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 6 氟 象 雄 豁
’

,

则亦宜化繁焉筒
,

以平均数字示其特性
,

N P c
舆 T m 氟霭在我团

甚霭流行
,
平均数字郎足以将代表

,

反之
,

如具正之 P c
氧圈淤中团

本部出现较稀
,

若欲求其平均
,

宵履徒劳
,

本文砖面舆逆温屠均予述

及
,

而前人所未遇谕之氧国
,

亦曹祥加探衬
,

檬前人研究
, P p
氧圃在

我团束部畏江三角洲一带出现频仍
,

催作者就育除所得之桔果
,

RlI 裸

致镶疑
,

因此项氧国
,

在中圃各部宵至少晃也
。

本文所檬材料卦及楼耙雄 1 95
,

夙筝祀锋 74
,

其分配如下 :

南京 1 3 2 ,

显明 56
,

杭州 7 ,

月七平 74 (夙筝 )
。

春季 O, ,

夏季 4 5 ,

秋季 5 2
,

冬季 7 3 ,

稳卦 ? 6 9 。

分析氧圃
,

如遇氧流路莲不能榷定之峙
,

HlJ 叁考束亚
,

北太平洋

及森俄之天氧圃舆各地之侧夙氧球韶慷
。

下表 (第一表 )霭中团主要氧圃之分翔
,

命名悉依本诬焉掌
,

其舆

B er ge ro n 氏一般分美直相 富之名解
,

BlJ 列朴徒行
,

以青叁照
。

第 一 表 中团氧国之分烦

___
_

依 本
_

竺丝鲤
分

竺
_ _ _

⋯
。吉。。氏氏

‘‘ , 之 铆 地 ⋯“ 叫出

缈
季
}
之 分 顿

’’

压压压 大大西伯利的
,

蒙去及北振
’

P c }华 导 }c P w 冬
c P K 夏⋯⋯

地地地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
夔夔夔夔硕圣丽内熟姻七及攀中者 睦地N F 。

}全 年 { 冲k 一
{{{

刻刻刻刻生砂日本海及黄海者
’

海洋N P 。 }
全 年 }

c PK 夏
c P w 冬⋯⋯

碰碰碰海海 鄂霜次克海附近 P 。 }篡
,

季半年
,

m P K 一一

地地地洋洋洋洋洋洋洋洋洋洋洋洋洋洋洋洋洋洋洋洋洋洋洋洋洋洋洋
大大大大大熟熟熟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

带带带带 燮性加攀中苹南浦省 { N T ““

海海海 副熟带太平洋
,

束海
‘

T p 或T mmm 桑 年 } m T WWW
洋洋洋洋洋洋洋洋洋洋洋洋洋洋洋洋洋洋洋洋洋洋洋洋洋洋鬓鬓鬓性砖洽海敲省

{N T p 或 N T mmm 全 年 ltn T W 多m T K夏夏
赤(海
道}洋

亦道鲤l丝姜旦I度洋南海 E m 夏季牛年{ m E w
{夔性鹅苹南苹中者 N E m {夏季半年 {m E W 或 m E K

1
.

中圃氧闺之届性

冬季拯地大隆氧国

1
.

冬季源地海地大睦氧囿之属性

像近年逮束寒潮之研究
,

榷知西伯利亚中部及外蒙古焉寒潮或 P c





竹8 氧 象 耗 豁

高度

(5
.

L .)

7公尺

5 0 0

10 0 0

2 0 0 0

3 0 0 0

4 0 0 0

第 二 表

南京

T

(
一

C )

7
.

1

1
.

7

一

1
。

9

冬季隆地 N p 。

或 c P K 氛囿

(十次平均 )
*

R. H
.

w 九 凝拮高度

(拐 ) (g 长 g )
·

(
。

A )

64 3
.

3 ? 8 7
.

3 1 1 5 0

5 4 2
.

5 2 84
.

7

6 2 2
.

0 2 8 4
.

8

4 2 1
.

4 2 9 0
.

0 1 4 0 0

3 7 1
.

2 2 9 8
,

3 1 5 0 0

24 0
.

(; 3 0 1
.

6

0
.

8

0
.

7

2 7 4
.

5

2 7 4
.

9

2 7反
.

4

2 7 8
。

0

�了OU1.1工
J

‘919�几0007 0
.

5

5 0 0

1 0 0 0

2 0 0 0

·

乃
.

U

一

了
.

5

一

12
。

4

书匕弓i

0
.

1

‘

3
.

4

一

7
.

4

一

14
.

6

暖地面相接胸而增暖故也
,

但粼近地面之鑫氟殊寒
,

下房 5 00 公尺内
,

踢度坡度盗等放乾断熟率
,
以操空氧而谕

,

育不稳定
。 1 0 0 0公尺以

上
,

坊度渐小赞乾断熟
, 1 0 0 0 公尺舆 2 0 0 0 公尺周最小

,

每公里谨的

2
.

6
。 ,

此屠坡度之小
,

乃因逆揭出现频仍所致
。

低房之相赏位置温度

髓高度而通减
,

可知近地面屉N P c
氧囿赏焉野流性不稽定

,

催以水氧

含量至微
, 亦热雨雪下降

,
N Pc 氟圃之不稳定 ;伏熊乃因下部受熟而起

,

趁非上屠冷却所致
, _

卜屠卒氧 RlJ 挺务稳定
。

ii 睦地 N P c
氟国梅得乾燥

,

相努辗度北平谨 30 男
,

南京谨 50 拐
,

在

自由大氛中
,

二地相野碾度大致相等
,

七平混合此地面露 1
.

1 9 ,

至

2 00 0 公尺降至 0
.

7 9
,

南京地面之植豹大转北平三倍
,

然至 4 000 公尺
,

二地则盗相等
、, 尹

北平 N P 。

氧囿 w 之垂直分怖舆源地 P 。

氟圃 w 之分

怖然甚差龚
,

但踢度之分怖刻颠然有别
。

iii 自描度垂直分怖
,

混合比及相富位置揭度奴之
,

可兑加00 公尺以上
,

察氧尚未甚燮性
,

仍能保持 Pc 氧国乏霭性
。

* 二凡表中平均数均保镖堆祀殊之平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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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地N P c

氧圃天氧G). 寒冷
,

清新
,

澄朗拐其特色
,

常碧实如洗
,

了然狱雪
,

能
_

见度亦甚
‘认好

,

层周每有薄屠呈犷
,

午彼碎枝雪亦属常见
,

然其存留寨中
,

落峙殊曹
,

如寒潮爆转
,

来势猛烈
,

RjJ 恒有大量

靡沙臾供
,

铭攀北氛候 {二之炎患
,

郎所刹沙暴是也
,

然大艘言之
,

.

N P c

氧国
,

殊甚澄胡
,

故冬季各月 日踢校差梅大
,

常可至2 0度之多
,

益简侮有低衣
,

此赏保夜同 忆射注烈所致
,

其停留地面
,

焉峙甚暂
,

及日既出立兑 J: 升
,

燮擂老患
,

而渐行消散
,

除低露沙皱及陈夙而外
,

隆地N P C

氧国裤刊斤断于
,

乡季各月
,

亚洲大险悉在西伯利翼高氟咫

能不之下
, P c
氛圃尚可侵人熬带

,

有峙且遗及 赤道附近
,

故此氧圃加

大陵各邀均可见之
,

但 处源地愈速
,

夔性程度愈深
,

冬季攀北苹中天
尹

氧多臀N 护c
氧国之天氛

,

即乾燥洽胡
,

而 终南天氛则殊险沈苦碾
,

此

乃 T m 典N P c
氛阅交移之刹丁果

·

续
.

.

b
·

些李鱼丝荃上三
一

氢旦炙吩性

第 三 表 乡季南京海江 N F 。
饭周弓

,

次平均)

高度 T 凡I工
.

、、
·

九 凝桔高
.

度

(S
·

L
·

少
厂

C 筋 g k g
”
八

-

7公尺 9
.

炙) 5 0 4
,

5 2 9 3
.

8 8 0 0

与。(少 5
,

公 6 8 3
.

6 2 9 2
.

5

I()0 () 另
.

2 6 6 3
.

0 ? 9 3
.

乃 ] 0 0 0

2 0 0 0
、

0 8 4 1 2 1 2 9 G
.

9 12 0 0

3 ()O()
一

4
.

3 3 f; 1
.

乃 3 0 ?
,

9 1 5 0 0

通()O丈)
一

] fZ 2 3 乃 0
.

生少 3 0 6
.

4

前人均以来自日本海
,

渤海
·

黄海
,

太平洋流带〕聂域而抵平京之

入护e
戚博l舞拯地太

了

卜洋城目 戈1
」
l。 )

,

全拎瓣 B e ,
·

g e l
,

o n ( lp2 8 ) s C h i。 z e

(le3助之研究
,

副梅地氧国 ‘Pl
一

)愿聆源加牌度 4示 至弱
了

周之地带
,

以此而而
,

中团之海洋 N F c

氧国其游地乃在漏将
·

娜非 P p 或 m P

,

具正P p或m P 氧厮是否能至中固束部及北部
,

标可怪疑
,

檬遗束天

氧圆及北太平洋天氧圆之救测所得
,

冬季西伯利亚高氧顾移行人太平

佯多握 日本海及 日本北部
,

其中心抵大平洋峙均位北释 4 。 似南
,

雨
:

界常至孔称 25
,

顺太
一
!‘洋高氧厘之暇流吹至堆束

一

协}匕之夙多拐束
,

束南或南
,

换言之
,

此柿氧流乃来自高氟屋南部
,

夫氯囿既溯源朴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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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黔

平洋北释三四十度之简
,

壹可韶焉 P p ,

若名之日温格方平洋氧圃
,

庶乎近之
,

冬季太平洋拯地逼域焉一半永久性之低氧厘 ., 阿留欣摹岛

附近旋夙琪流特孩
,

是以癸源朴此简之氧囿
,

自靴淮至中团沿海
,

冬

季 日本高察 10 00 公尺以 上平均夙向均课西夙
,
4 0 0 0 公尺夙速建每秒

郊公尺
,

由日本冬季平均空氧莲行颧之
,

可知梅地太平洋氧圃即在 日

本常亦罕兑
,

碟荒川秀侠之研究
,
日本循然 P p 氧闻

,

故燕输如何
,

中团本部决燕 Pp 氧圃
,

惟 m P 氧国登源鸽颧霍次克海者AlJ 夏季或可

见加束三省 (1 93 5)
,

但畏城以南
,

似亦熟之
,

平京一带迄今f,ty 未聆

现此踵m P 氧圃
,

盖亦因冬季自西祖束大氧瞬流兹盛之故
。

由第三表
,

可见海洋 N Pc 氧国之碍性
,

除各屠塌度
,

相蜀棍度
,

棍合比舆毒早常位假温度之值较高外
,

均舆隆地N P c
氧圃相近

,

冬季海

面较隆面温握擂高
,

故有此踵差具癸生
,

海洋N P c
氧阂低屠温度道减

率之所以小挺陛地 N P c
氧国者

,

盖级隆面靡擦援勤校盛故耳
,

侮洋

N p e
氧国1 00 0公尺以下

,

相常位置温度髓高度而避减
,

低唇在当流性

不稳定中
,

如被迫上升或横越山徽
,

每有雨臀下降
。

海洋 N Pc 氟圃之天氧若何
,

亦多界禽
,

海洋N P c
氧国其至中圆束

部
,

常筛束北夙
,

而畏江下流及攀束一带之居民
,

lllJ 有 『束北夙
”

雨

祖宗』之俗酱
,

墟强贾璧先生 (] 9 3 8 )之研究
, 1 92 9一 1 9 34 五年之洲

南京束北夙降雨可献到生
,

春季 1 7
.

