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北冷涡是东亚中高纬度地区重要的天气系统

之一，也是中国东北地区特有的天气系统 [1-2]，生命

期以 3耀6 d居多，其形成与东北地区特殊地形和一

定的环流形势有关。东北冷涡活动初期，扰动动能边

界通量至关重要；当大量扰动动能转换成纬向平均

动能时，东北冷涡减弱；随着扰动有效位能向扰动动

能转换及边界通量作用的减弱，冷涡逐渐衰亡[3]。20

世纪 80年代陶诗言[4]指出，东北冷涡是造成我国东

北、华北地区暴雨或雷阵雨的主要环流形势。另有研

究表明，东北冷涡活动的多寡是造成东北地区干

旱、洪涝和低温冷害的重要因素[5-8]。例如，1998 年

夏季松嫩流域的暴雨洪涝灾害[9]，2009年夏季的东

北低温[10]。

有关东北冷涡对气候的影响，前人在天气图和

再分析资料的基础上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东北冷

涡作为天气系统，其频繁活动具有一定“气候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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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NCEP/NCAR再分析资料和国家气候中心 160站月平均气温、降水资料，以及

吉林省大豆生育期资料，从对农作物生育期天气气候有重要影响的东北冷涡活动入手，统计分析

1981—2018年夏季（5—9月）东北冷涡活动特征，初步分析吉林省大豆近年来生育期情况及其对

不同类型东北冷涡（中涡、北涡）活动的响应。结果表明：东北冷涡为持续时间较长且较为频繁的

系统，平均寿命 5 d左右，夏季（5—9月）冷涡活动占比三分之一以上，主要集中在 115毅耀130毅E、

40毅耀55毅N区域；冷涡活动 6月最多、8月最少。中涡对东北地区环流影响最显著，有利于鄂霍次克

海地区位势高度增强，中高纬度环流经向特征明显，偏北冷空气向南输送；东北地区高度场以负

距平为主，有利于北太平洋气流向东北地区输送。东北冷涡天数偏多时，吉林省大豆播种—开花

期气温偏低、降水偏多、生育期间隔天数延长。从平均气温影响看，播种—出苗期榆树主要受北涡

影响，延吉主要受中涡影响；出苗—开花期延吉同时受北涡和中涡影响；出苗—开花期的间隔日

数榆树和桦甸主要受北涡影响。此外，榆树和延吉的降水量在播种—出苗期间主要受中涡影响，

出苗—开花期间主要受北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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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冷涡强弱对江淮地区梅雨量有显著影响[11]。初

夏冷涡活动强，对应 5月乌拉尔山阻塞高压、贝加尔

湖阻塞高压和 6月鄂霍次克海阻塞高压活动频繁；

初夏东北冷涡降水具有显著“累积效应”，可总体反

映东北地区降水异常分布特征 [12-13]。夏季东北冷涡

活跃，东亚地区对流层保持深厚的偶极型位势高度

异常，高空急流偏南并略有加强，低层西北太平洋反

气旋和中纬度地区东风异常，局地水汽通量辐合增

强，有利于降水偏多[14]。

近年来，有关气候异常对作物生长和产量影响的

研究逐渐成为热点[15-16]。东北地区作为我国大豆、玉

米、水稻等农作物的主要生产基地，春、夏季节的水热

条件是生产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17-20]。相应东北冷涡

的气候特征如何？冷涡出现位置对东北地区气候影响

差异如何？以往针对气候变化对玉米等粮食作物影响

研究较多[21-22]，针对大豆相关研究相对较少。吉林省大

豆生长对气候变化如何响应？与冷涡活动是否有关？

本文从气候学角度统计 1981—2018年 5—9月东北

冷涡活动特征及对东北气候的影响，结合吉林省大豆

生育期特征，给出吉林省大豆生育期情况及对东北冷

涡异常活动的响应，为吉林省粮食安全生产以及实现

稳产高产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资料包括：（1）1981—2018年国家气候中心 160

