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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气候

亚洲与欧洲相连，构成全球最大一块大陆，称作亚欧大
陆，亚欧大陆经向上从新加坡（１°１７′Ｎ）到太梅尔半岛北端
（７７°４３′Ｎ），跨七十六个多纬度，纬向上，从葡萄牙到白令海
峡相距二百个经度。换句话说，从亚欧大陆西端至东端的
最短路程是经由大西洋与北美洲，而不是通过大陆本身。
即使在北极圈上，从挪威到西伯利亚东部也相距一百七十
五个经度，几乎占整个极圈圆周的一半。从气候观点来说，
不仅亚欧大陆连成一体，尚应包括非洲北部，气候上构成亚
欧非不可分割的一个大单元。为了符合传统习惯，仍将亚
洲与欧洲分开。

亚洲是第一大洲，面积４４００万平方千米，几乎占全球
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相当于二个北美洲或四个欧洲。南
北所跨纬度，包括了从赤道带到极地带的全部天文气候带，
这是其它各洲所没有的。亚洲陆地东西向所跨经度范围也
居各洲之首，约为全球经度的半数。亚洲陆地东西辽阔，加
之东濒海洋，西为亚洲大陆的内陆地区，这就使自东到西，
气候出现显著差异，形成不同类型的气候。因而亚洲的气
候类型是多种多样的。

亚洲陆地的沿海地区，半岛、岛屿较多，但因为陆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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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广大，又缺少深入大陆内部的内海和海湾，约占陆地总面
积的四分之三大陆躯干部分远离海洋。所以亚洲绝大部分
地区的气候具有强烈的大陆性气候特征。

在大陆东面的西太平洋上，北部有千岛寒流，南部有黑
潮暖流（日本暖流）。在大陆南面的印度洋北部洋面上有季
风漂流。

亚洲地势起伏大，除“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外，还有其它
高原和山脉、平原、洼地等。既有世界最高的高原、山峰，也
有世界陆地上最低的洼地。由于气候随海拔高度升高而发
生变化，以及高大山脉对气流的阻滞作用，使山脉的两侧的
气候出现差异等原因，所以亚洲复杂的地形，使亚洲的气候
类型的分布更加复杂多样。

典型的季风气候

季风气候是亚洲气候的一个特色，东亚、东南亚和南亚
都是著名的季风区。亚洲大陆与太平洋之间形成的东亚季
风，亚洲大陆与印度洋之间所形成的南亚季风，各自形成一
个相对独立的大气环流系统，控制着这两个地区的气候。
东南亚位于这二者之间，两种季风对它都有影响。由于大
气环流从冬季到夏季的不同，使得亚洲出现了冬干夏湿的
季风气候。

东亚季风　由于大陆和海洋热容量的不同，冬季在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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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大陆内部为高压所控制，温暖的海洋上形成低气压，空气
从西伯利亚高压区向太平洋流动，形成强劲的冬季季风，可
直达东南亚（风向大体自西北逐渐转为东北）。夏季情况正
好相反，亚洲大陆内部强烈增温，整个大陆内部又为低压控
制，吸引太平洋上的空气流向内陆，形成了以东南风为主的
夏季季风。所以，中国是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国家。

冬季风来自中高纬度的内陆，空气寒冷而干燥，每当这
种强大的气流过境时，气温迅速下降，天气变冷，这就是我
国常说的“寒潮”。在频频南下的冷空气控制和影响之下，
中国大部分地区冬季的气候寒冷而干燥，成为世界同纬度
上冬季最冷的国家。１月平均气温中国东北比同纬度地区
平均偏低１４～１８℃，黄河流域偏低１０～１４℃，长江以南偏
低８℃，华南沿海偏低５℃上下。在中国境内，冬温南北差
异很大。冬季的广大北方地区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一派壮
丽的北国风光，漠河地区１月平均气温为－３０℃左右；两
广、福建和云南的中南部地区的冬温还在１０℃以上，树木
花草终年长青，平原山区一片郁郁葱葱，两广沿海、海南岛、
台湾中南部和云南最南部，１月平均气温更高达１５～１６℃
以上，椰林茂密，一片热带景象。

夏季来自太平洋、印度洋的偏南风，气候温暖湿润。北
方虽然太阳斜射，但是日照时间比南方长，所以全国气温普
遍较高。南方广大地区７月平均气温为２８℃，黑龙江大部
分地区温度也可达２０℃以上，南北方的温差比冬季小
得多。

