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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夙生成的粽合学魏
’

李 意 之
(北 京 大 学)

提 耍

几十年前
,

甚至一百多年前
,

气象学者对热带气旋 (在东亚哄作台夙)的生成
,

就有了

相当韶澈 ; 但是
,

直到现在
,

这方面的学靓
,

越来越多
,

还没有就一起来; 而巨对一些简

题 (如为什么热带气旋只限于某些地方? 为什么热带气旋敬生的频率很少?等等)
,

还不

能或不能正确地解答
.

这篇文章把作者过去对台夙工作的一部分
,

在理瑜上加以补充
,

提

出三个必耍豹范且潇足的条件(大规模的高度潮湿不德定
,

相当强的渴度和足够强大的外力

—
冷空气的侵入

,

其中前雨个是已握公豁的)和几个有利条件
,

井加入最近整理出来的

一些精果
,

再参考过去已有的脊料和主要文献
,

分析批判
,

而排成这个粽合学税
.

用这个

学视可以筒明地此较合理地解答上面提到的以及其他一些简题
.

引 言

对于台夙和其他热带气旋的鳌生原因
,

登现频率和空简分布
,

很早我仍就有了相当

甜漱
,

但是直到砚在都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

尤其是对于台夙的成因〔i
川

。

热带气旋(包

括东亚的台夙
、

美洲雨岸的眼夙
、

澳洲雨岸的
“

推利椎利
”

和印度洋上的热带气旋 )频率

的特少
,

时简上的舞规律
,

和分布的 只限于某些地区
,

很久就是气象学上难以解答的周

题旧
,

到砚在一般还忽为是没有解决的
,

而且在最近将来也不容易解决的周题
。

因此
,

在这篇希文里
,

先介招热带气旋时空分布实陈情况
,

再举出几个不同学我
,

接着准行批

钊
,

然后阐述我仍的粽合学甜和它的优越性
,

来解答这些困难周题
。

二
.

实 际 情 况

根据观侧和统爵桔果
,

台夙和其他热带气旋的登生区域
、

地理分布和年中须率
,

都

有相当规律“一门(这里的相当规律
,

是就平均情况爵
,

对个别年份
,

个别地方
,

是没有规

律盼
,

而且一定有它的原因
。

为了探甜这些原因
,

我仍耍先了解它们的实际情况
。

但

是可用青料很少
,

并且来源不一 ; 根据麟乱而且贫乏的青料
,

所得拮果
,

往往有很大出

.

北京大学与中央气象局合作研究报告之一
。

1 9 5 5年 垅 月 20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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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

甚至于有厢著矛盾
.

例如孟加拉稗热带气旋的须率
,

有的拾出最多在五月和十月旧
,

也有的抬出在七 月和九月的须牟最大朗(是圈 1 )
。

在台夙登生的地区里
,
高空探侧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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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l. 热格气旋搜生娜率.

少 , 当台夙登生的时候
,

那些地区的高空探侧犯缘
,

到砚在还没有找到可供探衬的实例
。

因此
,

这里的实除情况
,

只包括地理分布和年中通率 ,至于高空分析
,

等找到了足够查料

再准行
。

1
.

地理分布
:
台夙的地理分布是很有规律的

,

它的登生地区
,

一般韶为是在北樟5
“

到加
.

和东粗 130
。

到 17 犷这一地带
,

还有中国南海和日本南面的大洋
,

也都是台夙的

赞源地[10
·

113
。

对于台夙的地理分布
,

有不少学者cI2
·

切骨作了祥栩就针
,

但是桔果有相

当出入 , 一般情况
,

大致如下
: 1) 四月

.

至六月和九月至十一月
,

台夙的分布
,

在中因南海

较多
,

甚至于最多(在六月和十一月)
.

幻在中团天睦
,

一般从六月到九月有受到台夙食

英的危除
。

3) 按全年平均 (特别是九月和十月)分布情况
,

有雨个最多地带 ;一个是从大

洋登源地
,

艇过莽律宾群岛北部
,

直向越南中北部沿海
,

再一个是从大洋登源地
,

指向日

本
,

而以日本东面天泽为最版
。

以上是台夙登生和登现的地理分布
,

其他热带气旋的地

理分布
,

可参考有关文献[10
’

川
,

不再群栩分述
·

不过可以概括魏一句
,

部母亨胡学艰令
地局限于某些地区

。

至于为什么这样
,

是引言里提到的难题之一
,

在下面第四章第二箭

里
,

我们耍加以解释
。

2
.

