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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中下游梅雨时期 5 0 0 毫巴环流形势的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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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梅中心气象台)

提 要

本文对 1 9 5 斗一 196 2 年 5一7 月 5 00 毫巴流型作了分析
,
确定了长江中下游各年

的梅雨期
,

划分了梅雨期 50 。奄巴环流型
。

分析指出
,

西太苹洋副热带高压和东亚

上空西风气流的变化
,

是决定人梅和出梅的重耍因素
,

其中东握 1 1。。 到 1 2 ,
“

之简

的副热带高压脊技的变化更重耍
。

当这个脊粉从低林度向北移动
,

越过北林 20
“

时
,

梅雨开始
,

再次北移越过北林 25
。

时
,

梅雨精束
。

5 00 毫 巴西风气流的变化是另一个

指标
.

90
O
E 上南支强西风消失

,

东风突然向北推进
,

是季节斡换的标志
,

这以后
,
当

1 2 5 0

一 i Z s
O
E 上南支强西风北撤到北律 3 0

。

以北时
,

梅雨开始
,

再次北撤越过北稗 3 5 “

时
,

梅雨就精束
.

一
、

前 言

入梅和出梅的预报
,

是我们在夏收夏种预报服务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阴短
.

梅雨作为

气候上的孰款
,

已有很长的历史
.

近十多年来
,

国内很多人卜5J通过对高空环流的研究
,

指

出了梅雨时期和梅雨起迄时期亚洲上空大气环流的变化特征
.

有的根据不同趣度上高空

风锡或西风急流的变化
,

提出判定入梅和出梅的标志
,

这些工作对献熟梅雨与大气环流季

节变化的关系
,

是很有帮助的
.

本文通过对 19 54 一1 9 6 2 年梅雨形势的研究
,

划分各年的

梅雨时期和梅雨期 , 00 毫巴环流型
,

并分析了 50 。毫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脊和东亚沿

海高空大槽的位置变化
,

以及亚洲 500 毫巴高空风锡的变化与梅雨起迄的关系
.

二
、

梅雨期的划定

划分梅雨期
,

先筑确定梅雨的定义
。

在梅雨期简
,

有雨量大
、

高湿多云
、

日照时数少
、

地面风力较小等特点
.

从春到夏
,

夏季风逐渐北推
,

大陆上的主要雨带亦向北移
.

6 , 7 月

简
,

当绛和雨带停滞在长江流域时
,

就构成了这一地区气候上的上远特点
.

因此
,

梅雨的

定义是
:
在春夏过渡时期

,

雨带随季节 自南而北位移过程中
,

在长江流域停滞时期的现象
.

至于速玻降雨几日才称梅雨
,

是从预报服务的角度来考虑的
.

长江下游
, 6 月上

、

中旬是

大小麦
、

油菜等夏熟作物收割登爆的季节
,

在此时期若建精阴雨
,

AlJ 大小麦
、

油菜等容易霉

烂变质
.

一般魏
,

建按阴雨七天以下
,

尚可采取迟收
、

室内保管和烘干处理等措施
,

诚少或

避免揖失
,

但如速摘阴雨 时简过长
,

PlJ 对夏熟作物捐害较大
,

因此
,

我佣规定以 > 7 天的

速雨日数为梅雨
.

至于我国梅雨区域的确定
,

过去程钝枢
、

高由禧 [6]
、

朱炳海〔7 ] 曾有不同的看法
.

我侧

.

本文 19 63 年 10 月 , 日收到
,

同年 12 月和 19 64 年 1 月先后琅到第一和第二次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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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取的范围从东翘 1 1 5 。 以东的长江中
、

下游地区
,

释度从北稗 28
“

到 3 3 0.

在 6一7 月简
,

大陆上主要雨带有一次明显的向北跳动
,

进入本区
,

并稳定下来 同时

在南岭以南地区不容易再出现每天有 25 毫米以上的持精性降雨天气
,

这时我们规定本区

梅雨期开始
.

以后主要雨带向北移出本区
,

本区不再出现每天有 25 毫米以上的持覆性降

雨
,

则这时就款为梅雨拮束
.

