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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暖高形成过程的一涸分析
”

雁 四 推

(中圃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一 东部太平洋各站冬夏垂值温度的分怖

在 1 9 4 9 年裹
,

东太平洋各站
_

七空对流屠顶是随着季箭及相对朴太平洋高压的位

置而艇化的
.

在 6 月以前高压 中心附近上空粗常是有雨佃对流履顶
,

而高压的南边只 有一佃

对流唇顶
,

在 6 月以援高压中心北移
,

其中心附近上空只有一佃对流唇顶
,

但有峙在

高压的拯南面可以出现雨佃对流唇顶
.

对朴同一涸站在同一季筋内
,

当其上空焉 一

锢对流唇顶晗
,

HlJ 这对流屠顶的高度介于有雨佃对流履顶的高度中简
,

而其温度比雨

佃对流唇顶中之任何一佃温度都低
.

圆 1 焉 19 钧 年 2 月
,

3 月东太平洋各站高空探侧的平均情况
,

其中过焉平均 高

压中心的侧站 (在 30
O

N
,

14 0
0

W
,

以援筒称甲站)
_

七空的平均探赛(共 51 次
,

其中有

邓次建到了 1 00 毫巴 )
.

由此曲徐可以看出在此晗期 中
,

这佃高压中心侧站上空有雨

烟对流屠顶
:

一在 19 0 毫巴高度
,

温度焉 一6 3. 生
。

C ; 一在 90 毫巴高度
,

温度焉 一 70
O

C,

而中简有一较暖的氟唇
。

此峙在高压南面的夏威夷 (圆中B 曲腺)
_

匕空只有一调对流

唇顶
,

平均温度焉 一 74
“

C
,

平均高度焉 90 毫巴
.

而此峙位朴北样 49
。

西趣 1邻
。

的侧

站(以下称乙站)
,

HlJ 常有雨种颖然不同的氧团
,

一种氧团各唇的氧温较高
,

对 流唇顶

校低
,

另一种氧团各履的温度较低
,

对流唇顶亦较低
,

我俏分别用 C 和 户 二曲腺 (C

蕊道建 10 0 毫巴的 皿 次探空的平均
,

Cl 篇直建 10 0 毫巴 7 次探空的平均)表示这雨

种情况
:

前者对流屠顶的高度焉 另2 0 毫巴
,

温度焉 一 6 2
O

C ; 援者对流 府 顶 的 高 度焉

郊。毫巴
,

温度焉一 51
“

c
.

此较各曲腺
,

我介压可以看出甲站上察 16 0 毫巴高度以上的

温度分怖
,

与夏威夷
_

七空的温度分怖很相似
,

只是 由朴樟度偏北 功
’ ,

温度普遍较夏

威夷的低一黑占而已 ; 而 16 0 毫巴高度以下的温度分怖与其较偏北 19 佃样度的曲徐 C

1 9 5 5年 5 月 2 7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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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滋 焉甲站1 949 年2月及3月的平均上升曲搽 (共2 2次莲到1 00 笔巴 ) ;

B 焉夏威夷 1 94 9年2月及 3月的平均上升曲腺(共2 5次蓬到10 0毫巴) ;

C 焉乙站1 9 49 年2月及3月 的平均上升曲搽 (共2 1次蓬到100 结巴) ,

cl 焉乙站1 949 年2月及3月的平均
_

L升曲媒(共7次蓬到100 毫巴 )
.

的温度分怖很相似
,

因此我俐

可以推侧在晚冬 (2
,
3月)平均

太平洋高压 中
』

合附近的 16 0 毫

巴左右以下的空氧可能焉北方

的褪地燮性氧团所祖成
,

而 此

高度以
一

匕的空氧焉南方的熟带

氧团所祖成
。

到 了夏季 HlJ 情 况有所不

同
.

圆 2 焉同年 7
, 8 雨 月东太

乎洋各站平均上升 曲腺
,

侧站

与圆 1 同
,

不过加 了佃 中途岛

(敲站冬季韶锋太 少
,

故未作

平均)
.

A 和 B 篇夏季夏威夷

雨种艇常出现的平均探空
:

在
A 曲腺上 (蓬到 1 00 毫巴的 40

次平均情形)
,

我们可以看到一

佃对流履顶
,

高度焉 1 2 0 毫巴
,

温度焉 一7 2
O

C ; B 曲腺上(2 8次

的平均 )有雨佃对流唇顶
:

第一

佃对流唇顶的高度蕊16 0毫巴
,

温度焉 一 67
“

C ; 第二佃的高度焉 90 毫巴
,

温度焉 一 70
O

C
.

