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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半球大气厦量的平均月际变化
’

撮 差 初

中团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提 要

本文根据 」 年简北半球逐月海平面千均气压圈
,

针算逐月之闭南北雨牢球

大气臀量的输会
,

以及之匕半球海洋区与大隆区之简的大气臀量翰会
。

本文摸得以下几点

主耍的豁激

 每年自 月至 月北牟球的大气臂量逐渐减少
,

自 月至 月则逐渐增加
,

牛年

增诚的总臀量钓为 
兄 扭 克

,

但半年增加与半年诚少期中增诚的速度亚不一致

 一 月与 仆一 月雨半球之简的大气胃量翰遥最为强烈

 雨半球之简的胃量输送尸般大彭目七牢球海隆区之简的臂量翰舍
。

 雨半球之简的臀量输会主要决定赞亚欧大隆区逐月简的大气宵量变化
。

 更洲区与太平洋区月际大气置量变化界常时
,

对我圃月平均温度距平分怖及水

早区域分怖有明顾的影响
。

一年中地球在共公棘的过程中
,

在黄道上与太踢相对位置不断赞生变化
,

由龄地球

自棘钟对黄道面亚非垂高所么地球表面各处的受热量随季颤不同而登生改变
,
引起在

南牛球与北半球之周的大气鬓量的摇送 从北半球的冬天到夏天
,

钓半年之内北半球

的大气鬓量越艘诚少
,

南牢球的大气鬓量相应增加
,

在这时简中大气鬓量即自北半球椒

是到南半球去
。

反之
,

从北伞球的夏天到冬天
,

豹半年之内北半球的大气鬓量落渐增

加
,

南伞球的大气盛量相应诚免 因此在这半年中大气宜量又从南半球翰是到北毕球
。

在雨半球之简一年中大气置量翰舍的过程是比较复推的 固然
,

我朽可么根据每天的

北华球地面气压圆
,

来升算每天的北伞球大气总鬓量
,

亚研究它仍逐日之周的变化
,

以

便探甜每天在雨半球之周大气鬓量翰舍的情况以及翰舍的净值
。

如果再利用南半球的

地面气压圆
,

更可用来互相枕对补算的拮果
。

但在南半球海洋面猜远大龄大陇 气象侧

站比北半康耍少得多
,

在高律度更觅缺少
,

所以南半球的天气圆一般还不够精确
,

目前

还不能用来作这徉的卦算
。

然而
,

从每夭的李球天气圆来作大气盛量升算
,

工作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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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繁
。

着眼龄较县时固中 月为翠位 某一魔大地区大气熨量的平均增诚情况时
,

利用

月平均地面气压圆即可浦足需耍

再者
,

由龄地球表面海睦分怖不同
,

海洋与大睦受热作用的性资很有差别
,

因此引

起海睦之面大气熨量枪忿在冬夏之固的差具
。

一般而脸
,

在北牛球自冬到夏睦面上的

大气熨量逐渐诚少
,

而海洋上的大气熨量大致逐渐增加 自夏到冬朋相反
,

即海洋上的

大气熨量波少而隆面上增加
。

一年中逐月之周北半球大气熨量的增诚么及海睦之简大气宜量的给诚
,

其增诚的

性矍在各月之简究竟有些什么区别
,

其增诚的量究竟达到什么程度 北半球大气 宜至

的月际变化在年与年之固有什么不同
,

其差别可以达到什么程度 大气熨且 月际变化

如出现反常砚象
,

划对其后某些地区的天气与气候方面的具常情况有摄关联 这些周

题曾与大范回大气环流的性熨及其演变相关联着的
。

本文应用 一 年 中逐 月

其中查料有缺月 的北半球月苹均地面气压日
,

先作出每前后雨月两北半球的气压差

圈
,

然后渔行北伞球及北牢球各区城月际大气熨 平均较差的针算
。

其目的就是想针

对上述这些简题加以初步的探衬

本文卧算工作大部由中央气象台林学舜
、

白燕雨位同志担任
,

附圈承骨佑思同志代

为膳拾
,

在工作准行中承叶篇正和顺震翻雨位同志提供宝贵意见
,

特此一拼愁榭
。

舒 算 方 法

从 年 月到 年 月的时期中
,

我朽根据逐月的北牛球月平均气压圆
,

按

照每五度及十度棍律挑交点上的气压值
,

求每前后雨个月各握林挑交点上的气压差值
,

即 , 一 月
、

各一 , 月…… 一 月
,

亚作出每雨月两的北半球气压差圈
。

然后根据气压

差圈求针算北牢球各个区域的月
·

际平均大气熨量差
。

我朽把北半球分为五个区域来针算 第一个区域自 一 , 主耍包括欧洲
、

北非

洲及小亚佃亚 以后即称欧洲区 , 第二个区域自 一 , 主耍包括亚洲艳大部分

称亚洲区 , 第三个区域 一
,

主耍包括北太平洋及亚洲和美洲的一小部分

称太苹洋区 , 第四个区域
。

一
,

包括北美洲和中美洲 称美洲区 多第五个区

域 铂
“

‘刁
“ ,

包括大西洋及格陵菌 称大西洋区 每个区域昔从北林 度起到北板

为止 从赤遭到北株 度的范圃内由龄祝缘很少
,

北李球天气圈上九乎没有等压接通

效欲处
,

故月际气压差从苹均圆上热从求出
,

所么未列人针算
。

针算时先求出各个区域内各释接上的苹均月际气压差
,

在北林加
。

一怕
。

范困内每

隔 个掉度取一条律挑
,

在北樟
。

一加
。

及 一
。

范网内每隔 个林度取一条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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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

