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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半球海平面气压塌月偏距中心的研究
‘

揭 蕴 初 李 玉 茵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失所)

提 要

本交用杭舒方法研究 1 9 3 0一 1 9 3 9 年期简逐月北半球气压偏距中
』

合的活动规律
.

发现同

一月份的气压偏距中心在北半球某些地区有集中出现的情况
,

这些集中地区如在阿拉斯加的

南方
、

大西洋的东北部以及亚欧大陆的北冰洋沿岸
.

这些地区可以敲为是北半球环流异常的

关键性地区
.

艳大多数的偏距中心在逐月之简可以发现它们的联系
.

在过渡季节
,

大多数偏

距中心自西向东移动
.

在偏距中心相互作用的基础上
,

木文还甜输了北半球某些地区的气候

特点
.

三十多年前已有人注意到大范围地区地面月际气压变化的特点 [ 1] ,

近年来从分析月

平均高空天气图着手
,

也发现月平均高空形势坍
,

如 70 0 m b 的形势踢
,

其偏距的月际变化

有一定规律可循
,

并可在长期天气镇报工作中起重要作用
LZ

,
’1

.

高空形势锡与地面气压锡

或温度踢之简的密切联系
,

也已有爵多研究工作提到 I行61
.

由此可兑
,

分析北半球月平均

海平面气压踢偏距的变化
,

或者月平均高室形势踢的偏距变化
,

不但对了解环流异常与气

候变动具有意义
,

而且对长期天气预报的实际工作也有一定作用
.

现在根据 19 3 0 年 1 月到 1 9 3 9 年 6 月共 1 1 4 个月的北半球海平面气压图
,

对 1 8 9 9一

1 9 3 9 年期简 40 年的北 半球逐月平均气压图
,

斜算并分析出各月的气压偏距图作为原始

材料
,

然后斜对这 1 14 张气压偏距图上的所有正食偏距中心进行工作
.

一方面希望明了

北半球气压月偏距中
』

合的一些气候特点
,

另一方面希望对偏距中心在月际的变化找出一

些规律
,

以便在长期预报工作中可以参考
.

(一) 北半球气压偏距中心的出现频数

在气压偏跟图上以 3 m b 为简隔拾制等偏距楼
,

凡出现 士 3 m b 的阴合等值援
,

eI1 在其中

心最大值处取一点定为这个偏距中心的位置
.

如此
,

在 1 14 张北半球偏距图上共有 5 97

个食偏距中心
,

肠。个正偏距中心 (以后筒称正负中心)
,

平均每月北半球出现 5 个耸中心
,

斗个正中心(兑表 1 )
.

我俩又把正负中心分为两类
:凡某一个正(食)中心在其前或后月份

的偏距图
一

上可以找到与之关联的正叮负 )中心者
,

称为持擅的中心
,

否 R[J 称为单次的中心
.

从表 1 可晃
,

持糟的正 (食)中心豹占总数的 75 % 左右
,

单次的中心只 占 25 % 左右
.

这一

事实抬我佣一种款敲
,

就是方享抒呼夸早丁抄嗒芋舍刁份于移拳手导字孪秒叮
,

移秒孪矽
的影呐本孑举攀待填于全尽举牛

,

夸回丁舍刀申砂镇呼的早古才攀
·

这里还另外出现一

个周题
,

负中心何以此正中心多 ? 这是因为我俩的偏距图(1 9 3 0一1 9 3 9年)是斜对四十年

的平均图(1 8 9 9一 1 9 3 9 )做出来的
.

由此可兑
,

在 1 9 3 0一 1 9 3 , 年期简的北半球平均气压
,

冲
J

t矛」

195 9 年 9 月 7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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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一月 }
二月

北半球月平均气压偏距中心的频数〔1 9 3 0一19 3约

三月 } 四月 }五月 I六月 }七月 l入月 l九月 ! 十月 ~
月

}
十二月

⋯
合、

fl,山子

扣四勿斗巧42977 5302
J14

正中心

持梢的

单次的

2 3

1斗

3 7

斗
.

1

3 4

3
。

89

296353

0

27936斗8913刁1斗

舒均合平

真中心

持艘的

单欠的

屯
4 2

斗
.

7

3 8

5

斗3

斗
.

8

2 4

8

3 2

3
,

7

29
9

3 8

7

222951,

3

2910394

�了

0,J1l�乡斗
,工弓了

lse
.

eeZI
.

l‘11
.

1

|
!
18IJ

,上,二
2斗99
0011少22斗3,

占一、一

月了曰,

271037350巧邸63013书4夕9“6leeIlee||刁引||It|||料n3533112韶斗

224牛
心、一上一

群均合乎

一般比其前三十年的平均气压要低些
.