在本区内雨带停留的时简要超出 7 天以上
,

有时候雨带可一

度南退绷匕进
,

移出本区
,

但不逾三 日
,

又复在本区内出现雨带
.

根据以上标准
,

确定各年梅雨期如表 1 所示
.

表 1 1 9 5 4一 1 9 62 年长江中
、

下游梅雨期

年 份 l 入 梅 日 期 持 彼 日 数 } 出 梅 日 期

021通,
J,.工

244
,
1

,一,1,j
.
1
1.1
2

1 9 5斗

1 9 5 5

1 9 5 6

1 9 57

1 9 5 8

1 9 5 9

1 9 6 0

1 9 6 1

1 9 62 *

6 月1 2 日

6 月1 7日

6 月 3 日

6 月2 9 日

7 月3 0 日

7 月 7 日

7 月1 9 日

7 月 9 日

6 月2 7日

6 月1 8 日

6 月 6 日

6 月16 日

长江中
、

下游梅雨不明显

} 1 1
7 月 7 日

6 月2 9 日

6 月1 6 日

7 月 8 日

* 19 6 2 年 6 月 15 月。日长江流域雨带不够稳定

从表 1 可兑
,

入梅最早在 6 月 3 日
,

最晚在 6 月 29 日
,

相差近一个月
.

出梅最早在 6

月 1 6 日
,

最晚在 7 月 30 日
,

相差一个半月
.

梅雨持摘 日数最长有 49 天
,

最短有 n 天
.

在 1 9 5 8 年
,

雨带只在 6 月底在长江下游停留了二
、

三天
, 7 月初郎迅速推移至淮河以北地

区
,

蔽年长江中
、

下游梅雨不显著
.

三
、

梅雨期的三种环流型

考察 1 9 5 4一 1 96 2 年梅雨期欧亚范围的 , 00 毫巴环流形势
,

可分为三类
:

第一类
,

这类环流型的主要特征是(图 1 ) :在北掉 50
“

到 7 。“ ,

是阻塞高压活动地区
,

常常有三个稳 定 的高压 (或高压

脊)
.

在东理 ‘o “

到 1 4 0 “

之简
,

北

稗 35
“

到 4 50 是主要西风带
,

在这

个西风带上
,

不断有短波槽生成东

移
,

但不发展
.

西太平洋副高有核

一般在北肆 2 2 “

附近摆动
,

当东北

低压一度加深时
,

可暂时退到北律

15
“

附近
.

冷空气路径有两支
:
一

支从苏联巴尔喀什湖冷槽内分裂出

来
,

随短波槽东移
,

题我国新疆和河

西走廊南下
,

另一支从苏联具加尔

湖南下
. 一一一图 1 第一类梅雨 5 00 毫巴环济形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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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
,

这类环流形势的主要特征是 (图 2 )
:
在北释 50

“

到 7 0 “ ,

常常是东西两个稳

次次班
⋯⋯

扮扮

咋娜狐厂厂
图 2 第二类梅雨 500 毫巴环流形势示意图

定的阻塞高压
,

两个高压之朋是一

宽广的低压槽
,

北释 35
“

到 45
。

的东

亚上空
,

是一支较平直的西风
,

副高

脊技在北律 2 20 到 2 3 “ ,

有时可顶到

北律 2 50 附近
,

当东北低压一度加

深时
,

也可暂时压到北林 加
。

以南
。

在苏联只加尔 湖西 侧的大低压槽

里
,

不断有冷空气南下
,

路径有两

支 : 一支由这个槽的槽底趣我国河

西走廊南下
,

另一支从苏联只加尔

湖分裂南下
.

第三类
,

梅雨 出砚时简一般较晚
,

其环流形势的主要特征如图 3 ,

只加尔湖西北方常

有一稳定的高压(或高压脊 )
,

我国东北低压棺的尾部可南伸到达江淮地区
,

冷空气从具加

尔湖沿着东北低压后部南下
,

到达

长江流域
.