在每条撞接上每隔十个握度取一个气压差的数值 补算各个区域的平均气 压差

时
,

在各区域的分界握袋上
。 , , “ ,

少
, ,

将其气压差 值分为雨

半
,

相嶙雨个区域各独其一半差值列入补算

我俩知道
,

在地球上某一释度带内仲 到九 的面横为

此 一 兀尸 气 , , 一、
, 。

全于鱼 竺些契
三

,

中,
滋 刀

其中
,
为地球半褪 北半球某一律度带内的月际大气直量差即为

。 才。

巧
一。叭

一 丁 ,
‘

占

其中几 为孩释度区简内的月际不均气压差
,
了为重力加速度

。

分区卦算时即考虑各区

的不均气压差及其面精
,

五个区域的朴算桔果相加
,

即得北半球的月际大气箕量差
。

例

如
,

我仍求第一个区域  一
“

一 律度带内某雨个月简的月际大气鬓量差

时
,

其算式即为

、一

纂鸡叠
一

条八衅  罗鱼

上述补算
,

包括三种假定 我们用的是海平面气压圆
,

没有考虑地形高低的影

响
。

如升算各月北半球平均大气总置量时
,

就会比实际稍大
,

但在卦算月陈直量差时
,

其影响可以忽履 幻 赤道到
“

带内的月际大气置量差当作零来考意
。

这是不十分

切当的 但由龄那里查料缺少
,

这一辣度带内的直量差箭算比较困难
,

所么实际上本文

所靓的北半球是指 一 的范圃 然而下文我仍仍耍对 一 带内的 月际大

气宜量差作一通当估爵 考意地球为球体
,

地球半攫 不变  
” ,

这个

暇定对爵算的影响拯小
。

北半球大气臀量的平均月际变化

我仍先把北半球大气鬓量平均月陈变化的爵算拮果加以歌明
,

然后再对北 半球各

个区域大气鬓量的月际变化情况加以分析比较
。

看圆 可知北半球大气置量在一年中

锤月之简的变化情况
。

从二月份起北牛球的大气鬓量开始诚少
,

一值诚少到七月份
,

所

么七月份为北半球大气厦量最少的一个月 八月份起北半球的大气鬓量开始增 加
,

一

值增加到一月份
,

所么一月份为北半球大气箕量最多的一个月 关放这一点
,

在引述 的爵算桔果时做了相反的错羡桔爵 
。

在这种周年变化中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
,

北半球大气鬓量月际变化最大的月份一



盯容

卜 月 ,
·

礴
·

, 一
·

, 争‘ 日
一

, 牙日 扣
一

, 刀
一

企移 , 一峥

在 ‘一 月之周
,

另一个在 一一 月之简
。

这就是晚
,

在平均的情况下每年在 ‘ 月

之固 自北毕球恤君到南半球去的空气为最多
,

在 月之简 自南半球橄忿到北牛球

来的空气为最多 这就意味着在这 个时期中南北雨牢球空气性君的物理过程最为强

烈
。

而且
,

达二个时期相互之周的时简周隔业不正好是牢年 圈
‘

中最低点 到最高点

相距只五个月
,

而最高点到最低点剧相距七个月
。

第
,

在北半球大气熨 枪出的牢年

中
,

除卜一 月简么外
,

逐月之固袱出且的变化此较苹巷在 冬 , “

克的范阅中,

而在北毕球大气熨量枪入的牢年中
,

除 仆 月固以外
,

逐月之周检人盈的变化较大
,

在 各一 克的范阅中
。

第三
,

北半球大气熨 德入与德出的雨个牢年中
,

其出

入总最物达 克 就是吸
,

月份北牢球大气熨 最少时与 月份最多时其

相差豹达 克
,

豹估牟球大气总熨是的 际
。
根据 凡 恤 的针算

,

牢球大

气总熨 豹为 助 克螂
。

第四
,

一 月北牛球大气熨量翰出的牢年中与 叮一

月大气熨量翰入的半年中
,

其逐月诚少与增加的速度题然是不一致的
。

这看圈 就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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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
。

圆 中的虚袋表示速值六个月大气鬓量增加时的粱债曲挑
,

实拢表示速值六个

月诚少时的累清曲袋
。

可兑最初四个月内堵加的置量 最初四个月内诚 少的置量为

大
。

在第五个月差别最大
,

增加半年中第五个月的累稍甚少
,

而城少牛年中第五个月的

累横特多
。

这惫明在雨个半年中南北牢球大气宜量的翰援过程是有差别的
,

简 接地表

示出来一年中雨半球受热过程的复雄性这当与南北半球海隆分怖的差具有关
。

以王所远北牛球大气宜量月际变化的性宜
,

在过去 登表的桔果中业不能

明顺表示出奈
习 ,

但华年内翰出入的大气总量
,

费表的数据 月 克 助同

本文的卦算枯果相符合
。

对放雨半球大气宜量翰舍过程的物理机裤业不明白
,

一年中大气鬓量如何挺过赤

道上空
,

往返主要握过那些区域
,

是否在某种特定高度翰是最为强烈 这些简题由砖赤

道附近及热带内的测站还很少
,

尤其高空观侧不多
,

目前尚未能弄清楚
。

但是
,

有雨点

值得提出 一方面我刊知道赤道附近地面气压的年变化是小的
,

下表即为赤道到

表

…兹件泄…
带内六个侧站的月际气压差叭 这六站的翘度位置比较分散

,

但各站的月际气压变化符

号大都是一致的
。

如果把这六站的月际气压差的平均值当作 一 带内的 月际苹

均气压差
,

用来升算蔽释度带内的月际大气鬓量差
,

即如表中最后一项所示
。

可是其月

际变化的数量的确很小
。

〔可么注意的是各月月际变化的符号与
“

一 范 圆内的

月际变化符号亚不一致而且大致出砚相反的趋势
。

就是歌 自 一刀 月毕年内 一

范圃中大气直量诚少时
,

印一 带内略微有所堵加 豹合
“

克 自 一 月

半年内 一 范圃中增加时
,

一 带内略微诚少 亦豹合 克
。

而在

吞一 月
,

一 月及 一 月周这种相反情况比较明顾
。

〕由此可见
,

大气鬓量在雨半

球之简翰是时
,

一般业不在热带内登生停留或堆横的过程
,

只是直接越过而已
。

另一方

面
,

我仍知道在盛夏的时候
,

南半球的东南信夙可以跨越赤道么西南季夙的面貌出砚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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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半球 〕, 而此时北半球的大气熨量仍在诚少 , 隆冬的时候
,

北半球低林度的地面气流

可以跨越赤道到南半球去 」, 而此时北半球的大气熨且是在堵加
。

由此可以推想
,

雨半

球之简大气熨且的橄舍
,

主耍应在赤遭上空某一高展内通过
。

为了了解海洋与大陵地区大气直量月际变化的差具
,

我朽骨把北半球分为五个区

域来分别针算
。

各区域的分界上文已般提及
。

砚在我们先看欧洲区  一 和亚

洲区
。

一 的月际变化
,

这雨个区域包括亚欧大隆及北非一眺 所么智为大陵

区
。

这雨个区域一年中逐月之固大气霄量的增诚
,

与整个北半球逐月之固大气 宜 粉

诚的符号完圣一致
。

即自 一 月这雨个区域的大气熨量逐月诚少
,

而自 一 月助逐

月堵加 参看圆
。

牢年增诚的总熨量在欧洲区豹达 克
,

亚洲区的达

克 后者豹为前者的雨倍半 但在我们的区划中亚洲区的面梢只不过比欧洲区大

,

而大气宜量总的啥诚觅相差 倍半
,

可见亚洲区大气宜是在一年中的变化是特别皿

著的 从圆 更可看出亚洲区大气熨量的月际变化为五个区城中月际变化最大的一个

区城 如果把半年中欧亚雨区大气熨量总的增试量相加
,

助还稍梢超出整个到伞球牢

年中总的增诚量
。

由此可觅
,

一年中南北雨半球大气宜最的椒送总
,

儿乎恰好相当龄

亚欧大睦区上大气直量在一年中所登生的变化 也就歌明北半球海洋和大隆区之固的

宜量翰忿浮值
,

对雨半球的熨量翰君来扮
,

业不登生顺著的作用 这就是盼
,

从 一
‘

月

亚欧大睦区上诚少的大气熨量
,

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摇送到北伞球的海洋区域
,

艳大部

分替翰君到南半球去了
。

同样
,

从 一 月亚欧大隆区上增加的大气熨量
,

其艳大部分

昔为南半球愉是过来的
,

自北半球海洋区域翰送来的助极少
。

当然
,

这谨谨是针对着资

是椒迭的净值来歌的
,

业不意味着熨量稼舍过程中海睦之简椒舍作用 的重耍性
。

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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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半球大气鬓量输送的过程
,