站月平均气温、降水资料；（2）同时期 NCEP/NCAR

逐日 00 时（UTC）、逐月 500 hPa高度场和 850 hPa

风场再分析资料 [23]，数据水平分辨率 2.5毅伊2.5毅；（3）

农作物资料选用同时期吉林省大豆生育期观测数

据。吉林省大豆主产区代表站点（图 1）包括榆树

（126.52毅E，44.85毅N）、桦甸（126.75毅E，42.98毅N）和延

吉（129.50毅E，42.87毅N）。历年作物发育期观测按《农

业气象观测规范》[24]进行，保持观测方法的一致性。

研究方法包括相关分析、合成分析等统计方法。

东北冷涡[1]定义：（1）在 500 hPa 天气图上至少能分

析出一条闭合等高线，并有冷涡中心或明显冷槽配

合的低压环流系统；（2）冷涡出现在 115毅耀145毅E、

35毅耀60毅N；（3）冷涡在上述区域内的生命史逸3 d。

按照东北冷涡出现纬度位置将其划分为 3种类型：

北涡（50毅耀60毅N）、中涡（40毅耀47.5毅N）和南涡（35毅耀

37.5毅N）。

2 冷涡时空分布特征

1981—2018 年 5—9 月东北冷涡活动共发生

490次，累积 2 298 d，占总天数的 39.5豫，冷涡活动

平均寿命为 4.7 d，年均冷涡为 12.9次（约 60.5 d）。

由此可知，东北冷涡是东亚地区持续时间较长、活动

较频繁的系统，夏季（5—9月）冷涡活动占比三分之

一以上，是对东北地区天气气候有较大影响的天气

系统。

图 2为不同月份东北冷涡日数空间分布，5—9

月冷涡活动集中区位于 115毅耀130毅E、40毅耀55毅N；其

中 5月（图 2a）主要分布在小兴安岭以北的黑河一

带，6月（图 2b）主要分布在大兴安岭东麓及东北平

原一带，7、9月（图 2c、2e）主要在大兴安岭一带，8

月（图 2d）主要在大兴安岭—小兴安岭一带。

1981—2018年 5—9月各月冷涡天数年际变化

（图 3）表明，6月东北冷涡活动天数最多，达 602 d，

平均 15.8 d/a；8月冷涡天数最少，为 347 d，平均

9.1 d/a；5、7、9 月平均活动天数分别为 13.2、12.6、

9.7 d/a。从冷涡活动过程来看，6月冷涡过程次数最

多，达 113次，年均出现 3次；8月冷涡次数最少，共

78次，年均 2次；5、7、9月年均次数分别为 2.7、2.6、

2.1次/a。5—9月平均每次冷涡过程持续 4耀5 d，与

孙力等[9]研究结果（夏季 4.07 d）基本一致。5—7月

冷涡过程最多，最多冷涡日数分别为 23、25、23 d。除

9月外，其他月份冷涡天数均有增多趋势。由此可知，

冷涡在春末夏初影响最大，其天数和频次逐年增加。

3 冷涡天数与大气环流的关系

东北冷涡发生的位置不同，对应的东北亚大气

环流存在较大差异。与中涡和北涡相比，南涡位于东

北地区南部，对东北地区气候及农作物影响较小。因

此，主要分析中涡和北涡。

图 4 为中涡、北涡天数与 500 hPa 高度场和

850 hPa风场的相关系数分布。中涡和北涡活动天

数与 500 hPa高度场在我国东北地区呈现显著负相图 1 吉林省大豆主产区代表站点地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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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81—2018年东北冷涡天数的空间分布

（a为 5月，b为 6月，c为 7月，d为 8月，e为 9月；单位：d）

图 3 1981—2018年东北冷涡天数的年际变化

（a为 5月，b为 6月，c为 7月，d为 8月，e为 9月；单位：d）

关。由图 4a可知，当 5月冷涡位于30毅耀50毅N，东北地

区大部及其以东的日本海—西太平洋地区均呈负距

平特征，其北部贝加尔湖—鄂霍次克海一带为异常

显著正距平；欧洲—鄂霍次克海地区环流特征呈“+

- +”分布特征，东北地区环流自北向南表现为“+ -

+”分布。即 5月中涡出现有利于欧洲地区和贝加尔

湖—鄂霍次克海地区的高度场增强，而乌拉尔山地

区高度场减弱，东北地区大部由负距平高度场控制，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对应 850 hPa风场表现