青藏高原在夏季对大气环流的影响，最主要表现在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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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作用方面。夏季，高原是个重要的热源。高原地面吸收
太阳辐射得到的热量比四周同高度的自由大气多得多。高
原通过地面有效辐射、地一气湍流热传导和蒸发等方式把
大量热量输送到大气，使在高原上空的大气中形成强大的
暖中心。

强大的青藏高压（或称南亚高压）中心位在高原上空的
高对流层与低平流层中。这主要是由于夏季高原的热源作
用而形成的高压。所以青藏高压虽然位在副热带的纬度
上，但其成因与副热带高压是不同的。而且其上下层的垂
直运动、辐散、辐合的分布等都与副热带高压不同。在高原
南侧的强东风的形成中，高原大气与其南侧大气的温差（热
成风为东风）起了关键的作用。

夏季在高原及其东侧大陆上升的气流到高空后，一部
分向东流去，并下沉到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中，形成东西向环
流圈，对北太平洋副高起加强作用。在高原及其南侧南亚
次大陆上升的气流到高空后，一部分向南流去，越过赤道，
下沉到南印度洋副热带高压中，形成强大的季风环流圈；一
部分向西流去，在西亚下沉；一小部分向北流去，在我国西
北地区下沉，是我国西北地区夏旱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气候的特点大致如下：大部分地区是冬冷夏热、四
季分明的气候；东北北部长冬无夏，春秋相连；两广地区长
夏无冬，秋去春来；青藏高原海拔４５００米以上地区全年皆
冬，而南海诸岛又是常年如夏；云南中南部地区则是冬无严
寒、夏无酷暑，四季如春的气候。

中国的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年降水量由东南沿海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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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内陆递减，广东沿海为２０００毫米，长江中下游地区为

１２００～１４００毫米，淮河流域为８００～１０００毫米，华北平原
和东北平原为６００～７００毫米。而且主要雨带出现季节性
的推移。５日在华南，６月中旬北跃到长江中下游，开始这
里的梅雨季节。７月中旬，雨带再次北跃到淮河以北，北方
进入雨季盛期。８月下旬雨带南退，东部地区雨季先后迅
速结束。

日本虽处在东亚季风区，但受到四周海洋和黑潮的影
响，使日本季风气候更具有海洋性特征，即冬无严寒，夏无
酷暑。年降水量普遍在１０００毫米以上，比亚洲大陆同纬度
各地都多。北海道北部最冷月气温为一８℃，九洲南部是

７℃。最热月气温在南部是２７℃，北海道为２０℃。足见日
本的气候条件对农业是相当有利的。但值得指出的是，日
本西海岸冬季常是阴沉多云、雨雪交加的天气，降水量比夏
季还多；东海岸处于夏季风的迎风面，夏雨则远远超过
冬季。

朝鲜处在从海洋性季风气候向大陆性季风气候的过渡
带上，最冷月的平均气温最南部在０℃以上，最北部是－
２０℃，温度最低可下降到－４０℃左右。最热月各地平均气
温均在２０℃以上。朝鲜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在１０００毫米
以上，因此北部夏季高温多雨，南部冬温夏热、湿润多雨。

南亚季风　南亚地处低纬，北侧又有高山阻挡北方冷
空气的侵入，为热带季风气候。最冷月平均气温不低于１５
～１８℃，最热月平均气温高达２５～３０℃。全年最高温度并
不出现在７月，而在５月。因此，南亚热带季风在季节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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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湿两季，且在雨季来临之前有热季。
在干季，干燥的热带信风（东北信风）从印度旁遮普南

下，南亚大部地区天气凉爽干燥，只是在迎着湿润东北风的
沿海一带有较多降水。到了热季，热带季风尚未来临，大陆
气温急剧上升，各地进入最干热时期，德干高原一些地方有
时会连续几天出现４５℃以上的高温，土地龟裂，树木落叶。

６月中旬，强大的西南季风从印度洋进抵大陆，倾盆大
雨突然来临，几天一阵，一直延续到９月中甚至１０月中，大
部分地区８５％的年降水量就集中在这个雨季。年降水量
一般为１０００～１５００毫米，迎风山坡可达２０００毫米以上。
喜马拉雅山东段南面的卡西山地，首先迎到海洋季风，降雨
特别多，山麓的乞拉朋齐年降水量平均为１１，４１８毫米，

