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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潮汐在特定地区与寒潮天气发生的关系
’

王 兴 荣
* ’

(安徽省气象科学研究所 )

虽然现代大气物理学认为
: “

日月引潮力造成的大气潮汐对于大气活动和天气过程没 有多大作用
,

或者是影响微乎其微
。 ” I‘〕但是

,

近几年来
,

日月引潮力与天气变化关系的研究又掀起一股高潮
,

有人

根据资料分析
,

发现在某些特定天文条件下
,

日月引潮力会对天气过程起 着 不 可 忽略的影响 [ 2 〕。 然

而
,

不分地区
、

不考虑天气系统的笼统统计
,

结果并不好[aj
。

这就说明
,

日月引潮力要 对天气过程起影响
,

除了要求特定的天文条件外
,

还要求特定的其他条件(诸如地区等)
。

为此
,

本文研究了寒潮天气系统
。

1
。

在特定地区寒潮天气与天文关键 B 的关系

分析 1 9 5 7一 1 9 了4 年寒潮年鉴中满足寒潮标淮 10 7 次过程可发现
:

寒潮天气系 统进入或 离开某些

特定区域范围内的日期与朔
、

望
、

上下弦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

相反
,

进离其他一些地区的日期却与这

些天文关键 日联系不大
。

例如
,

对于 1 9 7 3 年 5 月 12 日至 18 日 (7 2 1 7)寒潮天气过程
,

冷高中心进入黄河

与长江之间(图 1 中阴影区)的日期就是
“

望
”
日

。

如果就视赤经坐标四个大致等间隔时间 (6一 s d) 的天

文关键 日(朔
、

望
、

上下弦)与冷高中心进入黄河与长江之间 日期进行频次分析(图 2 实线)
,

那末 可 以看

到
,

在天文关键 日当 日出现一个明显的频次峰值
,

除此之外
,

尚在天文关键 日后三天 出现 一个较弱为峰

值
,

在前二天和后一天出现二个谷值
,

用 尹进行信度检验
,

虽然天文关键日后三天弱峰值和 二个谷值的
」

x
Z

没有超过 a 一 。
.

10 的信度检验
,

但关键 日当日峰值尸值达 17
.

27
,

远超过 。 一 0
.

00 1 的信度检验
;

相

反
,

对冷高中心进人45 一 55
“

N
,

80 一1 1。
。

E( 图 1 中虚线所围区域)日期进行频次分析
,

(图 2 虚线 )却扰

不到这样的结论
,

所有频次峰谷的 Xz 值均通不过 a 一 0
.

25 的信度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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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雯参加了资料抄录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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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冷高中心进人黄河
、

长江之间日期与天文关键日有明显的联系之外
,

统计冷峰过长江以及过乌

拉尔山东侧的鄂毕河
、

托博尔河
、

乌拉尔河和黑海(图 1 中锯齿线旧期须次分布 (见图 3 )
,

同样可得类

似的结果
,

从图 3 可见冷锋在天文关键日过长江的颇次峰值特别明显
,

用 尸 进行信度检验
,

尸值达 36 3
.

远远超过 a 一 。
.

0 0 0 1 的信度检验 ;而冷锋在关键日当日和次
’

日过乌拉尔山东侧的鄂毕河
,

托博尔河
、

乌

拉尔河
、

黑海一线的频次峰值也比较明显
,

用 尸进行信度检验
,

虽然样本数只有 68 个
,

其尸值也达 9
.

5
,

超过了
口 一 。

.

01 的信度检验
。

由此看来
,

寒潮天气系统进
、

离某些特定大地形范围的 日期确实与天文潮

汐力有着紧密的联系
,

而且从图 1一 3 可以看出
,

这些日期一般都在天文关键日(朔
、

望
、

上下弦 ) 的当日

和次日
,

换句话说
,

寒潮天气系统进
、

离这些特定区域范围的日期往往是与天文关键日同步的
。

2
.