在对流履顶以下 雨种温

度的分怖捶焉相似
,

都有信夙逆履
,

厚度
、

高度和强度也都相差不多
,

唯一不 同之处
,

就是在 只有一侗对流唇顶的情况下
,

整佃对流屠的温度均较低
,

较另一种情况的温度

豹低了 1
O

C
.

比较冬夏雨季夏威夷的对流唇顶
,

我仍知道
,

在大多数情况下 (A 曲腺)

夏季对流居顶低
,

温度高
,

在有些情况下(曲腺 B )
,

夏季第二侗对流唇顶的高度和冬

季的相同
,

温度仍然是高
,

如以夏季德平均 (A 和 B 的平均)来淤
,

RlJ 夏季的对流履顶

较冬季的耍低
一

一些
,

这与同裨度西艇 8 00 山
_

七空对流唇顶的年夔化相符合
。

在这雨佃月中甲站有 鱿 次连到对流唇顶的上空
,

圆 2 中 D 焉这助 次 的平均
,

它的对流唇顶的平均高度焉 1 2 0 毫巴
,

与夏威夷大多数情况相似
.

在 2 00 一习6 0 毫巴

高度以下
,

甲站各唇平均温度
,

较夏威夷低 2‘3
O

C, Zoo 一习的毫巴高度以上温度蛟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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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2

.

1 9 4 9 年 7 月, 8 月中上升曲搽平均悄形

(其中只包括了莲到 100 基巴以上的上升曲嫉)

刁
,

夏威夷(共 4 0 次) ; B
,

夏威夷 (共 2 8 次 ) ,

C
,

中途岛 (共 3 0 次)
; D

,

甲站(共 2 7 次) ;

E
,

乙站(共 3 2 次) ;
F, 乙站 (共 1 5 次)

.

威夷高
。

按
_

七面所甜流的温度分怖
,

太平洋高压轴在 2 0Q 毫巴高度以下自下 向
_

七向

南方倾斜
.

幼O毫巴以上
,

RlJ 倾斜度反 了过来(如果甲站和夏威夷的的探空可以代表

这佃逼域的普遍情况的活)
。

中途岛 (30 次平均 ) 的情况如圆 2 中的 O
,

逆温履以下

中徐岛的平均温度较甲站颖著的高
,

雨者之差蓬 8
O

C
,

逆温唇以
_

七还是中途岛的温度

校高
,

不过相差不多
,

谨 1
O

C 左右
,

在佃别唇中
,

中途岛的温度反而较低
,

到 了对流时

顶以上
,

二者温度差又颖著起来
,

还是中途岛高
.

中途岛在甲站之西 (在平均 高 压 中

』

合的西南)
,

依照这种温度分怖
,

太平洋高压帕是自下向上向西南倾斜的
。

比 较 中 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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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
、

夏威夷和甲站的逆温唇
,

甲站 (平均高压的东南 )的逆温屠最强也最低(逆温平均

焉 生
。

C 多 ) ; 其次焉夏威夷 (平均高压的正南面)的逆温屠
,

其高度比甲站高 了豹 3 0一

50 毫巴
,

逆温履的强度焉 3
“

Q 在中途岛 (平均高压的西南方 )只不过有厚度焉 加 毫

巴的等温居而已
.

这种逆温唇的分怖 (高压东边强西之弱 )是与前人所得拮果相 符

的仁
Z J.

圆 2 中 刃 和 F是乙站夏季常见的雨种氧团的平均情况
、

第一种情况 (E) 对流唇

顶高
,

与中途岛
、

夏威夷的相差不多
,

温度介于二者之陶
,

下面有逆温唇
,

由天氧 圆 中

可以着出在这种情况下
,

敲站南面不速有锋面存在
,

故此逆温焉锋面逆温
.

第二种情

况 (F )
,

对流唇顶较低
,

下面还有逆温唇
,

整侗空氟都屡朴拯地氧团的性矍
.

二
.

暖高形成过程的一涸分析

过去对朴暖高形成原因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

如苗格雨 (M五gg le) 即等人主强完全

是由朴平流屠的幅射冷却
,

使空氧加重下降
,

然彼素生高压
,

然而一般人都不 同意 此

种歌法闭 ; 其次如布鲁特(B ru nt )韶铸是由南方氧流北
_

卜的枯果所形成的阅
,

尤其是 8

千米以
_

巨的空氧柱北移引起高压形成的可能性很大旧
,

雁斯比 (R os sb y)门等更准一

步指出此种暖高形主耍是癸生在西夙遗流诚弱的峙候
,

也有另一些人如杜斯特 (D ur
-

st) 闭及普利斯特莱 (Pr ies tley )朗自理流上探甜过暖高近地面的幅散作用及对流 顶下

幅合作用的平衡朋题
.