年中须率
:

台夙登生的频率
,

一般是从七月到十月较多(就是一般所胡台夙季)
,

而以九月为最多
,

在这个时期的前后都Jt 较少
,

以至于几乎不登现 (尾口 1 及参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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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14
,

15 〕)
。

为便于作比较性的甜希
,

其他地区的热带气旋须率也筒略举出
,

如在北大西

洋的雕夙须率
,

也近于台夙频率的情祝
.

但是在北印度洋和西加勒比海
,

情况就不同

了
。

在北印度洋热带气旋频率
,

年中有雨个最多
,

一个在五六月
,

另一 个在十 月或十

一月
。

(在孟加拉臀的热带气旋频率
,

如上所述
,

就有不同的就针桔果
。

)而在 (南北美洲

之简的 )西加勒北海的腿夙频率
,

近于北印度洋的一般情况
,

不过最多在十月
,

次多在六

月 [1 。
。

在澳洲雨岸
,

南太平洋和南印度洋的热带气旋的须率
,

都是在一月至三月为最

多
.

(尾圆 1 和参考文献仁1叼中圆 63 )

这样复兼的年中须率情次
,

可以归钠成雨大类型
:

第一类型的最多频率是在夏秋

(北半球七月至十月
,

南半球一月至三月) ; 第二类型 (砚只登现在北半球)有雨个最多级

率
,

一在春末夏初 (五六月)
,

一在秋季 (
一

十月和十一月)
。

热带气旋在不同区域鳌生或

聆现时期的规律性是很颖著的
,

(这也只是就一般情况瑟
,

对个别地方或个别年份
,

就不

颖著了
,

甚至于没有规律了
.

) 这一定也有它的原因
。

对于这一点
,

将在下面再准行甜

希
。

三
.

不同学瓮和批判

关于台夙生成的学沦虽然不少
,

但是没有一个学我能够解释一系列现象而不遇到

困难或矛盾的
.

下面是几个主要学盆〔卜4〕的简耍内容和它们应得的批判
。

1
.

对流学歌

在热带海洋上某些受热较多的地区
,

高温而潮湿的空气容易上升
,

四周空气流来
,

便形成对流 ; 再受到地蟀偏向力和离心力的支配
,

空气内向分速变小
,

气压愈低
。

由于

气压灌植降低
,

夙速愈大
,

地棘偏向力和离心力也随着增加
,

内向分速便愈小
,

气压更耍

降低
。

握过这样循环过程
,

就形成 了强烈旋涡—
热带气旋

.

从凝桔作用看
,

空气在受

热地区的中央部分上升冷却
,

水气凝桔而放出潜热
,

使旋涡登生而且摆植加强
,

以至于

形成热带气旋
,

所以
,

又有的把它呼作
“

凝拮学甜
” 。

这个学歌
,

不能解释上面的观测现象
。

在南大西洋的对流砚象一定也很须繁而强

烈
,

但是这里没有热带气旋警生
。

而且在其他大洋上
,

对流现象随时随地都可以登生
,

而热带气旋的形成须率很少
,

井且只限于某些地区
。

因此
,

这个学我是不恰当的
,

鱿反流学歌

反流学歌
,

是达夫 (H
.

W
.

Dove )所刽立
。

这个学魏是从大部热带气旋登生的区

域
,

都是和方向相反的信夙过渡带(概括地歌也就是热带简幅合区
、

热带锋
、

赤道锋
、

或

热带简锋
、

赤道燕夙带或热赤道的一部分) 相联系的砚象出登的
。

主张反流学歌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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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么为从实际般联推瀚到
:

方向相反的气流
,

既能使热带气旋登生
,

也能使热带气旋加

强登展
。

用这个学歌
,

可以解释热德气旋分布的一点特加清况
,

就是在南大西洋上所以

没有热带气旋
,

这是因为那里没有赤道热夙带和方向相反的夙系叻
。

因此
,

反流学甜的

主强者忽为方向相反的气流
,

是热带气旋生成的主耍原因
。

的确在北印度洋登生热带

气旋最多的时候
,

五
、

六月和十
、

十一月
,

方向相反的气流就摇动在那里 ; 到相反气流在

北印度洋渭失以后
,

那里的热带气旋便不容易登生
。

但是在热带简锋 (IT F) 或赤道幅

合带 (ECZ )
,

反流现象艇常存在
,

井且潮湿不层定情况也常常形成
,

而热架气旋在那些

地带 (即便是在较高律度)
,

既不到处癸现
,

也不艇常形成
。

相反的在西北太平洋
,

当夏
‘

末秋初的时候季夙盛行
,

反流现象较少
,

而台夙频率却颖著增加
。

因此这个学扮
,

不能

解释观侧得到的现象
,

也是不能成立的
。

8
.

