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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作者根擦 195 1一1 9 56 年天氧圆查料
,

愿用杭舒的方法来探封束亚地瓦的反氧旋活勤
.

徒而提供了束亚反氧旋的漂堆分期路怪
、

出现的频数
、

中心强度
、

强度燮化及移绮孔束度等
.

反氟旋和氟旋一檬
,

是天氧系就的重要粗成部分
.

由龄它俩的登展和移勤的桔果
,

逢生了各撞不同的天氛表现
.

在以往有些入豁焉
,

天氟夔化主耍因篇低氛墨 [1]

—
氟

旋或励夙的作用
,

因此野粉低赓系就颇多研究
,

但势焚高厘的活勤影馨就注意不够
.

近

来雄有不少人研究
,

可是往往偏重粉冷空氟
、

寒潮的分析
·

但冷空氟或寒娜的研究
,

不

能概括反氟旋
.

所以要探索束亚的氟厘系杭
,

反氟旋系就的研究是很需要的
.

束亚地逼的反氟旋
.

魔羲的靓患包括
:

一徙歇亚西部或
1

北部大隆移淮来的 ;二
.

彦

生在我团的
,

例如我团青康藏大高原束北部篷椽虚便有反氟旋彦生 ; 三
.

鄂霍次克海高

赓 ; 四
.

太平洋副熟带高厘
.

因焉徙欧亚大隆西部和北部移来的反氟旋
,

野我团天氟影

馨很大
,

亚且出现次数也最多
,

所以本文将着重淮行此踵反氟旋的就补研究
.

一 探用查料和工作方法

束亚反氟旋活勤的簌圃是比较魔的
,

所以在研究峙
,

谨愿用束亚天氟圆是不够的
.

在本文的工作中
,

膝用 了一些和前人不益相同的方法
.

因此先需作以下一些靛明
:

1
.

探用资料

(l) 地面圆
:

1
.

束亚天氟圆—
自 1 95 1 年至 1 9 5 5 年

,

南京氟象台 ;

11
.

欧亚天氟圆
—

自 1 9 5 1 年至 1 9 5 3 年
,

南京氟象台 ;

111
·

北半球天氟圆—
自 1 9 5 1 年至 1 9 5 3年

,

美团天氟圆 : 自 1 9 5 4 年至 1 9 5 5 年
,

北京中央氟象台
.

(2 ) 高空圆
:

1
.

束亚 85 0 毫巴圆
—

自 1 9 51 年至 1 9 5 5 年
,

南京氟象台 ;

* 19 5 7 年 1 月 5 日收到
.

本文原保 1 9 5 6 年南京大鬃氧象系辜巢盖文
,

佳来由强淮同志淮行最俊的整理舆

桐篇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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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报狄亚 7 0 0 、 5 0 0 毫巴圈

—
自 1 9 51 年至 1 95 5 年

,

南京氟象台
.

因篇所用青料年限较短
,

只能作初步的研究
.

2
.

工作方法

取同暗刻的地面天氟圆
,

在空白天氧圆上
,

逐 日黔出反氟旋中心移勤的位置
,

漂明

中心强度
,

业用短的直技莲接
,

以表示移行的路侄
.

求出相粗雨 日简的中心强度燮化数

值
,

量出 24 小待中所移勤的距麟
.

镖明强度燮化和移勤速度铃敲相粗 日的中黯
.

再将

空白天氟圆割分篇豁多面精相等的小方格
,

每格面猜等粉十禹平方公里
,

相赏龄中释反

氟旋的尺度
.

然援就补每格内路视次数
、

反氟旋出现次数
、

平均强度及其燮化
、

平均移

勤速度
、

分裂的和斡向的次数等等
.

鹰注意路樱次数的就补和反氟旋出现次数的就补

不同
,

前者就言卜每格内路樱的修数
,

援者枕补已黔出的反氟旋中心默
.

而强度
、

强度燮

化和移行速度
,

先求每格的稳和
,

再以各孩出现次教除之得平均值
.

二
.

束亚反氧旋的分颊及其移勤路铿

束亚的反氟旋
,

按由来地匾可分雨核
:
一核是徙歇亚地匾而来的

,

另一核是本匾崖

生的
.

本筋只衬箫前一核
,

徙外匾侵人的反氟旋
,

首先按照移行的方向将反氟旋匾分篇

雨大捆
.

由粉路理所艇地匾和成束集中的情形不同
,

将每大颊再耙分篇雨频
,

用下列祀

髓表示
:

第 I 大频
: IA

频

IB
颠

第 H 大频
: IIA

频

IIB
短

上述分频中共有四频
,

在榷定漂举路莲待
,

主要依慷出现最多次数
,

即佘数
,

业且亦

估针了平均路理
.