而本文只是根捺 19 钧 年的查料
,

辜出一涸比较明颖 的 实 例
,

具体地分析在西夙瑕流弱峙
,

先 由高空冷平流的侵入
,

然梭形成高压的过程
。

在 1 9 4 9 年中
,

不萧在春季冷高艇 日本
,

中途岛
,

夏威夷到甲站棘燮 成 暖 高
,

或者

夏季已艇存在的高压加强
,

都是先在高空突然燮冷
,

接着食生下降莲勤
,

使冷高棘鬓

焉暖高
,

或者使 已挺存在的高压加强
.

下面描述 1 9生9 年 6 月 15 一2 7 日太平 洋暖 高

形成及其鳌展降情况
。

圆 3 焉 n 一15 日高压形成前的癸展情形
:

n 日 50 0 毫巴圆在西趣 17 00 有一很

裸的低压槽
,

南伸到北释 3 6
。 ,

其中
』

合在阿拉斯加半岛
_

〔空
,

在北释 2 6
。

焉一高压带 ;

在地面低压 中心亦在阿拉澳沂加半岛
,

北樟 劝
“

焉一锋面
,

在锋的南面
,

只有一很小 的

低压
.

1 2 日高空低压中心维略有诚弱
,

但低压槽较前一天南伸了 6 佃释度
,

同晗高压

带亦分成发佃小的高压
,

其东边一涸向东北移勤了并多
,

蓬到北樟钓
。
; 地面低压 中

心亦诚弱了静多 (由 98 0 毫巴升到 9 90 毫巴 )
,

锋面亦阴始消失
,

其南面的高压亦消失

了
.

以役低压槽撇被南伸
,

到 15 日篷到北释 2 6
。

以南
,

切断低压中心在北律 3 50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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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3 a
.

1 94 9 年 6 月 12 日 1 2 0 0 G M T 地面圆

圆 3 6
.

1 94 9 年 6 月 土2 日 0 3 0 0 G M T 5 0 0绝巴圆

东边的高压亦有相当的加强 ; 地面低压龄 1 6 日已基本形成
,

中心在北样 叨
“ ,

强度焉

1 03 6 毫巴
,

较 1 2 日增加了 10 毫巴
.

以俊高压撇擅加强
,

所有东移的低压都被 阻 高

压的西边
。

在这一峙中高压中
』

合附近上空的温度夔化
,

可由圆 4 看出
.

圆 4 是烧乎在高 压

中心的WlJ 站 (位朴 3 0o N
, 1钓

。

W
,

以筱筒称乙站)6 月 12 一19 日的上升曲腺
,

由圈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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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日
.

1 94 9 年 6 月 1 5 日 1 2 00 G MT 地面圆

圆 3 r
.

1 9 4 0 年 6 月 1 5 日 03 0 0 G MT 5 0 0 毫巴圈

以看出
,

对流唇顶的温度 自 13 日起朋始 降低
, 1 3 日降低了 so C (由一拐今 一 6 G

”

C )
,

1生 日降低了 Z
O

C (由一 5 6分一 6 8
O

C)
, 1 5 日降低了 7

O

C (由一 6 8今 一 6 6
O

C)
, 1 6 日降

低了 6
O

C (由一65 分 一 70
O

C)
,

以援温度又升高了一些
,

平均焉 一肠
。

C 上下 ; 1 3
,

14 和

16 日(1 6 日的探空 1 0 0 毫巴及 另00 毫巴缺温度甜耸 )10 0 毫巴高度上的温度曼化分别

篇
:
一 3

,
一 3

, 一 3
O

C ; 2 0 0 毫巴高度上的温度燮化分别焉
:
一 6

,
一 3

,
一另

。

C
.

300 毫 巴

以下的温度都在升高 (除 700 毫巴以下的温度在 1 3 日略有降低外)
,

以 15 一16 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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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4
.