但由于我 国沿海副热带

高压脊枝较高
,

大多数在 北林 25
“

附近摆动
,

雨带仍可推持在长江流

域
。

从以上梅雨期环 流形 势 的分

类
,

得到了以下几点抓敲 :

(l) 梅雨期 5 00 毫巴环流形势

的共同特征是 : 北释 50
。 到 70

“

存

在稳定的阻塞高压或高压脊
,

它俩

的存在构成了东亚上空北律 35
“

到

朽
。

的范围内不时有短波植向东传播
.

25
。
之简

.

冬冬公
.

⋯
,,

年年户甄掣
。

尸尸图 3 第三类梅雨 5 00 毫巴环流形势示意图

我国东南沿海副热带高压脊核称定在北律 2 00 到

(2 ) 梅雨开始与精束时
,

东海岸上空的大槽和副热带高压脊的位置有一次朋显的重

新翻整
.

在梅雨开始时
,

原位于东趣 1 3 0 。 的东亚沿海大槽向大陆方向移去
。

西太平洋副

热带高压脊明显北跳
,

在梅雨枯束时期
,

我国东部低压槽向西林移
,

同时棺底向北缩
,

副热

带高压再次北跳
.

(3 ) 梅雨期内有一股股张度不大的冷空气南下到长江流域
,

冷空气的路径主要有两

条 : 一条沿我国新疆
、

河套地区南下
,

另一条从苏联只加尔湖地区南下
.

从日本海
、

黄海下

来的冷空气是很少兄的
.

四
、

梅雨开始和桔束时期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的变化

从春到夏
,

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副热带高压脊
,

逐渐北移
.

副热带高压活动是构

成江南雨季和长江流域梅雨的重要因子之一 为了了解副高位移和地面锋位移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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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作了 1 9只一19 ‘2 年梅雨期前 (10 天)
、

梅雨期中和梅雨期后 (10 天 )允。毫巴副热带

高压脊钱和地面锋平均位置图 (选出 1 9 5 牛
, 1 9 56

, 19 61 年三年
,

如图 4 )
.

从图上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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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梅雨期及梅雨前后各 10 天 5的 毫巴副高脊钱和地面锋夺均位
.

置
.

(
- -
一为副高脊技)

出
,

我国东南沿海的副热带高压脊
,

随季节变化向北位移和地面锋的位移有着密切的关

系
.

副热带高压脊拔在梅雨开始与梅雨拮束时
,

都有一次明显的跳跃
,

地面绛也都同时向

北跳动
.

它们共同的特征是
:

梅雨开始以前
,

副热带高压脊袋处在北樟加
“

以南
,

地面锋

停留在南岭附近及其以南地区
,

梅雨期内副热带高压脊拔平均位置在北释 2 00 到 25
。
之

简
,

地面锋在关江流域 梅雨桔束后 10 天
,

副热带高压脊往平均位置在北撑 2 60 到 3 1 “

之

简
,

地面锋位置也移至淮河以北地区
.

在东翘 1 2 5 “

以东
,

副热带高压脊核和地面锋相应

的向北位移
,

也有类似的现象
。

日本梅雨的开始与拮束
,

也和这一带副热带高压脊换随季

节变化向北跳动有关
。

但东舰 1 2 , 。

以东副热带高压向北跳动与关江流域梅雨的开始与

精束
,

却没有一定关系
.

例如
, 19乡6 年(图 4 b)梅雨前

,

东挺 1 2 5 。

以东副热带高压青拔已

超过北律 2 00
,

最高达北律 25
”

.

但由于东翘 1 2 5
“

以西副热带高压脊钱位置较低
,

长江

流域梅雨却没有开始
.

而 19 61 年 (图 4c ) 梅雨已开始
,

这时东挫 1 2 5 。以东副热带高压

脊技
,

虽仍处在北释 2 00 附近的较低位置
,

但由于东趣 1 2 5 “

以西副热带高压脊钱已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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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加
“

以南跳到了北樟 22
。

附近
,

梅雨便开始了
.