所稠平均路侄我们定羲焉敲短最外篷界雨路怪简的中袋路诬
,

同峙

又参考了高空瑕流形势而定出
.

兹将每颠路怪救述粉下 (觅圆 2
·

l )
:

圆 2
·

1 柬亚全年反氛旋路径

第 I 大姨

第 I大频反氟旋的路樱方向
,

是捉束亚

束北
,

向束
,

再折 向束南
,

出海援褥向束北偏

束
.

此频反氟旋
,

溯源可有雨虚
:

一来自格

林菌束北部
,

或其束北的海洋上
,

捉是裹朋始
,

一支偏北翘遏斯伐雨 巴德岛
、

巴偷支海和新

地岛准入亚洲大隆 ; 另一支偏南
,

反氟旋向束

南艇斯干地钠推亚半岛南部
、

波雁的海和殊

珊欧洲中部较南地逼逸入亚洲大隆
.

二
.

反

氟旋最初 出现铃酥珊歇洲南部
,

或黑海和裹

海地逼而侵入亚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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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
颠 在束亚天氟圆上

,

首晃粉巴雨喀什湖北部地匾
,

平行粉掉圈束移
,

至蒙古人

民共和团西部篷境
,

折向束南偏束
,

握蔽团中部
,

我团撩河流域
,

朝解北部
,

入 日本海向

束偏北方向移行
.

IB 频 在束亚天氟圈上
,

首兑地僵和上频相同
,

束行至蒙古人民共和团西部篷境
,

折向束南
,

攫孩圃西南部
、

河套平原束北
,

山束丘陵
,

入黄海援
,

斡向束北偏束
,

业铿 日本

本洲北部篷椽的海洋
.

第 n 大姨

第 H 大频反氟旋的路侄方向
,

主要是徙北向南稍偏束
,

折 向束
,

再搏向束北偏束方

向
.

此频反氟旋
,

主要源龄新地岛束喀拉海上
,

越可莱丰岛侵入亚洲 ; 以及徙北地岛而

来的反氟旋越台要雨半岛南下
.

除此以外
,

H B
有待可能源龄格林莆束北的海洋

,

挺斯

伐雨巴德岛
、

巴偷支海和新地岛遨入亚洲 ;或直接源龄新地岛西南
,

和其海洋中
.

ll A
频 在束亚天氧圈上

,

首兑粉中部西伯利亚
,

南下偏束行握只加雨湖束部
、

蒙古

人民共和团束部篷椽和我团大舆安徽以西地逼
,

再释邃河流域
,

斡向束入 日本海亚以稍

偏北方向逸行
.

II B
频 在束亚天氟圈上

,

首觅地匾有二
:
一在棘聊西部西伯利亚和中部西伯利亚

相粼地匾
,

南下偏束移行 ;另一在棘珊中亚棚亚北部
,

向束行
.

雨者到蒙古人民共和团

西部按相同路攫束南下
,

理孩团中部
,

以南偏束方向行趣河套平原西部
、

渭水盆地
、

至畏

江中游褥向束
,

入束海
,

斡向束北至 日本岛业撇擅前逸
.

以上分频中愿指出
,

IIB
频反氟旋的镖举路樱

,

和宵除情况有些参差
.

疽是因焉徙

河套方面南下的反氟旋
,

到 了樟度 25
“

N一30
“

N 之简大都燮性而诚弱至消失
,

向束出

海的较少
,

但出海的反氟旋其南下路樱稍偏束
.

反氟旋的移行路理
,

受四周流塌和地形影髻
:

一高空旅型往往主要影馨反氟旋的

路樱
.

每颊反氟旋的移行
,

和其上空三至玉仟米高度大氧流型密切配合
,

地 面反氧旋一

般虑粉脊前槽俊
,

其移勤方向基本和上空氟流方向相一致
,

业向冷舌移勤 ;二
.

西藏高原

的阻擂作用
.

由西方而来的反氟旋因其阻碾
,

所以大部捉西北
,

或北方逸入
.

业且因篇

西藏高原
,

野其西北和扁拉雨束南地医上空波勤的抑制作用 [2]
,

阻碱了槽向南癸展
,

使

高原西北形成强大释逼
,

温度封此加大
,

同特也影馨了槽援暖脊的加强
.

在束移遏程中
,

由粉此作用桔果勤力夔化生成反氟旋
,

或加强 了束亚西北地逼的反氟旋
,

一旦摧脱了高

原的影馨
,

反氟旋即有可能向南爆登而下
.

所么束亚的反氟旋跟地形和大氟流型有密

切阴保
.

三
.

束 亚 反 氧旋 的须 数

王
.