锋面学歌

这个学我
,

建立在热带气旋登生于
“

信夙和赤道气团的锋面
”

上的现象
。

在这个锋

面上
,

波动裕植登展
,

在有些情形下可么登展到生成热带气旋的程度
。

不过这个登展过

程如何
,

还不明确
,

主强这个学我的人的意是也还不一致闭
.

戴波尔满(D e p p e

rm an n) 在

菲律宾的想联是
:

在赤道锋上雨个方向不同的气流相遇
,

其中一个
,

是很潮湿的西南季

夙 , 而且在那里
,

没有一个台夙不是生在锋面上的 ; 也没有一个台夙生成在均一气团的

颖著情形
。

按这些握脆
,

一些作者便辉为热带气旋登生在热带锋面上
,

就形成锋面学

我
。

这个学靓
,

思古来斯 (M
a rg ul es) 很早就提到忿旧

,

以后 白尔吉隆 (B e牲笋ro n )也曹

有同样看法c17 〕,

虽然他在 19 触 年又化统地提到一个罕有的因素〔如
。

(这里他井没有明

确指出这个罕有因素是什么
,

似乎他不再强稠他在 1 9 33 年所提出的动力不德定和湿不

摇定〔期
。

因为用动力不攘定和湿不镶定
,

也不能解答多年来的困难简题
。

)

对这个学能的批判
,

和对反流学我的批钊相似
,

就是在热带气旋登生的区域 和季

筋
,

锋面是艇常存在的
,

而热带气旋却很少登生
。

而且登生热带气旋最多的区域
,

并不

是锋面登生最频繁的地方 ; 例如在副热带高压西部近赤道地区
,

热带气旋赞生比较多
,

甚至最多
,

而峰面登生最须繁的地方
,

却在副热带高压东部近赤遭一带
,

即所稍赤道幅

合区
。

这徉地带(如东太平洋)的锋面
,

不只是存在于某一时期
,

而是辛冬年常有的 ; 但是

各孩地 区的热带气旋
,

都不是时常登现而有相当的季筋规律
。

所以锋面学甜
,

不能解释

热德气旋的地理分布和年中须率
。

至于戴波尔满在菲律宾的握墩
,

只是列举一些现象
,

这些现象井不能解释台夙登生

频率的特少和各年台夙须率的变化不定
。

在菲律宾
, .

很潮湿的西南季夙
” ,

在夏季是艇

常存在的
,

由它所形成的捧面也时常存在
,

而台夙的登生就不是这样了
,

而只是很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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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象
。

白尔吉隆在扳来登表的文章里 (见参考文献〔11 ] 1 5 5一 1弱)也承靓
,

锋面学歌遭

到齐多反对
。

这样翘不起考麟的学歌
,

当然不能成立
。

4
.

三气团角学歌

在气压络的支配下
,

三个性置不同的气团
,

从不同的方向相遇到一处
。

这样三个

气 团相遇的情况或地方
,

就是
“

三气团角
” 。

(晃圆 2 ,

也可以呼作三重点或三叉点)

北半殊

圈 2
.

三气团角圈〔1刃
一

3
一
之

一 ! 。 二

上团
:
北半球 下国

:
南半球

实矢麟—地面冷气疏 ;

双矢接—
地面暖气疏 ;

圈为三气团角

南半球

圈 3
.

三气团角高空朝散廖
1刃

栩矢钱—低空气流; 虚接—低室等温接,

粗矢挑—高空气流 , 点虚接—等变压接,

点虚矢筱
—

减压中心移动方向

支配气团的三个高压
,

雨个是热力高压 (冷高压 )
,

一个是动力高压 (副热带暖高压 )
。

因

此
,

高空气压锡和气流姿
,

便成了圆 3 所表示的情况
。

在三气团角的高空是强 烈 的幅

散
,

海平面上的气压便颖著降底
,

于是就登展成热带气旋〔193
.