很可能先通过雨半球海洋上空的置量输援
,

然后再通过北

半球海睦之周大气鬓量的翰是
,

方使得亚欧大隆区登生大气鬓量的堆精和 消诚 这是

因为在赤道雨边大部分为海洋面精所沾据的椽故
。

欧洲区当在大气鬓量渐诚的半年中 一 月
,

以 一 月
、

乐一 月
、

压 月简鬓

量的诚少较霸著
,

而在 一召 月
、

一 月
、

一 月周的寮量诚少比较不 明斯
,

尤其在

生一
曰

月简兀乎可歌没有什么增诚
,

可觅诚少较多与诚少较少的月份是交替地 出砚的
。

欧洲区当在大气鬓量增加的半年中 一 月
,

以 一 月及 一 月简增加的量此较

多
,

在 一 月周 增加橇少
。

任何雨月之简在欧洲 区中平均大气厦量的增或诚
,

都没

有达到 克
。

亚洲区在大气直量诚少的半年中
,

逐月之简减少的夏量都此较大
,

大都在 序一召

克的范圈中
。

尤其在各一 月与 一盛 月之简
,

亚洲区诚少的大气鬓量此 同时期

整个北半球诚少的直量还要大
,

乃由龄此时北半球雨个海洋区大气直量增加的禄故 圆

。

亚洲区 各一 月简大气置量的鞍著诚少
,

与亚洲大隆上当时地面温度的急 剧 上升

么及季筋的棘变有关
。

昆一 月简亚洲区的宜量诚少也 较多
,

此时北半球五个区域的

大气赏量一致在诚少
,

榆送到南半球去的大气直量因此在 吞一 月简为最多
,

这在上文

也已提及
,

这可轰是北半球夏季开始时的一种突出的表现
。

我朽知道
,

在 月份太肠中

天的高度在北半球为最大
,

太踢辐射的强度到达北半球大气外屠的也以此时为最大旧

所以从 吞月到 月之简
,

北半球有大量空气翰迭到南半球去的现象当与此登生一定的

联系 亚洲区在大气直量增加的半年中
,

自 月到 月夏量增加很快而且增加的量很

可视
,

兀乎与同时期整个北半球啥加的大气宜量相当 一 月亚洲区堵加的鬓量虽

也不少
,

但不及 一 月及 一10 月周增加的多
,

可是此时在北半球除大西洋区以外
,

大

气鬓量昔在增加
,

因此成为北半球鬓量增加最猛烈的一个月
.
11一12 月周亚洲区增加

的度量为增加半年中最少的一个月
,

而 1另月为北半球太踢中天高度最低的时候
,

到达

大气外唇的太踢幅射此时在一年中为最少
,

如果依照诚少半年中的情况
,

剧此时南半球

应有大量空气翰舍到北半球来
.
但在 n 一12月之简实际上翰君来的业不多

,

其原因当

与 n 月之前的三
、

四个月内的大量向北半球输舍有关
.
可是

,

由龄大气熨量月际变化

的年简差具很复袭(下文耍甜希)
,

我仍卦算的年份不足十年
,

也静兹未能反映准平均的

确实情况
。

再看太平洋区 (14 。
。

E 一13 少 W ) 大气夏量的月际变化 (圆 3 )
,

这与大隆区的情况

顾然不同
,

而且也没有速擅半年增加与速擅半年诚少的现象
。

从 1冬一4 月 的时 期中太

平洋区的大气置量是粗箱增加的
,

但除了 2一召 月周的增加量较大外
,

其余各月之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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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量曾不明顺
,

尤其在 1一2 月简的增加微不足道
。

4 月么后直到 6 月本区大气熨量

稍兑演少
,

此时北半球各大睦区也在诚少
。

‘一7 月太平洋区大气熨量又觅抢加
,

7 月之

后直到 10 月朋又渐诚
,

但在 7一9月简的诚少量是很小的
。

1 0
卜- 1 1 月又略有摘加

,

n

一12 月助又顺著诚少
.
由此可几在北半球太平洋区域的大气宜量

、

一年中有三个擂加

的时期
,

又有三个诚少的时期
,

各个时期的是短不一
,

短朋一个月
,

畏朋可达四个月
。

但

大致挽
,

4 一10 月 (除 6一7 月)为熨量诚少的半年
,

1 仆一4 月(除 n 一12 月)为熨量增加

的半年
。

而且太平洋区大气鬓曼的月际变化一般都较小
,

虽其面孩大放亚洲区 但 月际

熨量变化植平均不到亚洲区的一半
.

美洲区 (700 一13 0o w ) 的面谈与欧洲区相同
,

曹取 60 度的粗度简隔
,

但其月际熨

量变化数值此欧洲区为小
.
, - 6 月美洲区贾量渐诚

,

以 5一6 月简诚少 稍多; 6一9月

敲区增诚橇少; e一12 月RlJ 为熨量增加时期
,

而以 10 一n 月周琦加稍多; l冬
, 一
l 月微

城
,

l
ee
另月又略兑增加

。

美洲区除了吞一6 月及 10一一1 1 月简增诚量最大时达 到 0. 6 x

1018克以外
,

其余昔不足 0
.4 火 1 0 18 克 ,

且有五个月简月际变量不足 士0
.
1 x 10 18克

.

大西洋区(0o 一70o w )大气熨量的月际变化也很小
, ‘一11 月牢年中为宜t 粗粗演

少的时期
,

n 一6 月 (除 冬一习 月简) 牛年中为熨量堵加的时期
.
其中以 各

~
盛 月固的啥

加及 6一名
,

月周的诚少此较明顺
,

豹达 士0. 0 x 10 18 克 , 其余月际变盈智在 士0. 3 x 101 .

克以下
,

且有 么个月两的变曼不足 士0. 1 又 1 01
“ 克

.

根据以上所述
,

可见北半球五个区城中
,

以亚洲区大气熨量的月际变化最为明顺
,

其逐月堵诚的符号及数量与整个北牢球大气熨量的月际变化颇为符合
。

由此可知
,

照

洲区大气贸量的月际改变几乎决定着南北伞球大气厦量翰舍的净值
。

3

.

北半球大气贾量月际变化的年简差界

从上筋所述我们知武 北半球的大气熨量从 l一7 月粗搜诚少
,

从 7一l 月助粗技绪

加
。

以壁年的平均情况而脸
,

其半年增加的总量与半年诚少的总量 固然相等
,

曾豹为

10 .3 x 10 18 克
.
但在各个年份中每半年指诚的总量是否能互相平衡

,

若每年不能互相苹

衡HlJ 其差界的程度如何? 这种差界在压年之简的变化又如何? 这些简题是值得我们加

以注意的
。

下列表中数字即表示 19 32
一一1 93 7 年中每半年北半球大气熨量增诚的总量

,

以及每年在北半球所登生的大气宜量浮余
。

从表 2 可知
,

在 19 32一19 36 五年中每年在北半球枪入的大气 宜量曹 比椒 出的为

多
,

五年稍累竟剩余 4. 9 x 10 18 克
,

儿乎达到每半年平均枪出或椒入
.
总量的一半

,

到193 7

年北半球方筋摄 1.1 x 10 18 克
.
由淤我们补算的年数较短

,

对这种半球大气厦量盈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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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又

1 “3 2

1

1 ”3 3

…
1”3 ‘

1

1 , 3 6

(翠位 10 拐克)

1 ”3 6

…
1”3 7

1
~
一7 月

7
‘

一1
*
月

净 余

一9. 9

+ 1 0
.
8

十 0. 9

一8. 圣

十9. 1

+ 0
.
7

一1 1
.
9

+ 1 0
.
8

一1 .1

下年 i 月份
.

多年变化
,

肯未能作邀一步的分析
.
从表 , 中也可看到

,

北半球每年输出及输入的大气

总量
,

其年际变化也是很可观的
。

就在这六年中翰出最多的一年 (1937) 与翰出最少的

一年(1 934 )之差即达 3. 5 x 10 18 克
.
同徉

,

输入最多年(19 32 )与最少年(19 34 )之差也达

到 么0 x 10
18 克

。

如箭算年数堵多
,

变差范圃势必还耍大些
.
这种半球上大气直量变化

的年简差具
,

当与大气环流的强度变化及大气环流的距常癸生联系
,

而且也可以影响到

大气角动量翰法方面的种种固题
.
所以也就牵涉到各个地区气候与天气方面的距常现

象
,

甚至还会影响到地球 自棘轴是年变动的周期[7J
。

而费生这种半年直量翰邃不能逐

年不衡的原因
,

当与太除辐射强度的变化以及雨半球大气环流的年周变具有关
.

我仍现在再看北半球及北半球各区大气宜量逐月月际变化的年周差昊
,

这 表示在

圆 4一5 中‘圆 4 (1 )
一
.