9筹
,

夏季 1 5
.

5拐
,

秋季6
.

8笼
,

冬

季15 男
,

此豁百分率乃分夙篇八方向卦算而得
,

是澄束北夙顺焉一主

要之多雨夙
,

故 『雨祖宗』之羡
,

膏有名育相符之虑
,

然自土远侮洋

N Pc 氧圈之赓性翻之
,

束北夙似不愿多雨
,

作者祥查近三年来之天氛

周
,

所得桔果
,

颇麟典味
。

第 四 表 南京海洋 N P c

氧圃下之天氧

海洋 N Pc 海洋N P c + T m 海洋N P c + 隆地N P c

睛
,

雨 晴 雨 晴 雨 德补

冬半年 7 7 2 4 〔, 3 5
、

3 5 2 4 2 0 4 日

冬半年 7 4 2 6 1 5 8 5 5 9 4 1写

夏半年 3 9 5 1 0 2 6 1 1 3 94 日

夏半年 8 9 1 1 2 8 7 2 7 9 2 1落

〔海洋 N P c + T m 意即 T m 上墩放海洋 N P。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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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 N P c + 陵地 N P c
意郎隆地 N P c 一

卜切铃海洋 N P c
之下〕

第四表中海洋N P c
氟圈本身天氧育甚咭好

,

暗天百分率冬半年焉

74
,

夏丰年AlJ 高逮 89
,

惟如受提江低氧壑之摄引内流或舆 T m 氧阁相

遇
,

或有 T m 墩放其」: ,

天氧多甚恶劣
,

冬丰年雨天建艳 日数百分之

85
,

夏半年逮百分之7 2 ,

且一低氧厘如淮抵畏江下流
,

中心位淤江南
,

AlJ 是侃夙向之搏鲍
,

,

乃自 S E , E S E 而至 N E ,

故反江下流之束北

夙乃因旋夙琪流而起
,

非必焉海洋N Pc 氧国
,

然大致言之
,

攀束之束

北夙
,

燕偷其舆旋夙有熟阴保
,

多自日本海或黄海而来
,

故名曰海洋
N氏氧闽

,

亦熟失常之虑
,

冬丰年西伯利亚之新解 F c

氧图常下切海

洋 N p c
氧囿

,

二者交按之峙
,

降雨之楼狱多十乍篇 4 〕筹
‘

,

百半年谨

别军
)

冬夏丰乍百分率之差界
,

乃因冬季 F c

氧圃 人侵中固遗祝夏季

焉猛裂故耳
,

长江下流梅雨期之形成
,

是否由价芯低氛厘之停滞
,

抑

或海洋N P c
氧囿之不稽定性所致

,

此一洲题
,

亦可足第四表镬一完浦

之解决
,

只前分析氧囿之毕者
,

翔以梅雨乃海洋 N P c

氛闻 (前人所
.

;得

之 P !。 氛闽 )所形成
·

自今视之
,

宵有大谬不然者
·

夏季海洋 入 尸。 氧

囿天氧多赓口怎馨
,

谨淤低氧履中
, T m 氧圃流随其

_

l二
,

始有雨洋下降
,

前人针海洋N P c
氛囤不搭定之程度

!

均未免超祷其雕
,

而铃努流性

不稳定之海洋 N P c
氛闻成雨之 温度彼件悉未顾 及

,

帐 长炳海先生

(1昭份之研究
,

郎在超咒不格定是犬熊之察氧屉是否有内形成
,

亦填祝

上升之宾氧唇雳黔温度是否高协其凝拮高度 四周空氧之温度而定
,

夫

侮洋N P c

氧图谨在势流性不稽定中
,

而所含水氧乏仑责奄亦微
,

故本身殊
华成雨之可能

夏季趣地大隆氧国

1
.

夏季源地 P c
氧溯之碍性

夏季 P c
氧图源地

,

焉低氧厘所鉴像
,

地面温度高而水氧含量小
,

例如 1rk ut 众 夏季平均温度篇 1 5
O

C ,

较夏季其他氛阁之温度焉低
,

夏季平均相野握度鹅 6 5筹
, w 值小放 10 9 ,

山此可知夏季 P c
氧圃焉

各氧闯中最冷而最乾燥者 (夏季迄今尚未癸现 T c
氛图 ), 亦君最稳定

之氛国
:

2
.

夏季是性 P c

氧囿(N P c )之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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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
氧因南移之除

,

其特性侮遭夔易 :

1
.

Pc 氧囿低屠温度随释度之低降而通增
,

其通增率构每释度 0
.

5
O

C

,

常抵南京之晗
,

豹祝源地增暖 1 0
“

c ,

但在冬季温度之通增率豹每
‘

释度Zo C ,

故夏季 N Pc 氧圃其封流性不稳 定槽不如冬季之甚
,

此淤夏

季N Pc 氧圃晴天百分率视冬季得大
,

可以兑之
。

11. 常其南准之除
,

Pc 氟国水家含量嘈加甚速
,

低屠尤甚
“

然以

温度增高亦速
,

故氧圃之相抖撰度舆源地燕大粪
,

因 w * 行增加
,

能

见度鬓劣而霎量亦增
, 反Pc 氛国 w 值平均钓较 P 。

氧圃高出 3一4g
。

第 五 表 夏季 N P c
氟国

高度
一

T R. H
.

w
’

九 凝拮高度

(S
·

L
·

) (
。

C ) (筹) (g / k g ) (
“

A ) (公尺 )

南京 7 见G
.

4 6 1 12
.

4 3 3 3
.

9 12 0 0

了
八次平均 ) 6 0 0 2 2

.

4 6 7 1 1
.

1 3 3 1
.

3

10 0 0 1 9
.

4 6 5 9
。

9 3 30
.

3
_

9 0 0

2 0 0 0 ] 3
.

3 5 5
·

6
.

7 3 2 5
.

9 1 0 0 0

3 0 0 0 7
.

9 j 6 4
.

6 3含5
.

0 1 3 0 0

4 0 0 0 3
.

4 2 8 2
.

4 32 5
.

1

/ 北平 7 0
.

5 2 3
.

2 4 4 7
.

0 3 i B
.

o

(一次) 5 0 0 1 7
.

8 续7 5
·

6 3 1 1
.

9

10 0 0 13
.

2 5 2 5
.

6 3 1 1
.

3

卫UOO 4
.

8 7 0 4
.

8 3 ] 0
.

9

夏季中团在熟带海洋氟圈控制之下
, N P c

氧囿本身放中圃夏季天

氧影馨不大
,

故燕分N p c
氧圃篇海睦二颊之必耍

,

由第五表可知中团

夏季 N F c
氧国之屡性

,

1
.

舆熟带海洋氧凰相较
, N Pc 氧囤之水氟含量殊低

,

地面 w 值在

1兔以下
,

随高度而澳剔赫
,

至 40 00 公尺
,

尚不足 久5g
,

舆源地 P 。
氧

圃之做近似
,

可兑 40 00 公尺似下鑫氧曼性甚深
,

而此高度以上则熟

甚曼易
,

N P 。
氧国至南京峙

,

途中常舰 日本海舆黄海
,

故下屠水氧含

量遗视美团 E lle n d a le R o y al C e n te r 及 B r o k e r L A r r o w P e
氧圃篇矩

,

而舆 Pe ns ac ol a
及 D 讹 w es t 相坑衡

,
且空氧相餐操度亦低

,

是以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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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曰. ~ ~ ~ ~ ~ ~ ~ .

操海面之蒸癸作用
,

得以撇箱供拾大量水氧
,

更因势流舆掩勤之作用

而向上还送
·

氧阁愈老
,

行攫愈南
,

各屠 w 值益见增大
·

此存下唇尤

甚
。

”
.

N P c

氧jki 温度娥谨稍低姗熟带氯国
,

但以其相势操度较低
,

故不若熟排氧国之酷 共
, N p c

氧囿温度 日差
,

以大氧乾燥夜简翰射及

日则兹烈之故
,

自视熬裕氧国蚜距
,

熟聘氧圃平均 日差铭 7
“

C
,

N Pc

氧圃烤 1 0
仁

C

渐
.

自地面至 4俪 O 公尺
,

陀 髓高度而延减
,

故 4 0 0 0 公尺以下之

空 氧杜
,

共不不手定
,

然习相豹藻度之植甚小
,

夏季N P c
鼠圃中雷障殊

秀华兑
,

提周多薄屠霎
,

午梭多秸雪
,

是乃此氛圃鬃壮之特色
,

夏季

中团怀在 T m 氛闯控 制之下
,

故舟赏N P c
氧圃入侵

,

常有面或低氧厘

癸十
, N P(

:

典 Tl 二
氧圃之交按

,

乃夏季夙雨天氛之主国

拯地海洋氧国
P p
或P。

自鄂 撼次克海至 日本之氛囿
,

荒川秀仗解之曰 m F或 r “

(1 9 3功
,

然方夕卜京
,

徒末见里跳跻
,

夏季束三省容或有之(1 9 3 6
产

)
,

推在中圃本

部
,

因北太平洋碳流不趋加此柿氛流莲行
,

仪热登现之可能
,
日本

m P 氛闻擂屑往 浅
,

在天氟方面
,

亦不估寸耍地位
, 一

卜表所列乃 日本

m j ‘

城囿之峪性
·

第 五 表
二 日本爵野栖地梅洋氟国 (m P 或 Po)

高度 T 几 H
·

w 佗
J
、

5
.

L
.

公尺
) ‘C

。

) 。拐 ) (g 少 g ) 叮 A )

ZG 2 1
.

乍, 7 7 1 2
.

6 3 2 9
.

3

5 玻)0 1 7
.

8 8 4 1 1
.

4 3 2 C
.

6

1 0 0 0
、

1乃
.

2 8 9 10
.

7 3 2 7
.

3

] 6 ()0 14
.

5 7 6 9
。

3 3 2 8
.

4

2 0 0 0 12
.

7 7 3 8
.

4 3 2 9
.