因此
,

东趣 1 1 0 。

到 1 25 。

之简的副热带

高压脊枝活动
,

是预报长江流域人梅和出梅的主要关锹 同时
,

我国长江流域梅雨和 日本

梅雨
,

有些年份开始和桔束的时朋并不一及
图 5 是 1 9 , 6 , 19 , s ,

19 , 9 ,
1 9 6 2 年 5一7 月东趣 1 1 , “一1 2乡

“

北释 3 , o

以南 , 0 0 毫巴

候平均高度时简变化图
.

可以看出
,

在 5一7 月副热带高压脊技有向北移动的趋势
.

在梅

雨开始和枯束时
,

都有一次明显的北跳
.

第一次北跳后
,

脊核基本稳定在北稗 20
“

到 2 50

之简
,
1 9 , 6 年 6 月第 3 候(图 5 :

)
,

由于北方有低槽一度加深
,

副热带高压脊钱暂时南退
,

但很快又恢复到较高的位置
.

1 9 6 2 年 6 月中旬副热带高压脊技北跳后
,

又南退 到北 律

20
“

附近 (图 s d)
,

所以长江流域雨带不够稳定
.

1 9 5 8 年(图 sb)副热带高压脊枝的北跳是

很突然的
, 6 月第 , 候以前一直在北释 2 00 以南

,

但从第 5 候到第 6 候
,

就从北掉 20
“

以

南突然跳至北律 2 50 以北
.

在 7 月初
,

又有一次向北跳动
,

因而敲年长江流域没有出现梅

雨天气
。

副热带高压脊北进的过程
,

表现在从高原有暖脊东移
,

并入副热带高压
,

与青枝位置

北跳
,

有着明显的关系
.

汪国缓 [e1 在研究夏季西太平洋高压脊的跳跃规律时
,

首提 出从苏

联岛拉尔趣过我国西藏高原北徐向东南移动的高压中心入海后与太平洋高压合并
,

使脊

枝北跳
.

两者扒融基本一致
.

我侧还发现
,

有时是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西伸北移校明显
,

当

其伸抵我国东海时
,

由于国内暖脊并入
,

引起了脊核北进
.

但必镇指出
,

并不是所有从西

方移来的暖脊对副热带高压北跳都起作用
。

它有三种情况
:
l) 在南支锋区存在时

,

从北

律 3 5
。

以北东移的暖脊
,

对我 国东南沿海副热带高压脊核北跳都无作用
.

但当它东移越

过日本以后
,

就并入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

这时往往引起敲处副热带高压的北移
。

2 )当暖脊

(或暖中心 )从我国西部高原地区向东南移动
,

同时我国东南沿海副热带高压脊技位没已

接近北释 2 00 附近
,

这时东移暖脊并入副热带高压脊
,

脊桂才能明显北跳
,

并一般能稳定

下来
.

3 )有时一次暖脊过程引起副热带高压脊技曹时北跳
,

但不久又郎南退
.

以19 61 年

为例
,

图 6 表示从莽律宾的塔拉克到我国的踢林浩特和西沙擎岛到蒙古的达兰扎达加德
O T摄逐日时简的剖面图

,

鼓年在 6 月 6 日入梅
,

副热带高压北跳
, 6 月 16 日出梅

,

副热带

高压再次北跳
,

都配合有一个暖脊
.

5 月 25 一27 日虽有一个暖脊东移过程
,

但脊技却未

北跳
.

出梅时副热带高压背再次北跳
,

其过程如下
.

从高原有暖脊 (或高压中心 ) 东移并入

副热带高压
,

副热带高压北跳
.

当有冷槽侵入高原的西方或北方时
,

新疆西部或北部有明

显降温
,

原在高原上暖脊开始东移
.

暖脊东移路径比入梅时偏北
,

大豹洽北律 30
“

附近

向东传播
。

当其移至长江中
、

下游时
,

切断了梅雨蜂的冷空气来源
,

原在长江流域的冷植

与切变技消失
,

暖脊并入副热带高压
,

副热带高压脊技越过北释 2 60
,

梅雨就桔束(兑图

7 )
.