束亚反氛旋箱数的分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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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年平均频数 圆 3
·

1 等值技表示反氟旋年平均出现的次数
.

圆 3
·

1 全 年 反 氟 旋 频 率

1
.

徙扁葡巴托到河套
,

南北 向狭畏地带

出现次数焉最多
,

以此焉中心向南北逐渐减

少
,

向西减少很快
,

向束诚少很慢
.

疽是因西

藏高原的屏障作用 [2]
,

受高空氟流引滇而来

的反氟旋
,

只有徙高原之北或具加雨湖方向

而来
.

此地医所虚位置却富要衡
.

11
.

徒此狭畏地僵沿 40
“

N 地带
,

出现次

数较其南北篇多
.

疽是因高空形势在殊珊速

束
,

瘴真岛地匾平均是一低槽
, 31

.

我团肇束

沿海特别在冬半年海隆相毗郑匾域
,

龄平均

艳野形势圈士虚粉温度封比很大的锋逼入 口匾中
,

因而反氟旋在疽裹较活耀业有些癸

展
,

但在较南
,

较北的地匾封流锋匾诚小
,

所以活勤次数较小
.

(2 ) 季平均效数

1
.

春秋季反氟旋出现次数如圈 3
·

2 和 3
·

3 所示
.

其特默如下
:

a. 春积雨季基本相似 ;

圆 3. 2 春 季 反 氟 旋 镇 率 圈 3
·

3 秋 季 反 氟 旋 频 率

b
.

频数最大魔在具加雨湖西南
、

河套地匾及黄渤海地医 ;

c. 黄渤海频数最大瓦秋季此较春季偏北
.

11
.

夏冬季反氟旋出现次数如圆 3
·

4 和 3
·

5 所示
.

其特默如下
:

a. 夏季频数最大匾在具加雨糊西南的地逼
、

四川盆地
、

河套和苹北沿海迫束半岛
、

次之 ;

b
.

冬奥要频数最大履在河套
,

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团西部逞界地逼 ;

c. 夏冬颖著匾BlJ 在龄频数最大魔
,

冬季偏南夏季偏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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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3
·

4 夏 季 反 氟 旋 频 率

d. 夏季四川盆地多弱反氟旋
.

2
.

束亚反氛旋路视的 月频数及其月嚓樊化

如圆 3
·

6 所示
,

曲换表示平均的反氟旋路樱

的月频数
,

可觅 4 、 5 月份最多
,

徙 2 月阴始路樱修

数激增
,

5月以俊逐渐减少
,

n 月稍有增加援又下

降
.

我团春季天氟多夔可能是因反氟旋和氟旋交

替频繁的原因
.

到 了 12 月
,

冬季反氟旋中心常曹

静止
,

因而反氟旋路樱出现次数下降
.

圆 3
·

5 冬 季 反 级 旋 频 率

次欲

8 10 1 2 月份

即拈1050

4 6

圆 3
·

6 束亚反氟旋路视的月频欺

四
.

束亚反氧旋中心的强度

束亚反氟旋中心的平均强度如表 4
·

l 所示
:

表 4
·

1 束亚反氧旋中心的强度(翠位 :毫巴)

{
~

堕1 {
一

兰{宜1
-

冬 }遗
一

}
一生 }

.

一

型止{止乞
西西伯 利 亚南 部

具 加 雨 湖 圆

巴
‘

雨 克 什 湖 区

举 噶 厕 盆 地

外 蒙 西 部

外蒙除西部的地匾

1 0 3 2

1 0 3 8

1 0 3 5

1 0 3 7

10 3 6

10 3 6

1 0 3 0

1 0 2 5

1 0 3 2

1 0 3 0

1 0 2 8

10 2 0

1 0 2 2

1 0 18

10 2 5

1 0 2 0

1 0 1 8

1 0 15

10 15

10 12

10 1 0

10 10

1 0 3 0

10 3 2

10 4 2

10 4 2

10 4 0

1 0 3 9

1 0 3 3

1 0 3 2

10 3 5

10 32

10 30

1 0 4 5

1 0 5 0

1 0 4 0

1 0 5 0

1 0 5 0

10 4 9

10 4 5

1 0 4 0

1 0 5 0

1 0 4 2

1 0 4 0

黄 河 下 游 以 北

黄 河 下 游 雨 岸

推 河 流 域

黄 渤 梅

朝 解

日 本 梅

日 本 岛

四 川 盆 地

是 江 中 下 游

是江以南南徽以北

束 梅

1 0 2 8

1 0 2 6

1 0 2 4

1 0 2 0

1 0 1 9

1 0 2 3

10 2 5

1 0 2 0

1 0 2 0

10 1 8

10 2 0

1 0 1 0

1 0 0 9

10 0 6

10 15

10 19

10 16

1 0 15

10 10

10 0 5

1 0 0 2

1 0 1 0

1 0 2 9

1 0 2 9

1 0 2 6

1 0 2 3

10 2 1

10 2 6

10 3 0

10 2 3

10 2 3

10 2 0

10 2 0

1 0 3 4

1 0 3 0

1 0 3 0

1 0 2 6

1 0 2 8

1 0 3 0

1 0 3 4

1 0 2 5

1 02 9

10 2 6

1 0 2 6

古北原部南

北平西

蒙

套套靡

案内河河甘一

反氟旋中
』

公的平均强度
,

在束亚西北地匾
,

由西向束逐渐增加而连最大值
.