为来自太平洋和日本海的气流向东北地区输送。

由图 4b可知，5月冷涡位于 50毅耀60毅N，500 hPa

中高纬环流场上自西向东呈“- + -”的分布形势，环

流经向型特征明显，即欧洲高度场和贝加尔湖—鄂

霍次克海地区高度场减弱，乌拉尔山地区高度场增强，

东北地区北部由负距平高度场控制；对应 850 hPa风

场表现为东北地区以偏北气流为主，有利于冷空气

向南输送。

图 4c、4d为 6月中涡和北涡对应环流场。中涡

有利于鄂霍次克海高度场增强，东北大部地区由负

距平高度场控制，低层来自太平洋和日本海地区的

气流向东北地区输送；北涡东北北部由高度场负距

平控制，其南部为异常显著正距平场，东北地区以偏

北气流为主。

7 月（图 4e、4f）冷涡对应环流型与 6 月相似，7

月冷涡中心位置更偏东，北涡中高纬地区环流经向

度更大。8月中涡（图 4g）不显著，但其北部易出现显

著高压中心，有利于低纬地区高度场增强；副高偏南

有利于中涡活动，副高位置偏北有利于北涡活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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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5—9月中涡、北涡天数与同期 500 hPa高度场（等值线）和

850 hPa风场（箭头）的相关系数分布

（a、b为 5月，c、d为 6月，e、f为 7月，g、h为 8月，i、j为 9月；a、c、e、g、i为中涡，b、d、f、h、j为北涡；

阴影区表示通过 0.05的显著性检验）

国东北地区大部分区域高度场特征以负距平为主，

低层有北方气流向南输送、太平洋气流向东北地区

输送，不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7—8月中

涡副热带高压相对偏南，北涡副热带高压位置相对

偏北。

9月两种类型冷涡（图 4i、4j）较其他月在 500 hPa

高度场上的表现均不显著。中涡有利于其北部鄂霍

次克海地区高度场增强，中高纬环流经向型明显，有

利于北方冷空气向南输送；东北大部为负距平，有利

于北太平洋气流向东北地区输送。

4 冷涡活动对吉林省大豆生育期的影响

吉林省大豆播种时间通常在 5月上、中旬，9月

下旬收获，将 5—9月视为研究区域内大豆的主要生

长季。图 5为 1981—2018年榆树、桦甸和延吉站大

豆生育期各阶段平均日期。其中，平均播种期为 5月

138



8日、平均开花期为 7月 12日，平均成熟期为 9月

25日。3站平均发育期相差 3耀6 d，不同年份大豆的

发育期差异可达 7 d左右。为进一步分析东北冷涡

活动对大豆不同生育期的影响，本文对 1981—2018

年吉林省 3个站点大豆主要生育阶段历年间隔日

数、平均气温、降水量以及冷涡活动天数进行对比分

析，3个站点从平均间隔日数看，播种—出苗期为延

吉<榆树<桦甸，出苗—开花期为延吉<桦甸<榆树，

开花—成熟期阶段为榆树<桦甸<延吉。

4.1 播种—出苗期

表 1为 3个站点历年大豆播种—出苗期间隔日

数、平均气温及降水量与冷涡活动天数的相关系数，

3个站点播种—出苗期降水量越大、平均气温越低

（榆树除外），则间隔天数越长；同时冷涡活动时间越

长，平均气温越低，降水量越大。冷涡持续活动对这

一阶段间隔天数同步变化，呈正相关。总体来说，冷

涡活动时间越长、平均气温越低、降水量越大，大豆

播种—出苗期间隔时间越长。

从气温和降水对间隔时间影响上可知，桦甸和

延吉站平均气温与间隔天数呈显著负相关，温度越

低，间隔时间越长；3站降水量与间隔天数呈一致显

著正相关，降水量越大，间隔天数越长。

从历年大豆生长期平均气温与冷涡活动关系可

知，榆树站播种—出苗期的平均气温主要受北涡影

