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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圃二十年六月十日寒暖氧流

之移勤典爬腺

虔 姿

民圃二十年六月十 日迄十一 日
,
中圃束部有匙俊握遇

, 自北而南
,
所艇之地

,
狂夙蹂登

,
温度突降

,

雷雷业施

,
雨雹变作

,
极榭摧屋

,
惕人慢畜

, 篇一峙之浩劫
。
氧象

研究所事梭曹登表格多通
,
分致各地测候所

,
祥糊稠查各

地地技握遏峙之情形
。
惟赏峙团内测候钱濒

,
焉数有限

,

而股描又饭不完
,

所得材料然多
,

研究拯威困雌
。

效篇之

作
, 不遏牌富峙之祀撅典刹查所得

,
略加整理而已

,

非耿

有所栩述也
。

助腺每典拾面俱来
,
乃塞燥暖爆二幢搔端相反氛流之

互相激婆所成
。

塞流自北而南
,

迫南来轻暖之氛流上升
,

著地受阻
,

放是夙速大增
,
温度嵘降

,
澡氛凝集而成霎雨

,
以上升遇急故侮有雷雷泳雹典俱

。
沿冷面匾域

,
莲疲不

断
, 成焉一腺

,
自低氛中心斜向西南

,
以西北寒流之推勤

而向束南移淮
。
寒暖二踵氟流温度相差愈大

, 则砌夙之势

愈猛
, 因爬首之高度典二攫氛流温度之差界及寒流之深度

趟成正比例也
“

此撞现象放二高氧璧槽中
,

低氟屋之南部

,
最焉握兑

, 形低氛唾之夙向搏换腺

上尤猛
。

我团助腺以春夏之交漏最癸逢
。 岂 盖以此诗西北搔

地寒流之势渐弱
,
束南之熟带暖流 日盛

,
此遗次退

,

辘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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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巳
“

同峙 日本北部 之视朝洋流
, 以北冰洋融解冰水之涵

羡
,
势力 正盛

。
其 上之空氧冷而凝贡

,
亦形成一稳定之寒

流倘舆西北寒流同峙南下
,
 中圃本部通居槽中

,
熟流摊

塞
,
乘隙北 卜 , 故每次熨徐誉生之初

,
暖流多浦漫全圃

,

暗暖简混
,
空氟鲤而易牟

。

西北方面之寒流愈逼愈近
,
而

日本塞流亦不相镶
,
暖流束西受敌

,
骊禹可逸

,
二者相遇

,
如寒流之势较强

,
,

 迫暖流南行
,
乃成冶面

,

碑腺因之

随之而起
。

至若多夏二季
,

一方畏精不前
,

他方之势遏强

, 中团本部
, 常在一踵氟流控制 之下

,

其癸生熨徐之楼曹

自较少
· ‘

熟食瓢争
象研抓十入年触

年
栅

二

她
可

献
生南京

淤地面探索氛流之踪跻
,
要不外娜夙向温度漏度等拓

要素糟周定之
,

寒流来自拯地
,
暖流来 自熟带

,

二者方向

相反
,
夙向自亦迪界

,
惟地非平坦

, 常因地形之骚摄而失

去具相
,
短期耗撇

,
整理尤成困戴

。

然寒暖二踵氧流来原

既显
,
温度途殊

。 而一者来自乾燥之大隆
, 一者来自润漏

之海洋
,
其所擒之派氢

, 因有多寡之 
。 故由等谧袋及等

曝度 艳肴澡度 技之超向
,
亦可截察氛流之行握

。
但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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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越南
,