这是柔德瓦 尔 德 (M
.

R 以免w a ld )的三气 团角学琵的筒短内容
。

他考虑到高空和地面的气压分布
、

热力情况和

流锡以及由高空辐散而形成的地面减压
,

这是此较其他学甜优越的地方
。

但是这个学歌是从登展过程的某一陪段 (三气团相遇的陪段) 出登
,

没有准一步考

虑气压分布的原因
,

更没有考虑其他因素和条件
。

而且在天气圆和气候圈上
,

常有
“

三

气团角
”

的登现
,

但是热带气旋却很少登生
。

所以这个学甜也是不正确的
。

氛 信夙逆温履破坏学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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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夙区域里
,

逆温屠是普温存在着的
。

逆温履特别稼定
,

阻碍了空气的 垂值运

行
,

不利于台夙的登生和登展
,

因此
,

在信夙区域里
,

一般很少登生台夙和其他热带气

旋 ;但是
,

在信夙逆温屠很薄弱的地方
,

特别是在信夙逆温屠近赤道的边沿上
,

那里信夙

逆温屠容易被突破
,

潮湿不稼定的空气容易上升
,

台夙或其他热带气旋便此较容易登

生
。

这就是信夙逆温屠破坏学歌的耍点
.

〔群栩内容
,

见艾克斯泰尔布润克(H
.

E川泊rn 一

br in k) 的希文。叮 和荒川著
“

天气分析
”

上卷 铭一65 真
.

〕但是
,

这个学扮耍点的骨干部

分 (信夙逆温屠近赤道的边沿上)
,

是作者以前所提出的口〕
,

而艾克斯泰尔布调克在他

的文章里不提这一点
,

只引用了作者前文所指出的对本超然关重耍的一种现象
, “
热带

气旋艇常向气压降低处运行
。 ”

山〕恰是这种瑰象
,

柔德瓦尔德在对艾克斯泰 尔布渭克的

希文的砰希里
,

却在最后一句韶里又引用了它
,

而且这样衰着 . 3」, “

人仍特高兴地同意

艾克斯泰尔布俏克的定月lJ( 或祠句 Sa 址)
; ‘

热带气旋超常向气压降低处运行
。 ’ ”

这样就

把中团人研究的成果窃取去了 (虽然很小很平常
,

但是他们一再引述
,

而且艾竟斯泰尔

布润克在答复柔德瓦尔德的砰希里山〕
,

对这一点也并不加以更正)
.

信夙逆温屠破坏和台夙登生的内在联系
,

应孩是这徉的
:

在某些遭合而且足够条

件 (关于这些条件兑下章)下
,

初期台夙(热带低压)生成了3等这个旋涡系兢移动到信夙

区域
,

那里的信夙逆温履可以受旋涡系统的提动而被突破
,

于是旋涡强度越登加大
,

而

形成台夙
。

决不是由于信夙逆温屠的破坏
,

而生成台夙
。

所以这个学扮的内容
,

和热带

气旋梦生过程不但不符
,

反而因果颠倒
。

再轰
,

强烈对流在热带是超常地而且普温地

赞生 ; 它仍突破信夙逆温屠的机会是很多的
,

但是热染气旋的登生却很少
。

因此
,

可以

肯定地歌
,

信夙逆温屠的破坏是后果而不是原因 ; 它对热带气旋的生成
,

只能算作有利

条件
,

艳不是主耍原因
,

更不能形成学甜
。

四
.

粽合学观和它的优越性

按照上面所衬瀚的
,

这兀个学扮都是主观的片面的
,

只从某一介度来孤立地看周

题
,

并且坡大了 自以为重耍的某种作用
,

而没有作通当的分析
。

对现象本身的舞献
,

既

不徽底
,

对现象的登展过程
,

也没有弄清楚
,

对聆生原因更没有全面抓住
,

当然对于 引言

里所提到的周通
,

得不到正确的解答
。

第二章所爵的热带气旋登生须率和地理分布
,

若

和他一牛球冶气团的活动
,

以及其他现象 (如有关地方的天气聆展过程)桔合起来
,

便可

以得到此较合理的解释
。

关于这一点的群知内容和南半球冷气团的括动与台夙登生的

关系
,

已在另一篇希文里具体的甜愉过。」
。

关于北半球 (东亚一带) 冷气团的侵契与南

半球(澳洲附近 )腿夙生成的联系
,

也有尊文举例靓实亡习
。

但是
,

如果把冷气团的侵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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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台夙生成的一个学歌
,

未觅又犯了片面的毛病
,

虽然近年出版的奢上
,

有的引用了

这样事实和希点以4,2 日。

因此
,

一个此较正确的
、

全面的
、

能够解决简题的新学歌
,

是需耍

雀十的
。

1
.