乙站 19 钧 年 6 月 招一 l沙日的上升曲裸

(曲腺右边的戮字表示温度
,

左边甄宇表示露黝)

高得最多
,

孩日30 0 毫巴以下平均升高了 住
。

C
,

·

随着温度的增高
,

各唇露默降低
,

如 16

日在 7 0 0 毫巴露黯比 1 5 日下降了 1 6
O

C (由一 1今一 1 7
O

C )
,

孩 日业朴 7 4 0 到 7 60 毫巴

简出现了逆温唇
,

其上下顶的露默相差 1 6
O

C
。

17 日的探空谨违到 了刘O毫巴
,

但在

1 3 千米以上有直量的增加 (表 1 )
,

故可以推侧在 13 千米以上仍有 冷平流
.

16 日到

17 日
,

70 0一300 毫巴简的温度辗燮化
,

700 毫巴以下HlJ 温度撇祯增加
,

如 7 00 毫巴增

加了 1
O

C
,

85 0 毫巴增加了 6
O

C
,

业且出现了很强很低的逆温唇
,

同晗地面高压中
』

心亦

有顾著的加强
.

在这佃例子中各唇高度之简的矍量燮化也是值得分析的
.

表 1 焉这段期简乙站

_

七空各唇高度之简贸量的曼化 (由各等压面高度的燮化及静力公式针算得来 的)
,

由

圆中可以看出由 1 2一 1怪 日各唇高度之简的暨量均在增加
,

到了 15 日0. 2- 1
.

7千米 简

的箕量阴始诚少了 0
.

3 克 / 厘米
2 ,

到 了 16 日这种置量诚少现象连到 了 3
·

6一6 千米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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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然呢高处

1 8千米

1 3千米

1 0千米

6千米

3. 5千米

1. 7千米

0. 2千米

1胜9 年 6 月 13 一17 日乙站各居高度之简空氟柱的臀量夔化 (罩位
:

克 /厘米2 )
,

16

日中燕括号的数字表示 1生一16 日的夔化
,

而括号中的数字表示 15 一16 日的梦化
.

13 日 1 4 日 1 5 日 1 6 日 1 7 日

十 0. 2 十 1. 1 + 3. 1

+ 3
.

4 + 2
.

仑 + 5
.

4 + 0
.

8

十 2
.

3 十 2 .0 + 么3 + 0
.

7

”
·

”

}
“

十 5
.

9 + 1
.

6 咔
一

1
.

1

十 3. 1 + 1
.

1
(一 1

.

2 )
一 0. 1

一 0. 6

+ 2 .4 十 0. 3 + 0
.

7 (一 1
.

1 )
一 0. 4

一 0. 2

+ L g + 0. 2 一 0. 3 (一 2
.

6 )
一 2

;
9

一 0. 2

简的空氧居
,

贫量诚少的强度是向上诚小的
,

而这天 6 千米以上的置量RlJ 大大增加
,

而增加最多的是在 13 一18 千米之简焉 5. 住克 /厘米
“,

到 17 日 6 千米以上各履的贾量

撇祯墉加
, 6 千米以下各唇的矍量榴擅诚少

,

不过不流是高空贸量增加 的 强度
,

或是

低空诚弱的强度都较前一夭大焉诚弱
,

且鬓量诚少最多的空氧唇是在 3
.

6一 6 千米之

简
。

上面所敲的温度燮化及矍量夔化是完全可以解释的
.

300 毫巴 (相当朴 13 千米 )

以
_

匕有了冷平流
,

增加了贸量
,

炭生下降通勤
,

龄是下唇的温度增加
,

同晗鳌生幅散作

用
.

凡是冷平流愈强
,

下降篷勤亦愈强
,

下唇的温度增加亦愈多
,

同峙所誉生的幅散

作用亦愈强
,

地面高压亦愈强
.

可以看出在 1 6 日么前
,

雕有水平幅散
,

但在二度空简

姿刻仍是幅合
,

故各唇之简的直量均在增加
.

到了 15 日
,
0. 2一1

.

5 千米之尚费生了三

度空简的幅散
,

贸量诚少
,

到 16 日这种三度空简的幅散作用建到了 6 千米高
,

但这种

辐散的强度在 0. 习一1
.

6 千米氛唇中最大
,

且蛟前一天增了很多
,

就在这一天高空冷平

流最强
,

熨量增加得多
, 5 00 毫巴高飞芝以下空氧的下降篷勤加强

,

其温度也升 高 得最

多最明顺
,

地面高压的强度违到填黯 ; 第二天
,

即 17 日
,

高空冷平流诚弱
,

增加的熨量较

小
,

低空( 6 千米以下)的三度空简幅散强度亦诚弱
,

随之地面的高压亦诚弱了一些
。

在此峙期中
,
甲站各唇的温度燮化可由圆 6 看出 1 2 日低空有很强的下 降遐勤

,

70 0 毫巴的温度被先一天增高了 4
O

C (由 4令7
O

c)
,

同晗逆温履增强很多
.