渐搏温藻
,
暖济超北

,
渐林凉燥

。

周中所示
,
谨

其大略而已
,

今焉探索本次二踵氛流之行踪及其衡突峙之

形势起兑
,
爱用九

,
十

,
十一三 日之平均骗度及艳野碾度

,
作等摄接及等碾换周

,
韭附箱各地一日简之最 多夙向于

其上
。
所得拮果

,

各阎之简
,
雌颇有多差之虑

,

所幸大致

尚厦吻合
。

本次日本方面 氟流停滞不前
,
形成一稳定之高氟壁

, 其在束部阻塞之作用而外
,
其他影瞥殊解

。
在中团夫隆

上活勤最烈者赏推熟格暖流及西北寒流
。
九日以前

,
中团

本部发均在暖流蛇圃之内
, 各地夙向多西南或束南

,
暖流

主流 自束京臀向束北走
,
握珠江三角洲由束北二江 上源南

徽山派之低谷而至江西赣水流域
,
此踵走向

,
盖受制砖地

形
,
以西有霎肯高原

, 束腹焉束南沿海甜省邱陵地所阻
,

自此沿畏江河谷入江淮平原
, 地形朋展

,
速率渐减

,
束以

日本高氛哑之阻
, 折而北向

,
夙力微和

, 至山束因泰山雄

峙中途
,

分焉二支
,

束支于泰山之南入黄海
,
北支直抵海

河流域
,
阻放燕山甜版

,
折而束 铿渤海篷鬓松邃平原

。

暖流温度平均焉摄氏二四
—

三二度
,

渐北渐低
,
艳到碾

度平均焉一四—
二四耗亦 自南向北返减

。

是峙西北寒流

一支由河套向束南推逸止于渭水流域一带
,
温度低而且燥

,
另一支自蒙古作束南走向至于束三省西南部之邱陵地

,

本日以前寒琉以所握地多举柑重叠
,
山势崎岖淮行特援

,

迫入平原
,
不一 日郎浦漫全团矣

十 日形势舆前 日大龚
。
暖流走向及行视典前大致相同

,
惟自赣江 卜源以迄珠江三角洲一段

, 已舞寒流推勤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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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精面稍稍移向束南
,
江西盆地及江灌平原之暖流

,
稍向

束移
。
暖流匾域北端退精

, 由松忿平原海河济域缩退止协

演南附近
。
泰山必南之一支走向如前

, 抓甚量勤
。

江淮平

原一禅以舆塞流相接
,
夙势强烈

,
温度臾前仿佛

,
艳当温

度北端减至十一耗
, 牙其束移

,
故畏江下流 及简浙一带

,

操度略增
。

寒流本 日大盛
,
渭水一支顺漠江而下抵糊南洞

庭湖附近低地及湘汀流域
。 北端西安温度二二 度淇度

一二耗
。

南端温度钓在二三 至二五度之简
,
藻度在 一八至

一九耗之简
,
以土籍地

,
较甜前 日之平均 数均略低减

。

岳

州畏沙以居盆地之中
,
寒流奎精温度校低

, 四川青州
,
 

热甚影誉
,

此焉入侵中圃之西支
,
夙向多属西北

,

暖流僵

域之向束南移
, 乃受此支寒流之廖逼所致

。
另 一支由燕山

之低谷外澳
, 向束南束毽

, 至平津一带
,
夙力猛烈

,

夙向

亦多西北
,

推暖流北支
, 迫使上升

,
其南端温度在二十度

左右
,
淇度谨四一七耗

,
其势甚盛

, 淤渤海
,
此支典暖

流衡突最烈
,
金释相纷

,

二者之不速箱技 卜 , 即爬技之所

在也
。
第三支不甚顾明

, 由蒙古入侵邃西
,

至松速平原
,

长白山脏舆触河高地
,
束西夹峙

, 折而西南入渤海
。
夙向

初亦西北
,
耀博束北

,
夙势微和

“
松遗平原北端的七耗

,

南端豹一 耗
。

澳水一支影瞥不甚大
,
十一 日谨霎萝洞庭

一带尚有微和之西北夙
,
在温度碾度圆上巢已不腹晃之

。

河北山西简之一支此峙最踢活灌
,

由海河流域横掠黄河下

流及畏江三角洲入放束海
,

温度平均的二 —二三度
,

潺度韵四—
一 耗等温腺同 上

,
雄不甚颖

, 但姗等混搔

圆上
,
剧拯易辨出

,
是盖因寒流南

一

受址面杯射之影鲁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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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之故耳
。
此支由苹北至徐海一带