长1为是北半球各月之简大气置量差的膳年变化曲接
.
圆 4 (1) 表示

l-一2 月周的年际变化情况
。

从 1
一一2 月北半球的大气宜量平均耍诚少 1

.
6 x 10 18 克

,

但

业非每年都尸定在这雨月之简出现喊少
.
例如从圆 4 (1) 可见

,

在 1933 年与 1936 年的

leese旦 月简北半球的大气寮量几乎韭没有什 么增诚
;而在 1931年特别反常

,

孩年2 月比

1 月霓增饥 2注 、 1 01
“

克
。

这种反常现象势必联系着某些地区的天气与气候肤 况 的变

具
.
例如

,

在 193 3年及 19 36 年的 , 月与 3 月
,

我团大部地区的月平均温度曹此正常情

况为低
,

尤其在东北与肇北这雨年 2
,

3 月的温度负距平特别明顺
,

东北负距不达到4一6

度
*.
至放19 31 年2 月我圃的温度负距不更为普遍

,

东北最大达到 一 7. 0
O
C 以上

。

1
93 7,

1 93 5 及 1934 年 1一2 月简北半球大气置量诚少特多
,

昔在 3
.0 x 10t8克以上

,

尤其 1937

年 1一2 月周诚少达 4. 7 K 101
“
克为最大

.
而这三年 2 月份我团的温度距平大都为正

,

东北正距平特别明颖达到 2一6
O
C

。

这样解明的对此关系是值得注意的
,

因为 , 月份大

隆上的高温与 1一2 月简北半球大气直量的大量诚少
,

么及 2 月份大隆上的低温与1
-esesZ

月周北半球大气盛量的不觅诚少或者甚至增加
,

原是应孩符合的
。

根据上箭我俩 已诬

明了北半球大气鬓量的月际变化
,

主耍决定龄大陵区 (尤其亚洲区) 的资量增诚
.
如果

本筋所述温度雨量距平皆根据中央气象合查料室是期镇报粗所制膨年逐月的距平圈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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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隆上某月温度过高 (过低) 而气压降低 (升高)
,

划其上的大气熨且势装此 正常诚少

(给加)
,

因此它对上一个月的宜量差也就登生了应有的改变
.
另一方面

,

由放大气熨且

的增诚不同
,

伴随着方向不同的冷暖平流
。

如由放冷平流估优势而造成大气熨t 堵加
,

即应在温度分布上出现负距平;如由龄暖平流沾优势而造成大气资最诚少
,

划在沮度分

布
_
L就应出现正距平

.
不过我仍现在对照的温度区域只限放国内而 已

,

还不能代表亚

洲区的整个情祝
。

圆 4 (l ) 更表示着北牛球 1一 , 月简的大气熨量差在展年中的变化是相当大的
,

谨

在这九年(193 Q一19 38 )之中
,

其年简变差范圃就已达到 7
.
1 x 101 “

克
.
九年中有七年 ,

月比 1 月诚少
,

但也有雨年2 月反而比 1 月增加
.

圆袱1)一(12 )为北半球五个分区大气熨量月嘴变化的年简差具
,

圆中左方表示亚

洲和太平洋雨区
,

右方表示欧洲
、

美洲和大西洋三区
.
看圆 6 (1) 可见五个区域 1一召 月

简大气熨量差的年简变化是不一致的
.
上述 1931 年 l一2 月简北率球的反 常现象

,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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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耍乃由龄太平洋和亚洲区鬓量增加所造成的; 19 37 年 1
~
招 月尚的大量诚少期 由龄 当

时五个区域曾出现诚少所致
,

尤共欧洲区的喊少最为突出
。

五个区域中 1一习月简年简

变化最大的为太平洋区
,

其较差达 3. 8 x 101
”

克
。

太平洋区 1一2 月简鬓量差 的屋年平

均值只 + 0. 04
x 101 8克

,

几乎可歌没有增诚
,

但在个别年份中其增诚的量比较可观而且

正负变动很大
。

美洲区的情况与此相仿
。

欧亚雨区 1一2 月简大多数年份出现诚少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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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区 HlJ 大都为增加
。

圆 4 (2 )为 2一3 月简北华球大气直量差的魔年变化
。

这二个月之简的变化题得比

较特别
,

九年中前四年速植为霄量诚少
,

接着速值四年直量增加
。

但诚少的量一般此增

加的量为大
,

因此平均而瀚北半球自 么一3 月大气置量还是诚少 0. 8 x 101
”
克

。

年简变

差范凰RlJ 为 6. 3 x 10 15 克
,

也比 1‘2 月周较小
.
从各个区域来禽

,

看圆 5 (为
,

2 一3 月简

亚洲与太不洋雨区的海陵差昊比较明颖
,

亚洲区逐年替为鬓量诚少
,

而太平洋区划大致

曾为肴加
。

亚洲区 19 31 年 多一召 月简直量诚少最为顾著
,

敲年 3 月份我团出现大 片温

度正距平 , 亚洲区 1934 年2一名 月简直量诚少很小
,

同年 3 月份我圃RlJ 出现普遍的温度

负距平;其简对比关系颇为明颖
。

其他三区 2一召 月的年周差具比较雄乱
。

圆 4 (3 )与圆 5 (3) 为 4 月诚 3 月的情况
,

北半球屋年替出现负值
,

年尚变差也小
,

19 35 一19 36 年简出现的最大变差也只 又7 x 1o ” 克
。

各个区域中海隆区的相反变化比

较明斯
。

太平洋区与大西洋区几乎屋年替为夏量增加
,

而三个大隆区艇年兀乎管 为鬓

量诚少
,

尤其亚洲区特别明鞍
.
可觅 自 3一姓 月北半球大睦区上喊少的大气霄量

,

一小

部分 (o
.9 x 10 1“克) 翰送到北半球的海洋区去

,

大部分 (1. 9 K 10 18 克) 则翰会到南半球

去
。

3
-

4 月简大睦区诚少的箕量比 1一另月
、

2 一召 月简大隆区诚少的臀量要多(参朋圆

3 )
,

但海洋区 多一4 月简增加的臀量业不此其前二月之简增加的寿多
,

因此 3
~一4 月简

翰舍到南半球去的直量就比前二月翰去的要多
,

这可以歌是北半球夏季半年开始时的

一种征象
.
其原因乃由放北半球大隆上在 3

一一4 月简温度出现急剧增 加的椽故
.
至价

193 吞-.
~
1 93 6 雨年中 3一4 月简北半球大气霄量诚少的互大差别

,

乃 由龄此时亚洲及太

不洋雨区鳌生亘大年尚变化所致
.
同时我团在这雨年的春季也颖出很大的差别

,

19 35

年春我团翼常温暖
,

自3一6 月团内大都昔出现温度正距平
,

19 36 年春我 圃 就此较寒

冷
,

3
一一6 月述减三个月普遍出现温度负距平

,

这雨年的暖春与寒春特别在辈北表现得

明颖
。

还有一点可以指出
,

就是关放 3一性 月固海洋区与大隆区霄量的相反变化
,

此较圆

6 (3 )中各条曲接可见大西洋区与欧洲区
、

太平洋区与美洲区相互之简曹出现明颖的相

反变化
。

屋年中凡大西洋区真量增加得多
,

即欧洲区复量诚少也多(19 32
,

19 36 年);大

西洋区增加得少
,

刻欧洲区诚少也少 (193 4
,

1 9 3 7 年)
.
同样

,

凡美洲区 3一4 月简厦量诚

少的年份
,

HlJ 太平洋区昔出现增加 (19 3多一19 35
,

37

,

39 年);美洲区增加HlJ 太平洋区诚少

(193 6
,

1
93

8 年)
。

而且它俏雨对曲技在屋年中的升降趋势也大都相反
。

唯独亚洲区的

变化似乎自戍系统
,

不与其他四条曲钱登生明颖的联系
.
而且

,
3 一4 月简亚洲区大气直

量的诚少不谨为本区 月际置量诚少最大的一个月
,

也是五区中所有月份中月际夏量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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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最大的一个月
.

