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格”复杂多变 每年不尽相同

专家：今年或是“少梅年”

梅雨年年各不同
数说浙江“梅姑娘”

了解过梅雨的基本概念

后，雷媛和大家分享浙江“梅姑

娘”的那些事。

自 1951 年有气象记录以

来，浙江最早入梅期时间为 5
月 25 日，分别出现在 1995 年、

2000 年和 2016 年；最迟于 8 月

3日出梅，出现在1998年。

不同年份，梅雨量多寡十

分悬殊。迄今为止，浙江梅雨

季平均降雨量为 346 毫米。梅

雨量峰值出现于 1954 年，达到

623.54 毫米；而梅雨量最少的

1958 年和 2005 年则被界定为

空梅年。1951 年以来，浙江共

出现 6 个空梅年，其余 4 年分别

为 1965 年、1971 年、1981 年和

2004年。

2009 年是浙江迄今为止最

近的一次少梅年。在 6 月 20 日

至 7 月 2 日 12 天的梅雨期中，

平均降雨量仅为98.9毫米。

2020 年的梅雨季让许多浙

江人记忆犹新。在长达 43 天

的梅雨期中，平均降雨量达到

584 毫米，仅次于 1954 年，位居

历史第二。梅雨季强降水带来

暴雨洪涝灾害。2020 年梅雨

期，浙江省遭遇 9 轮强降雨过

程 ，新 安 江 水 位 一 度 达 到

108.45 米，创历史最高。建库

以来第一次开 9 孔泄洪，省防

指首次启动钱塘江流域防汛Ⅰ
级应急响应。

雷媛表示，自 2010 年后，

梅雨季“丰雨”现象逐步增多。

2015 年 、2016 年 、2019 年 和

2020 年，浙江梅雨期的平均降

雨量都超过500毫米。

本报记者 林乐雨
通讯员 任律

梅雨是初夏时节长
江中下游地区特有的气
候现象，特指每年六七
月份一段雨期较长的降
水过程。这一时期，梅
雨区降雨量大、日照时
间少、湿度大、云量多、
风力小。由于此时期恰
好 是 江 南 梅 子 的 成 熟
期，因此这种气候现象
被称为“梅雨”。又因为
此 时 物 品 极 易 受 潮 霉
烂，人们又把“梅雨”称
作“霉雨”。

江浙一带，潮湿、霉
变 总 在 每 年 这 一 时 期

“霸占热搜”。梅雨还可
能带来江河湖泊严峻的
汛情，据浙江省预警信
息 发 布 中 心 的 数 据 统
计，近 5 年的梅雨季，我
省 平 均 每 年 发 布 预 警
1614 条，约占全年预警
发布总量的25.5%。梅
雨很有“个性”，每年出
梅、入梅时间，降雨量都
不尽相同。对此，记者
采访浙江省气候中心高
级工程师雷媛，请她带
大家深入了解这位性格
复杂多变的“梅姑娘”。

冷暖气流相持形成
个性化名词了解一下

想要了解“梅姑娘”，首先要

清楚它如何形成。初夏时节，随

着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逐渐增

强，西南暖湿气流与北方南下的

冷空气相遇。冷暖气流势力相

当，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交汇形成

“准静止锋”，并较长时间滞留在

这一带。冷暖气流相持不下，由

此形成梅雨。

入梅后，梅雨地区降雨增

多，甚至时常出现暴雨天气。直

到副热带高压进一步增强，控制

长江中下游，雨带北移后，梅雨

季宣告结束，浙江进入盛夏高温

季节。

由于“个性”复杂多变，“梅

姑娘”创造了不少专有名词。第

一个雨期的开始日被称为“入梅

日”，最后一个雨期结束的次日

为“出梅日”，期间即为梅雨季。

人们通常把芒种节气之前开始

的梅雨季称为“早梅”。若梅雨

在 6 月下旬才姗姗来迟，则称为

“迟梅雨”。气象学上还将 45 天

及以上梅期称为“特长梅雨”；降

雨过程较少，不连续且间隔时间

较长的梅期称为“短梅”或“空

梅”；若中途出现 5 天及以上的中

断，后期再形成连续多雨天气，

则一般称之为“二度梅”。

梅雨监测有标准
今年出梅入梅难预测

每年梅雨季来临前夕，气象

部 门 都 会 提 早 发 布“ 梅 雨 预

报”。梅雨如何监测？雷媛为大

家揭开其中奥秘。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气象

部门一直依据长江中下游 5 个

气象站上的逐日降水量资料来

开展梅雨监测预报，它们分别位

于上海、南京、芜湖、九江和汉

口。2000 年后，长江中下游梅雨

逐渐发生改变、主雨带集中在淮

河流域，这导致 5-7 月，江淮流

域虽然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过程，却又达不到所使用的梅雨

划分标准所规定的降雨量。梅

雨季的预报和判定陷入窘境，部

分专家由此提出“非典型梅雨”

的概念。

2017 年，《梅雨监测指标》国

家标准正式颁布后，梅雨的监测

标准得到统一。新标准中，梅雨

区在上海、江苏、安徽、浙江、湖

北的基础上，增加江西和湖南，

并将梅雨监测区域划分为江南

区、长江中游区、长江下游区和

江淮区。在后来的实践中，根据

实际需求，又把长江中游区和下

游区合并为长江中下游区进行

梅雨监测。

梅雨监测指标对于入（出）

梅时间和梅雨强度等有详细表

述和客观规定。其中有 3 个指

标十分重要：副热带高压脊线位

置、日平均气温条件和梅雨期间

的降雨日数判识，这三个指标综

合体现了相对应的东亚夏季风

推进过程、季节特点和降水特

征。

每到年底，气象部门会根据

相关数据确认当年梅期并存档，

最终确认的梅期与当年预报时

间都会存在一定出入。例如，

2022 年，省气象台预报 6 月 10 日

入梅，当年年底，气象专家经过

数据推演将 2022 年实际入梅日

期修正为 5 月 29 日。这并不是

气象部门工作失误，而是梅雨季

科学统计的常规操作。

根据近期气象观察，雷媛预

测，2023 年是“少梅年”。由于降

雨特征不典型，“少梅年”入梅出

梅时间预判相对困难。天气往

往瞬息万变，请大家持续关注气

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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