13 日豁锋

只连到了 1生6 毫 巴
,

没有出现对流履顶
,

各唇温度与先一天没有什 交量化
,

但 2 00 毫

巴的高度异高了 拐 米 ; 14 日的韶锋只建到了 1 05 毫巴
,

但已能看出 1 0 6 毫巴比 1 2 日

夔冷了 3
“

C (一 6 6今 一 6 9
O

C )
,

且 2 0 0 毫巴 (1 0 0 毫巴缺豁锋
,

, 0 0 毫巴缺温度韶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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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巴)

{ 1 0 0

八U冉U曰打�U‘
工O‘

八U八U脚aCUO‘口U

3 5 0

4 0 0

�日八Un�日口勺八七

�“�”nU八11门才8

一 7 0 一 6 0 一 5 0 一 4 0 一 3 0 一 2 0 一 1 0

(
。C )

圆 5.

A
,

1 2 日上升曲腺
; B ,

15 日上升曲腺 ;

1 0 2 0

C
,

1 6 日
_

七升曲腺
.

高度又较 13 日增加了 57 米
,

15 日韶探建到 17 毫巴
,

对流屠顶在 肠 毫 巴
,

温 度焉

一 7 3
O

e
, 1 0 5 毫巴的温度较 1 4 日燮冷了 ,

。

C ,
3 0 0 毫巴以下走生下降篷勤

, 住0 0
, 5 0 0

及 70 0 毫巴各屠的温度分别增加了 3
O

C ,
Z

O

C 及 2
“

C
.

其下面一佃逆温履雄然诚 弱

很多
,

而在 79 0一- 8 10 毫巴之简出现了新的逆温屠
,

16 日高空撇祯夔冷
,

低空徽植淤

生下降湮勤
,

逆温唇大大加强
.

以徒高空温度升高
,

低空逆温居亦升高且诚弱
,

由放

雕高压 中心太速
,

不再作甜蒲
。

此晗夏威夷跟位朴高压之南面
,

雕中心的 距 雕 更速

了
,

但是亦可以很明颖地看出
,

在高空 10 0 毫巴处的温度由 1 6 到 17 日 降低 了 6
O

C,

同峙低空 16 及 17 日速被食生下降逮勤
,

温度升高
,

逆温唇降低
.

由此可觅在高压形成以前
,

首先是在高空较大簌圈内的温度有颖著的降低
,

贸呈

有颖著的增加
,

然徒崔生下降迷勤
,

在高压中心上空 (13 一1 8千米 )
,

温度降低最多
,

效

量增加也较多
,

所么崖生下降逐勤亦较强
,

空氧箕量的诚少主耍聆生在 0. 2 ee l
.

6 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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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巴)

1 00

八“八U八U
ldlk

月‘8

地面氧压

2 7 2 6 2 4 2 2 2 0 1 8 1 6 1 4 1 2

阁 6
.

1 9 49 年 6 月 1 2一2 7 日乙站高赛各等压

面的高度缨化及地面氟压的熨化情形

之简
.

在雕高压 中心救速的地方如甲站

上空
,

此高压中心上空冷得较少
,

空氧贾

量的增加亦较少
,

而主耍的鬓量幅 散遥

在 3
.

6一6. 0 千米之简(圆略)
。

最彼还耍封豁一下
,

地面 中心 强 度

的燮化与高空各唇等压面高度燮化的朋

保
。

圆 6 是 1 9生9 年 6 月1 2 日到 2 7 日各

唇等压面上高度的燮化情形
,

在整 佃高

压的鳌展过程中
,

地面最强的待候 是在

2 3声4 日以援朋始诚弱 (劝 日
,

以梭曾一度

略有诚弱
,

各唇高度上的燮化者}卜致
,

可

以看作是整佃高压鳌展中一侗小现象
,

这裹不作甜翁)
.

1 0 0 0
, 8 5 0

,
7 0 0 及 6 0 0

毫巴等等压面
,

都是与地面一致的
,

其高

度在邓 日都逢到最高
,

但 300 毫巴的高

度是 2 2 日最高
,

而 2 0 0 及 1 0 0 毫巴都是

皿 日的高度最高
,

也就是歌在高空 诚弱

的现象比地面耍早一天到二夭
,

业 且这

种现象在这一年中是很普遍的
。

至朴其

原因有待以梭更准一步的研究
.

致榭
:

这简文章是在斐挑正同志指禅之下完成的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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