5

〔兹〕 自二 m 。 ,

。、 稠了大陡柬部中牌度舆高麟度夏季夙
,

乃束三省低越必舆郭霍

欢克海高氛座 (非因勤力而成之太平洋高氟屋)所致成
,

掉度 3 5
“一

叨
“

习北
,

夏季夙凭拯地海洋氛圃(1ll P L )纵南偏熟带梅洋氧圃 (m TI 、舆赤道氟圈

又E L )』作者 之 晃
,

舆S t: e : 飞: o 、: s s o v
氏相合

,

惟
n , p l

」

典
n 、T L氛圃周之界撇

,

磨稍北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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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 象 釜 慧

摊荒川氏之研究
,

此氧圃之至 日本乃随初夏寒冷洋流及高氧肛而

来
,

氧屠厚度
,

罕至 2 0 00 公尺
,

常有 T m 氧圃流施其上
,

是二氧国

交斟之桔果乃形成一静止之面
,

焉日本梅雨期天氧唁沉多雨之主因
。

P p 氧圃既趁日本尚然所兑
,

故在中团盟然登现之可能
。

冬季熟带海洋氧阁

冬季西伯利亚高氧趾控制圣隆
,

其影套且每波及赤道
。

中圃之盛

行夙多 NW
,

N 及 N E 。

易言之
,

即在此峙期 内
,

中团焉西伯利亚冷

重 N P。氧圃所靠置
,

斡暖之 T m 氧国入侵中团之腰曹甚罕
, ,

有峙郎脸

薄低氧壑而至畏江流域
,

沿暖面
_

七弛
,

亦谨兑粉高屠
,

罕能及转地面
,

苹南粼近 T m 氛国源地
,

地面 T m 氧国出现之楼督较多
,

视夫霎南

显明之祀慷
,

郎可知其一班
,

昆明既近 T m 氧圃源地
,

其北俊么高山

屏蔽
,

寒潮粱以侵入
,

故郎仲冬 T m 氧圃亦焉天氧之主宰
,

南京近五

年来
,

冬季 T m 氧国形楼之把耸谨有一次
,

乃舆薄低氟厘偕至
,

已大
.

行鬓性
。

第 六 表 冬季熟带海洋氧圃

南京 1 9 3 7 年 2 月 5 日 9 : 4 , 一1 0 : 2 6

高度
·

T R. H
.

w 九

(5
.

L
.

公尺 ) (
“

C ) (男 ) (9 k g ) (
“

A )

7 1 1
.

6 7 4 6
.

2 3 0 0
。

I

5 0 0 16
.

8 5 3 6
.

2 3 10
.

0

10 0Q 13
.

1
.

4 9 5
.

1 3 0 9
.

4

·

2 0 0 0 8
.

9 3 9 3
.

5 3 1 1
.

C

即0 0 5
.

3 3 1 2
.

4 3 1 6
.

5

4 0 0 0
一

3
.

3 2 8 1
.

4 3 1」
.

2

由第六表可晃 T ,
.

R. H.
, w 舆 OE 均凉视冬季Pc 典 N Pc 氧国之

值摘大
, 600 公尺 T m 氧图温度在 1 5

‘

C以上
,

韵较 N Pc 氧胃高出lo
C

C

,

较卫。氧圃高出 2 0
O

C
, w值祝 P c

氧阂大 2
,

3 9 ,

自温度舆泥度之垂演

芬怖奴之
!

伽 氛国桨已大行鬓性
,

近地面屠
,

室氧因舆高释寒冷地

面相接的 ,
.

温度颠晃低降
,
w 亦以降水 (雨露或露 )阴谋而城低

,

此次

探测氧国之履性曲技
,

从大氧低屠
, w 郎随高度而返增

, 5 00
一

10 00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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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舆 1吕0 0
一

2 0 00 公尺氧房
,

陀 之分筋稍不稽定
,

此盖郎冬季熟带海

洋氧酬下之天氧特多低居县孰
,

屉精雪及毛毛雨之原因

碟兄明之探侧祀蛛
,

可见 T 。 氧圃在西南一带颇解流行
?

塞潮不

及之佩尤兑盛行
。

兄明全年均多西南夙
· _

目
_

不因高度而燮更
,

故 T m

氧周非来自谧棍之熬带大睦遥域
,

即来自熬带海浮
,

第 七 表 冬季兄明 T m 氧目
(
_

五次平均 ,

高度 T 、

权

‘高出地面公尺) (
‘

C ) 以 ;: g ( A )

地面 (1 9 7(〕) ] 0
.

8 7
.

( ) 3 2 2
。

6

5 0 0 8
.

1 (;
.

3 3 2 3
.

0

1 0 0 0 4 2 石
.

异 3 2 1
.

()

2 0 0 0
一

()
.

1 3 2 3 2 1
.

4

多季西南一带 Tl 二氧闯视其他氧叫拐援旗
,

_

且瞥束部同理氧国亦

腮蟹棋
,

兄明高度争禅00 0公尺(其催高度 1盯口公尺、
,

地而T , w 及奴

之傲猖大羚南京N P c

典T m 氧图者 (南京T m 氛图2 0 0 0公尺
,

T ~ 8
·

9
“

C
,

W = 3
.

秘
,

陀 一 31 1
.

宁A ; N P c
氟国二千公尺 T \ 0

.

S
O

C
,

w 一 2
.

19
,

能 二 2 96
.

9
’

A )
,

温度直减率以握实氧而雨
,

仍保在程定扶悲中
,

实

南高原夜周福射至盛
, T m 氧囿常有露

,
霜及露形成

,

晨同地面逆温

亦甚频仍
,

兄明 T m 氧囿 卜之天氧编和 属铆
‘

夏季熟带海洋氧围

瞅洲凡来自地中海及大西洋A z or
e

高氛壑附近之氛富均解之日 T m

,

其来自大西洋亦道医域者曰E m ,

来自亦道非洲霖l沈 ; 而 心美 则T a

及T g均露 T m ,

不另立 E m 一顺
,

然在中圃其来自熬带太平洋典来自

赤道海洋之氧国只lJ顺然有别
。

极夫 B e r g e r o n “ R ie h tli工l ie 。 。sn e r d 卜
”a m is e he n K lim a to lo g ie ”文中之第六圆

,

它n可兑 T , 、飞

氧国乃泣太平洋

熟带面之 化
,

而E m 氛喇则居熟带面之南
,

太平洋副熟带高氧厘霭T m

氧圃之源地
,

熟赤道附近诬域 凡 E m 氧闯之源地
, B }’e

r :

文中(1 0 3 4 少

第一圆亦表示 B at av ia (T : ) T m 氧闯之碍性曲枝典夏威夷熨岛 1>e at.l
旧恤r b ou

r(T
Z

)者颧然有slJ
。

墟Be rg e r
on 之分析法 B 狱ay ia 所韶之

’

rl 二氧

洞乃镖举之 E m
,

而 P ea1’1 H a1’b ot1
r
之 Tl n

氧顶始摇遣正之 T m ,

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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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 1 6
.

2 7 5 ] 0
.

0 3 3 7
.

4 (玉0 0

3 0 0 0 8
.

9 7 0 7
.

7 3 3 1
。

5 6 00

4 0 0 0 ]
.

夕 7 0 4
.

7 3 2 9
.

2

北平—
·

二次襟堆耙蛛之平均

丁毛)
.

二 3 1
.

1 4 0 1 1
.

1 3 3 1
。

0

60 0 2 6
.

4 4 2 8
。

8 3 2 8
.

4

10 0 0 2 0
.

0 4了 7
.

8 3 2 6
.

G

2 ()0 0 1 ]
.

1 6 6 诊二
.

〔; 另2 2
。

G

山第九表可知 N T p氧囿下唇性源地 Tl
、

氧国妈暖
·

此蔽似夏季阵

面暖放洋面所致 囚苹北伞束夏季温度坐燕差具
,

故岁城在隆地停留

峙洲愈 久
,

低居温度益高
。

故北平 N T !;氧囿高空温度摊校南京擂低
,

但纸屠创反视南京拐高
。

又因于汤温度趣速乖高
,

容氛相当藻度乃行

减小
,

但如然降水转生
, w 位牌不量

二 T p 氛润既述大隆
, w 多晰减

小
,

催有峙 w 贵除反见趁加
,

此乃囚洽海诬域水而温度遗爬源地焉高
,

垦性 Tl
”

氛围以温度增高
,

故所得之水氧亦怜要
,

锥大致言之
,

隆

面自较洋而拐乾燥
, T p 行超睦面愈久

,

郎愈 ‘趁燥
。

欲夫北平之 高本

耙摄
,

足潦斯胃之不翟
“ T p 氟国霭我四夏季雨浑之翻

,
一

城囤愈老
,

益兑乾燥 超性 T p 氛圃中
,

逆湍屠多巳鹅熟力镬虱或戮流作用所批

毁
〕

因陛j几午徒势流常甚弦烈
,

拼可超出源地 T p 氛因之逆瓜屠
。

催

层同 N T p 氛阁地价
、逆温殊频

C

此蓝夜l闭幅射所致
。

阵地平均温度雌

较T p氧I6J 褐高
,

然其晨简编度则偷低砂 T p 氧 t8l 敌有地面逆福及宾

露之形成
二 N TI

。

氧 [%i 之屡性
,

见第九表
,

现可会矜钠如下 :

i
,

N T p 氛圃梅 l公
,

温度遗较 N P c
氧圃篇高

,

但不若 E 二 氟国之

甚
。

地面踢度平均在 幻
c

C 以上
,

器
C

C 拟下
,

视在源地峙高出 5
,

C 。

凶T 。氧圃瑞度舆 N E 。 氧囿相差不大
,

但至 刘()0 公尺相差迷2
.

3
‘’

C :

4 00 0 公尺相差递 5
O

C 之多
。

ii. 雌度 l仓减率平均每千公尺 7
O

C ,

居乾握断熟率之简
,

故此氧

圃妈修件性不不荟定
。

自地面至 40 00 公尺相常位置温度低诚甚速
,

可

见至此高度以
_

上寨氟均屡位置性不不慧定
。

孩烈之局部勤流作用可使圣

岁氧柱陷入不稽定肤熊
,

地方性雷雨殊焉规兑
二

,

111
.

空氧水氧含量甚大
, w 值汀撤 2 0 9 ,

但在地面
,

节中常大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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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9苹北常大龄 10 9 。

比较N P c
氧国低唇钓高出 匆

,

高室构高出2 9 ,

舆 N Pc 氧图分野甚顺
‘

,
颇易髓盖别

。

相劣辗度平均构逮 75 男
,

棍度既

大
,

温度又高
,

故天氧焕暑
,

生活殊欣不趟
。

iv. 熟带海洋氟囿下之天氧各地不同
,

髓大氧宵隙情兄而纂
“

因其

秉性消瞩
,

谨抬高五百公尺
,

郎可癸生凝桔
,

是以邱陵地带隐雨天氟

流行
,

而平原及谷地遥域
,

BlJ 多除鬓天氧
,

天顶高度甚低
。

中团束部

授周多 C, A K, 及 S, 午梭以 F K
,

K 及 K N 霎焉最常见
。

如局部势流汪

盛
,

午徒K 每郎燮篇K N 。

雷雨流行
,

班泥以左右夏季之雨量
。 T p 氧

圈非翘抬高
,

戴有大量雨泽
。

在山岳地带室氟甸沿山坡而被迫
_

l:
升

,

故夏季地形雨矍盛
。

四川峨嵋山降水特多局部原因或必此 也
。

平原摄

域
,

势流作用雌可使其抬高
,

然局部当流
,

跪圃不鹰
,

如高实有熬燥

氛唇存在
,

更靴有雨泽下降
。

是以夏 日吾人常兑猜霎顶部一旦伸入逆

温屠
,

每立郎渭散
。

故午徒有哈雌险森可畏
,

若有夙雨牌至
,

但
.