１８６１年曾降水２３，０００毫米，是世界上降雨最多的地方之
一。雨季虽是太阳直射南亚大陆的时期，但由于乌云经常
蔽天，所以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反比热季略低。

湿热的东南亚

东南亚位于亚洲东南部，它大约位在２７°Ｎ到１１°Ｓ的
低纬度地区，包括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

东南亚位在低纬，赤道从其南部岛屿通过，因而东南亚
地区年平均总辐射值普遍较高，大体上变化在１９０～２１５
瓦／米２ 之间。最小值位在赤道多雨地区，自赤道向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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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向北侧）增大，最大值出现在中南半岛内陆较干燥的
地区。

陆地表面平均辐射平衡稍超过１０６瓦／米２，各地差别
不很大。

东南亚位在季风区内，所以其天气、气候明显受到季风
环流的影响。１月在东南亚的北半球部分盛行由西伯利亚
冷高压发散出来的东北季风。从西伯利亚冷高压发散出来
干冷的极地大陆气团在向南流的过程中逐步变性。到达东
南亚的东北季风由于它所经过的路程不同，其属性有所不
同。东部的东北季风经过海面上的长途运行，得到丰富的
水汽。并且由于冬季水面温度比同纬度陆地表面温度高。
所以经过海面的东北季风气温比较高，比较潮湿。当它到
达菲律宾一带，已变性得与热带海洋气团相差无几。暖湿
的东北季风到达越南南部、泰国南端、马来西亚、菲律宾和
加里曼丹北部等地。西部的东北季风是经过我国陆地冷的
下垫面或只再经过北部湾海面短途运行就到达中南半岛北
部，西（陆）路的东北季风比东（海）路的冷，也没有东路潮
湿。西路的东北季风使中南半岛北部的冬季气温低于同纬
度的南亚地区，更低于纬度平均值。

ｌ０月中至３月是东北季风的维持时间。东北季风的建
立时间自北向南逐步推迟，在１０°Ｎ以北１０月中下旬东北
季风建立。从菲律宾到马来半岛北部１１月才稳定建立。

１２月东北季风稳定控制马来半岛南部。
由西伯利亚冷高压发散出来的冬季风是强劲的，当它

经过长途运行到达东南亚一带势力已大大减弱。在东亚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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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区，冬季风比夏季风强得多。而在东南亚两者相差不大。
如菲律宾１６个站平均，冬夏季风强度相等，７、８月西南风
（最多风向）平均风速为３米／秒。１、２月东北风（最多风
向）平均风速也为３米／秒。在中南半岛东部，如越南、老挝
一带，冬季风还是稍强于夏季风。

在东北季风维持期间，其强度往往伴随着北方冷空气
的在南入侵而出现加强，即季风潮的出现。而在两次冷空
气入侵之间的间竭阶段东北季风较弱。东北季风潮往往使
马来半岛南部和新加坡以及南海周围出现大雨天气。东北
季风造成另一重要天气即蒙雨天气（克拉香天气）。冬末和
春季出现在南海北部及其沿岸的这种天气的主要特征是持
续３—５天的毛毛雨或小雨，能见度很坏。

暖湿的东北季风越过赤道进入南半球后，转为西北风，
也称西风季风。东北季风经过赤道洋面后，更加暖湿，且不
稳定，成为赤道气团。西北气流的一部分在北半球近赤道
槽（第二热带辐合带）中辐合上升，在印尼爪哇岛一带形成
雨季。

东北季风所出现的纬度范围与东北信风相近，但其来
源、属性与东北信风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把两者混为
一谈。

冬季北太平洋副高强度较弱，中心位置偏于北太平洋
的东南部；因而由北太平洋副高发散出来的东北信风，到达
东南亚时势力弱，对东南亚影响较小，只有东部岛屿受影响
相对多些。在东北季风较弱的时期，东北信风向西推进，可
影响到东南亚地区的东部岛屿和中南半岛南部。当冷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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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南爆发，东北季风加强时，东北信风即向东退出东南亚地
区。有时也出现东北信风爬升在东北季风之上的情形。