这一拮果在分析四十年中北半球气压的长期变化

时已樱有人发现[71
.

此外
,

偏距中心并不代表偏距区域的大小
,

所以在正负中心的数目
.

上

也可似有一定程度的差异
.

单次的偏距中心在各樟度带出现的百分此见表 2
.

可晃单次的偏距中心艳大多数出

表 2 单次的气压偏距中心在各牌度带出现的百分比

樟 度 带 1
.

0一30o N 30 一6 0 o

N 6 0一 9 0 o

N I 合 升

一
正 中 心

、

登 中 心

产.
‘

才、

现在中低樟度
,

持糟的偏距中心以及偏距瞄度较大的中心一般似 出现在中高辣度 ( 图 l)

为主
.

这搅明在高樟度发生的弦度较大的环流异常变动
,

往往要持疲其影响达二个 月似
_

。
,

而在被禅飞变援{生认勺福接袖锅
勺城碗森佼荡

,

奢支奢虑箕串
J

乙南春春
, ’

俞在在衣一不
月之内就容易消失

.

我俏把十年中同一月份 > 士‘m b 的偏距中心拾在一张图上
,

可似看到各月偏距中心

的分布 具有某些特点
. ,

图 1 表示 1
、

4
、

7
、

10 四个月的分布情况 (其余各月图略 )
.

各月偏跟

中心分布的共同特点主要有
:
J) 冬牢年 > 士6 m b 的中心一般告出现在

·

3 0 “

N 似北
,

夏半

年出现在 40
“

N 以北 ; 2 )在北半球高樟度( 70
O

N 以北 )出现的食中心远多于正中心
,

尤其在

夏秋各月为然 ; 3 )在春秋过渡季节
,

北大西洋的北部和东北部是偏距中心集中 出现的地

区
·

尊秒枣鲁枣季夸胡当参的
一

:尽呼期申件夕户脚本乍可苹零牛导掌孪秒叮
,

谬亨
一

丁

定的关键性所在
,

如大 西洋东北部及阿拉斯加等地
.

.
从各月来看

,

偏距中心的分布皆表现出 明显的特点
.

1 93 0一 193 9 年期内的 1 月份
( 图 1。 )

,

偏距中心大都出现在太平洋和大 西洋的北部以及北泳洋沿岸
,

在北美及亚欧夫陆

土的较少
.

并表现出几个偏距中心此较集中的区域
,

有些区域以出现同一符号的中心占

很大优势
.

例如在阿拉斯加半岛附近十年中出现了 6 次食中心
, J

良拉尔山附近十年中出

现了 6 次正中心
.

如考虑图皿
。

中英伦三岛周围食中心区与扁拉尔由正中心区的配督
,

就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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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a 圆圈表示正气压偏距中心的位置
,

三角形表示真

气压偏距中心的位置
.

其内所注数字为偏距中心
、

弦度

( m b )
, H ,

L 表示多年
2

户均 1月份气压图上高低压 中心的

位置
,

其下所注数字为其强度 (m b ) ( 1 9 30一 19 3 9年 i 月)

!
图 l e 歌明同图 i a

( 19 3 0 一1 9 3 9 年 7 月) 图 l d 歌明同图 1 。 ( 19 3 0一 19 3 9 年 10 月)

税明在这个时期的 1 月份西北欧洲的南风成分应敌加弦
,

也就可以解释那里 1 月份温度

的增暖
,

这正是现代 气候变迁上于分引人注意的地区之一 t8.9 ]
.

4 月份的偏距中心 (图 l b) 主要仍集中在两大洋的北部及北冰洋沿岸
.

特BlJ 显著的是

4 月份食中心的数量占艳对优势
,

如在太平洋北部几乎完全不出现正中心
,

食中心HlJ 较

多
.

新地岛周 围是正食中心集中的地区
,

可税是本时期 4 月份北半球发生环流异常泊勺一

个关键地区
.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伯利亚高气压中心 (40 年平均气压图上的位置 )附近
,

不

渝在 1 月
、

4 月或 10 月告很少出现偏距中心
.

7 月份 ( 图 1 。)仍以负偏距中心占艳对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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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
、犷
.

.

而大都出现在 50
O

N 以北
.

在北冰洋上极地高气压中心 (40 年的平均位置 )附近正是偏距

中心集中的一个地区
.

由此可晃
,

至少在 1 9 3 0一 1 9 3 9 年时期内夏季极地高气压这个大气

活动中心的稳定性远此冬半年西伯利亚活动中心的稳定性为小
.