,
夙多西或西北西

,
至

是江下流多北及西北
,
放江窜雄江附近

,
腹分一支溯江而

上
, 至放番隘

,
夙向焉友北

,
夙力孩或和

,

束三省一支较

前带盛
,
群胭不明

。

暖璋夙多 自束来
,
北太洋寒氛流似亦

有入侵之痕踌
。

热河至澳束似亦有一支寒流但又不甚颖明

。
暖流此特被分焉二段

,
一段自魔束而至朋浙

,
止加钱塘

江畔
,
行攫较之十日尤束

,
夙多西南

,
温度二五

—
二九

度
,
速较日前焉低

,
潺度豹二十一

—
二十三耗

,
受寒流

之影掣甚颖
。
前暖流北瑞泰山南支此暗焉寒流截新

, 典主

流不相迎覆
,

自朝解潜登邃衷半岛
,

温度十六—
十八度

,

漏度焉一 一

—
一二耗

,

夙多南及束南
。

此次寒流 南下
,
以晗在六月

,
太踢光熟够法

,
故地面氧楹之差龚不甚翩

著
,
然在高空

,
二幢氟流 之特微

,
或偷可保侍不燮

,
惜燕

犯缘足背澄明
。

惟 各地富爬授铿遇之峙
,

摄度 下降甚  
,

而十 舆十一 日之等燮温技圈上
, 江灌平原一带温度之低

诚亦甚顺
, 足澄二撞氟流温度之差界必甚大

。

地面温度差

奚维不大
,
而藻度之差界 剧甚短

,

奴十日南北藻度之祀除

舆十一 日江淮 一带降低之趣势
, 可必知之

。

南京测夙氧球耙撅
,
十 日七待地面燕夙

, 玉 公尺

虐焉束南
, 一 公尺焉西

,
夙力甚弱

, 以上直至六

公尺
,
均焉束南震或束

。

次 日同峙地面北束化
, 玉

公尺
,
自搏南西南

, 一

—
一五 焉南

, 以上

至 四 公尺虑
,
束南夙仍拯盛行

, 可兄浸入之寒流屠

业不遇厚
。
又自等温授实等混度枝同中

,

知寒流及暖流之

行攫
,
均有偏右之倾向

, 此乃受地球自搏力之影馨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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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放氧流之来源
,
性置

,

及其行握大致均巳抢及
,

今再依各 日上午六峙及下午二峙之天氧 司
,
略述高低氛里

之分怖
, 坦背互相印蹬

。

九 日六峙
,
大隆高氟厘中心在只加雨湖之西

,
中心氛

厘焉七六六耗
,
向亩束南方面移巡

。

日本高氛屋在鄂霍次

克侮
,

其楔端向西南伸展而至 日本海及束海
, 中心氛匹胃

七六玉耗
,
中团本部南夙及束南夙盛行

。

二高氛魔之简
,

篇一低槽
,
中有二低氧嘎

, 一在按逮
,
中心氛屋幻七五三

耗
,

一在中团西南 部
,

祥情不明
。

北方之低氟壁正常暖流

舆寒流交按之衡
,

其成因舆 之板面税理韵完全吻

合
。 却寒燥暖瀑二撞反向之氯流相遇 互相激荡

,
而成夙

暴
。

中团寒流南下
,

退行速率大而弦烈
,
故熟面每不甚脱

。
此峙地面之不迎箱麟

,

坦西北方面
,

银告缺乏
,
位置颇

靴榷定
。
大致自松邃平原西握熟河察哈酮折而西南穿遏山

西陕南及四川
,
此梭束南除束三省外

,
温度均在二十度

‘

七

“

卜。
下午十四待大隆高氛屋翩已渐向南移

, 只乏祀辣
,
中

心不明
, 日本 高氛哑位置如前

,

然燮勤
。
按遗之低氟艇向

束南移
,
中心似在大同附近

。
二高氛鹰断相逼近

,
低氛屡

中心降至七四八耗么下
, 不速倩腺

, 自松潦平原越熟河察

哈甫援逮折南而至河北省西部
,
河南山束及安徽中部

。

此

技束南
, 谧度以淮河流域焉最高逮三十度以上

,
其地居低

氟魔之束南象限
。

太原六
,
七

,
八三日撇擅雳雨 , 保定七

日背雷北平八
,
九 日有雷雨

,
公主欲及徐州亦有雷

, 可 觅

脚技此诗巳渐束移
,
典 上各地相去不遗

,
故所推侧不速

箱释之位置
,
大致不差

,
此暗助换移勤颇援

,
常住棋停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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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望不前