圆 4 (4)及圆 6 (4) 为 6 月诚 4 月的情况
,

圆 4 供) 中除 1982年外替出砚负值
。

苹

均而瀚
,

4
, 一6 月固北半球诚少的大气宜量耍此 各一4 月周诚少的略小

,

但年简变差范困

(8
.
吞x 10 18 克) 剧此 3

-一4 月简稍大
.
各个区域的宜量差助有这 样几 个特 点

:
1) 除亚

洲区外
,

其余四区的变化量都很小
。

为雨个海洋区的变化符号相反
,

即太不洋区不均为

熨最城少
,

而大西洋区则增加(相反的现象也出现在共他各月之简
,

如在 10一
一
1 1 月简雨

个海洋区的变差符号也相反)
。

3) 亚洲区的诚少虽较明颐
,

但苹均不及上雨月周诚少的

多 , 个别年份且出现大量增加(193 2 年)
,

这在以前兀个月没有出砚过的
.
此外

,

当亚洲

区及整个北牛球在 19部年4ee 6 月周出现增加
,

19 36 年4一6 月固出现大量诚少时
,

在

我团的温度距平分布方面甚至雨量的距平方面
,

也都表现出一些相反的情况
。

圈 4 (句与圆 6 (句为 吞一c 月周的升算拮果
.
上文我刊已握提到

,

这雨个月周北半

球诚少的大气熨量为一年中诚少的最大值
。

任何一年吞- 6 月固北半球诚少的贸量昔

大放 致0 x 10 18 克
,

诚少最多的一年(19 3句达到 4. 9 x 10
1.
克

,

筵也是所有月份中月际演

少量的最大值
。

可是 卜- 6 月的年简变差范回Rll 此较小
,

做 久s x 1O18 克
。

北半球各个

区域中
,

不曲其为海洋区或是大睦区
,
吞一6 月简一致为熨量诚少

,

因此在 吞一
.
6 月简 自

北半球翰忿到南半球去的大气资全为最多
,

苹均达到 3. 6 K 1018 克
.
但是如果考雇到赤

道至北体 10
。

周的资量增诚情况
,

即 6
-ee 6 月简实际依舍到南半球去的熨量可能耍比然

个数值略小
。

对北半球各个区域来我
, 吞一6 月简大气亘量的诚少除美洲区为一年中月际城少最

‘

多外
,

其他四区的诚少量韭不是一年中最大的 (参阴图 3 )
。

而且各区诚少最的年周变

化也都比较小
。

大西洋与美洲雨区的年固变化曲挑几乎互相苹行
,

扮 明这雨个区域在

5-
.
6 月简的宜量增诚过程是此较一致的

,

而海隆区的相反关系在这雨个月尚对这雨个

区域竟不起顺著的作用
。

太平洋区在 193 4 与 193 吞雨年中的变化较大
,

19 34 年 吞- 6 月为太平洋 区八年中

唯一出现熨量增加的一气 193
6年 6- 6 月又为渺

最多的一年
。

就在这 雨年的 吞一6

月
,

很有兴趣的是我圈的降水分布也出现相反的现象
,

在 193 4年6
,

6 月苹北雨水过多

苹南HlJ 较早 , 1 9 3 6 年 6
,

6 月奉北早区甚魔攀南朋比较多雨
。

圆4 (6) 和圆 6 (6) 为 7 月诚 6 月的舒算桔果
,

这雨月简北半球大气宜量诚 少不

多
,

苹均谨诚少 0. 9 x 10 18 克
.
八年中且有雨年略见墉加

。

诚少最多的一年 (193 1) 谨

达又3 x 10 18 克
,

年简变差范四 2. 6 x lol
.
克为各个月际变差范圃最小的一个月

。

6 一7

月周宜量增加的 1933 及 193 6年的 7 月份
,

团内旱区比较 普温
,

而熨 量诚 少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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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31 年的 7 月份我圈畏江流域鳌生亘大涝区
,

辈北RlJ 旱
。

么各个区域来歌
,

亚洲 区艇年

替为鬓量诚少
,

欧洲区除一年外亦都为诚少 , 太平洋区期大都直量增加
,

有些年份增诚

不籁;大西洋与美洲雨区艇年增诚昔甚小
,

平均不足 士0. 1 x 10
‘”
克

,

个别年份月际变化

大时也不足 士0. 6 只 1 01
”

克
.

圈 4 (7 )和圆 6 (7 )为 8 月诚 7 月
,

此时北半球大气鬓量开始增加
,

8 月此 7 月平均

增加 1. 0 x 101
“
克

。

个别年份情况具常时也首登现夏量诚少 (19 33 年)
,

年简变差范圆此

前几月增大
,

达到4. 3 x 10 18 克
.
7一8 月简北半球大气置量的增加

,

由龄北半球三个大

隆区臀量开始增加的椽故
,

此时二个海洋区则在诚少
。

但大陵区增加的贸量超 过海洋

区诚少的宜量
,

瀚明南半球已艇 开始翰会大气直量过来
.
在亚欧雨区 19 3卜

1931,
19 3冬一1 93 3 年简大气鬓量增诚的变化较大

,

同时在这些年份的 7
,

8 雨月
,

我国水早区的

分布也表现出相反现象
。

例如
,

1
93

0 年 7 月在我国是江流域魔大地区 雨水不足
,

东北

雨水过量;而 19 31 年 7 月 HlJ 畏扛流域大涝
,

东北苦早
.

圆 4 (8 )和圆 6 (8 ) 为 9 月诚 8 月
,

在这雨月简北半球大气盛量增加颇多
,

平均达

久3 x 10 15 克
,

增加最多的年份达到 民1 x 10 18 克
,

增加最少的年份也有 1. 0 火 10
, ”
克

,

年

周变差范圃为 4
.1 火 1 0 18 克

.
各个区域中亚欧雨区魔年曾为置量增加

,

大西洋区赓年曹

为鬓量诚少
,

但诚少的量远比亚欧区增加的为小
。

美洲区与太平洋区赓年增加 或诚少

的机会大致相攀 因此平均而希这雨区在 压一9 月简几乎没有什么增诚
.
但太平洋区的

年简变差范囤颇大
,

为其他各区所不及
,

达到 久6 x 10
18
克

。

亚洲区眨年增加曾多
,

几乎

昔在 1
.
6 x 10 , 8

克以上
,

但年周变差只 1
一

1 x 1 0
1 8

克
. 1933 年8一9 月简北半球大气鬓

量的亘大增加
,

乃 由龄太平洋
、

欧洲及亚洲三个区域增加特多所致
。

19 33 年为太平洋区

增加最多的一年
,

而 193 5年助为太不洋区诚少最多的一年
.
偷阴 19 33 年 8

,
9 月我团

的降水量距苹圆
,

旱区出现在东南各省
,

畏扛以北雨水大都接近正常; 1935 年朋相反
,

早区大都出现在是江及奉北
,

江南雨水反而比较正常
。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
,

即欧洲与

美洲雨区的魔年变化曲接表砚出趋势相反的砚象
。

就是歌
,

如果在欧洲区某一年8一。

月简增加的置量比其前一年增加的诚少时
,

同时期美洲区就会增加
,

反之亦然
。

这砚明

欧洲与美洲 雨区 冬- 9 月简大气置量的增诚有某种补偿作用存在
. 193 0一1935 年简这

种相反关系
一

长分明顺
,

19
3 吞一1937 年周这雨区的变化虽较小

,

但相反的趋势仍然可辨
。

圆4 (9) 和圆 5 (9 ) 为 10 月诚 9 月的桔果
,

范与上雨月简一样
,

北半球艇年曾为直

量增加
,

苹均增加 又1 x 101
9
克刘此上雨月简增加的略少

.
年简变差 范圃 3. 3 x 101

“

克

也比 8一9 月简为小
.
各个区域中

,

三个大隆区曾为霄量增加
,

尤以亚洲区增加的量为

最多
。

亚洲区的增加为其一年中增加最多的一个月
,

而且魔年增加的量颇穗定
,

变差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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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只 0. 8 x 101
8
克 (1. 吞一久3 K 101 “