10 月份 (图 ld )在北大

西洋东北部及泰米尔半岛到阿拉斯加是偏距中心的集中地区
.

(二 ) 北半球气压偏距中心的强度

总的来靓
,

四分之三以上的偏距中心其弦度在士 g m b 以下
.

十年中最弦的一个正偏距

中心曾达 29 m b ,

出现在 1 9 3 2 年 2 月泳岛与英伦三岛之简的大西洋上
.

最弦的一 个耸中

心出现在 1 9 3 1 年 l 月阿拉斯加半岛
,

达 一 2 5 m b
.

从表 3 可以看出
,

凡是单次的偏距中心

表 3 各种强度气压偏距中心出现的频数(1 9 3 0一1 9 3 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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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

这个正 中心出现在 1男o 年 1 月
,

在其前无 19 29 年 12 月的食料
,

故不能肯定为单次的中心
.

(郎在其前后月之简找不到联系的 )
,

它的弦度超过 士 10 m b 的极少 ;其中豹有 95 多的张度

< 士 g m b
.

尤以单次的正中心孩度较小
, 8 4 多的单次正中心弦度 < , m b

.

持擅的正食偏

距中心 < 士 g m b 的各占 75 多
,

但一般仍以正中心弦度较小的所占百分数大于食中心
.

可

是当张度 > 士 IS m b 时
,

亦以正中心的出现机会略大
.

除掉个别情况之外
,

> 士 12 m b

的偏距中心智为持滇的中心
,

昔可似找到它在前后月之简的联系
.

这一点可以指出
:
如在

某月某个地区出现较弦的环流异常变动
,

造成大于 士 12 m b 的气压偏距中心时
,

这种环流

异常变动的影响将持擅 2 个月以上
.

在研究时期中正偏距中心持擅 2 个月的共出现 27 次
,

持擅 3 个月的共出现 16 次 ;食

偏距中心持糟 2 个月的 33 次
, 3 个月的 14 次

.

把这四类持擅中心的第一个月
、

第二个

月及第三个月的平均硷度爵算出来
,

nlJ 如表 4
.

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
: 凡耸偏距中心持惰

‘,嗯
甸

咯表 4 持擅 2 月及 3 月的气压偏距中心的平均强度 〔m b )

第 一 月

第 二 月

第 三 月

5
.

4

斗
.

8

5
.

斗

5
.

3

5
.

0

5
.

斗

5
.

8

斗
.

4

6
。

斗

斗
.

9

2 今月及 3 个月的
,

其第二月的平均弦度告此第一月增加
,

尤其持精 3 个月时
,

第二月弦

度增大很显著
,

甚至第三月嗤度也仍此第一月略大
.

持倩 2 月和 3 月的正偏距中心就不

是这样
,

第二月及第三月的弦度告此第一月略晃减小
.

持糟的食偏距中心第二月弦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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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不仅表现在平均强度上
,

郎以出现机会来视也表现出优势
.

例如持擅 2 月的
‘

33 次食

偏距中心
,

有 2 4 次 (73 多)第二月弦度大于或等于第一月的弦度 ;持擅 3 个月的 14 次中有

12 次 (86 %)第二月张度大于或等于第一月弦度
,

第三月张度剧 14 次中有 10 次(70 务)此

第二月减小
,

但大于或等于第一月的仍占 9 次 (64 并)
.

(三 ) 北半球气压偏距中心的持擅现象

月平均气压踢或等压面形势锡的偏距中心在其前后月之 简的持倩关系早 已 被 人 敲

明lJ, ‘OJ
.

在我俩现在这个工作中也发现大多数的偏距 中心 (豹占 7 , %)在前后月之简确有

清楚的持精关系
.

图 Z a

为 1 9 3 0 年 1一 3月期周北半球气压偏距中心的粽合动态图
,

前后月

、盆节
·

砂

奋

图 2 。 实搔箭头表示真气压偏距中心的月际移动方

向
,

虚袋箭头表示正气压偏距巾心的月际移动方向
.

罗 晦字表示月份的先后次序
,

其余观明同图 1 。〔1 93 0

年1一3 月)

之简偏距中心的活动关系十分清楚
.

图

中 l 月份 出现在 日本的正中心
, 2月份移

到堪察加半岛似东
, 3 月份移到阿拉斯加

南部的洋面
_

匕 同时 l 月份原在堪察加

半岛以东的负中心
, 2 月移到阿拉斯加只

南
, 3月移到北美洲加拿大首都魁北克之

北
.