。

十 白六峙
,
西北高氛壁位置典前 日大致相同

,
中心移

至具加附湖西南
, 向束南淮

,
势力 巳建是江中流

。

束三省

功西河北夙多束北夙力弛
, 畏江中流漠口员沙均北 及西北

。

日本高氟砸夔之楔端退精
, 中心稍束移

,
位千北海道之束

。
低氛屋向束南移至黄河下流

, 中心低贫七玉二耗
,

山束

及畏江下流有猛烈之南夕束南或西南夙
, 不速擅枝髓低氟

屋而束南淮
, 自朝鲜北部

, 郭邃束半岛黄河下流
,

撇贯河

南束部
。
西南方面之低氧璧

, 夕寒流南下
,
典暖流札持不

下
,
此晗已拯癸逮

, 中心氟隆在七五 以下
,
位魔西境内

, 向束北淮
, 不莲擅俊由湘飨而至魔西

。 不速值该束淮之

筹
,
沿途各地如安束秦皇岛

, 北平 保定
,

先援均有雷雨
,

鸿南
, 朋封

,

跟峙在夜中
,

撰纪摄可查
,

檬理而捻
,
辣亦

有之
。

低氛屋前部朝解各地隐雨
,

援部有雷雨
,
天氟晴隆

然定
“

至淤畏江 中流及束南海演之霍雨
, 则由淤炭西方面

束淮之低氟壁
。
十四峙高氟厘地位又稍束南侈

, 北平西北

夙弦
,
束三省焉微和之衷北夙

,

山束夙棘束北晨江下流仍

篇南夙
。 日本高氧匹未勤

“ 低氟壁中心在海州青岛简
,
氛

厘焉七玉 耗
。

西南低氟座移至魔束
。
此峙寒流顺漫全圃

,
暖流谨偏安放束南沿海锗省

。

不速擅技由安束渡海峡而

至芝朵徐州及航江九江典是沙鹰州简
。

山束江蒜二省
,
自

十玉峙起
, 习至午夜

,
均狂夙大作

,
雷雨交加

。

十一 日六峙高氟壁中止在富夏甘南一带
,
南部楔端向

束伸至河北河南及山束
。

全团涂束三省南部及束南海演仍

在暖流眺圃之内外
,
均受塞流之控制

,
夙向多北

,
西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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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

或束北
, 江淮平原

,

夙势仍盛
,
中团本部各地帷晴

,

日本高氟魔稍行退精
, 惟仍在 日本束北

, 低氛屋束巷之途

受阻
,
改北束北向束三省淮行

,
中心在藩踢吉林之简

,
中

心氟璧七四七耗
。。

此僵域
,
亦即束南来残除之暖流舆北满

塞流逐鹿之所也
。低氛厘南端有一副低氟壁

,
在仁川附近

】
氟屡七五 耗

, 未裘郎消诚
。

不莲箱钱由吉林
,

公主徽

牛驻附近横越忿束半岛南延至 黄海及束海
。
十四峙西北高

氟嚷淮估畏江流域
, 中心似仍在甘熏

。
日本高氛画势力腹

振
,

西北寒流之势已晃衰颓
,
低氧厘又援退

, 中心在秦皇

岛附近
, 不速值校横真束三省 吉林及北平仍有雷朋

,
北

平且兑雨雹
。

自此以梭
,
停滞在束三省境内

,
建教 日之久

,
旅以暖流来源断艳

,

渐漏消减
。

公主镇十二—
十四 日

及十六 日 ,
尚有雷 雨

,
惟性臂如 何

,
是否郎此助换所崖生

,
殊粱新定

。 西南之 低氧壑已入束海
,
中团本部均晴好寒

流之性臀渐失
, 而暖流之势力腹张

。
’

本次雷雨 均在不德值面之北段
,

是江习南艇有也
“

此笼因杨面之坡度乃保放二捶氟流温度之差买及速率
,
温

度愈 大
,
速率愈急

,
坡度愈陡

,
其势亦愈猛

“

日 工 一

又 一

日。拯面坡度
,
典 二握氛流之温度

地球自搏偏向力
,
典 二撞氟流之速率

地心引力

寒流赏初南下之峙
, 舆暖流相遇放苹北

,
速率高而温

差大
,
故雷雨得以形戍

,
地位遇南

,
寒流已成 强弩之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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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渐移
,
故速较以前焉援和