在入梅的前一候或从本候起
,

亚欧上空 50 0 毫巴长波槽脊的位置与前一段时简很不

同
。

东亚主要长波有由东趣 8 0 “

附近斡移到东规 6 00 附近或以西地区
,

或者在只加尔湖

西北方形成阻塞高压
.

同时原在东亚沿海岸稳定的长波槽消失
,

而在东握 1 2 0 。

以西建立

一个弦度较弱的低压槽
.

这与陶持言等 [41 所渝述的梅雨期 简亚欧大陆呈长波型式
,

大致

是符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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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 95 9 年 7 月 1一10 日 5 00 毫巴植脊演变及和两站 50 0 毫巴温度曲技

(
—

槽技
, -

一 暖高压脊较
, 0 授高压中心

,

一一 副高脊技)

五
、

东亚 5 00 毫 巴西风气流变化与梅雨的关系

我们制作了 9 0呢
, 1 1 5 “一 1 2 5 “E 和 1 5 5 “ E 等 1 9 5 4一 19 6 2 年 5一 7 月 5 0 0 毫巴候平均

地棘风随肆度和时简的变化图
.

以 19 6 2 年为例
,

如图 s a

一
.

90
“E 上强西风气流 (指> 10 秒 /米 )有两支 :一支在北律 40

“

以北
,

一支在北择 25
“

附

近
,

南支强西风比较稳定
.

梅雨开始时
,

南支兹西风已消失
,

东风从北择 2 00 以南迅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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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犷

方

即 J

粼脚

职 , , 朴 , , 护 砂 , , 妙 , 俘 , 妙 种 今记下 召瞬

盆 0 .

b

图 8 1 9 6 2 年 9 0
“
E , 2 1 5 ”

一 12 , 。五, 1 5 5 “E s oo 毫巴五天平均地搏
风对时简及掉度的变化图

(单位 : 米/秒
,

—为张西风气流位
置

,

为零值风速袋和东风风速等值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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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挺进至北棒 3 00 附近
.

而北支强西风仍然租定在北律 4 20 附近
.

东忽 1 15 。

一1 2 , “

上孩西风气流以南支比较稳定
,

北支很不稳定
,

梅雨开始以前
,

南

支弦西风在北樟 25
“

到 30
“

之简
,

梅雨开始有一次明显北跳
,

跳后稳定在北择 30
。

到 35
。

之简
,

梅雨枯束时又一次北跳
,

到达北林 3 50 到 40
0 .

低撑度东风在梅雨开始以前多处于

北律 2 00 以南
,

梅雨开始时北进至北撑 20
“

以北
.

梅雨桔束
,

东风多可到达北律 2 50 到

30
。

之尚
,

如果这一情况和副热带高压脊技位置变化趋势对比分析
,

将可发现这支弦西风

和低撑度东风北跳
,

是与副热带高压脊核位置北跳相联系的
.

这与黄仕松[9l
、

郑成均1101 的

观点是一致的
.

1, , “E 上的孩西风气流只有一支
,

入梅时中心张度械弱豹 5 米 /秒
,

但位置少变
.

为了了解较大范围内平均西风变化情况
,

我们补作了 195 8一 1% 2 年陶持言[41 等的东

趣“
。

到 15 0 05 一7 月 5 00 毫巴候平均地搏风对律度和时简的变化图
.

所得枯果墓本上

是一致的
,

每年都有两支孩西风合并
,

但用此现象作为入梅的标志
,

还不完全符合
.

这可

能是因为较大范围的平均西风变化
,

固然能表示季节变化特征
,

但长江中
、

下游的梅雨却

主要取决于东趣 1 1 。。 到 1 2 , 。

范围内副热带高压的变化
,

而两者的变化并不完全是吻合

的
,

在具体时朋上往往差距较大
.

三个趣度上东西风位置变化如表 2 所示
.

表 2

矜矜矜
梅 前前 梅 中中 梅 后后

弛弛弛 四 风风 东 风风 孩 四 风风 东 风风 弛 四 风风 东 风风

999 0
.
EEE 2 5

’
N 附近近 2 0’N 以南南 南支清失北北 30

.
N 附近近 南支指失失 3 5

.
NNN

丈丈丈丈丈在们
.