另外 1 月份在英国西北的一个食中

心
, 2月移到西伯利亚具加尔湖西北

,

同

时 1 月份在耗芬兰东南洋面上的正中心

2 月移到英国 西 北
,

代替 1 月份原来在

川凡里的食中心 ; 自 2 月到 3 月这一对正

耸中心告向西退
,

英国北方的正中心西

退到格林兰
,

_

只加尔湖 西北的负中心 也

图 Z b 歌明同图 Z a
(19 3 1 乍 3一6 月)

么
�

甘,李

图 Z e 歌明同图 2 。 ( 19 3 1 年 9一 1 2 月 )

西退到 鸟拉尔
.

在这三个月内北泳洋
_

卜另有一个食中心在正规移动
.

至于 1 月份出现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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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巴尔喀什湖的正中心
, 2 月向东南移到我国境 内

,

嗤度减弱
,

到 3 月份这个正中心已消

失
,

但在偏距图上 3 月份我国西南厂
“
大地区仍为正偏距区域(图略)

.

在图 2a 上还值得注

意的是 2 月份 出现在北非的一个耸中心
,

在前后月内的确没有出境与它相关的食中心
,

所

以这个食中心就列入单次的一类去了
.

1 月份出现在太平洋檀香山东北和美国西部的二

个负中心
,

以及 出现在阿拉斯加的一个正中心
,

虽然 2 月份没有出现与宅相关的中心
,

但

因无 1 9 2 9 年 12 月以前的材料
,

不能肯定它俩是否为单次的中心
.

至于 3 月份在堪察加

东南新生的一个正中心
, 4 月之后仍有与它相关的中心出现

.

所以在 1 0 3 0 年 1一3 月这个

时期内单次的偏距中心很可能就只不过 2 月份出现在北非的那一 个而已
.

图 2b 为 1 9 3 1 年 3一6 月的气压偏距中心粽合动态图
,

可以注意印度
、

北非及大 西洋
一

上有三个鱼中心在向西移
‘

高樟度剧有一 个正中心在向东移
.

图 2c 为 1 9 3 1 年 9一 12 月

的图
,

可以注意阿拉斯加以北及大平洋上二个正食中心的准静
_

正状态
,

似及大西洋 L三 个

正负中心的向东北移动
.

偏距中心持覆的时期有的发现很长
,

最长的曾持擅 21 个月之久
.

各种持擅时期出现

的次数兑表 5
.

从表 5 可知
,

持擅 6 个月以上的以负中心所占次数此较多
.

而正食中心持擅

6 个月以
;

上的共舒有 45 次
,

它俩开始出现的月份值得注意(表 6 )
.

显然宅佣在 9 月及 n

表 s 各种持擅期气压偏距中心出现的频数(1 9 3 0一 1夕3 9年 )

16

1
17

、

。

1
1

u

}
‘

lll,, 艺OOO
夕‘工n�2斗一00】

1 2

⋯
1 3

}
。

{
。

,上一q山30�0斗9一
,上,lO目一2斗叮了一6连

」一、�l
目瓜Ug斗一88

一6今

门j一,工, .几卜口
.

一八卜以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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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搜 6 个月以上气压偏距中心开始出现月份的频数( 1 9 3 0一 1 9 3 9年 )

一月 四月 八月
“月

}
十月

}
: 一月

月一2,一2七一一月一10一1月一1-一2五一一

工J
尹
一n�一曰、

一.1一一

正中心

真中心

合 歌 】 5 斗 1 I U

33333

{{{
33333 斗斗

一 1 月期 内开始的为数较多
, 2一 3

、

5一7 月期内开始的较少
.

这个事实表示
:
一般在秋冬季

节内发生的大气环流异常变动
, ‘

它俩的影响此较易于持久
,

而在春夏季节发生的大气环

流异常变动 , 其影响往往不能雄持 6 个月以上
,

这里我俩联想到表征北半球大气环流发

生互大变动的超极地天气过程出现颁率的季节分布
,

也是在 9 月份最多 [1l]
,

而超极地过程

具有三个月及五个月的韵律活动网
.

可兑 9 月份发生的大气环流异常变动往往影响时简

久远的这一事实是客观存在的
,

其原因耐人寻味
.

对持糟的偏距中心在月际移行的方向也进行了挽爵
,

晃表 7一总的来改
:

正食偏距中

心向东移行的可能性一般大于向西移行的可能性
,

尤其是在春秋过渡季节正中心东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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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持糟的气压偏距中心移行方向的百分频率(1 9 3 。一1 9 3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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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8721上211抖3525373023293131281 2一 3 月

3一 ‘月

6一 9 月

9一1 2月

全 年

可能性最大
,

一般达到 64 一 68 形
.