响，北涡活动越多，播种—出苗期平均气温越低。延

吉站播种—出苗期平均气温主要受中涡影响，中涡

活动越多，播种—出苗期的平均气温越低。从历年大

豆生长期降水量与冷涡天数关系可知，榆树站降水

量受中涡影响显著，相关系数达 0.52（通过 0.01 的

显著性水平检验），延吉站降水量受冷涡活动影响显

著，与北涡和中涡天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31 和

0.35，均通过 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北涡和中涡的

持续活动均会增加延吉站的降水量。

冷涡活动对播种—出苗时间基本呈正相关，榆

树站中涡活动对间隔天数影响最为显著，相关系数

达 0.55，通过 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中涡活动越

多，生长期间隔天数越长；桦甸站间隔天数主要受北

涡影响，二者相关系数为 0.29，通过 0.1的显著性水

平检验；延吉站间隔天数与北涡和中涡天数均呈显

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44和 0.50，均通过0.0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北涡和中涡的长时间持续均

会对延吉站大豆播种—出苗期的间隔时间延长起到

正贡献。

在大豆播种—出苗期，冷涡活动异常对延吉站

影响最为显著，榆树站次之，对桦甸站影响相对最

小。

4.2 出苗—开花期

由表 2可知，间隔天数与气温变化呈负相关，与

降水变化呈显著正相关，即温度越低、降水越多，大

豆出苗—开花期的间隔时间越长。这一阶段，北涡活

动与平均气温呈正相关，中涡则相反，冷涡活动对降

水的影响基本以正相关为主。冷涡活动与间隔天数

呈正相关。延吉站平均温度既受中涡影响，又受北涡

影响（相关系数分别为-0.32 和 0.30），即北涡天数

多、中涡天数少，有利于出苗—开花期平均气温偏

高。榆树站降水量受北涡影响显著，相关系数为

0.44，通过 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此外，北涡活动

还对延吉站降水量具有一定影响。

因此，冷涡活动与这一阶段间隔天数呈正相关，

并以北涡影响更为显著。榆树站间隔天数均与冷涡

活动存在显著相关，与北涡关系最为显著（相关系数

为 0.53，通过 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冷涡天数越

图 5 吉林省大豆生育期各阶段的多年平均值

表 1 1981—2018年大豆播种—出苗期间隔日数、

气象要素值和东北冷涡天数的相关系数

榆树 桦甸 延吉

平均气温与间隔天数 0.26 -0.34** -0.41**

中涡天数与间隔天数 0.55*** -0.05 0.50***

降水量与间隔天数 0.55*** 0.42*** 0.46***

北涡天数与平均气温 -0.34** -0.27 -0.19

中涡天数与平均气温 0.19 -0.21 -0.37**

北涡天数与降水量 0.16 0.24 0.31*

中涡天数与降水量 0.52*** 0.24 0.35*

北涡天数与间隔天数 0.26 0.29* 0.44***

注：*、** 和 *** 分别表示通过 0.1、0.05 和 0.01 的显著

性水平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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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81—2018年大豆出苗—开花期间隔日数、