及侄

黄香
,

每仍天朗氧清
,

平静如恒
。

薄低氧厘僵域空氧之
_

E升莲勤
,

篇
T p 氧囿水氧凝拮下降之主要勤力

,

故 T p氧圈莲棉弩盛之雨泽
,

常舆

夙暴楷至
。

熟带大隆氧国

1. 源地 T c
氧圃之屡性

藏格言之
,

美团所韶之 T s
氧囿育靴兑妙我园

。

荒川民解是江流

域柏氧圃曰 T 。 ,

然是江流域彼井畏江流域氧圃之源地
。

畏江流域氧

圃升 N P c 郎 N T m 氧囿
,

前者遇寒
,

徒者遏撰
!

均不能名之焉 T c

氧

阂
。

是褚夔性氧圃至 日本晗
,

雌视其他氧国暖燥
,

但谨焉程度
_

L之差

婴
,

非其踵装之有别也
。

荒川氏(19 3 G )所银之例蹬
一

,

悉舞我圃之N P c

舆 N T m 二锤氧国
· 。

冬季臣洲大隆焉半永久性高氧廖所控制
,

中团附

近
,

韭燕‘福 温度之高
,

足蕊短似北美
_

T s
之氧IgI 誉源地

。

橇性甚副
‘

之 P c

氧圃
,

相翻撼度及W 可舆 T 。
氧圃 W 值相妞

,

推其棍度遏低
,

郎在逆温屏
,

仲冬习000 公尺温度槽在零下
。

夏季 N P 。

氧哪低唇以行

握蒙古西北一带按漠福盖域
,

畏途跋珍
, T舆W 雌可舆 T s

氧圃相近
,

然至 2。。o公尺
,

其值槽视北美 T s

氧国焉小
。

源自束南西藏高原之氧

圈
, T 舆w 值富舆 Ts 氧圃颇相仿佛

,

例如西藏拉藤高度 3 6 00 公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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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 囿 1 8 9

正月荡度
一

O
.

3 C ,

七月编度焉 IG
.

4
:

C ,

如敲地氛圃降至 2 0 00 公尺
,

BlJ 此藏南氧国之 T. 舆
」

W 均稍大加 T s
氧圃之值

,

可祝焉中圃之 T ”
氧

阁
。

而西藏高原及其篷地
,

夏半年似焉高氟厘匾域
,

故赛氧之暖燥
,

一部由于日光杯射所致
,

一部或保西藏高氧厘遥域下沉作用所致
。

卿
南氧圃因揭度舆嫡速较其他氟f%i 焉高

,

不易降至其源地高度之下
,

是
(

以堆束一带以形楼探侧
,

恐尚靴放癸现
,

因其 即至苹束
,

高度必在

40 00 公尺以 卜
,

或停留放 5 0 0 0 公尺左右之虑
,

但采楼祀殊殊华连此

高度也
e

作者群察南京侧空氧球耙摄拮果
,

登现 1 9 3 6 年 玛月 12 日高

鑫稚有 T s 氛 国存在
。

夏季高空上居多逆塌屠剪足篇 T s
氧囿存在之

一橙
。 _

卜屉逆温
,

四川盆地最焉替逮
,

常晃塔状猜霎倡虚高居逆温之

下
,

即偶或侵入逆温屉
,

亦每立即消散
。

此攫高屉逆温之存在
。

似焉

四川及畏江流域夏季乾旱之主耍原因
。

在南京亦常早之
。

?
.

冬季 T :
氟囿之碍性

西南高原昆明冬牢年竖燥之氟圃
,

其 T 及 w 之值典 化美 T s 相近
〕

第十表拐兄明 T 、

氟lsl
, T , R

.

H
.

w 及 陀 之平均值
。

第 十 表 冬季熟带大隆氟囿

高度 T R. H
.

w 九
t高出地面〕 (

”

C ) (拐 ) (g / k g ) (认 )

地面灯1 9 7 0公尺 ) 1 8
.

7 2 6 4
.

3 3 2 3
.

8

5 0 0 1 3
,

3 2 3 2
.

9 3 1 9
.

1

1 0 0 0 9
.

2 2 1 2
.

1 3 17
.

6

2 0 0 0 5
.

6 1 8 1
。

5 3 2 2
。

5

l匀上丧可见 T c
氧国焉中渴冬季最暖之氧囿

,

如以相努握度而榆
,

亦霭最乾燥之氧圃
。

舆同地 T m 氧囿相较
,

助知地面构砚 T m 氧囿

高出 8
一

C , 2 0 0 0 公尺虑的高出 6
一

C ,

但 W 之值殊小
。 T c

氛圃地面每

千公斤乾空氧所含之水氧尚不及 5 9 而 T m 氟图则蓬 7 9 。

二者相常位

置温度之差龚甚微
。

近地面一公里内
,

温度直波率篇 9
.

6 C ,

丧等放

乾断熟
。

而舆化美 T s
氧国直械率近似

。

但 自一公里至二公里之简
,

BlJ 谨及前数三分之一
。 T c

氧圃天氟踢和而梅澄朗
,

能兑度至将漫良
,

夜简褥射舆害简日射均甚旺盛
,

故温高 日晏颇距
。

惟因相笋棍度遇

低
,

熬生凝拮作用
,

晨露至将罕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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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氧囿究何自而来乎 ? 以理推之
,

不外三途 : 第八
,

此氧国或即

譬源胶高原
,

焉西藏遍地高氧l壑反旋夙琪流之一部
。

第二
,

此氧国或

溯源放杠河地堑之『焚』夙
,

叙河地堑中
,

焚励下月拯盛
。

兄明 T c
舆

T m 氧圃出现之楼稼相等
,

故 T c
氧圃或 即鬓性之 T m 氧圃

。

惟 T c

典

T 。氧囿 0E 值之相近
,

雌似可焉 T 。
郎T m 氧圃焚夙之一澄

,

但 T 。

氧

囿下居踢度坡度至大
,

殊舆此爵不符
。

然低唇温度坡度之大
,

或保势

流作用舆日射竣烈所致
,

10 00 一2 000 公尺屠温度直减率振小
,

足斋宅

氧璀越下沈
。

第三
, T c

氧国或竟来自亚洲熟带遥域
。

Si o Ps on (1
.

9幻 )

稍印度西部高空稚有热燥空氧存在
,

沙漠地带尤解颖著
。

此徒印度之

高空探测亦稍印度乾旱峙期
‘,

北印氧国 自地面以至高空上居
,

秉性均

保熟燥
,

此氧圃或即亚洲熟带医域之足
c
氧国

。

故我固西南一带之 T c

氧囿其源地赏在北腼舆 七印(1 , 21 叁视哈武德著之印度之高蜜氧流 )甚

或速至阿刺伯沙漠
,

因
一

北印熟燥氧国多来自阿刺伯沙漠诬域故也
。

西

南一带
,

夏季赏亦有 T c
氧囿

,

惟以昆明之高空祀殊谨限冬半年
,

惜

热法露之蹬明耳
。

夏季赤道海洋氧圃
第十一表 南京夏季赤道氧国 (E 。 )

(七次平均 )

高度 T R
.

H
.

w 口E 凝桔高度

(S
·

L
·

公尺) (
。

C ) (落 ) (g / k g ) (
“

A ) (公尺 )

7 2 9
.

4 7 , 2 1
.

0 3 6 3
.

3 3 0 p
,

5 0 0 2 6
.

2 8 5 1 8
.

2 3 5 9
.

3

1 0 0 0 2 4
。

1 8 2 1 7
。

4 35 7
。

6 4 0 0

2 0 0 0 1 7
.

5 8 4 1 3
.

4 3 5 0
.

2 3 0 0

3 0 0 0 1 2
.

0 8 0 1 0
.

1 3 4 5
.

3 3 8 0

4 0 0 0 6飞1 8 0 7
。

2 另4 4
。

1

源地赤道海洋氧囿之履性

石嚎鲡而面杯
~

可雨几
/

哇B at a vi a
高岁祀摄兑之

第十二表 B at av ia E m 氧囿

高度 T R. H. w

(S
.

L
,

公尺 ) (
“C ) (绍 ) (g / k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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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6
.

4 8 6 1 8
.

7

1 0 0 0 2 3
。

6 7 7 15
.

9

2 0 0 0 2 0
。

C 7 4 ] 4
.

2

3 0 0 0 1 5
。

0 6 6 1 0
.

2

4 0 0 0 9
.

5 6 4 7
.

8

5 0 0 0
,

4
.

1 6 0 5
。

6

第十二表焉年平均
,

太踢直射之峙
,

各次数值雌较平均悄大
,

但

赤道逼域温度舆握度年彝甚小
,

故年平均已足代表 E m 之特性
。

由上

可兑此项氧圃至焉温握
,

赤道区域圣年封流作用均甚旺盛
,

上下唇空

氧坐已混和
,

故温度舆 w 髓高度之减低殊援
。

中固赤道氧圃舆熟带氧

图顺然有BlJ
,

祥兑前述
,

蒸庸梭聋
。

且篇宵用方面升
,

二征氧圃亦愿

加以匾分
,

根慷夏季太平洋舆印度洋至中团氧流之行理
。

即可逼分二

柿氧圃
。

自熟带太平洋至中团者霭热带氧国
,

自太平洋或印度洋赤道

魔域来者焉赤道氧圃
。

熟带舆赤道海洋温度之趁兴雄不甚距
,

但二者

育有一顺著之差宾
,

即赤道僵域封流作用遗胁熟蒂饭域是也
。

换言之
,

即在赤道地带播至高唇之水氧富多敖熬带遥域
,

因此 E m 氛阎上屠
w 值亦速较 T m 氟圃焉距

。

2
.

赤道海洋氧囿之曼性

比校十, 及十二表
,

即可兄2 0 00 公尺
’

卜屠夔性 E m 氧国 T , w 二

者均竣原地 E m 氧国焉大
,

至20 00 公尺么上AlJ 趟相反
。

如前筋所述
,

夏季隆地暖放海洋
,

故 E m 氧圃下屠乃因行握陛地而增暖
。

任何氧国

水氛容量均随温度而增加
,

能氧
_

割相豹握度彝勤不大
,

刻空氧温度愈

高
, w 愈大

。 E m 氧国北淮至温带逼域
,

其未受温暖隆地影掣之高屠
,

即以幅射作用而冶却
,

是以 N E m 氧阂 卜唇视 E m 篇塞
,

同恃 E m

认闻转其北淮之峙
,

所含水氧一部份亦因降水而类失
,

故量性 E m 氧

圃 ;
岛空 w 位较低

。

燮性 E m 氧闯焉中团最漏最熟之氧圃
,

数第 十一表
,

即可知之
。

刘割地面锡度豹 30
”

C , w 上l超扬 2 0 9 ,

龄在此氧闻捶制下之天氧拯得

闷热
,

生活界常不迪
。

全空氧柱智甚消棋
,

相野操度高至80 男
。

自地

面至 4 0 0 0 公尺 6E 降低迷加 认
。

足蹬此氧国乃在当流性不稳定中
,

夏日午彼雷障殊频
。 E m 氧囿其至中团多典殿夙或薄低氧便相借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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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团束部之年雨量
,

亦颇需之所左右
。

而放拳南雨量
,

翻保尤密
。

天

氧常履险晏
,

大瑰之精霎典猜雨霎乃 D n 氧国之镖雄霎状
。

履夙遏境

之峙
,

碎精霎及大瑰之唇横雪最溉常晃
。 E m 氟国多兑淤夏秋之交

,

其他各季华晃
。

赤道氧国罕能入侵苹北
,

黄河流域似君其北限
。

遏渡峙季之氧因

椒地大隆氧国
春秋二季 N l

〕c

舆 T 川氧圃舞二大主耍氧国
。

着季二者势均力澈
,

镬退燕常
,

故焉夙暴活勤最盛之降
,

然在秋季
,

N Pc 氛圃之势较盛
,

故全年各季中秋季天氧最佳
。

天劣暗朗
,

能 晃度亦梅良好
。

、

第十三表 春秋二季梅地大睦氧囿

隆地 N p c
氧圃

南京了十次平均 )

高度

(地面公尺 )

0

5 0 0

1 0 0 0

2 0 0 0

3 0 0 0

4 0 0 0

T
巴

C )

R
。

H
。

(男 )

W

(g /k g )

6
。

3

凝拮高度
(公尺 )

] 3 0 0

4
.