冬季中南半岛北部在低层东风上面的高空西风带中南
支急流上的扰动（槽）会产生大范围的降水，南支急流上的
扰动是中南半岛北部冬季降水的主要天气系统之一。

１月极锋位在南海至菲律宾一带，锋区不明显，位置南
北变动较大。

夏季环流形势与冬季大不相同。夏季在东南亚盛行的
气流主要是西南季风。西南季风属赤道气团，暖而不稳定，
湿层厚。气温和水汽含量都高于东北季风。到达菲律宾的
西南季风，其近地面层气温一般在２５．５～２７．５℃之间，相
对湿度很少低于７０％。其垂直伸展也比东北季风厚得多。
在菲律宾西南季风可厚达１０千米左右，在缅甸西岸也厚达

９千米左右。而东北季风的垂直伸展则很少超过３千米。

５～９月是西南季风的维持期间。东南亚西南季风建
立的时间比南亚早。５月西南季风已在东南亚全境建立。

８月达到最强。１０月西南季风开始撤退。东南亚西南季风
的撤退比南亚迅速。在西南季风维持期间，在东南亚的北
半球部分正是雨季，大雨中心出现在西岸、西坡等迎风处。
与此同时印尼爪哇岛及其以东岛屿正经历着干季。由澳大
利亚高压发散出来干燥的东南信风，当它到达印尼爪哇岛
及其以东岛屿时，由于所经海面不很宽阔，补充的水汽就不
多，所以东北季风带来的天气是干燥少雨。

５～９月间热带气旋和热带云团是西南季风盛行期间
重要的天气系统。菲律宾是世界上受热带气旋影响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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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根据４８～６２年平均菲律宾每年受到１９．３个热带气
旋的影响。主要出现在６～１２月（占全年的８９％），其中８
月最多。越南也是经常受到热带气旋影响的国家这一。有
的热带气旋会穿过越南深入中南半岛内地。热带气旋深入
内地后逐渐减弱，大多数消亡。但有的则能到达孟加拉湾，
并再度加强。

季节变换出现在４、５月和１０月。这期间的天气特征
是风弱，风向不定，对流云发展和多雷暴。

东南亚位在低纬度，在一般情况下，大范围水平气压场
的气压梯度比较小。而低纬度地区气温日变化大。东南亚
地区由半岛与岛屿组成，多山地。这些非常有利于地方性
风系如海陆风、山谷风的发展，并因此引起风和降水的日变
化，出现焚风和一些强烈天气。尤其在过渡季节，地方性风
系更易发展。马来半岛东岸在过渡季节，大约在１４～１６
时，海风达到最强，平均最大风速为３．１～３．５／秒。大约在

３时，陆风达到最强，平均最大风速为１．８～２．２米／秒。在
西南季风盛行期间出现的苏门答腊飑就是由于马六甲海峡
两岸的陆风在狭长的海峡海面上辐合而形成的。低层西南
风对苏门答腊飑起加强作用。苏门答腊飑是一条由强雷暴
群排列而成的狭窄强对流天气带，有几到几十千米宽，百千
米长。它随西南季风移动，一般在下半夜２时至６时到达
新加坡。在西南季风盛行的季节，平均每４个晚出现一次，
并且往往是一出现就连续出现３或４夜。还有由山谷风而
产生的焚风效应。如在南半球的东风季风季（东南信风盛
行季节），爪哇岛北部出现的全丁风。在西南季风季，苏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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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腊岛的巴霍洛风。还有出现在苏拉威西岛的布鲁伯风
等。这些干热风往往对农作物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

热带季风气候与同纬度的亚洲其他地区的气候也不完
全相同，南亚属大陆性热带季风气候，而菲律宾群岛和中南
半岛沿海是海洋性热带季风气候，无论冬夏季风，降水都比
较丰富，干季和热季都不突出。不过中南半岛内部，由于沿
岸山脉对海风的阻挡，气候具有一定的大陆性。

东南亚地处低纬，在北纬５°和南纬５°之间的赤道区
域，全年被赤道气团所控制，太阳经常强烈地直射大地和海
洋，气候常年湿热，无季节变化。各月气温均在２４～２８℃
之间，夜间最低温度也常在１６℃以上。