气象要素值和东北冷涡天数的相关系数

多，间隔天数越长。桦甸站间隔天数主要受北涡影

响，二者相关系数为 0.33，通过 0.05的显著性水平检

验。

具体到出苗—开花期大豆 3个生长阶段出苗—

三真叶、三真叶—分枝以及分枝—开花期冷涡活动

和对应间隔天数、平均气温以及降水的相关关系，可

知冷涡活动对大豆出苗—开花期各阶段影响的详细

特征（表 3）。

降水和气温对 3个阶段间隔天数影响以降水影

响最为显著，3个站 3个阶段降水与间隔天数基本

呈显著正相关，降水越多，间隔天数越长；气温则以

负相关为主，温度越低，间隔时间越长。

这 3 个生长阶段冷涡活动与气温以负相关为

主，与降水呈正相关。中涡活动对平均气温的影响呈

现较为一致的负相关（除榆树分枝—开花期），均通

过显著性检验，冷涡对降水的影响亦为一致正相关，

但也存在个别差异。

冷涡活动对 3个阶段的影响与对出苗—开花期

的影响关系总体一致，冷涡活动与间隔天数均为正

相关，在出苗—三真叶期，仅中涡活动对榆树间隔天

数呈显著正相关，分枝—开花期冷涡活动对其间隔

天数呈显著的正相关。

总体而言，在大豆出苗—开花期，冷涡活动对其

间隔天数影响反映到具体的 3个成长阶段总体呈现

趋势一致。

4.3 开花—成熟期

开花—成熟期基本发生在 7月中下旬及以后，

东北地区逐渐由受中高纬环流系统影响转为受东亚

夏季风影响，东北冷涡活动逐渐减弱或对东北天气

气候影响逐渐减小。由 3个站点历年大豆开花—成

熟期间隔日数、平均气温及降水量与冷涡活动天数

的相关关系（表 4）可知，在大豆开花—成熟期，从气

温和降水对间隔时间影响上看，气温影响为负相关，

降水影响仍然为显著正相关。但此阶段降水已不是

由冷涡活动主导，冷涡活动与这一期间间隔天数、平

均气温和降水的关系显著性明显减弱，冷涡活动对

降水和气温的影响显著性均不高，除北涡对榆树和

桦甸降水呈显著正相关外，其他关系均不显著。因

此，冷涡活动对间隔天数的影响也呈现较弱的相关

性特点，仅中涡对延吉这一时期间隔天数的影响呈

显著正相关。

由开花—成熟期内的开花—结荚、结荚—鼓粒

以及鼓粒—成熟期冷涡活动和相应间隔天数、平均

气温以及降水的相关关系（表5）可知，冷涡活动对这

一时期的影响特征更加清晰，仅在开花—结荚期降

水对间隔天数呈显著正相关，北涡活动有利于降水

出苗—三真叶 三真叶—分枝 分枝—开花

榆树 桦甸 延吉 榆树 桦甸 延吉 榆树 桦甸 延吉

平均气温与间隔天数 -0.34** -0.2 0.2 -0.23 -0.07 -0.08 0.1 0.03 -0.07

降水量与间隔天数 0.5*** 0.41*** 0.16 0.59*** 0.39** 0.49*** 0.58*** 0.57*** 0.49***

北涡天数与平均气温 0.04 -0.12 -0.41*** -0.14 0.12 0.07 0.10 0.26 0.12

中涡天数与平均气温 -0.29* -0.62*** -0.56*** -0.33** -0.37* -0.41*** 0.03 -0.32** -0.52***

北涡天数与降水量 0.51*** 0.03 0.50*** 0.42*** 0.26 0.47*** 0.59*** 0.47*** 0.17

中涡天数与降水量 0.16 0.23 0.70*** 0.31 0.15 0.49*** 0.31* 0.31* 0.28*

北涡天数与间隔天数 0.26 0.18 0.09 0.49*** 0.28* 0.17 0.65*** 0.65*** -0.17

中涡天数与间隔天数 0.55*** 0.31 -0.03 0.39** 0.17 0.29* 0.52*** 0.39** 0.44***

表 3 1981—2018年大豆出苗—开花期不同阶段间隔日数、气象要素值和东北冷涡天数的相关系数

注：*、**和 ***分别表示通过 0.1、0.05和 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榆树 桦甸 延吉