春秋季节正中心东移时
,

一般又以向东南方向移行的

可能性大于向东北方向移行的可能性
.

秋冬季节正中心西移时
,

则以向西南移行的可能

性较大
.

食中心东移时
,

秋季以向东北的可能性最大
,

其他季节剧以向东南的可能性较

夫
.

负中心西移时
,

秋季亦以向西南的可能性较大
,

但在冬季反以向西北的可能性为无
.

由于表 7 中所指出的四个移行方向的可能性比较分散
,

故要事先判断某一个中心在未来

月份的移行方向此较困难
,

需要考虑当时已知过去几月的移行趋势
,

应用外推法来$lJ 断
.

最近张家裁同志推导 出一套环流距平的物理分析法网
,

拮合应用当可增加判断的把握
.

当原来为正食偏距中心所在的地区
,

第二月正食中心移 出后兹地气压锡偏距的符号

是否有保守性 ? 为了弄明 白这一点
,

曾根据 1 9 3 0一 1 9 3 4年五年内的偏距中心进行了挽舒
,

桔果如表 8
.

有几点可以指出
:

l) 当第 1 月原来食中心出现在。一30
O

N 范围内的陆地上时
,

,

性
�

;

表 8 气压偏距中心出现地区偏距符号保持的百分率 ( 1 9 3 0一 1 9 3 斗年 )

麒
带地·

⋯翻某杂⋯轰霖洲萄斋

万
一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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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耳石{
一 ’一

){
一

不
刚其后第 2 第 3 月歌地保持食偏距的可能性达 80 另

,

其后第 4 月保持负号的仍达 7 0 多
.

当第 1 月食中心出现在 。一 30
O

N 的海
_

E ,

则第 2 月保持食号的可能性有 7弓外
.

当第 1

月正中心出现在 。一30
“

N 的海上
,

nlJ 其后第 3
、

4 月保持正号的可能性较大 ( 67 % )
,

其后

第 弓月改变为食号的可能性达 7 3 多
.

当第 1 月正中心出现在 。一30
“

N 的陆土
,

ll[J 其后第

2 月第 4 月保持正号的可能性较大 ( 7 5一70 拓)
. 2 )当第 1 月正中心出现在 30 一60

“
N 樟

度带内
,

lllJ 不渝其在海上或陆上
,

以后几 月敲地保持正号的可能性告不显著
.

当第 1 月鱼

中心 出现在 30 一 60
“

N 内的海上或陆上
,

则其后几月保持负号的可能性告略大
.

3 ) 当第

1 月正中心出现在 60 一90
“
N 的海上

,

BlJ 其后第 4 月改变为置号的可能性较大
’

( 7 7多)
.

当第 1 月食中心出现在 60 一 90
”

N 的陆上或海上
,

其后几 月保持食号的可能性也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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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桔兼

总桔
_

上述对渝
,

可以得到下列桔果
:

(l) 在 19 30 一 1 9 3 9 年时期内
,

北半球月平均气压 耸偏距中心的活动比正偏距中心为

多
,

平均每月有五个食中心
,

四个正中心
.

(2 ) 在 月际持痕的气压偏距中心远多于单次的偏距中心
,

两者此数豹为 .3: 1
.

(3 ) 单次的气压偏距中心一般出现在中低樟度
,

持覆的出现在中高掉度
.

(的 各月兹度 > 士 6 m b 的气压偏距中心有集中在一定地区的现象
,

如大 西洋东北

部
、

阿拉斯加及北冰洋沿岸等处
.

(的 四分之三以上的气压偏距中心弦度 < 士 g m b; 单次的中心弦度一般较小
,

其中

95 多告 < 士 g m b ; 弦度 > 士 1 2 m b 的几乎皆为持糟的中心
.

(6 ) 持糟 2 月及 3 月的货气压偏距中心
,

第 2 月张度一般比第 1 月增大
.

(7 ) 持擅 6 个月以上的气压偏距中心其开始月份大都在 9 ,

11 一 1 月期内
.

(8 ) 持糟的气压偏距中心在春秋过渡季节以 向东移动的较占优势
.

(9 ) 低樟度出现正食气压偏距中心的地区常能保持其偏距符号达 3一4 月之久
.

以上这些气压偏距中心的特点
,

本文告从大气环流异常影响的观点作出 一 定 的 推

榆
.

附志 :
本文所用北半球气压偏距图系 1 9 5 4 年中央气象台联合查料室林学舜同志所

斜算分析
,

当时用来研究北半球月际大气盾量变化的
111]

,

特对林同志表示恳切的蒯忱
.

文

中附图的拾制承谭新彩
、

秦玉华同志及曾佑思同志协助
,

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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