5
.
NNNNN 北支在呼2

.

5
.
NNNNN

111 1 ,
.

一 12 ,
.
EEE 2 5

.

一3 0
.
NNN ZO

O

N 似南南 3 0
.

一3 5
.
NNN 2 0

.

一2 5
.

NNN 35
.

一扣
,

NNN 2 5
.

一3 0
0
NNN

1115 5
.
EEE 3 5

.

一4 0
.
NNN 2 0

.

N 附近近 3 5
.

一4 2
.

5
.
NNN 高年份在 25

.
NNN 3 5

0

一4 7
。

5
.
NNN 3 0

o
NNN

及及及及以北北北 低年份仍在20
O
NNNNNNN

粽合以上拮果
,

可以看出入梅前张西风气流的位置
, 9 0o E 和 1 1 5

。

一1 2 5oE 相近
,

而

1 , soE 偏高豹 10 个释度
,

东风也比前者稍高
.

人梅后
,

弦西风和东风位置都以 90
O E 最

高
,

15 , 。E 次之
, 1 1 , 。一 1 2 , 。E 最低

,

这与长波槽的位置有关
.

出梅后
,

三个翘度上弦西风

位置的律度差就不大了
,

尤其是东面两个挺度上
,

东西风位置几乎在同一释度上
.

这里还

可以看出
, 9 0a E 上东西风变化的季节特征最明显

,

也比东部地区早
.

1 15 “

一 1 2 5 “E 上东

西凤变化特征没有 9 0 O E 清楚
,

但还比太平洋上变化明显
,

因此 90
“E 上南支孩西风消失

,

可作为入梅镇报的一个标志
.

19 5 4一1 96 2 年 90
“E 上南支张西风消失的具体 日期如表 3

所示
.

表 3

年年 份份 19 5 444 19 5 555 19 5666 19 5777 19 5 888 19 5 999 1 9 6000 19 6 111 1 96 222

日日 期期 6 月1 1一一 6 月 1 1一一 5 月1一 5 日日 6 月 16一一 6 月 l一 5 日日 5 月2 1一一 5 月 2 1一一 5 月2 1一一 6 月 l一5 日日
11111 5 日日 15 日日日 2 0 日日日 2 5 日日 2 5 日日 2 5 日日日

至于 90
“E 上南支强西风消失

,

东风突然跃进
,

徐淑英1111 首解释为西风环流的一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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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变到质变的现象
.

但是对这个从量变到盾变的过程
,

却没有分板 我佣发现这与副热

带高压和高原上暖高合并很有关系
.

虽然各年东风突进的时简有早有晚
,

但完成这一突

变的过程都是相同的
.

一般是从 5 月份
,

在西藏高原及其以北地区
,

逐渐建立起一个较为

常定的暖高压或高压脊 90
O E 上南支张西风以北出现东风或< 5 米/秒的弱西风

,

以后印

度西北部的副热带高压与高原暖高压合并
,

南支弦西风消失
,

东风突然跃进
.

以 i% 2 年

为例
: 5 月上旬南支孩西风没有消失

,

副热带高压脊找仍处在印度南部的较低樟度
,

高原

为西风控制
.

5 月中旬高原上暖高压逐渐发展起来
,

南支张西风仍未消失
,

但在它的北方

却已出现了东风
.

高原上暖高压的发展
,

可能 由于高原作为热源
,

对 自由大气的加热作用

不断增长是有关的 [lz]
.

到了 6 月初
,

印度西北部的副热带高压与高原暖高压合并
,

南支强

西凤消失
,

原在高原暖高压南部的东风与印度副热带高压南部的东风速成一片
,

这表现在

50 0 毫巴东风突然北进至北樟 30
“

以北
。

这以后大豹半个月
,

1 1 5
“

一12 5o E 上南支 孩西

风北撤到 3 o O

N 附近
.