8

3
。

9

3
.

1

1
.

G

0
。

9

泞E

(oA )

3 0 7
。

6

3 0 4
.

2

3 0 3
.

3

3 0 3
。

9

3 0 6
.

6

3 0 8
。

3

1 4 0 0

12 0 0

1 8 0 0

45铭40翁始粗
IJ11 .

44
1了卜O

⋯⋯
84040卜」11,

.11.1-l

海洋 N P c
氧圃

南京(十次平均)

0

5 0 0

1 0 0 0

2 0 0 0

3 0 0 0

4 0 0 0

3 1 6
。

8

3 ] 2
。

7

3 10
.

8

3 1 1
。

3

3 10
。

2

3 1 1
.

2

1 0 0 0

1 1 0 0

J性4
0八5

.

⋯
O介U21丫2

,1,1

I
,

4
一

6
.

0

1 8 0 0

阿才85893、O0’6.5.3.1.1.
1

均

侧平氧央Pc汁

叨5753453231N伞

卜‘J月

0

5伪
1 0 0 0

2 0 0 0

] 3
.

8

9
.

5

4
。

9

·

3
。

3

3
。

2

2
一

6

2
.

1

1
。

5

2 9 4
.

9

2 9 3
.

0

2 92
.

2

2 9 2
.

2

3230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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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N P c
氧国起性较北平焉深

,

南京 N p c
氧圃较之北那踢度暖

。
:

C
·

w 大 3 9 ,

相常位俄温度高出 ] 0
“

A 。

因此苹中 N 尸。
氧圃雾量多

加辈北之同杯氛囿
,

且其不不旨定之程度亦较甚
。

自氛象方面颧之
,

者

季海洋 N P c

氛傅常不若利季之稳定
,

习梅隆谧度之相差
,

赓季大赞秋

季故也
。

着季 日本海典南京之谧度相考 7
.

2
c

C ,

秋季见 谨 〕
.

。
’

C 。

因

此一忽登隆着季梅样 N P c
氟圃下屠绍鼓秋季更不稽定

:

而 日本海之海

洋 N F c

菊凰
,

似西伯利亚典 日本梅盗度和麦秋季大护清季
·

私季原比

较春季焉不稽定
。

由士表可知
,

陡地 N P c

氛圃T , w 舆沌各屠均小早梅洋 N 护c
氧

国
,

此盖区私季梅洋莲较粼近睦地盔暖
,

鳅右季睦地我断早梅洋
,

但

霖敛
二

胜微
,

故入氏 穿国镀为而至南京
,

平卫仍较由隆
_

}
一

来名焉 舀
_

潺
,

此二氛叠同 T , W 典 ‘二之考买陡高度雨延减
,

至 书 c。公尺则段完圣

浅除
。

自 。E 垂洽之分怖称之
,

睦地 N 卫c

势流性不程丘之科度禅逝聆

而洋 入 r C

宝国
:

姐泌时季 N P c

氧廖其 T , w 舆 奴 之破豹居冬厦 N F C

氧圃之同
:

春秋二季隆地入P c

氟圃天氧多甚时朗
,

午移雌刊有彬韧右雾
,

疏

散之高移雪或砂枯霎
,

但鬓量罕能起担于分之三
。

能晃度亦良好
,

实

氟信新而典激
。

晨 IflJ 常有怀纲露
,

优不久郎行精散
,

故天氧最迪砂采

行
:

梅洋 N F c

氧卿天氟温和而佳
,

以其水氟含量较大
,

待或呈隐晏之

象
,

毖量豹十分之四至十分之七
。

晨洲中屠罢铭常兑
,

午梭则似猜鬓

及碎精霎礴多
,

此氟圃必其在低件性不稳定中
,

如被趟级山
,

每有地

形雨聆生
·

故苹西山地常见除雨而同峙平原地带天氧月
一

甚皓好
。

晨阴

多低露
,

西风之四月障雨篇栖地海洋氧囿之特色
,

然中因海洋N P c
氧

阂HlJ 然此砚象
。

中团四月趾雨峙特多
,

但此乃夙暴频仍所致
,

非至 由

加海洋 N Pc 氧圃之不稽定性
,

而歇洲四月阵雨则篇典型之不格定性障

雨 (S 。h in z e 1 03 2 )
,

舆中团四月之夙暴雨被靛迥然有别
。

第十四表 熟带海洋氟圃

T m 或 N T m 氧圃

南京 (十次平均 )

高度
一 ’

T R. H
.

w 妞 凝桔高度

(地面公尺 , (
一

C 、 ‘男) (g / k g ) (
“

A ) 公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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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3
。

3 7 2 1 3
.

0 3 3 2
.

1 6 0 0

5 0 0 1 9
.

8 7 1 1 0
.

9 3 2 7
.

6

10 0 0
’

1 7
.

4 6 3 8
.

8 3 2 5
.

3 CO()

20 0 0 1 1
.

3 6 1 5
.

7 3 2 3
.

2

3 00 0 4
.

9 6 0 5
.

0 3 2 3
.

9 8 0 0

4 0 0 0
一

1
.

0 5 0 3
.

0 3 2 4
.

5

北平 (四次平均 )

地面 2 2
.

2 4 3 7
.

2 3 1 5
.

4

5 0 0 1 9
.

1 4 3
’

6
.

3 3 14
.

4

1 0 0 0 1 5
.

0 4 7 5
.

6
一

3 1 3
.

1

2 0 0 0 5
.

D C7 4
.

9 3 1 2
.

1

晃明 (六次平均)

地面 (1 9 7 0公尺 ) 17
.

1 6
。

6 3 3 7
.

0

5 0 0 1 3
·

3
. 8

·

3 33 5
.

0

10 0 0 9
.

1 7
.

3 3 3 2
。

G

2 0 0 0 1
.

7 5
。

0 3 2 9
.

1

冬夏简之遏渡恃季
,

热带海洋氛国砖遗柬天氧影馨甚矩
。

在此期

筒
,

中团焉 N P 。
舆 T m 氧郁所按制

,

二者互相激俊
,

故春季夙暴特

多
。

平京一带 T 。氧囿是性较深
, T

,

w 舆 陀 之值自视昆明舞小
。

Tr
。

趣隆 !七遥
,

因下屠舆霍冷地面接姆
,

渐行格定
,

此放 化平相常位置温

度随高度低减之数小朴南京及兄明可以兑之
。

遏渡峙季 T m 氧囿天氧

翔保隐鬓
,

晨朋多屠霎
,

此乃 隔射作用所致
。

午徒RlJ 以咭天精霎典碎

横霎霉最常兑
。

如势流旺盛
,

猜霎亦可癸展成猜雨霎
。

Tl n 氧闺因水

氛含量高
,

且履到流不意定
,

一艇抬高
,

立郎癸生凝桔
,

故阂浙洽海

山服及攀西山地常熟带海洋氧圈盛行之除
,
地形雨颇教盛

,

低露甚多

,
沿海甜省平流鬓亦甚常兑

。

秋季以降近之海洋暖放大隆
,

故平流露

之出砚尤硕
二

熟带大睦氧圃

高度

(公尺 )

地面

第十五表

T

显明 T c
氧圃(五次平均 )

R
.

H
.

w 口E

(筹 ) (g / k g )
一

(’
心
A )

2 7 5
。

2 3 2 9
.

4

01 .

JZ飞
,

2



中 圃 之 氧 囿 1 9 5

60 0 1 5
.

9 2 8 4
.

2 3 26
.

3

10 0 0 1 1
.

0 2 9 3
.

4 3 2 3
.

8

2 0 0 0 3
.

2 3 3 2
.

6 3 2 3
.

3

春季昆明常兑 T c

氧囿
,

秋季似亦甚重要
“

自天氟圆颧之
,

知遇

渡峙季西藏高原及其篷地之高氟厘较其他各季拐盛
。

故此柿暖燥氛国

务敖兄明天氧之影馨春秋似磨较冬夏舞矩
。

赤道海洋氧图

E 二 氟国秋季峙或兑放攀中苹南
,

其至中团多舆哒夙偕来
,

因熨

夙多癸生朴赤道遥域
,

其摘漩莲虱梅弦
,

故朋漩莲虱中之原有 E m 氧

圃
,

赏其北准途中
,

不易破壤或消散
。 10 3 了年。月10 日

,

正赏礴夙掠

遏畏江下流之徒
,

孩 日南京之探测耙耸最足以代表 E m 氟囿之特性
。

兹牌敲次 T , w 及 龙 之值列表放下
,

以见一班
。

推吞 H AIJ 促未兑 E m

之跳跻
。

第十六表 南京秋季 E m 氧圃

高度 T R. H
·

w 陀

厂执海公尺 ) (
二

C ) (男 ) (9 k g ) ( A )

地面 2 8
。

0 84 2 0
.

1
’

3苏
.

7

肠0 0 2 7
‘

0 7 3 1 7
.

4 3 6 4
.

7

1 0 0 0 2 凌
.

2 7 0 1 6
.

0 3 6 0
.

5

2 0 0 0 1 7
.

峨) 7 4 ] 1
.

2 3 4 2
.

8

3 0 0 0 1 0
.

6 8 2 生)
.

4 34 2
.