克)
.
雨个海洋区曾为熨量诚少

,

但诚少不多
,

尤其

大西洋区的诚少量平均还不到 0. , x 101
“
克

。

而太平洋区的变差范阅 又0 x 101
“
克助为

五区中最大者
。

1 9 3 丘年 。一10 月简太苹洋区出琪熨量增加
,

筑是反常的砚象
,

19 87 年

O一10 月简朋又诚少特多
。

查这雨年 9
,

lO 月我圈的降水盆距平日
,

大致也都出砚相反

免象
。

19
3 6 年 9 月我团的偏早地区大都在 19 37 年9 月朋成为偏涝的地区

。

又勿 193 6

年 10 月西南的魔大涝区
,

在 1937 年 10 月RlJ 成为大早地区
,

其他不再一一列举
。

在沮

度方面
,

19
3 丘年 9

,

10 月我国大都为正距苹
,

1 9
37 年 9

,

10 月HlJ 鱼距苹此较普退
。

圈 4 (10 ) 和圈 6 (10) 为 n 月诚 10 月
,

北半球的大气熨量在这二个月之周有特册

顺著的啥加
,

为一年中熨量场加最多的一个月份
,

不均墉加量达 8. 8 x 10 1. 克
。

增咖最

少的年份(1933) 也到 1
.
4 x 10 18克 , 啥加最多的年份(193句达到 反6 x 10 1.克

,

为北半球

任何月际宜量增加所达到的最大数值
.
其年简变差 范困故为 4j x 101

.
克

。

在 10 一n

月简北半球除大西洋区以外
,

其余四区曾为熨量增加
,

尤其美洲与欧洲雨区也都成为一

年中月际熨量增加最多的一个月
.
亚洲区的堵加量也很大

,

但比敬区前二个月 简 的墉

加量稍少一些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太平洋区的情况
,

太平洋区 自 8 月份以来 月 际贾量

大致曾为该少
,

唯独在10一n 月简有明顺的堆加
,

虽然绪加的量平均不过 0. 4 x 10 18 克
,

但八年中有七年为嘴加
,

只有一年波少 , 而且年周变差范困比前雨月之固大为城少
,

只

有 LO x 10 18 克
。

亚洲区的变差范困期较大
,

达到 久1 x 10 18 克
.
而且

,

在 1仆一11 月简

亚欧雨区服年变化曲往的趋势很一致
,

这表示此时使得亚欧大隆宜量增加的物理 过程

是一致的
。

19
3 6 年北半球的增加特多

,

即由敖亚欧雨 区增加特多所致 ,
19 33 年堆加特

少
,

亦由砖亚欧雨区增加特少的徐故
。

1 0 一n 月简美洲区的咭加量苹均 虽只有 0. 6 x

10
18
克

,

但服年曾为增加
,

变差范圆亦少 (0. 多ee o
.
9 x 1 01

”

克)
。

19 33 年 1仆一n 月北半球及亚
、

欧雨区大气熨量增加不多时
,

孩年 10 月份我 圈退

度距平负区比较普温
,

n 月份RlJ 正区此较普温
,

而且这雨个月内我国雨量缺少的地区

此较魔大
.
相反

,
1

93
6 年 10

.~~11月北半球及亚
、

欧雨 区大气熨量增加特多时
,

孩年 10

月份和 11 月份我圈的温度距平分怖也就同 1933 年的情况相反
,

1O 月份全国 几乎皆为

正区
,

n 月份RlJ 大部为负区;而且这雨个月内我圃大部地区雨量过多
.
这种月际 直量

增诚的变化与我团温度及降水分饰方面的明题联系
,

要冷来查料充份时可以作 更深 入的

分析
,

对是时期的气候演变以及畏期天气镇报方面可能增加一些新的韶歌
。

·

同 4 (11) 和圈 6 (11) 为 拐 月诚 n 月
,

这是北半球大气熨量月际变化最小的一 个

月
,

平均只增加 0
.3 x 101 8克

,

年固变差范阻RlJ 达 3.6 x 1015 克
,

八年中有二年出现宜量诚

少的现象
,

六次增加的年份中增加量超出 1. 0 x 10
‘”
克的只出现一次

。

北半球各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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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以亚洲区的直量增加为最明顾
,

庭年曾为增加
,

苹均增加0. 9” 1 01
.
克
.
欧洲区与美

洲区虽平均亦为增加
,

但增加捶少
。

大西洋区平均可瀚没有增诚(< + 0. 1 x 101
“
克)
.
唯

独太平洋区在 n 一拐 月简艇年替出现资量诚少
,

不均诚少 1.1 x 10 18 克
,

已握大价同时

期亚洲区堵加的宜量
,

豹相当龄亚洲和美洲雨区增加的和
.
而且

,

从圆 6 (11) 中可以看

出
,

太平洋和亚洲雨区的变化曲腺其简有明颖的相反趋势存在
,

可知在 n 一1另月简在

这雨区之简的大气宜量翰忿过程是相当重耍的
,

而筵个海隆简的输是过程比当 时南 北

半球之简的输忿过程更估优势
.1 1一12 月尚北半球二个海洋区的年周变差范凰大龄三

个大隆区
,

替超出 又6 又 10
18 克

,

尤以太平洋区的变差范圃为最大 (久8 x 10 18 克)
。

19
3 5 年 11 一12 月简亚洲区寮量增加颇多

,

而太平洋区的诚少助更大
,

其他三区的

增喊不甚明颖
,

因此造成当时全北半球的直量也诚少
。

这二月内我圃艳大部分 的温度

此平均为低
,

尤其 12 月的温度负距平不但范圃鹰大而且负的数值也大
,

大部地区达到

一3
。

一一7
“
C

,

这与亚洲区寮量的大为增加是符合的
。

不但如此
,

甚至在我国的降水量

多少方面也有反映
,

豉年 n 月团内艳大部分降水量超出正常
,

12 月剧旱区魔大
,

尤以

苹北最为突出
. 19 34 年11一12 月简亚洲区鬓量增加很少

,

太平洋区 的诚少也很少
,

与 19 35年的情况相具
,

当时我圃温度距平与降水方面也出现与 19 35 年 n 一12 月简相

反的砚象
。

圆 4 (1 幻 和圆 6 (1 为 为 l 月诚 12 月的卦算桔果
,

此时北半球大气箕量的增加又

此上二月之简增加的为多
,

平均已达 1.3 只
10
1”
克
.
但屋年中仍出现诚少的年份

,

年简变

差范圆达 3另 x 10 18 克
。

北半球五个区域中除美洲区平均略为喊少乐共余四区昔为置

量增加
。

年简变差RlJ 以大 西洋 区 为最大
,

也达 3. 2 x 101
“
克

。

亚洲区 19邓年 12 月至

19 33 年 1 月周增加特多
,

19
3 5 年 12 月至 19 36 年 1月固RlJ 出现诚少

。

同样
,

在相当月

份我团的温度距平圆
_
上也登现与之相符的现象

。

如 19 羽年 拐 月我团北方温度正距苹

很明腐
,

1 9 3 3 年 1 月剧出砚负距平; 19 36年 拐 月和 193 6年 l 月团内虽替出现温度负

距平
,

然 1且月的负距平此 1 月更为普通而疑重
。

粽合本薛所述
,

可以得到这样几个主耍的观念
:
第一

,

各个年份中北半球半年增加

与半年诚少的大气鬓量韭不互相平衡
。

第二
,

北半球大气鬓量月际变化的年 简差昊是

很明颖的
,

在大气鬓量逐渐增加的半年中
,

个别年份月际鬓量变化可能出现诚少
,

在逐

撕诚少的半年中
,

个别年份月际鬓量 变化也可能出现增加
。

北伞球各个区域中也出砚

同样的现象
。

第三
,

北半球月际箕量变化的年简变差范圆以 1一召 月 简 为最大 (7
.l x

101 ”
克)

,

6 一7 月尚为最小 (2. 6 火 10
18 克)

。

第四
,

北华球各个区域相互之简
,

尤其海洋

区与大睦区之简
,

大气鬓量的月际变化登生各种不同的关联
。

第五
,

亚洲区与太平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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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熨最 月际变化的橇端现象
,

在冬半年常与我团的温度距平分怖登生明顺的联系
,

在

夏半年且与我圈水早区域的分怖登生一定的关联
.
最后

,

我们还想特别指出一个砚象
,

就是在 193 1 年和 198 4年1一2 月及各一召月简
,

亚洲与太苹洋雨区昔出现界常的韭相反

的大气直t 变化
,

而这雨年的夏季在我团又出砚股重的大水(1931) 与干旱(L9 豁)Es J
,

其

尚是否有密切关联存在
,

有需更多的例案方能征实
。

4

.