我国东南沿海副热带高压脊拔也北跳到 2 3o N 附近
,

梅雨开始
.

不

过 6 月下旬副热带高压青核南退到北律 2 00 附近
,

张西风也向南移至北律 30
。

以南
,

所以

这一时期关江流域雨带不够稳定
.

可见高原南部南支强西风消失
,

东风突进
,

实际上是从

春到夏
,

高原由冷源斡为热源
,

大气逐渐增温
,

以及大气环流随季节变化和高原地形对环

流影响作用的 日盆增长的椽故
.

因而在高原地区发展一个较为常定 的暖高压或高 压脊
.

同时印度南部的副热带高压随季节变化逐渐北移
,

与高原暖高合井
,

因而南支孩西风突然

消失
,

东风突然北进
,

完成了西风环流从量变到厦变的过程
.

1 9 多8 年长江中下游梅雨不显著
, 6 月份主要雨带停留在南岭及其以南地区

, ‘月底
,

雨带在长江下游停留了二
、

三天以后
,

郎迅速推至准河以北
.

这一时期的环流演变也很特

殊
.

敲年 6 月 2。 日以前
,

东亚沿海上空推持着一个很深的低压槽
,

我国东南沿海副热带

高压位置停留在北稗 1 50 附近
,

东握 12 00 上张西风位置在北樟 30
“

以南
.

‘月 20 日以

后
,

环流形势有了突然的变化
,

东亚沿海上空的大槽消失
,

新的主槽建立在巴尔哈什湖以

西
,

比往年梅雨开始时的主槽平均位置更偏西
,

甚至比往年梅雨拮束时期的位置还偏西
.

东亚上空锋区非常偏北
,

这就始副热带高压北跳形成了有利形势
。

因此
,

我 国东南沿海副

热带高压脊钱
,

在 6 月 2 2一 3 0 日八天中
,

从北樟 1 5
“

跳至北肆 2 5 0
以北

.

东趣 1 2 0 0

上南

支张西风
,

一候之简也突然北撤十个掉距
,

达样长江流域就进入盛夏
,

梅雨天气就不明显
.

六
、

精 萧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几点敲赢
.

(l) 长江中
、

下游的梅雨
,

各年有很大差别
,

有些年梅雨显著
,

有些年却不显著
,

而且

各年梅雨开始和拮束日期的早
、

晚和持疲时简的长
、

短也有很大不同
.

(2 ) 50 0 毫巴东翘 1 1 0 。

一 1 2 5 “ 之简的副热带高压脊钱的位置
,

稳定程度以及重新雨

整其位置的时简和稠整时变化辐度的大小
,

与入梅
、

出梅时简的早
、

晚
,

持疲时简的长
、

短

有重要关系
.

在入梅和出梅时脊钱都有明显北跳现象
,

当其北跳越过北律 2 00 时梅雨开

始
,

再次北跳越过北释 2 50 时
,

梅雨拮束
.

(3 ) 入梅前后东亚 500 毫巴西风气流的变化以 90
“ E 上最清楚

,

此处南支张西 风消

失
,

东风突然向北跃进
,

是印度副热带高压与高原暖高压合并的拮果
.

这一变化镇示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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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挺 1 1 5 。一 1 25
。

上强西风也将向北撤退
.

当其北撤到北释 30
。

以北时
,

长江中
、

下游梅

雨便开始了
,

再次北撤到北稗 35
“

以北时
,

梅雨就枯束
.

(4 ) 密切注意大范围西风环流的季节变化
,

特别是高原南部 5 00 毫巴南支张西风的

变化
,

同时仔栩地分析我国大陆东部与沿海附近的副热带高压与西风槽的演变过程
,

对解

决入梅
、

出梅具休 日期的中短期预报是有帮助的
.

致侧: 本文初稿承阳豁言先生审阅
,

提出 了舒多宝贵意晃
,

束家鑫副合长
、

李叔廷工程师也抬予静

乡栩助
,

他茂洪
、

刘听洪
、

朱林浩
、

王长龄等同志协助制作图表资料
,

作者在此均致侧附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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