“

十 日之助技雷雨
, 一峙半现砖安束

。 二峙 丰至北平
。

四诗静抵保定 天津膺南银告未见助腺铿遇之现象
,
或想

以峙在夜简
,

末加注意
。
青岛十五吟静

,
徐州十六待四十

分
。
束台二 暗

。
南京二一峙四 分

,
有雷及雨跻

。
银江

较南京落梭二 分
, 拐阵雨

。

常熟二十四峙雨
,
雷鼠甚弱

。
直山翌 日一峙始至

,
天氧如何 不明 至杭州焉十峙雷

雨均瓣
, 谨夙向悯夔

,
足见脚技菠跳

,
是峙盖已成尾馨类

一

膝上所远北平至保定针需一小峙义 四十分
,
保定至青岛

升十一小峙
,
至徐州舒十二小峙半 徐州至束台三小峙又

二十六分
, 至南京五小峙

, 至蝮江五小峙二十分
,

南京至

镇江二十分
,
常熟一小峙二十分

,
良山二小特半

。 以熨俊

杯自西北而至束南
,
韭非自北而 南

,
稠查所得各雷雨到邃

之峙周
,
谨限江灌平原

,
同特换然法糟裂

,
速率粱以估侧

故谨述各地相距之峙简
,
以明其大概

。

动检舰遏之峙
,
氟蟹骤升

,
温度大降

,
夙向立搏

,
夙

力突增
,
阵雨倾盆

,
雷甩交加

,
相蜀潺度增而艳鹭派度减

小
, 典冬季寒潮南下峙之现象如出一撇

。

各地氧哑在融麟未来之前
, 多先低降

,
迫狂夙大作

,

乃突然升高
, 南京胶十玉分耸之内上升一

。
九耗

,

氛璧曲

段作 式
,

其他如镇江束台青岛等虑
·

均在一 五耗左右

,

而以徐州焉最小
, 谨 。 五耗

,
北平次之擂

·

九耗
。

推各地镖华不同
,
峙简畏短不一 互相比被

,

殊成困靴
,

上升待简以南京镇江胃最良
,

一

针十玉分菌
,
徐州最短

,
俊

五分
,

其他均在十—
十五分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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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之低降以徐州焉最
, 建摄氏八 五度

。

柬台南京

旗江均在四度左右
。

青岛三度
, 北平一 五度

,
崖山一

·

八度
。

夙向先多篇西南或束南
,

迫熨貌既至
,
急梢束北或西

北
,

夙力亦同峙增强
。
夙力最大者焉束台

, 及南京
,
焉一

七
·
七八米 秒 夙力表八 徐州 次之

,
满一

。
二八

〔夙力表六 青岛保定等地则较弱
, 大致自北向南遮嗜

,

此盖区江淮 下流一带
,
寒暖流之势均盛

,
各不相靛

,
衡突

最烈之故
。

雨量以安束焉最多
,
补五九

· 三耗青岛及镇江次之
,

豹十二—十三耗
,

其他各地甚稀
“

除缉江 外
,
悉有雷霆

。

降水性置焉雷雨或啦雨
。

雨遏即晴
,

其冰也倏
,
其去也

亦骤
。

澡度艳封潺度降仄
,

此赏焉塞流馗代暖流恃必然之现

象
,

燕用解释
,
相到混度剧有升高之势

。

共原因大医由能

温度 烈之低降
。

北平青岛升高百分之玉
—六

,
其他各

地均在百分之十以
“

徐州最大百分之十九
,

蝮江次之
,

百分之十八
。

砌麟握遇之援
, 平均温度仑河有束北部山束西南部澳

江酥北部之低降焉最大
,
坐建摄氏四度

“

必寒流自北南下

之晗
,

放此简一聘豁最盛
,
海河流域温度本较低

,

故不甚

颖
, 至最江流域寒流本身温度已升高

,
影馨自亦不甚颖著

。

澳束及邃束温度之升高
,

盖因蜜拾氟图南移
,

暖流乘麟

而入所致
“
是江流域以南

,
塞流影馨本微

,

低氛颐既入海

, 雨遇天青 , 太姆光熟增 强
,

故十一 日之平均数
,
反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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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日篷摄民二度之多
,

艳势碾度之降低
,
级河南束部舆徐

海一带拐最 逮十耗
,
畏江下流欠之

,

亦 庄八耗以上
。

福

建及湘赣南部则 且有升高之超势
。
由十日舆十一 日之等量

温袋及等蔓藻技周
, 可知寒流影粤所及之匾域

,

谨限苹北

舆苹中
。

至放氟壑之升高
, 则以霎萝平原 焉最大

,
良以江

淮平原
,
地势平坦

,
搔朴背履

,
寒流攀以停精

,
而畏江中

流
,

地形 焉盆地
,

奎塞弗浅
,
故氟隧特高

,
惟寒流之性

置渐毙
,
加温度及瀑度之影瞥

,
殊甚渺耳

。

民圃二十四年五月廿四 日赞北诬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