北半球大气贾量月际变化的樟圈分怖

以上我们衬曲了北半球及北半球五个区域一年中逐月之简大气熨是增诚的种种情

况
.
现在我们再对大气熨量月际变化的障圈分怖加以注意

,

以便了解大气宜量增诚强

度的时简与地域分怖
,

从此韭想韶靛高低林度固是否存在互相补偿和脚 筋的作用
。

为

了筒化萧算起见
,

我们应用 19 8各一19 36 迪值五个整年的查料
,

升算北半球每十度简隔

各择圈上的平均月际气压差与排度余兹的乘欲(几二 句
,

来代表各释度带上大气熨t

的平均月际变化(如求直量差只需再乘 由。闷 ai
n
so 店 即得)

.
北半球和北半球五个区城

逐月之简几姗协的平均分怖表示在圈
6----
11 中

.
各圈中棍坐标表示樟度

,

横坐标表

示月份
。

看圈 6
,

这是北牛球平均 巧co6
功 的分怖圆

,

圆中不傲明白表示出来 1一叮月简北

半球大气宜量的诚少现象与 7一1 月简的增加现象
,

同时对各月之简大气熨耸抢诚的林

圈分饰也祥栩指出
.
在圆 6 中有以下几点岑实值得提出

:
l) 大气熨t 月际变化此较强

竺
乙5 ‘

75

伍

岛

45

的正负中心集中在 200
.一4 00 N 及 60

。

一

80
O
N 之 固

,

尤其在加
。

一盛o
o
N 周 出砚

的正负区时简Jt 较特久而且 强度也最

大
。

2) 大气宜量诚少的半年中城少最多

的出现在 l一召月简 2宇 - 盛6
O
N 处

,

但由

铃此时高林度 (6 0o 一9少哟出现熨量增

加
,

所以使得 l
es一2 月固北半球橄送到南

半球去的大气宜量 反不如 卜- 6 月简橇

出的为多
.
而 吞- 6 月简所以成 为翰出

�一�…一一
�邹川

"",
矛253515

2·1 月 3
.2 4· 3 5

·

4 6

·

5 7 一 8
·

7 9一 10- 9 11
·

1 0 份11 1
·

12 2
·〕

口 6. 北牢球几
cOS 必的分怖日(1932一1936年).

最多的一个月
,

顺然由放此时高低律度一致出现宜量诚少的徐故
。

8) 大气熨量增加的

半年中增加最多的出现在 9一10 月简加
。

一
门

4 少N 处
,

此时高释度又出现宜量诚少的砚

象
,

因此北半球翰入熨量最多的一个月推迟到 10
‘一1 1 月之简

,

那时高低律度一致出砚

鬓量增加
。

4
) 在大气熨量诚少的半年中

,

贯最诚少先在中释度开始
,

然后逐惭向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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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度 登展
。

据 最近 M
art in Te ieh 的研究叻

,

逐月简 几co
s价 负值最大之处与高空

西夙最大速度 出现的释度有些关联
。

在增加的半年中
,

也先在中释度开始增加
,

然后

登展到高低释度去
。

但高择度 的增加不能待久
,

在增加半年中高释度只出现二个 月

增加
,

倒有四个 月是诚少的
。

由此可见
,

北半球大气臀量半年诚少与半年增加的现象主

耍由砖 60
O
N 以南的变化所造成

,

60

“

N 以北这种半年为期的增喊现象韭不存在
。

圈 7 为欧洲区 (J 一60
“

E ) 巧 co
3小 的分怖圆

,

从圆可知
:
1) 欧洲区大气直量的半

年诚少与半年增加主要由龄拐
”

N 以南宜量变化的桔果
。

为在舫
“

一70
O
N 之周

,

月际鬓

N睽75

一飞 {
叹一

产

/

65岛拓352515

5-4一几
2一 1 月

圈 7
.
3心 4

一

3

欧洲区

6- 5 7一 8
一

7 9

一

吕 10- 9 11- 10 艺
·

1 1 1- 犯 争1

eo s 必的分怖圆 (1932一1936年〕
·

N

850
75

言份
�丫

655545岛器巧

量增诚的改变非常大
,

1 2 个月中几乎逐

月昔鳌生增诚符号的交替
,

只在 6一9 月

期中每雨个月方改变符号一次
。

但在诚

少的半年中仍有四个月出现负号 旦个月

出现正号
,

在增加的华年中也 有 四个月

出现正号 2 个月出现负号
。

这甜明在欧

洲大陵上一年中大气夏量月际变化的趋

势是不很稳定的
,

在五 个区域的相当律

度带内这是很突出的现象
。

由龄欧洲大

睦面猜 此较小
,

欧洲西部受大西洋的影

响又很大
,

在逐月月际气压差圆上
*
欧洲

西北部与东南部大都出现符号相反的趋

势所致
.
3) 在 70

“

一90
“

N 之简 欧洲区

的情况也很别致
,

除在 l一3 月内大气置

量增加外
,

其余 8 个月几乎曾出现诚少
,

但负量大都很小
。

圆 8 为亚洲 区(6 0o 一140
’

E) 几
。0
助

2一 1月 3心 4·3 5- 4 6- 5 7 一 8
,

7 9

·

8 1卜9 11- 10 艺
.
11 1- 扮 2

一
1

圈 氏 亚洲区几二 必的分怖圈(1932一1936 年).

的分怖圆
,

圆中表示出 几个特点
:
1) 伞年诚少与半年增加的对此在各锋度都很 明颖

。

为月际变化强度最大的地梁在加
。

一的
。

N 之内声一生月简诚少最多出现在300 一 50
O
N,

而 9一10 月简增加最多的助出现在 2O
。

一40
“

N

,

后者此前者偏南豹 10 个释度
。

雨者

出现的时简周隔恰为半年
,

而且都在春秋过渡季筋内出现
.
3) 1一

一
3 月简 60

“

N 以南诚

少时
,

在 60
O
N 以北HlJ 出现增加

,

盆在欧美二个大隆区也出现类似的现象
,

韭在太平洋
、

大西洋二区同时期的高辣度也登砚增加
。

4
)

9 一10 月简中低释度出现强烈增加时
,

70

O

N

月际气压差圈未付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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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划稍稍诚少
,

这在其他各区相当时期的高株度也都出砚喊少
,

因此。~ 一1 0 月简北伞

2·1 月 3-2 十3

_ ,

一
._ 口一

J ~ 一一~J
- 月 . 一 J _

_
立 .

_

卜4 6石 7币 8刃 卜8 1卜9 11. 10 n 一1 1. 欢卜1

口 9. 太苹洋区 P D
cos
卢的分佑. (1932一1, 3 6 年)

球高蜂度就鞭出独特的诚少现象 (参阳

圈 6 )
.

圈 9 为太苹洋区 (140
o
E一130

o
w )

巧哪协的分怖图
,

圆中正负 区的分怖

顺然Jt 亚欧大随区为复麟
。

1) 在 1, 一盛

月中高株度的增加渐向低释 度登展
,

到

‘一9 月中低稼度的增加 又 向高撑度登

展
.
为 在3一7 月高樟度的诚少十分明

朋
,

7 一场 月划中律度的诚少颇为强烈
.