3

T
,

w 及 0 不谨泣胁遇渡峙季之 Tl l飞
氧圃

,
_

巨亦较夏季之 T m 氧闯

鹅大
二

由此可兑 E m 氧国必须自 T m 分出
,

另立一领
二

H 氧国之交股作用
-
一一面

橡前筋氧圈分析之拮果
,

得知各踵氧圃
,

天氧多甚馒良
,

此盖因

邢楼探测谨限天氧暗朗之 日
,

始可施行
。

然自氧国之温度横造数之
,

大多履位假性不季盏定
,

如抬至趟富高度
,

立可有降水崖生
。

此在温操

氧囿尤甚
,

以其水氛含量甚高也
。

崖生凝桔所需之抬高量
,

税各氧闻

相当摒度及高空情涅而定
。

檬升算桔果
,

使空氧癸生凝拮现象所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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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抬高量
, E m 豹 300 一40 0 公尺

, T m 的 5 00 一 600 公尺
, N Pc 氧

阂豹 100 0 一1 5 0 0公尺
。

山岳舆局部当流鳍焉氟国水氧凝拮 卜降之重耍

原因
,

但热输如何
· ,

夙暴诬 内赛氟之向上莲勤赏焉最主耍之勤力
。

囚

中团任何僵域夙暴雨均估年雨量50 筹以上
,

故宜另筋算韵氧囿之交按

舆面
。

熬带海洋氧国凌想放夔性板地大隆氧囿之
_

卜
。 T m 沿面 上物加

N P c
氧国之 上或 N Pc 氧圃下切朴 T m 氧囿之

’

卜
,

其舆中团天氧舆降水

量之阴课最焉重要
。

因此二者之交按作用在中团任何峙季任何地方均

可癸生故也
。

僚 H au de 之颧侧 (1 935 )郎蒙古舆中团乾燥之西北省份
,

其少量雨遭拿宵除亦焉二者交按之桔果
。

作者我察多年之天氧圆
,

乃知

中团之恶劣多雨天氧
,

7 0男以上乃由敖此二氧闻之交按而起
,

春夏二

季尤甚
“

二循氧国地面温度及水氧含量之差或不甚矩
,

但在自由大氧
,

其简之差婴必甚可翻
。

因二氧圃均厦男流性不稳定
,

郎燕彼此交投
‘

之现象
,

谨攘塞典纷流作用郎可使空氧陷入艳封不稳定肤熊
。
N P c

氧

国爆转之势常甚琉烈
,

故冷面 典冷而雨在 我团殊甚癸展
,

而暖面殊泥

淆不顺
,

暖面雨较弱而莲棉
。

熟带典崛地氧阐周之而带即主要振面
,

其南北移助舆中团各虑雨量之各月分侨崛有阴保
。

像每 日天氧夙及中

团平均氧琉之迩行 (1 9 3 7 分
,

拯面平均位置仲夏可至内蒙古及束三省
,

仲多刻大致停滞朴中团南海
,

此二氧阉之交按
,

乃中团薄低氧厘形成

之主因
。

且焉畏江下流雷雨之源
。

春夏之交
,

夙暴特多
,

盖以此峙二

者相遇之楼裱较绩故也
。

孟夏 T m 氧圃已侵人中团
,

而同峙 日本海之

高氧廖亦臻橇盛之域
。

Tl n 舆海洋 N P c
氧国相遇放畏江流域

,

故薄低

氟厘停滞不沧
,

淫雨不休
,

此郎所霜梅雨是也
。

冬季 T m 氧圃舆 N Pc

氟圃交按常有暴霞夙雪阵雨等降水登生
。

第三圆舆第四圆篇二氧国交

按形成面之膏例
。

赤道海洋氧国凌蕉熟带海洋氧国之上
一

仲夏南京 T m 氧围之 卜常有 E m 氧囿存在
,

第五圆焉一典型膏例
。 E m 氧嚼攀登 T m 氧圈或二氧国交接每鳌生黄沛之雨摄

,

有峙
_

且甚

鲁盛
。

此二氧圃下屠
.

,

属性处完全相同 : 但在自由大氛中
, E 。 氧圈 气

则遗较 T m 氧阂得暖漫
。

二者均藉位置性不稳定
,

水氧矍盈
,

故其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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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之琳
,

天氧搔勤至赞碰黔
,

常雷露交作
,

障雨狂滚
。 E m 氟圃上施

淤
’

肠飞
城圃之 日侍 州刺壑分沛之形势大抵均舞太平洋高氧厘向西伸展

rfrJ- 钧 卜阂海济
,

中团大睦得一低氛屡
。

此 自束祖西之氧壁坡度
,

最利

铃睑盛之赤道氧国流入中团
。

因中圃夏季多在T m 氧国桅罩之下
, E m

诫流向
J匕推霆常凌贺加夕花除 T m 氧阁之 上

。

此二氧国简所成之面 S曲
-

:、。 :‘、、

游 之曰『赤道面』
,

而最近 B j
e r k , le 、

等只IJ群之日『熟带面』
。 B je r -

(n e s

韶熟带面在印度西部逮北梅 25
“ ,

放束豆RlJ 篷抵踢带佩 内
,

惟谨

序方势
‘;泞空耳

0 B j
e r k n e s “P hy s ik a lie h e H y d r o d y n

am il、” 第 1 3 1
.

及 13 3

司中枚明热带面夏季正位 日本 之南
。

檬作者研究中网平均氧流之拮果
,

得知夏季熟带面之位置钓在黄河舆反江流域之简
。

此面在地表常不

堪翻 {封
,

故在 天氟圆上
,

殊粱愉出
,

然南 京之高寮探测
,

已瓣明高空

准有典存在
, S c h m 二: 、: 韶赤道而在野流梅限顶部股焉颧明

。

赤道海洋氧围凌蔫燮性拯地大隆氧国之上

行”
载图凌据 N P c

氧国之现象非常昆
,

但亦偶或有之
。 1 9 3 G 年 6

月们 f之高实深测擂此现象之一佳例 (垂着第四圆)此二氧圃之交按常

砚 1:1
1 :

司月舆 Tl 二 氧闻焉弦烈
。

此盖因前 二氧圃简踢度典根度之差翼

还视徒二者简烤颧也
。

雷雹交作大雨倾盆乃 E m 舆 N Pc 氧阎交按峙天

氧之特色
。

常一贴城或低氛膝自低释度移至中团束部或黄海恃
, N P 。

氧闯 !叼以姗入
,

在此情形之下
,

新解之 N Pc 氧圃梅下截 E m 氧囿
,

常

使哟
.

以或低氧厘之势俊振 此仲情形加每日天氛周常可兑之
。

惟级常

时天氛遇劣
,

采楼探测不易
。

故
,;苍赛耙雌中殊焉罕兑

。

隆地 N F c

氧国下切海洋 N Pc 氧图

冬半年常兑西伯利亚南下之新解 P 。 或 N P c
氧囿

,

下切海洋N p c

氧闻 如海洋 N P(
:

氧国停留海 L遇久
,

则侮起猛烈之衡突而夙乡荤鬓

霆或
「

牵雨脸至
。

副而之形成
,

常祝天氧隐沈多雨之主要原因
。

霎状多

高居霎或高猜霎
,

降水既少
,

亦乏速锦之象
, 1 9 3 6年 3 月那日之探 mlJ

记殊
,

高空海庄N 尸c
氧囿周颠然有一副面

。

第二周豹示面之位置
,

西

伯利亚岌潮猛烈南侵
,

排除衰老之 N氏 或海洋 N P c

氧圃而代倾其位

之特
,

常有副面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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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象 耗 器

熟带大睦氧圃凌惫熟带海洋氧阂之上

西南高原
,

常有 T 。
氟圃凌佣 T m 氛囿之上

。

因 T c
氧国遗祝 T m

氧国篇暖燥
,

故前者凌渭援者之上
,

天氧每振晴朗
。

如有 T “
氟国 兑

龄高屠
, T m 氧国原有之猜霎或屠霎每渐消散

,

故常有笑肤霎臀现
。

若 T m 氧圃水氧含量大而势流作用旺盛
,

二氟囿简之交界面
,

常有一

屠薄屠霎
。

此二唇国淤圣年各月均可遇合
, T c

氟国如癸现赞高本
,

每有颠著之乾逆编屠
。

其 他

因 T 二舆 E 。 氟国遗祝塌带实屠烤暖
,

故夏季夙 L
,

每有较

冷之实氧存在
。

此肺高空冷氟闯或篇温带高鑫原有之氟闯
,
或礴源自

北方之氯国
,

但以其常在 4 0 06 公尺左右之高虑
。

故除非势流旺盛
,

因

高空不稳定而有堡肤高精霎形成外
,

护夏季天氧殊姆重大影馨
。

冬半

年 P c
或 N Pc 氧国遗较温带空氧焉寒

,

故寒潮顶部
,

常有较暖之劣氧
。

因高室逆温之存在
,

每可形成高屠雪
,

是乃 N P c

氧圃之典型鬓肤
。

此较暖之空氧
,

抉不可筷妈 T s
氟圃

,

宵谨焉原有之室氧
。

111 逆温履

NI=
C

氧闯中之逆温唇
N P 。

氟圃中
,

常有逆温屠
,

氧圃愈老逆温唇愈顺
,

有峙
_

且有数重
逆温屠

,

同峙存在方卜
丹

撞氧圃之 内
。 N P 。

氟圃之逆谧居
,

握探测者

豹近百能
。

桔果得知是籍逆温多集中数屠
。

逆温唇高度之分怖群兑
一

F

表 :

第十七表 逆踢屠高度之分怖
‘

高 度 地面
·

5 0 0 6 0 0
·

10 0 0 1 10 0
一

1 5 0 0 1 6 0 0
一

2 0 0 0公尺

逆温数 8 8 17 2 2

高 度 2 10 0
一

2 5 0 0 2 6 0 0
一

3 0 0 0 3 1 0 0
一

3 5 0 0 3 6 0 0
一

40 0 0公尺

逆温敷 2 3 1 9 9 9

由上表可兑逆温多癸现放中屠
,

低屠高屠地较少
。
N Pc 氧国 内

,

中屠雾出现频仍
,

亦足篇此靓之澄
。

逆温唇高度之分怖 : 5 00 公尺似下

逆踢出现之百分李焉 7男
,

6 0 0舆 1 6 0 0公尺尚 1 8拐
,

1 5 0 0 至 3 0 0 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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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j 写
,

此屠以上谨15 筹
C

此柿分怖
,

决非偶然
,

常有若于原理存焉
。

各柿逆温屠祥握分析
,

则知 加O公尺以下之逆溢唇翔告大地面孩烈幅

射听成之地面逆温
,

中屏之逆温唇乃下沈作用所成
,

高唇逆温居大多

由放翼性氧囿之存在
,

6 00 典 1乙00 公尺简之逆温屠概课俊勤逆温屠
。

1
.

地面逆温 : 在理箫上
,

冬季N P c
氧国因空氟乾燥澄朗

,

夜简辐

射旺盛
,

故地面逆瑞
,

愿拯常见
。 N P 。

氟图南侵之晗
,

下屠妻简路以

日射及舆暖温地面接畸而增竣
,

但至夜周
,

天空澄朗熟霎
,

大地幅射

旺盛
,

可使磷近地面之水氧冶却
,

温度较其
_

L之空氧低降数度而形成

一平浅
,

之逆温唇 若是形戍之地而逆温多甚薄
,

厚度征不及 10 0 公尺
、

若逆温甚颗
,

常有薄露典俱
,

孟冬清晨低露至频
,

此在 N Pc 氟国渡

海而至中阂者尤焉铿兑 然只U地面逆踢在记殊 工: 何以反不甚常兑
,

此

热他
,

盖因采楼探测多砖上午
,

切寺至十汀封闭攀行
,

而此峙平浇之逆姗

屏多已将孩烈日射舆褪劲所破咬故耳
一

推此砚逆揭
,

不能敲焉源地

l,c 氛闻之逆温
。

合人雌铃源地蜓祀蛛可考
。

但自 El le nd al e

之高空探

洲 御之
,

磨朴地俪以 至教于公尺之高度
,

有一撇著之逆端唇
。 P C

氧

l$I 此颗著之逆揭居
,

乃放其南佼之峙长途跋涉
,

登山越狱而篇蔡擦搔

W]] 所破壤
。

其祥已兑前茹
,

蜂庸育述
、

2
.