粽合学我

粽合学甜
,

是从观侧得到的现象和统爵出来的一般情况出聆
,

用此较分析方法
,

找

出各种现象简的时空关系
,

和不同作用简的相互影响
,

而以内因为根据
,

外因为条件
,

对

热带气旋的生成
,

准行撤底的推究
。

台夙生成的内因是大规模的高度潮湿不稳定的空气
,

含有大量潮湿不意定潜能
。

室气之所以能含有大量潮湿不偿定潜能
,

必爱是在高温而潮湿的季箭和区域
,

而且那里

的空气此较静止
,

才能灌擅吸收幅射能量和通过乱流傅通从地面 (主耍是水面)充分翰

入热量和水分
,

而没有大量散失和耗揖 ; 对这些作用和过程的有利条件
,

是高温的魔背

海洋
,

此较静止的空气和散布着小而平援的岛噢的浅海 (因为这样岛噢使空气的温度
、

海水的温度和水汽都较快地增加
,

而很少渭耗动能)
。

外因是有足够的外力
,

它能使大规模的高度潮湿不稳定的空气登生相当强烈的搔

动
,

而放出大量潜能加强上升作用
,

再加上相 当强的涡度的影响
,

便可以使变湿变热的

空气
,

从量变到鬓变
,

登生旋涡而形成台夙
.

这样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外力
,

是足够强

烈的冷空气的侵翼
,

特别是从他一半球誉源的冷空气的侵襄 ; 因为冷空气侵襄时所加来

的动能
,

可以促使台夙的生戍
,

而且当内外其他条件俱备的时候
,

本半球冷气 团的活动

此较微弱
,

而他一伞球的冷气 团的活动相 当强烈
。

对于这样外力作用
,

虽然已有享文举例征明图,2 习,

这里对于作用过程
,

再举出爪哇

的雅加达和澳洲北部的达尔文港的降水
,

特别是暴雨与东亚寒潮的关系
,

加以歌明和征

实
:

根据 1 9 3 1 至 1 9 3 4 年在雅加达四年观侧报告 (现在只找到这四年的报告 )而统爵出

来的桔果
,

那里的暴雨 日数 (日降水量多于五十毫米 )
,

66 妊以上登现在十二月至三月 ;

而日降水量大于 90 毫米的降水
,

只鳌生在这个时简里 (圆 4)
。

这样降水集中现象 (在热

带
,

特别是在赤道一带
,

一般各月暴雨和平均降水是比较均匀的 )
,

也表瑰在月平均降水

量的年中分布上
:

按雅加达六十年 (18 64 一1驰3) 的降水青料
,

年平均 18 3 2 毫米
,

一月

平均 33 1 毫米
,

多于年不均的六分之一
,

十二月到三月的 四个月总量是 10 70 毫米
,

占年

平均的 铭拓 以上
。

至于为什么雅加达的暴雨和月平均降水量都集中在十二月至三月
,

这是因为受北伞球东亚寒潮的影响
: 1 9 2 9 年最大的 日降水量

,

是 1 月 19 日的 90
.

, 毫

米
,

这次强烈降水
,

已握靓实是由东亚寒潮的侵奖所形成的L2 刀; 现在查到的雨次最大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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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

也有受东亚寒潮影响的迹象
。

(对于这

个周题的研衬正在准行 中
.

)暴雨和月平均

降水的集中现象
,

按作者所知
,

不只癸现在

雅加达
,

也鳌现在这一带的其他一些地方
,

如万雅老 (M en a d o )
、

鹿篮盖 (M a p a n罗t)
、

山打根 (S a n d a ka n )和达尔文港(PO
r t D a r -

初n)
。

从这些地方
,

目前手边没有足够降

水查料
,

只能举出达尔文港的一般情况和

一次暴雨的实例
:

达尔文港五十五年(1 8 70
口 4

.