平均气温与间隔天数 0.28* -0.15 -0.17

中涡天数与间隔天数 0.28* 0.19 0.12

降水量与间隔天数 0.53*** 0.47*** 0.23

北涡天数与平均气温 0.10 0.03 0.30*

中涡天数与平均气温 -0.17 -0.26 -0.32*

北涡天数与降水量 0.44*** 0.18 0.27*

中涡天数与降水量 -0.01 -0.06 0.11

北涡天数与间隔天数 0.53*** 0.33** 0.24

注：*、**和 ***分别表示通过 0.1、0.05和 0.01的显著

性水平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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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981—2018年大豆开花—成熟期间隔日数、

气象要素值和东北冷涡天数的相关系数

榆树 桦甸 延吉

平均气温与间隔天数 -0.06 -022 -0.06

中涡天数与间隔天数 0 0.12 0.39**

降水量与间隔天数 0.66*** 0.46*** 0.22

北涡天数与平均气温 0.02 -0.10 0.14

中涡天数与平均气温 -0.20 -0.11 -0.01

北涡天数与降水量 0.27* 0.34** -0.06

中涡天数与降水量 0.13 0.20 0.08

北涡天数与间隔天数 0.16 0.01 0.15

注：*、**和 ***分别表示通过 0.1、0.05和 0.01的显著

性水平检验。

开花—结荚 结荚—鼓粒 鼓粒—成熟

榆树 桦甸 延吉 榆树 桦甸 延吉 榆树 桦甸 延吉

平均气温与间隔天数 -0.23 0.19 -0.17 -0.1 -0.12 0.19 0.2 -0.07 -0.27

降水量与间隔天数 0.70*** 0.53*** 0.36** 0.45*** 0.48*** 0.25 0.2 0.36** -0.13

北涡天数与平均气温 -0.18 0.01 -0.08 -0.23 0.10 -0.24 -0.08 -0.02 0.14

中涡天数与平均气温 -0.48*** -0.41*** 0.39** -0.03 -0.17 0.10 -0.04 -0.09 0.29*

北涡天数与降水量 0.19 0.40** 0.32** 0.05 0.18 0.10 0.13 0.25 -0.12

中涡天数与降水量 0.39** 0.14 0.01 0.06 0.09 0.25 0.43*** 0.50*** 0.17

北涡天数与间隔天数 0.25 0.22 0.01 -0.17 0.10 0.24 0.07 0.13 -0.15

中涡天数与间隔天数 0.38** 0.20 0.29* 0.05 0.14 0.01 -0.03 0.12 -0.28*

表 5 1981—2018年大豆开花—成熟期不同阶段间隔日数、气象要素值和东北冷涡天数间的相关系数

注：*、**和 ***分别表示通过 0.1、0.05和 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量的增加，进而使得此阶段间隔天数增长。在结荚一

