日变化特征比四周平

原地区更明显[2]。山谷风在季风层之下，厚度不超过

1 km[6, 146]。由山谷风导致的降水现象也有相应的日变

化特征，比如位于云南省境内的高原山地区域降水主

要集中在午后[147]，山谷风引起的局地环流也是山区夜

雨形成的主要因素[37]。不同地形所产生的山谷风有相

互作用，弱者常为强者所掩盖[148]。

3.3 高原中小尺度地形的过山动力学机制
除大尺度地形的作用外，高原中小尺度地形的强

迫抬升和屏障作用对大气运动也有显著影响[149-150]。

中尺度地形的扰动可分为迎风坡的阻塞、背风坡

的强下坡风、重力波和耗散过程（如重力波破碎）以

及位势涡度的产生[151]。过山气流低层的绕流在迎风坡

减速，形成水平速度很小甚至为零或反转的区域，叫

做气流阻塞（blocking）或驻点；绕流在背风坡汇合

产生尾流，尾流中包含位势涡度带[152]。过山气流的波

动特征由大气条件（如过山气流的速度、温度和稳定

度等）和地形条件（山脉形状和地面摩擦等）等因子

共同决定[128]。图3给出了中小尺度气流过山的垂直剖



Progress 研究进展

71Advances in Meteor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气象科技进展 11（3）- 2021

面示意图[128]。

对流层顶

逆温层

垂直传播的过山波

重力波破碎

低层阻塞 强下坡风地形 转子

水平传播的背风波

图3  中小尺度气流过山的垂直剖面示意图[128] 
（粗实线：地形；圆点线：上游逆温层；点划线：对流层顶； 

黑圆点：驻点；箭头线：流线；虚椭圆圈内：重力波破碎区域） 
Fig. 3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mesoscale flow over 

topography[128] 
(The bold line indicates the topography. The dotted line 

indicates the upstream inversion layer. The dot dash line 
indicates the tropopause. The black point indicates the 

stagnation point. The arrow line indicates the streamline. 
And the dotted circle indicates the gravity wave breaking 

area)

观测试验证实，绝大多数重力波活跃的区域的波

源都与山脉或对流活动有关，气流流经山脉时受其机

械阻挡作用所激发产生的重力波即山脉重力波[153-154]。

重力波对于高原及其东部的对流具有重要的影响，可

以引发高原东部地区的中尺度强降水[155]，夏季重力

波的水平传播方向与西南涡的移出及移动路径有一定

的相关性，重力波的夜发性特征也与西南涡的夜发性

特征存在密切关系[156]。引入地形重力波拖曳方案比

不引入更贴近真实情况，更能较好地模拟出降水和风

场[157-158]。在高原东侧的暴雨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中尺

度重力波和对流运动的互相作用，才能完整地解释雨

带的分布及降水机制[159]。但受限于观测资料等因素，

关于高原上中尺度地形对降水和气流分布影响的研究

较少。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回顾了高原夏季降水的研究进展，主要包括

高原夏季降水的时空分布和演变特征、影响高原降水

的多尺度天气系统——南亚高压、500 hPa高压、低

涡、切变线以及中尺度对流系统以及高原强迫对降水

作用。得出以下结论：

1）高原夏季降水是全年降水的主要来源，高原

夏季降水复杂多样，具有不同的空间分布型，但整体

呈现西北少而东南多的特征。降水量、降水日数和强

降水高频中心较多地集中在高原的东部和南部。不同

地区的降水随时间的演变也有所不同。越是年降水量

少的地方，夏季降水量占比越大。高原夏季降水整体

呈逐年略增加的趋势。高原降水还表现出明显的日变

化特征。

2）高原夏季降水的时空分布特征与高原的天气

系统息息相关。南亚高压是影响高原夏季降水的对

流层高层的行星尺度天气系统，500 hPa的高原切变

线和高原低涡是高原夏季降水的主要的次天气尺度系

统，中尺度对流系统是引起高原夏季降水的直接天气

系统。

3）高原地形的强迫作用主要分为大尺度的动力

和热力强迫作用，但中小尺度地形的作用更不容忽

视。高原的动力作用主要表现在夏季西风带的绕流作

用，有助于激发高原低涡和西南涡。高原的大尺度热

力作用对形成夏季季风系统至关重要，由热力作用所

引起的山谷风影响高原降水的日变化。中小尺度地形

的抬升和阻挡作用会引发一系列中小尺度复杂的气流

过山现象。

高原夏季天气是一个巨大的研究领域，有很多值

得探索和解决的问题，难以一一穷尽，本文从以下三

个角度展望未来对高原夏季降水的研究。

1）利用不断增加的高原观测资料，使用高分辨

率卫星资料，对高原降水特征进行更为精细的研究。

2）深入对高原夏季中小尺度天气发生发展机理

的研究。尤其是高原地区中小尺度气流过山动力学机

制，对于揭示高原的对流天气和降水天气的机制均有

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深入研究影响高原夏季降水的多尺度、多因

素的协同作用。高原地形地貌复杂，下垫面条件均不

同，山谷、湖泊、荒漠、草地、雪地、冰川、城市等

下垫面所形成的天气有何差异？它们与次天气尺度的

低涡、切变线以及中小尺度的对流系统是如何通过动

力和热力作用耦合影响降水的？此外，高原上的气溶

胶对高原夏季天气气候的影响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问题。

最后，值得说明的是，本文尝试对高原夏季降水

相关研究进展进行梳理与总结，但其中涉及到的文献

为该方面的主要文献，无法做到全面，遗漏难免，欢

迎各位读者一起探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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