接勤逆温 : 抖勤逆尚不易典水氧不速抬面辐射所成之逆漏匾别

第一
,

搔勤
_

L限称郎妈水氧不连掖血
。

第二
,

翰到作用常可使掩勤

艳础坡大加弦
,

此在逆枷顶部尤甚
。

推究其因
,

盖以投勤号磷接地

而
,

所含水氛常视其上之水氛焉多
, _

且梅有煌攻等潍物存乎共周
。

拐

勤居俏徽 不房大氧其所 口射之能
,

性共 七钝盘乾燥之宾氟烤多
,

是似

斑度必渐行冷却
,

i 搔勤唇典其
_

l二之空氧尚
,

聆生权射平衡而彼已
。

一

且如燕霎露遮蔽
,

穿担掩勤腾顶部之杯划能
,

豹有四分之三乃烤孩屏

水氟所幅射
,

其解士划来白地面
,

敌橙勤唇顶部自撷性底部冶却翁连

(10 38 少
, N F 。

氧围自西伯利亚南侵中土
,

常霭寒潮之爆传
。

塞潮之

夙旗池
,

有峙可至几极以
_

L
,

是以擎擦舆熬力授勤均甚汪盛
。

搔勤趣

盛之除
,

有吟可述中省高度
,

但平均冬季之唇霎
,

即篇磨擦俊勤之 L

限
。

授W)] 逆踢多不甚顺著
,

厚度的在 10() 公尺左右
,

逆湍暑顶底踢度

差平均拘 I
O

C ,

寨氟下沈所形成之逆踢现象
,

维亦可敖此高度登现
,

,

但舆馒勤逆踢迥然不同 : 一
F沈逆塌饭校袒勤逆温舞顺著

,

其度厚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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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
,

此其一
, 一

卜沈逆温顶底温度差常连 Z C 或 4
“

C ,

而植勤逆温HlJ 罕

能超遇 1
“

C ,

此其二
,

如淤一氧圃内
,

前筱数日均有下沙逆温可兑
。

则氧图愈老
,

逆踢唇亦愈厚 且愈翻著
。

南京冬季温度直诚率 5 00 公尺

下膺焉每公里 9
一

C ,

煲乾断热扬相近
! 1的O公尺以上谊减率侮公里谨

2 一 3
一

C ,

此颖然表示 1 0 00 公尺以下授勤甚翩
,

以 上迪相反
。

亦足斋

50 0公尺舆 10 00 公尺简之逆温厨多篇按勤所形成
。

北平搔勤阿高度可

蓬 , 00 0公尺以上
,

此盖因 N P。氟周未至J七平之前
,

登越内蒙 1 6 00 公

尺以
_

上之高山
,
始下降而至平原

。

夙纂不可能岁强弦烈之逆拐屠
,

而

其所及高度多在 3 0 0 0公尺以下
,

故 化平夙笔耙摊土华有示要踢逆少牙癸

现
。
且 几刻剩抵北平特仍甚新解

,

尚燕暇 !褂: e

3一卜沈逆温 : 巧()0 一 3 0 00 公反阎之逆儡居多保 N Pc 氧圃内下沈

作用所致
,

此屉既非地面影馨所及
,

任搔
少

勤亦羚透入
,
故不能韶焉地

面或搔勤逆币品
。

然沿水氧不莎糟面
_

匕
一

射作用进生之逆温自愿有之
,

在 N P c

氮国逆温居中
,

因此而彦生之逆温
,

名或估有相赏百分数
“

但

P c
氧擞既杨乾操

,

此沛杯射逆温焉数赏不
一

从多
“

一

且即转现
,

亦易典

下沈逆温诬8lJ
,

前者薄而散乱
,

徒者则!旱而撇著
, 一

卜沈逆端之特色舆

氧囿之新件有阴
,

氛
‘

翻愈老
,

逆温愈厚愈低
,

勃速 日姿行探测
,

即可

兑逆塌高度舆厚度之量勤
。

一

卜沈逆温之另一特色
,

即逆编房顶底温度

之差龚及其大小可像熟力华原理衬略补算得之 (E xn
“r ,

] 9 2助
。

4
.

高屉逆温 : 3 00 0公尺以
_

上之逆温多只其有较 N P c
氧圃温暖之氧

阁存在
,

寒潮之高度罕能超出3 000 公尺
卜

其上仍焉原地寨氟或温带固

有之空氧
。

温带氟 !闻必较源自塞北之氧 !倒霭暖
,

故可有高屉逆温形成
,

高屠逆温多非甚厚
_

且不服著
。

盖以冬季温带空氧
,

郎在高寨或亦保

来自西伯利亚所韶原地氟圃者
,

寰谨较老之 N Pc 氛胃而已
。

熟带海洋氧国内之逆温唇

T m 氧国中逆温屠不若 N P c
氧囿之多

,

其曾趣探测者共速 61
,

豹

可分猫三顿
,

郎地面逆温
,

下沈逆温典握勤逆温 (包括否
_

射逆温 )
。

1. 地面逆温 : 夏季熟带海洋及熬赤道附近地面温度豹 27
“

C ,

而

七月隆地温度豹 2 9
“

0
,

自此甜平均温度数字极之
,

T m 或 E m 氟囿中

似熟崖生地面逆温之可能
,

因其较所理之隆地啼冷故也
“

但如以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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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
产

之团中

地面温度舆洋面相较
,

立可知地面逆温盲篇地面舆 T m 或 E m 氧闯筒

温度差龚磨有之拮果
。

夏季南京平均最低温度再邓
。

C ,

较 T m 或 E m

氧圃低 4
”

c.
。

因夏日午援隽流呸盛
,

T m 或 E m 氟圃聆其登隆途中
,

常落取隆地温度 咭瞬简海洋氧囿舆地面宵除之温度差蓄大敖 4
’

C ,

而舆最高最低温度之差相近
。

由此可知 T m 舆 E m 氧国清晨自愿常有

地面逆温
,

膏除探侧所得焉数补一十有四
,

沾 T m 氧圃逆温穗数23 男
,

地面逆温常在 1佣O公尺以下
,

多推中龄犯0 公尺左近
。

逆温唇厚豹

3 00 公尺
,

逆温屠顶底之溢度差 沟 Z C ,

逆温稚奔 自地面阴始
,

通常

多自 1()0 公尺或 6 00 公尺阴始
,

此听韶地面逆温其所以不自地面誉帆

者
,

盖似南京形楼探mlJ 烦 ; :
_

亡午八恃以援攀行
,

自日出以至八降
,

近

地之逆温案霭日射典搔勤所破壤
, T m 氧圃地面逆温清及常有低露典

供适 日既出
,

低露鸟J渐消散或 上升而霖露霭
,

至七八}l寺
,

露锡俱已艳

赫
,

此子现象
,

足胃上表之寿
,

rl. 录楼探测
,

不能加露中胆行
,

此亦

可浦地面逆温何不自地面朋始渔一解也
。

低屠逆温另一特色即逆温屠

下 w 做有待尚 .jc 今逆温屠本身及其
_

卜之寨氧
, 叁纽第三第五雨圆

,

〕9 3 7年 7 月 8 日舆 23 日之探测祀攘
,

可 兑一斑
·

海洋氧国低屠 w 之

所嫩脸高度而稍增者
,

盖以近地空氧露露之形成及水氧 句 L莲送精紧

赞逆温屠附近所致
,

南石嘎季露霭形成之须率甚大
,

淤近地空氧水氧

之低城影粤颇距
,

其各月分饰
,

有如下表 :

第十八表 南京夏季霆露之镇率(1 9 3 2 一 1 0 3 6)

六月 七月 八月

平均 日欺

低露 露

6
。

0 1 5 4

低露

4
,

4

露

] 6
.

0

低露 露

1 0
.

2 1 9
.

0

2 一卜沙逆温 : 副熟带高氧厘带空氧之下沈焉一梅普遍之现象
,

敖
大氧瑕流之推持

,

!桐保甚距
。

察氧下沈所成之逆温在大西洋束北舆束

南信夙中最登建
,

其平均高度狗 150 0公尺(19 3 7知 太平洋信夙研究者
罕

,

故放其温度横造不能祥态
,

但如就与尼拉之高察耙缘
,

睿照大西

徉信瓜温度横造之研究
,

可胶太平洋信夙逆温屠之高度
,

镬一概念
。

禺尼拉束北信夙逆温屠平均高度在 1 5 00典2 000 公尺之简 (1 9 34)
。

因中

属 T m 氟回舆太平洋信夙均来自同一太平洋高氧厘
,

依理前者逆温高

度鹰舆徒者相同
。

但赏其向西北淮行之峙
, T m 氧圈逆温屠必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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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 T m 氧圃固有之逆温屠夔易之道

,

可有相反二途
,

郎熟力粉流或

熬力搔勤舆空氧平展作用是也
。

熟力搔勤可破壤原有之逆温屠而另 自

形成逆温屠
。

而平展作用RlJ 有使逆温屠增强之倾向
”
檬前筋所述

,

T m 氧国自地谕以至4 0 00 公尺均舞位置性不韦等定 , 或 N or m an d 所鹉之

潜伏性不稳定 (1 938 )
,

故 T m 氧圃固有之逆温屠
,

及其既至中团沿海
,

赏已释孩烈势流作用所破壤
。

中团 T m 氧圃中罕兑强盛之下沈逆温
。

鳞此氧圃逆踢屠33 另均在10 00 一2 000 公尺唇之内
,

然多薄而不顺
,

逆温之量每不及 2
一

C 。

由此可兑熟力搔勤放 T m 氧圃温度横造之燮易
,

其形粤遗甚平展作用
。

3
.

