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 氛 之 姻 流

大 氟 之 遇 流

李 患 之

一
。

氟嚷之分怖

氧咫之高低
,
大半受温度的支配

。
而大氧的寒暖

, 又砚『太喝高

度』焉搏移
, 因此受太赐直射的赤道附近温度高氧厘低 受太赐斜射

的拯地 反是 温度低氟壁高
。 由赤道低屡带至枷地高厘僵

,
氛厘

业非逐潮升高
,
中简又被 一高厘带和一低鹰带隔阴

。

地拯上的氧隆
,

因地球旋搏 币生的雕石力
,
反较其周圃拯地上篇低 晃圆一

。

高空测蝙的桔果
,
滩明 了高于十三公里虚

,
在赤道上的温度道低

于高律度上者
。

郎同势流屠在亦道上鞍在拯地上焉高
“
见同二

。

是以在十三公里以上的氧流
,
来自赤道方面者

,
较焉寒冷

, 因有 『赤

道寒面 』之解
。

此寒冷

的高空 氛流
,
易于 下

降
。

降落最 者
,
概在

律度三十度虑
。

由其降

落的 『勤能 』
,

造成中

棒度的高屋带
。

此二高
圈 一

。

增吹之勃氏菩通大氨遇流圈

厘 中释高赓及栖地高厘 之简
,
自成 一相野低厘带

“

—
稳上所远

自赤道至雨振
,
有下列藉氛匹带 兑同 一

。

氛温造成的低屡 〔在赤道上

勤力造成的高屡 在南北释 沪至
“

。

相蜀而成的低璧 在南北樟 至肠
已

。

氟温造成的高隧 在俪地

勤力造成的低屋 在地拯上

二 普通氛流



氧 象 雄 蕊

依氛厘之分怖及受地球旋搏的偏向力
, 大氟自高厘像右顺 在北

半球 地球旋裤加于勤黔上的偏向力
,
在北半球向右

,

在南半球向

左 流于低膝僵
,

自中释高厘僵流住赤道低厘匾者胃信夙
,

自此同

一高屋医流淤高释度者解焉西夙带
。
其徒栖地高厘汤往鞍低释度之氟

流
,
在北牢球流向西南西

,
南半球向西北西

。

就理渝方面簿
,
氟流自

拯地高屋
,
亦您冲向地孤

,
聚而上升

。

—
一

述大氧趣流
,
在梅涸半

球之上
, 含有四佃夙带

,
其中每相粼之二夙带

,
夙向相反

, 因之生成

五侗旋夙带

赤道 上之旋夙带 譬
。

中掉度之反 旋夙带

高律度之旋夙带

。

拯地之反旋夙带
。

臀除上雄有的地孤旋夙带

雨半球的信夙
,
集于赤道

,
熟而上

升
,
高抹度低廖虑

,
亦因官流

,
而空氛向

上流勤
。

在拯地高厘履及中樟及高厘僵
,

因氛流相背而触
,
登生下降流勤

。
于是 参

成
一

了三锢氧流圈

。

熟带之信夙圈
。

温带之西夙圈

。

寒带之拯夙圈

一 一 爪哇

、

价狱

’协长

一

’ 场’ 州帕 之‘ 旷 之’

圃二
。

在不同辑度上之高空

燕沮圈 补

第一 圆中之虚腺
,
表示到流唇上部的束向氛流 育腺表示到流屠

下部的氧流
,
二者合讲

,
楼成自西而衷

,
螺旋斜巡的氛流圈

。

黝腺表

示不逆接面
,

寒氟振面
, 信夙典反信夙的界面及翻流屠典同温屠之界

面霭之
。

兹一

专冬 探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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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包舍旋夙及反旋夙之大氟遏流圈示