3) 除 11一拐 月简各律度一致减少外
,

其余各月固各樟度垠诚符号没有一致的出现
,

这

顺与亚洲区不同
.
4) 春季侈一峨 月)太苹洋区 60

O
N 以南的增加特别明籁

,

此时在亚洲

区相当林度即出现大最诚少
,

海睦的对此是明胭的
.
4 月以后 (今一6 月)这种对此就不

题
,

此时在太平洋区高低樟度兀乎也都出砚熨是诚少
,

中林度 助变化较小
。

直到 已- 7

月简
,

3 0

。

一c。
。

N 地带方出现此梭明硕的增加
.
然种自冬到夏宜量增加不速植的现象

是值得注意的
。

句 n 一U 月周太苹洋区中林度熨最演少特别强烈
,

此时在大西洋区中

林度也有同徉的强烈诚少现象 (日 11)
。

所以虽然在欧亚大隆上此时出砚熨量增加
,

但

对整个北半球的中辑度来瀚
,

1 1一12 月简仍斑砚明顺的熨量诚少(圈 6 )
。

到 1冬一1 月

周太平洋区中棘度 又出现直量堵加
。

圆 10 为美洲区 (13 00 一70o w ) 几 co
s协 的分怖圆

,

从圆可知
:
1) 在冈

’

N 以南

N85075
自 l多一七 月牛年之内几乎曾为诚少

,

自

6一12月大致皆为增加
.
这种半年为期的

增诚现象虽与亚欧雨区情况相似
,

但其

起迄月份与亚欧雨区相差一个月
。

美洲

区中低稗度诚少最多的月份 (各
-
召月简)

及增加最多的月份 (10ee n 月固) 也与

亚欧雨区出现月份不一致
。

2)
l
ee

4 月在

50
“

N 以南诚少时
,

的
。

N 以北RlJ 有明颠

的增加
,

这与欧亚雨区情况大致相仿
,

但

竺
毖

45

35

25

巧

2 一1月 手2 4- 3 卜心 6一 7币 卜7 9一 1卜9 11
·

1 0 1 仑
·

1 1 1
一
价 2

·
1

.
10.

美洲区几。 必的分怖. (1932一19”“年).

本区高律度的增加推持到 4 月
,

欧亚雨区到 3 月即已籍止
。

3)
吞ee 6 月固美洲区各稼度

一致诚少
,

此时亚欧雨区也一致诚少
.
但欧洲区诚少最多在200 一召oo N 之简

,

亚洲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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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0一40
o
N 之周

,

美洲区助在 50
。

一60
O
N 之周

。

4
)
生一7 月美洲区 60

o
N 以北的诚少现

象与大西洋区同时期高律度的情况最为类似
,

且与太平洋
、

亚洲
、

及欧 洲等区 的情 况

亦大致相仿
.
由此可兑

,

对北半球高律度来轰
,

划分成五个区域是不一定需耍的
.
豹在

60
’

N 以北的地区
,

其大气置量的周年变化斯然可以单独成为一个区域
,

可以呼做北冰

洋区
,

那里的 月际变化可用圆 6 中 60a N 以北的情况来表示的
.
然而

,

至少在 7一1 月的

半年中
,

北半球高律度在五个区域中的月际鬓量变化情况仍然有所差别 (此较圆 7一11

与圆 6 )
,

所以把高律度分别列入五区之内也不是不可以的
。

5) 美 洲 区 7一1 月 600 N

以北的增减情况大致与亚洲区相似
,

与其他三区助颖有差别
。

尤其在 6宇 N 释圈地带
,

美亚雨区在8一
~
1 月简曹为增加

,

大西洋区RlJ 大都为诚少
,

太夺洋与欧洲雨区HlJ 增诚交

替出现
。

6)
7 一9 月简美洲区在 30

“

N 以南出现直量诚少
,

筵与雨个海洋区的情况相同
,

反而与欧亚雨个大睦区相反
.
巷由龄北美大睦匆f在律度较高

,

美洲区中 30
O
N 以南主

要是海洋
,

所以那里已不可能反应出大隆性的月际盛量变化情况
.
即以圆 10 中美洲区

60o N 以南的增城炙日布来瀚
,

也业不与亚欧雨区情况完全一致 (亚欧雨 区在 40
“

N 以南

完全一致)
,

由此可晃
,

美洲区所表示的大隆特性已不如亚欧雨区所表示的明斯
。

圆 n 为 大 西 洋 区 (0o 一70o w )几cos 价的分沛圆
,

圆中可以看出以下一些特点
:

1) 各月之简高低锋度大气直量增诚相反的砚象很普温
.
例如在 4- 7 月及 3一1 月时期

N85075中
,

各月之简高释度直量昔为诚少
,

低律

度RlJ 鬓量增加
。

1
一一3 月及 8一9 月期 简

高律度盛量增加
,

而低棘度鬓 量诚少
。

这种高低律度月际宜量增诚相 反的拮

果
,

使得整个大西洋区月际鬓量 的变化

就不至龄很大
。

为 大西洋区在 SOa N 以

北
,

一年中鬓量诚少的月份 倍放增加的

月份 (8 月此 4 月)
,

而在 50
o
N 以南一年

中增加的月份多放诚少的月份也豹达一

临

与

朽

器

2s 卜
一

卜护

_
1

0
2

巧 卜

冬珑

圆 11.

子2 4. 3 5- 4 分5 7 石 吕
.
7 牙8 】0- 9 1卜10 12 ·

11 卜珍 争1

大西洋区与 ~ 必的分侨圈 (1932 一1936年)

倍
.
3) 唯独 3一性 月简加

。

N 以北一致为增加
,

尤其在 6oa N 附近增加最大
,

其原因乃为

3一峨 月简冰岛低压大为喊弱所致
.
4) 在 1一7 月半年中

,

臀量增加自高律度处开始
,

然

后向低律度誉展;在 7一1 月半年中
,

鬓量城少剧从低障度开始
,

然后向高释度癸展
。

匀

在 4O
。

一60
O
N 之简月际鬓量改变最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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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精 希

根据本文卦算与分析桔果
,

可么得到以下儿点枯脸
:

(1 ) 自 l一7 月半年中北半球有大气宜且向南半球艳是
,

自 7一1月半年中南牢球

有大气资量向北半球枪君
,

半年艳出人的总熨量的为 10 .3 x 101
“

克(日 1 )
。

(2 ) 逐月之简南北半球大气熨量德君的净值不等
吞一6 月及 10一n 月简椒出 入

的量较大 , 橄出半年与椒入半年中逐月大气宜是的改变韭不对称 (圈 1
,

为
。

(3 ) 北半球大隆区与海洋区大气熨量的月际变化不同
,

亚欧大隆区的月际变化最

大
,

一年中亚欧大隆区月际变化的符号和数量与整个北半球的变化相一致(日 3 )
.

(4 ) 逐年而脸
,

北半球橄出的大气熨爱与橄入的不能互相不衡
,

19
3 2 -

.

1
93

6 五年

中
,

北半球每年枪入大龄橄出
,

五年 中稍粱 4. 9 x 10 18 克的大气
,

豹相当放半年平均橄出

入总量的一半(表 2 )
。

(
6
) 北半球及北半球各个海睦区

,

大气熨量月际变化的符号与数且在服年 中有很

大的出入;各个海睦区月际变化相互之周
,

登生各种复袭的联系(圈 4
,

5)

。

(6 ) 亚洲与太平洋雨区大气直量的月际变化大都成相反现象 (圆 6 )
,

雨区的变化

具常时
,

在我团温度及降水的分怖方面登生明朋的差具
。

( 7 ) 北半球大气宜t 的月际变化以在 加
。

一盛oo N 与 600 一so
O
N 之简的变化强度

为最大(圆 6 )
,

半年增诚的现象主耍由放中低律度大睦区的变化所走生 (睑右一8
,

10 )

。

(8 ) 北半球及北半球各个海睦区
,

大气熨盘月际变化的林圈戈日布互有出入
,

海洋区

此大睦区的分怖为复袭
,

高低掉度之简及海隆之简登生各种相互 补偿 的作用 (圆 6一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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