雅加达的暴雨闷率

一19 触)的平均降水情况是
:

年量 1 6 7 1 毫米
,

一月 盛似 毫米
,

多于年量的四分之一
,

十二

至三月的四个月总量 1 2肚 毫米
,

占年量的 79 吓以上
。

而 19 31 年 l 月受北半球(东亚)

寒潮的影响在 18 日(1 0 8 .7 毫米)和1 , 日(1 10
.

6毫米) 雨天的降水量就有 219 .2 毫米口.几

多于一月平均降水量的一半
,

多于年降水量的八分之一
。

从这些筒草而重耍的事实
,

可

以断定
:

从北半球侵入的罕有强烈的冷空气 (如果歌季夙
,

那又是没弄清楚现象
,

是不正

确的)的能量
,

是使大规模的高度潮湿不德定空气大量释放潜能的主耍原因
,

也就是使

那里 (具备共他必耍条件的地方 ) 热排气旋形成的主耍作用 , 因为热带气旋生成时的主

耍能量来源
,

是空气的大量
“

降水 (空气上升和凝桔放热)
,

潮湿不德定能
” ,

而大量潮湿不檄定能的释放
,

是通过大量
. . . . . . . . . . . . . . . . .

⋯ ⋯大量降水的登生
,

又是由于急剧冷空气的侵奖
。

(前雨点

是一般公忍的
,

后一点是上举雨个地方的降水例子所敲明的
.

)这四种现象(急剧冷空气

的侵奖
,

强烈暴雨的降落
,

大量不德定能的释放
,

和热带气旋的登生)的一速串的因果关

系和作用过程
,

是很藕然的 , 而且这些联系
,

如前面 (本章 )所提
,
已艇在实跳中得到征

明
.

不过
,

我刊不能抓住某一个环邹
,

耍求一定要有它应有的后果 ; 因为某一环邹
,

不是

演变过程里下一环邹的唯一原因
,

而还有其他条件
。

只有在必耍条件具备的情况下
,

才

能癸生完整的一系列现象
。

除这一过程外
,

还有涡度的作用
,

也是必耍的
,

赤道附近所以不能登生热带气旋
,

就

是 因为缺乏涡度
。

不过淌度 只是必要条件之一
,

而并不是起主寡作用的条件 ; 因为只用

它
,

不能解释引言里所提出的任何一个周题
,

虽然帕尔四 (E
.

Pal诚n) 山〕把它看作是最

重耍的一个条件
。

再有动力不德定
,

也 只是有利条件
,

但是白尔吉隆器为动力不德定

是热带气旋生成的主耍原因之一
,

而且用它来解释热带气旋的特少伽〕
。

不过
,

在他最

近所登表的文章里
,

拜没有再强稠这一点
,

反而又提出了雨个没有解决的 l现题cll 」: 1) 一

个暴雨速拔区的大规模的
“

夏旋环流
,

是怎样开始的 ? 为 它怎徉变强成为腿夙 ? (大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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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

对于这雨个朗题
,

我们留在下箭解答
,

这里再回到热带气旋生成的有利条件上面

来
。

上面所爵对台夙生成的有利条件之一的岛噢
,

是值得甜希的简题
。

就动力覆点看
,

岛噢和大陵相似
,

都有由摩擦消耗动能的作用
,

而不能大量供拾水汽 (潜能)
,

所以就覆

械和消拯雨方面歌
,

都不利于而且妨碍台夙的生成 ; 但是从热力观点出鳌
,

岛唤是有利

的
,

因力受岛噢影响
,

空气下唇变得越癸不稳定
。

在这样矛盾情况下
,

需耍统一起来
,

如果岛噢在动力方面的阻揍作用
,

大于它在热力方面的供能作用
,

那它就对台夙生成有

妨碍 , 相反的
,

假靛岛噢在热力方面的供能作用
,

大于它在动力方面的阻碍作用
,

那当然

对台夙的生成有利 了
.

那就是岛噢地形
,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所以歌
“

散布着疏小而平

援的岛噢的浅海
”

(兑内因段)
,

对台夙的生成
,

是有利条件
。

在这一点上
,

白尔吉隆的意

见[l1 习和作者的相同
,

固然现在还有不少人对这一点
,

有不完全相同的看法
。

(是气象学

报
, 2 6 卷 卫3 1 真)

。

再一个有利条件是此较静止的空气
,

因为在相当魔大的区域里相当是的时简内
,

空

气此较静止
,

它的下唇以及到相当高的高空
,

才能由幅射
、

傅滇
、

蒸聆
、

乱流而橙擅地大

规模地收到多量的热能和水汽
,

以至于形成高度的潮湿不稳定
,

有利于台夙的形成
。

如

果夙速很大
,

乱流很强
,

当地 (台夙登生地区)空气的热量和水汽
,

容易翰迭到其他地方

和高空
,

而不能大量储存
,

高度潮湿不蠢定情况便不容易登生
,

甚至于不能登生
,

台夙当

然也就难以生成
.