桓勤逆温舆福射逆温 : 此频逆温估穗数44 男
,

且多在 2 000 公尺

以上
·

此或以夏季幅射逆温不易加鳗勤逆温僵分
,

因熟力努流 L界常

郎吞水氧不速擅面故也
。

300 。公尺大致焉夏季热力当流作用之平均上

限
,

故二踵逆温均集中加此高度
。

此外
,

如有温暖之氟 ltl 出现
,

亦可

形成高空逆温
。

大艘言之
,

高空摄勤或幅射逆温殊铭薄弱
,

平均厚变

不袒 10 0 公尺
,

逆温屠顶底之温度差常不及 1 C c

I、
’

天氧圆宣例

作者特攫北拯阁氟象研究所每日束亚天氧圆九张
,

以擂前筋所渝

各掩氧国天氧之膏例
。

天氧圆攫择之镖攀
,

乃视敲 日有燕形楼耙缘而

定
。

故有峙J龙井理想中之代表
。

此外方分束亚天氟圆之愉裂
,

亦愿略加

解释
,

免滋疑茨
。

中团侧嵘耙蛛摇数煞多
,

_

且尚有不可信者
。

天氧圆

之糟裂典分析
·

多惩预告人员本其趣验虑理
,

故靴免有主颧之失
。

根

檬同檬材料
,

各预告具所澹之天氧周罕能完全吻合
。

因此在天氧周上
,

除梅颗著之情形而外
,

盲燕渝面之必要
。

隆地 N 尸c
氧阁天氧圆之宵例

尽塑三匡自迁三担二红燮里夔圃 i

丝继圭丝垦复壑氢
之二丝鱼丝

。

西伯利勇高氧壑南下已久
,

奥中心逗留淤畏江
_

一

卜流
,

巢

有数日
·

停姗不堆
,

濒行鬓食
。

其影馨南及能亦道
。

高氧厘外困夙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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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烈
,

成反旋夙琅流
,

然其中心属例{擞弱不定
。

苹北高氟厘中心天氧

l晴朗
,

而畏梦束举南殊偿沈多雨
。

天氧之愿劣大致由赞上屠有谧褥空氛
存在

。

因 T m 或 N P c
氟圃篇西伯利亚新解 P 。

氧团所下切故也
。

中团

南海演有一雨梁自印度支那向束北延互而至日本
。

沿雨带夙甚猛烈敌

T m 氧圃篇 N P c
氧国下切甚翻

。

如 P c
氟圈猛矍中团而篇寒潮

,

苹中

天氧亦多雨爬
。

春夏之交
,

塞潮爆癸
,

每有貌处
,

暴雨及雷陈借至
,

招束及高氟厘中心
,

幅别露分怖甚魔
。

由此日天氧圆可见束亚完蚕在

P C
或 N P c

氧圃控制之下
, T m 氟国谨兑放熟招孤域之高察 奸华束攀

中天氧之胜晏
,

一部份赏焉N Pc 氟圈手沈逆温所致
。

逆温屠焉水氧垂

吃流勤之上限
,

故鹅逆温唇底部有鬓形成
。

孩 日高空耙耸
,

逆编不下

四唇
,

可见高氟厘已垂衰老
,

且量性甚翻
。

海洋 N P c
氧国天氧圆之宵例

。

〕, 3 6 年 11 月 10 日天氧圆胃海洋 N P c
氟圃及睦地 N P 。

氧圃奋按

之一佳例
。

高氧厘自西伯利亚移至 日本海
,

逗留敲魔
,

类已数日
,

苹

束及苹北之一部均在海洋 N P c
氧圃控制之下

,

是锗逼域
,

天氧踢和

绘暑多霎
。

朝射露分饰甚魔
,

中团西北部又有一高氧爬向中团本部援

逛
,

依热力辜原理言之
,

赏较海洋 N P c
氧国浦寒

,

故雌其地面温度

丧相近似
。

二氟圃简之界面b 雁视胃冷面
。

沿面天氧隐鼻
,

夙力孩烈

夙向亦有不莲镇之现象
。

但二氧流之势均弱
,

雌趣相遇
,

亦熟降水及

夙暴形成
,

但姆束三省之姻囚夙暴则因是而腹振
。

1 93 6 年 6 月 11 日之天氟圈
,

焉夏季海洋 N P 。

氛圈之典型臂例
。

高氧厘停滞放日本海已篷五 日之久
,

海洋 N Pc 氧圈入侵中团
,

蟋势

颇盛
。

各地天氧多厦偿鼻
,

因空氧在到流性不稳定中
,

故团浙山地地

形雨甚流行
。

苹束攀中多露
。

海徉 N p c
氧圈舆 P。 氛圃女移汹束三省

而形成一夙暴
。 T m 氧囿上徽鹅海洋 N P c

氧国之上
,

故苹南多雨
,

且亦有一低氧厘彦生
“

T m 氧国天氧圆之育例
1 9 3 6 年 2 月 5 白天氧圈课代表冬季 T 。 氟圃之天氛情形

。

因聚

楼探侧99 男攀行敖晴朗之 日
,

故欲邃择一天氟圆拟代表天氧葱劣多孤
之氛圈或氧圃之交溜作用

,

殊威困黔
。

中圃冬季完全受 Pc 舆 N P c
氛

团之控制
,

熬带氧国入侵中团天氧每甚暮劣
。

故不易攫得一足么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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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天氧图
,

同待业有形楼探测可供参考
。

自孩 日天氧圆可兑 T m 氟圃

下之未氧殊甚温和
,

温度较N Pc 氧囿流行僵域高出数度
。

例如南京视

涛甫暖 8
O

c ,

而在通常情形之下
,

南 京谨竣鸿南高出雨三度
。

天氧套

鼻
,

苹南典氧流莲勤和援匾域均多露
。

通例 T m 氧囿北浸之援
,

必有

寒潮南下
, P c

氧国迅速 卜切 T ln 氧圃而有障雨夙零及任夙警生
。

常

此二氧国相遇之待
,

每有低氧壁形成
。

夏季 T m 氧国入侵中团待其氧屡之分筋
,

可粉 1 9 3 G 年 7 月 18 日

天氧圆中昆之
。

敲 日圆中太平洋高氧厘伸展而至中圃沿海
,

中心正居

日本之南
,

中团大陵氧屋玫低
。

氧屡如此分筋
,

拮果使 T 。氧囿疆擅

内流
,

挑 1奄有中固全境
。

在此氧国控制下之天氯温暖多雪
。

因空氧在

不稳定肤熊中
,

野流性障雨殊甚流行
,

辈南典攀 歹山地尤甚
。

通常均

有雷雹
,

惟在乾旱之攀北
,

每谨有雷霭而然障雨
,

沿海山)j,@ 及攀西一

带
,

地形雨颇重耍
。

沿岸平流露亦至普遍
。

E 。 氧圃天氧圆之蜜例
T m 氧国良入中圃降其氧壑之分沛可 兑朴 1 9 3 6 年 7 月 2 3 日天氛

圆
。

太平洋西部氧屋高
,

中圃本部氧夔低
。

氟厘分怖颇利聆亦道氧圃

稳定流入中团
。

有待 E m 氧圃滩毗夙或其他碧源 狡南方之薄低氧壑 化

推而至中圃
,

檬南京高察之探侧
,

南京蓄峙氧圃榷深赤道来 者
。

El
二

氛图地面温度舆 T m 氧囿近似
,

故欲潜赤道面放圆
,

殊成困靴
二

但自

午梭雨量之分沛及夙向之不速倩可知此面迪居黄河之北
。 E m 舆 T 。

氧圃简之面 乡在太年洋中
,

构居 7科耗舆 75 2 耗等厘麟之简
。

各地平

均踢度高至 35
“

C ,

平均潺度初 80 男
。

故E m 氧国
~

卜之天氧殊简熬不

迪
。

午徒苹南苹中多有地方性需雨
,

奉中之雨僵丧沾有是江流域全部
,

西起嘉定
,

束迄上海
。

攀南邱陵地带以l司密起伏
,

势流性障雨益见

旺盛
,

桂粤加阂浙五省山岳画域雨水之分怖甚鹰
。 N T p 舆P o fuJ 有一

低氧壑形成
,

此二氧囿之交按
,

乃西北沙漠僵域谨有之少量雨水之致

因
。

沿海地带晨露亦至常兑
。

N Pc 典 T m 氛国交按天氧圆之育例
。

19 37 年 6 月 8 日天氧圈
,

焉夏季 T p 或 T m 氛圃凌遭卧N P c
氧阂

上之膏例
。

此二氟圃之交按
,

乃中圃各虑雨量之主要致因

势可放圆中兑之
。

沿二氛国之界面
,

雨水弩盛
,

分怖亦膺

其交援形

此面带之



中 团 之 氛 国 2 0 5

地理位置视 P c 舆T p 氟国之盛良而定
,

其南北之移勤育课朴活勤中心

之孩弱
。

如太平洋高氧魔特弦
,

BlJ 此面带即移至攀化
,

如太平洋高氧

壑衰弱
,

AlJ 迥旋而至苹中苹南
。

此次面带自霎南握魔西瑚南江西浙江

折束化而至日本
。

南京敲 日之夭楼韶殊 (第三圆) 在 50 0一1 00 0 公尺

简有一面
,

午徒 T p 氧圃更焉 N Pc 所抬高
,

乃有雨浑下降
“

夏季氟屋

分流通常焉太平洋西部有一高氧厘
,

而中团本部 RlJ 舞一低氧厘
,

如蒙

古或攀化有一高氧壑出现
,

拮果 T m 氧国郎焉 N Pc 所下切
。

T m 典 E m 氧闻交按天氛圆之育例

夏季攀中及攀南老 T m 氧国每篇北上之新解 Bl n
氟国所排除

,

因

在高空徒者较前者荡料麦
,

故二氧国简常有高察逆温存在
,

踢麒之 E 。

氧圃流抛放 T 二 或 T p 氧国之上
。 E m 氧囿 自地面以至高空均杨调握

_

且不不寄定
,

郎非攀登至较冷氧囿之上
,

懂褥合作用已足登生暴雨
。

193 7 年 7 月 23 日天氧阔朗焉 T m 舆 E m 交投之一例
二

帐南京之形楼

鼠殊
,

知 E ln 舆T m 氟国尚之面在 7 00 公尺左右 (第五圆 ) 高赛E m 氟

囿崛握
。

78 5 公尺混合比篇 2 7 9 , 1 9 00 公尺得 17
.

匆
:

就天氟圆颧之
,

前数日 E m 氟阁已把乏碟杯建声南
,

本日熟带面移至是江流域
,

下午二

峙天氧圆畏江中流暴雨倾盆
。

高实 E 。氛图已横贯提江流域
。

此次熟

带面之位置
,

似舆 B er ge
r
on 所兑相合

。

天氧酷暑
,

摺
、

界常
。

各地

袭均偿虽
。

此 日E m 氧流之势衰减
,

故器雨不甚流行
:

N P c

舆 E m 氛圃交按天氟圆之宵例

N p c
舆 E m 氟国之交援现象常较 T m 舆 E m 氧国者篇猛烈

。

因前

二者周温度舆撰度之差龚遗视徒二者焉大也
。 1 9 3 6年 6 月 6 日之天氧

圈
,

蕊 N P c
舆 E m 氟国交按现象之一著例

。
N P c

舆 E m 氧圃均甚活踵
,

其简界面娶近静止
,

沿面雨水矍盈而分怖甚炭
。

雨带盎沾有畏江流

域全部
。

文 日 互向北推淮
。

因有 E m 氟圃流撇淤 N 氏氧国之 卜故也
。

自南京之高空祀耸
,

可兑高屠 E m 氧国之势甚盛
,

高度建 4 00 0 公尺

(以上第四圆 )
,

二氧圃简之面豹如附圆
。

有一低氧厘鳌生放暖僵左

近
。

次 日雨翼冷面嘲行逼近
,

暖面向北突出
。

至 O 日暖氟国即已姻因
。

苹南
,

苹中及苹 沈之一部均险霎蔽天
,

且有雷雹交作之现 象
。

本文舒算舆就卦之工作均由郭睽岚及椽给初二君代劳
,

天氧圆舰

保么振馨君重新糟裂
,

高趁隆情
,

殊课可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