鼓粒、鼓粒—成熟期，冷涡活动与相应大豆指标除在

鼓粒—成熟期中涡对榆树和桦甸降水呈显著正相关

外均无显著相关。这验证了从初夏到盛夏阶段冷涡

活动对东北气温和降水影响的变化情况。

冷涡活动主要对吉林省大豆播种—出苗期和出

苗—开花期的间隔天数、平均气温和降水量影响较

大。冷涡活动使气温降低、降水偏大，进而间隔时间

偏长。播种—开花期主要集中在 5月上旬—7月中

旬，此阶段东北冷涡活动最为活跃，表明东北冷涡作

为影响东北地区的关键环流系统，其异常活动对东

北天气气候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5 结论与讨论

以吉林省大豆生长发育期为研究对象，研究气

温和降水对生育期不同阶段的差异性影响。通过分

析东北冷涡活动，给出冷涡活动对气温和降水的不

同影响，最终得出冷涡活动对吉林省大豆不同生长

阶段的影响。

（1）东北冷涡是一个持续时间较长且较为频繁

的天气系统，平均寿命可达 5 d。在夏季（5—9月）冷

涡活动占到三分之一以上，主要出现在 115毅耀130毅E、

40毅耀55毅N。冷涡活动在 6月最多、8月最少；5—8月

冷涡活动呈增多趋势。

（2）冷涡活动位置不同对大气环流的影响亦不

同，中涡对东北地区环流影响最为显著。中涡活动有

利于其北部鄂霍次克海地区高度场增强，中高纬度

环流经向型明显，有利于北方冷空气向南输送；东北

大部为高度场负距平区，有利于北太平洋气流向东

北地区输送。

（3）冷涡活动主要对吉林省大豆播种—出苗期

和出苗—开花期的间隔天数、平均气温和降水量有

较大影响。冷涡活动时间越长使得平均气温越低、降

水量越大，进而延长大豆不同生育期间隔时间。对于

播种—出苗期，榆树站平均气温主要受北涡影响、延

吉站平均气温主要受中涡影响，榆树和延吉站降水

主要受中涡影响。对于出苗—开花期，延吉站平均气

温受中涡和北涡共同影响，榆树和延吉站降水主要

受北涡影响，榆树和桦甸间隔天数主要受北涡影响。

农业是对气候变化响应最敏感的行业之一[25]，吉

林省大豆播种—开花期主要集中在 5月上旬—7月

中旬，是东北冷涡最为活跃和对东北气候影响最大

的时期，冷涡活动异常导致东北天气气候异常，进一

步影响大豆的生育期。一般情况下冷涡降水对大豆

生长发育比较有利，但低温易造成大豆生育期延迟。

曹玲等：夏季东北冷涡气候特征及其对吉林省大豆生育期的影响

141



研究论文研究论文

沙 漠 与 绿 洲 气 象

Desert and Oasis Meteorology

第 16卷 第 5期

2022年 10月

东部延吉等地既受北涡影响又受中涡影响，在低温

年份，可造成出苗—开花期延长，因此要积极采取栽

培措施，在允许播种的温度条件下适时早播，避免因

生育期延长造成减产；北部榆树等区域地理位置偏

北，受北涡影响较多，气候冷凉，可适当选择早熟抗

寒品种，做好种子的精选和播种前的晾晒工作，控制

最佳播种深度，做好田间管理，避免因冷涡天气造成

贪青晚熟乃至减产。东北气候异常除受到东北冷涡

影响外，还受到东北气旋、内蒙古气旋等多种天气系

统的综合影响，本文仅初步分析冷涡异常活动对吉

林省大豆生育期气候和间隔天数的影响；此外，不同

农作物本身由于品种、熟制等因素的差异，对气候变

化的响应均有不同，上述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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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NCEP/NCAR reanalysis data，the monthly average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data of the 160 stations of the National Climate Center，and the soybean growth period data of Jilin

province，this paper started from the northeast cold vortex（NECV），which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weather and climate of crops during the growing season，and statistics on the climat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CV activity in summer （May -September） from 1981 to 2018 .The

climat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oybean fertility in Jilin Province in recent years and its response to

different types of NECV（central-type and northern-type）were initially analyzed.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ECV was a long-lasting and relatively frequent system with an average lifetime of about 5 days.

More than one-third of the NECV in summer was concentrated in the region of 115毅-130毅E and 40毅-

55毅N；the NECV was the most frequent in June and the least in August.The central-type NECV had

the most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circulation in the northeast China，which was conducive to the

enhancement of the potential height in the Okhotsk Sea，the obvious merid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d-high latitude circulation，and the transport of cold air from north to south；the northeast China

was dominated by a negative geopotential height anomaly，which was conducive to the transport of

airflow from the North Pacific to northeast China.When NECV days were active，the temperature during

the sowing-flowering period of soybean in Jilin Province was lower，precipitation was more，and the

days between fertility periods increased.In terms of mean temperature，during the sowing -flowering

period，Yushu wa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northern-type NECV，while Yanji wa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central -type NECV；during the sowing -flowering period，Yanji was affected by both the

northern-type and central-type NECV；the days between sowing and flowering were mainly affected

by the northern-type NECV in Yushu and Huadian.In addition，the precipitation in Yushu and Yanji

was mainly influenced by the central -type NECV during the seeding -sowing period and by the

northern-type NECV during the seeding-flowering period.

Key words northeast cold vortex（NECV）； climate characteristics； soybean； growth period；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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