这里气温虽高，但因受海洋的调节，海陆风发达，可以
驱散逼人的暑气；尤其在炎热的下午，经常出现雷阵雨，顷
刻之间就使得气候变得凉爽宜人，没有酷暑之感。

１月广大地区平均气温为１５℃，２０°Ｎ以南地区平均气
温达２０℃以上。

各地１月气温的差别除了受纬度的影响外，还受海拔
高度、东西岸和气流属性的影响。

７月东南亚普遍高温，此时南半球是冬季月份，而北半
球是夏季月份。在南北纬１０°之间的赤道地区终年炎热，７
月与１月一样，月平均气温均在２６℃以上。在１０°Ｎ以北
的地区也十分炎热，月平均气温一般在２５～３０℃之间，尤
以中南半岛内陆闭塞的山谷盆地最为炎热。如缅甸的曼德
勒４～８月平均气温均超过２９℃，７月平均气温为２９．６℃。

在１０°Ｎ以北的地区最热月一般出现在雨季前夕的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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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在老挝、越南北部的北部，最热月往往出现在６月。
同南亚相比，东南亚雨季前夕的最热月气温虽比盛夏时高，
但不如南亚热带季风区突出，仅缅甸西海岸比较突出。这
是因为中南半岛除缅甸西海岸外，其雨季比南亚来得早，热
季比较早转入雨季，所以热季气温不如南亚热带季风区高。
中南半岛雨季的降水特点与南亚热带季风区不一样，南亚
雨季的雨量集中，且多连续性降水，因而雨季气温降得多。
缅甸西海岸的降水特点和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相近，所以
其最热月气温比７月气温高得多。如雨季前最热月气温与

７月气温之差，万象为０．８℃，巴色为２．８℃，西贡２．４℃，曼
德勒１．９℃。仅在缅甸西海岸一些地方差值较大，如仰光
为５．４℃，毛谈棉为３．４℃。

东南亚地区多山地，地形起伏较大。由于高度不同而
引起的气温差异比较明显，７月比１月更为突出。如在菲
律宾海拔高度低于５０米的站的年平均气温从北向南大约
变化在２６～２８℃之间。而在海拔１８４２米的山上年平均气
温仅１８．２℃。又如７月在爪哇岛的高山上可出现霜冻。
在西伊里安的查亚峰上终年白雪皑皑，雪线海拔高度大约
为４３００米。

气温年较差自南向北增大，在中南半岛最北部气温年
较差超过１０℃。如河内为１２．１℃，曼德勒为１０．３℃，密支
那为１１．８℃。离赤道愈近，气温年较差愈小。菲律宾的吕
宋岛平均气温年较差为３．６℃，棉兰老岛平均为１．４℃。三
宝颜气温年较差仅０．８℃。新加坡气温年较差为１．５℃。

低纬地区气温日较差比较大，菲律宾大多数地方气温



１３　　　

世
界
风
光
大
看
台
︵上
︶

日较差大于年较差。根据全国１６个站资料求得平均气温
日较差为７．５℃。中南半岛北部纬度稍高些，气温日较差
已减小到与年较差相接近。

中南半岛中部、北部的东西岸在气温年日较差上也有
差别，东岸由于冬温比西岸低，气温年较差就大于西岸。在
西南季风季，东岸处在背风位置，云雨比西岸少，所以气温
日较差也大于西岸。

这种从来不冷，也不过分热，且季节变化不显著的气
候，对于体质好的人的健康较为有益，不过由于它的非常单
调，使体质差的人没有机会可以复原。一个人在这种天气
中生活过以后，就会对于极小的温度变化变得非常敏感。

东南亚大部分地区降水丰富，年降水量一般在１０００～
４０００毫米之间。，缅甸西海岸有的地方年降水量达近６０００
毫米，而缅甸内陆盆地处在阿拉干山脉的背风坡（夏季），年
雨量少于１０００毫米。如曼德勒５０年平均年降水量仅８７１
毫米。

降水的分布及其变化更明显反映季风环流的影响。无
论是冬季风的，还是夏季风的迎风坡，年降水量都多。而在
内陆一些低地上无论冬季或夏季，都处在盛行风的背风处，
年降水量就少，但一般都在１０００毫米以上，少数地方不足

１０００毫米。
中南半岛上山脉大体呈南北走向，与冬夏季风交角大，

加强了地形对降水的影响。东南亚群岛也多山，对降水也
有重要影响。因而，虽然从总体上讲６～９月西南风季是雨
季。但是长山山脉东坡、菲律宾东北角和马来半岛的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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