寒潮始终 日期与天文潮汐的关系

根据寒潮始终 日期地面天气形势
,

可以发现
,

在寒潮终止 日期的当日或前后一天
,

寒潮天气系统往

往位于河套与长江这一特定区域内
,

由统计得到
,

属于冷高中心进入黄河
、

长江之间 这一条件的寒潮终

止日期
,

共有 46 次
,

占总次数的 4 3%
,

加上前后一天满足 这一条件的终止 日期 40 次
,

共有 86 次
,

占总次

数 80 %
。

相反
,

因为寒潮开始 日期是以影响我国的 日期为淮
,

加上寒潮有西
、

中
、

东路之分
,

所以 开始 日

期时寒潮天气系统所在地区就比较分散
,

不可能相对地集中在某种特定的区域
。

因此
,

由寒潮天气系统

进
、

离某些特定区域范围的 日期与天文潮汐力有紧密的联系
,

进而得出寒潮终止 日 期与天文潮汐关系密

切而开始 日期则关系不大
。

统计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

由图 4 可以看出
:

预次 (总
.

次数 1 0 7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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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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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冷锋过长江 (实线 )和鄂毕河
(虚线 ) 日期领次图

图 4 寒潮日期(实线 ) 及其终止 日期
(虚线 ) 频次曲线

对于寒潮终止日期的频次曲线
,

在天文关键日当日出现一个明显的频次峰值
,

除此之外
,

尚在 关键 日后

三天
,

前二天和后一天分别出现一个弱峰值和二个谷值
,

用 x
’

进行信度检验
,

虽然关键 日后三天 的弱峰

值和二个谷值的 尸 没有超过 a 一 0
.

10 的信度检验
,

但关键 日当 日的峰值 厂 值达 6
.

26
,

超过了
a = 0

.

02

的信度检验 ; 相反
,

对于寒潮开始 日期频次曲线
,

则找不到一个明显的绷次峰谷值
,

任何峰谷值的 x
Z

值

均小于 0
.

6 ,

通不过 a 二 0
.

功 的信变检验
。

3
.

结 论 和 讨 论

由上面分析
,

可得如下结论
:

¹ 统计结果表明
,

寒潮天气系统 (如冷高中心
,

冷锋 )进
、

离某些特定区域 (如长江
、

黄河
、

乌拉尔

山东侧的鄂毕河等) 的日期与天文关键日有密切联系
,

墓本上是同步的
,

但寒潮进
、

离其他区域的日期与

关键 日关系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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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由于寒潮开始 日期与寒潮天气系统进
、

离某个特定大地形范围无关
,

而寒潮终止日期 基本上就

是寒潮天气系统进
、

离黄河
、

长江之间的 日期
,

同时统计结果也得出
:

寒潮开始 日期与天文关 键 日关系不

大
,

而寒潮终止 日期与其有着一定的联系
。

为什么会有这些统计事实? 对于这个问题
,

由于工作做得很少
,

提不出确切的物理解释
,

只能提供

一些不成熟的推测意见
,

以供讨论
。

根据文献〔4〕的 ( 23 )式和 ( 35) 式
,

可以看出
,

天文潮汐力场能够对大

气运动产生较大影响的条件是
:

jo ( 刃 )> o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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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天文潮汐力场刃
二 ,

E
,

太弱
,

因此
,

一股情况下
,

对流层大气状况很难使天文潮汐力场影响M
:

超过热

力影响叮 或大气动力反溃影响叮
: ,

即 ( 2) 式很准满足
,

而且
,

由于大气本身适应机制
, (1) 式也很难满足

。

只有对一些特定天气系统
,

其 叮
,

和 M
:

大致抵消
,

且 刀
: + M

:

综合影响不仅与 万
:

数量级相同
,

且处于

一 _
, 、_ ,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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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潮大气杀玩刚阻碍徉局入浸附相对忆正旧吸区杀玩就足巧件一 种杀珑o) 仕 }了丁 !
l以尸 l

足够小
,

即有足够多的不稳定能量区域
,

(由于只有特定的地区条件才能比较容 易积累不稳定 能量
,

因

此
,

这种区域一般处于特定的地形范围内
。

)天文潮汐力场的转折性变化 (朔
、

望
、

上下弦均是转折性变化

时间)才能激发出较大 刃 值
,

使 ( 1)
、

(2) 式同时满足
,

促使不稳定能量释放出来
,

导致这种天气系统 (伴

随着万
; ,

万
2

和 M
:

的动态平衡 ) 破坏及新的系统的侵入和建立 (对寒潮天气而言
,

就是相 对稳定暖区的

破坏和冷高中心入侵和建立
。

) 如果上述推测意见成立
,

那就不难解释我们所得的统计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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