、

还有一个台夙生成的重耍条件是高温的海洋
。

高温的海徉供抬空气较多的热量和

水汽
,

同时也拾冷空气较易侵入的机会
,

所以在高温的海洋上
,

内因的根据既然存在
,

外

因的条件也容易登生
,

因此最趟于热带气旋的生成和登展
。

这里所稍高温海洋
,

主耍的

是月平均海面水温在 邹
。

C 以上的区域
。

如 圆 6 表示西太平洋八月 (其他地区和其他

季荀的圆从略) 月不均海面水温高于 28
“

C 的范闻
,

和二百米深处同时月平均水 温分

布情况
。

把水温分布和台夙登生区域么及运行路理相此较
,

便可以看出它啊关系的密

切
。

在海面八月份月不均水温高于 邓
。

C 的区域里的水面热赤道一带
,

是生成台夙的主

要地区
。

台夙生成的有利条件
,

除去上面所提到的这些以外
,

当然还有(如信夙逆温唇在较

低释度的边沿和高空辐散等)
,

不过有的前已提到
,

有的此较次耍不再甜希
。

在这些条

件里最重要的也就是必耍的和满足的是
:

1) 大规模的高度的潮湿不稳定
, 2 )相 当强的

涡度和 3) 足够强大的外力
。

(三个同时存在
,

才是浦足的 ;缺少一个
,

热带气旋就不能

生成
,

)最后的足够强大的外力
,

是起主动作用和主淳作用的 ; 它主耍地包括本半球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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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5. 西太平洋入月海面平均水沮高于 28
’

C 的范. 和 即0 米深处平扣水沮 (按邵特)

实旗为海面28
O

C 等通城, 盛族是 20 0 米深处等沮挂 , 点接是水面热赤道

一半球强烈冷空气的侵入
,
特别是后者的侵奖作用

。

用它和其他条件
,

可以解答许多有

关热带气旋的陶超(
_

晃下筋)
。

2
.

粽合学阮的优越性

粽合学汾的观点
、

方法和内容
,

已艇在上邹衬劫过 ; 它的优越性
,

可以扮是此较客砚

的全面的与实陈情况比较符合的
,

而且可以解答一系列的多年遣留下来的难履
。

一部

分难题的解答
,

作者在很早(二十年)以前就已粗作过了脚〕
,

不过当时没有形成学扮
,

解

释不够清楚
,

现在再简略解答如下
:

(1 ) 为什么热带气旋的登生只限于某些地区? 从上饰所扮热带气旋生成的内因的

有利条件和外因的可能登展
,

我刊可以推想到
,

在强烈冷空气容易侵入的商温的海洋

上
,

尤其是空气此较静止的区域和散布着疏小而平援的岛唤的浇海里
,

热带气旋才容易

聆生 ; 但是这样的地方是很少的
,

只限于某些地区 ; 所以热带气旋的生成也只限于某些

地区
。

(助 为什么热带气旋的须率特少 ? 在内因方面
,

大浅模的高度的潮湿不稳定
,

井不

常常登生 ;在外因方面
,

足够强烈冷赛气的浸婴是很少的
。

由外因和内因相桔合而登生

的热带气旋的硕率
,

当然是特别少的
。

(3 ) 为什么热带气旋在时简上没有规律 ? 这个朗题所指的是
:

在登生或聆现热带

气旋的地方
,

有的年份热带气旋此较多
,

有的年份很少
,

以至于没有
。

这样多少然常的

原因
,

和第二个周题的原因相似
,

是内因和外因的关系
,

它们都是多变的
,

尤其是外因变



2 期 李患之
:

台犀犯七成的粽合学萧

化舞常
,

这正和强烈寒潮有的年份此较多
,

有的年份很少是一样的
。

尚 为什么热带气旋年中须率一般在夏秋(北半球七至十月
,

南半球一至三月) 最

多 ?因为这时候
,

徉面最高温度带 (印水面热赤道
,

它的位置和一般所甜热赤道的位置有

相当差别)和赤道然夙带 (或热赤道 )
,

都移向较高释度
,

那里偏向力比较大
,

容易登展成

旋涡
,

同时他一半球的冷气团最活耀
,

最容易侵入这一半球
,

所以热带气旋年中须率一

般在这时候最多
。

(句 为什么在北印度洋和西加勒此海的热带气旋的年中频率在春末夏初和秋季最

多 ? 因为这雨 个区域都是北粼大睦
,

形成 了季夙地带
。

冬夏受季夙影响
,

燕夙带或空气

此较静止的地带不容易存在
,

甚至于不存在
,

圣气便不能灌覆储存大量水汽和热能
,

因

此
,

热带气旋难于生成
。

但是在春末夏初和秋季
,

也就是在季夙过渡时期
,

空气此较静

止的地带便耍存在
,

这时由于灌箱吸收热量和水分
,

空气容易变成高度潮湿不稳定
,

于

是热带气旋就容 易生成
,

以至于形成最多的频率
。

所以没北印度洋上热带气旋频率的

特殊
,

并不能看作反流学羡的题据
,

而正是粽合学轰的渝征
。

(见第四章第二邹末)

(6) 为什么南大西洋没有热带气旋 ? 这也是个不容易解答的简题
,

但是从粽合学

歌的必耍条件来看
,

可以歌有雨个原因
:

1) 空气比较静止的地带
,

都是在赤道附近和较

低释度
,

那里偏向力很小
,

不容易生成旋涡
.

即使大规模的高度潮湿不稳定的空气
,

登生

在较高樟度而且受到足够外力和较大的偏向力
,

但是因为这里整个系统是向西 (向大

隆)移动的
,

移向大隆后
,

这里当然不能生成热带气旋
,

何况 助作为外力的足够强烈的

冷空气 的侵襄
,

不容易甚至不能够侵入赤道以南的大规模的高度潮湿不稳定空气所存

在的大洋上
,

而达到热带气旋不能生成的南美北部大睦
。

(与第三章第二箭此较)

(7) 为什么在西北太平洋和西北大西洋热带气旋最强而且所及的距离最远 他就

是生命史最畏或所及律度最高 )? 地球上最遭于热带气旋生成的地方
,

首先耍算这雨个

区域了
; 因为这雨个区域除去具备 了内因有利条件和外因较易癸生习沙卜

,

还有魔朋的洋

面和高温的洋流
。

在魔筒高温的徉面上
,

大规模的高度潮湿不稳定的空气
,

受到外力影

响
,

登生援动
,

速箱降落大量雨水
,

以至生成相当规模的旋涡
。

旋涡在前准过程里
,

摧箱

收准潮湿不稳定空气
,

使能量增加
,

因此容易登展成强烈的热带气旋
。

所以这雨个区域

的热带气旋特强
,

是必然的
。

这样的过程与作用
,

也正是白尔吉隆所提出雨个周题 (见

上筋最后第五段)的主耍原因
。

由于海隆分布和海岸技形式的影响
,

暖洋流在这雨个区

域所及的释度特高
,

因此
,

渣合热带气旋登展的条件
,

也存在于这样的高释度
。

所以热带

气旋在这里所及的距离最远
,

生命史最是
,

所及释度最高
。

以上是对热带气旋登生的主要简题
,

这些简题
,

用旧学瓣是不能或难以解释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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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朽的粽合学扮
,

如上面所作
,

都得到合理而且协豁的解答
。

这也是我们的粽合学歌

的优越性
。

五
。

桔
重左
口曰

从前面各章筋的内容
,

可以知道
:

过去所有学甜
,

都是主观的片面的
,

不能解释一系

列有关热带气旋的困难周题
,

而
_

且后来的较新学我
,

也只就较多的查料和爵融从另一个

角度来衬拾
,

而没有抓住周题本直
,

当然也不能解决阴题
。

我仍的这个粽合学歌
,

是从实际现象和一般情况出登
,

对它俩有了此较近于实际聆

展过程的了解
,

对成 因分作内因和外因准行了比较祥知的分析
,

对多年来不能解答或难

以解答的周题
,

抬了此较合理的解答
.

所以在现陪段里
,

我朽落为这个粽合学我是比较

正确的
。

特来随着新现象的登现
,

理瑞的新登展
,

我朽的学扮也耍棋植改准
,

使与客观

现象更加符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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