篇表示大氟调流
,

横成一包括四佃剖面的蜀解
。 四佃剖面

,
郎一

佃地平剖面
, 雨侗沿相隔 一百二十理度的撇立剖面

,

及一沿北律五 十

度的潇立刘面 晃圈 三 。 所场取此北律五十 度上的 磺剖面者
, 因氟象

鬓愚于此 得最靓烈也
。

拯地寒流
,

熟带暖流
,
交相侵鬓 且高空 珊

流唇上部典同温屠下部 之寒暖二流
,
亦待来犯

,
故在此律度 上之大

氛现象
, 自校他虑踢旗锥

。
圆中横 面

,
郎表示寒暖二流交互推淮之

情形
。

蔽藉氟象颧  及桔祥的天氛周
,
 氧流的演逃典氧壁的分沛

,
业

不 女
,

第一周所表示之有规律
,
育近于第三同所示者

。

盖旋夙舆反旋夙

圆三
。

包含趁夙及反旋夙之大氧遗流翩

膏除常 存
,

第 一

圆乃保理想撇阴

一切凌勤之氛流

也 。
此外尚有水

隆分怖之不均
,

地面 高 低 之 差

 
,

阴于此黔
,

本文捉略
,
均

影馨于氛流至 乓
。

故 天氛膏除遇流亦不如第三圆表示 之筒辈
。

第三同中之雨涸撇剖面及一地平剖面
,
漪勃氏   ! 大氧

姻流圆包括 了大部
,
在五十辣度上的 磺剖面 表示旋虱舆反旋夙之佛

成和阴保
。

高氛巫 圆中 镜 低氛壁 阖中一统 及夙的 『分向 』
,

亦添在圆内
,
在此中释度

,

地面夙向多自西来 宵除 因水隆之分佑

及地势阴保
, 赏有例外者

。 至高空  大部来 自西面
“
旋夙舆反旋夙

大都由寒流之浸鬓而成
,
寒流到虑

,
氟温减低

,
氛唾升高

, 反旋夙因

之而生
。

寒流前面之较暖氛艘
,

趣寒流鼓摄
, 而得 一部勤能

“

此憧勤

能
, 一方面增加其速率

,
又 一方面升高其温度

。 此原来破暖的氧流
,

速率既增加
,
温度又升高 由勤力方面及热力方面簿

,

氛壤均须降脸
,
旋夙 低氛艇 郎因之而生

, 已成之旋夙便增加其强 度典存在期
。

旋

夙近赤道之一面
,
烤较熟氧艘

,
郎所韶 暖魔 』 七。 ,

低氧屋之徒
,
寒流冲来

,

高赓又以造成
。
追寒流遏去

,

低律度之暖



氛 象 雄 豁

流
,
冲傅上来

, 低氛厘又因之而生
。

寒流之前面
,

杯焉『寒面』
,
暖流之

前面
,

稗焉 「暖面」
,
或解焉『寒浪』典『暖浪』钱二〕此寒面典暖面

,

按其主勤被勤
,
上升下降

, 又分篇四核
, 兹 三 兹不祥及

”

上述高氧

屋 反旋夙 低徽厘 旋夙 寒流暖流
,
在中释度

,
大率自西向束选行

。

十三公里以上的氛温
,
在赤道上

,
逍低于在高释度上者

, 已如 卜

述
。

富封流屠下部的寒流遇去
,
暖流常随之汤至高律度

,

卜面亦曾提

及
,
受势流屠下部暖流的影粤

,
高空氟流住往 亦冲向高律度 盖一因

蜀流屠下部之寒流屠四散
,
再因随来之暖流屠一再收精

,
赤道寒流

,

可乘楼良入高律度
,
兄第三圆左面之就立剖面

。

洲流屠下部氟流
, 在旋夙佩内

,
超向旋夙中心 而龚温唇之上部

及同温屠艺卜部
,  由旋夙中心

,
流向四周

。

所以在旋夙之南
,
势流

屠之下部篇 自西南来之氧流
,

在其 部及同温屠之下 部
,
 胃 自西北

来之氛流
。

参背第三圆右面之撇立剖面
。

大氛熨幻
,
概由此在野硫屠下部自北来在其上部及同温屠

一

卜部自

南来之寒流
, 舆其方向相反 在界温唇下部自南来

,

在其上部及同温

屠下部自北来 之暖流
,

互相推逃而演成 此高屠舆低屠的寒流和暖

流
,

彼此接镯
,

峙而相韭
,

峙而 相反
,

峙而抵叠
,
峙而相随

, 以促成

各撞能力典熟量的互换及相 美
,

旋夙郎因之而登生而撇存
,

或因之而

消诚
,
是大氧之能力改燮

,
氧流演巡

,
恰似一熟力楼器

,

不遇通架楼

器的能力
,
取 自受太赐熟力最大的亦道上到流屠之 下部

,
而不需吾人

供抬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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