以春季

焉例
,

西西伯利亚南部平均强度焉 1 0 3 2 毫巴
,

向束至具加雨湖逼增大篇 1 0 3 8 毫巴 ;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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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克什湖壕焉 1 0 3 5 毫巴
,

向束至举噶雨盆地增大焉 10 3 7 毫巴
.

疽峙它俩都连最大
,

再

向束又渐减小
.

束亚反氟旋中心艇遇某地逼
,

其强度在 24 小待中可能的平均燮化
,

其分怖 焉表

4
·

2 所示
: ”

表 4
.

2 束亚反氧旋中心的强度燮化(罩位 :毫巴)

喇

春春春春 夏夏 秋秋 冬冬冬 春春 夏夏 秋秋 冬冬

西西 西 伯利 亚南 部部 000 一 222 + 444 十 333 河 套 平 原原 一 888 000 一 555 一 888

具具 加 前 湖
.

匾匾 + 333 一 111 + 666 + 333 黄河 下 游 以 北北 一 999 一 222 一 666 一 1000

巴巴 雨 克 什 湖 圆圆 + 444 一 222 + 333 + 333 黄 河 下 游 雨 岸岸 一 666 一 555 一 555 一 999

举举 噶 锄 盆 地地 + SSS 一 222 + 444 + 666 谁 河 流 域域 一 444 一 333 一 333 一 777

外外 蒙 西 部部 + 111 一 333 十222 + 111 黄 渤 梅梅 一 333 一 222 一 333 一 555

外外泉除西部的地匾匾 一 555 一 333 一222 十 333 朝 解解 一 222 一 111 一 222 一 又又

内内 蒙 古古 一 333 一 333 ‘444 000 日 本 梅梅 一 333 一 111 一 333 一 444

束束 北北 一 333 一 222 一 444 000 日 本 岛岛 一 111 000 一 111 一 555

甘甘 厢 北 部部 一 333 一 111 一 111 一 333 是 江 中 下 游游 一 222 000 一 3
...

一 555

河河 公 以 西西 一 555 + 333 一 333 一 7777777777777

勺

反氟旋中心的平均强度夔化
,

除夏季以外
,

在束亚西北外蒙之西和北方
,

强度焉增

强
,

其他地匾强度均减弱
.

以秋季焉例
,

具加雨湖匾焉 + 6 毫巴
,

外蒙除西部的地匾nlJ

篇 一 2 毫巴
,

再往束南强度完全焉减弱的
.

束亚反氟旋的平均移行速度
,

其分怖如表 4
·

3 所示
:

表 4. 3 束亚反氧旋中心的移速 (罩位 : 10 公里/ 24 小畴 )

10550胡70509590]00酉 西 伯利亚南 部

具 加 雨 湖 匾

巴 雨 克 什 湖 匹

率 噶 雨 盆 地

外 家 西 部

外蒙除西部的地国

内 蒙

柬

甘 丽 北

河 套 马

95

4 5

7 0

60

8 0

9 0

1 0 5

1 0 0

10 5

9 0

1 0 0

6 5

1 2 0

9 5

1 1 5

8 0

9 0

6 0

9 5

8 5

90

8 0

10 0

65

10 5

6 0

7 5

8 0

1 0 0

9 5

河 套 平 原

黄 河 下 游 以 北

黄 河 下 游 雨 岸

推 河 流 域

黄 渤 梅

朝 解

6 0

12 0

12 0

12 0

8 0

4 5

1 1 0

1 1 0

12 0

6 0

�
”八们八U八目sn”曰八曰仁nllO

了护
自只�n6,10
2zon己。O

1109585805060859080

梅岛游

下

本本中

江

日日是

95508570951101201209090

古北部西

表中之值以 10 公里/ 24 小待篇翠位
,

疽镁的数值谨可表示出移行速度的概量
.

兹将其

特黯叙述龄俊
:

1
.

反氟旋「为移速在束亚西北地匾
,

由西向束逐渐减慢
,

以春季焉例

部篇 95 0 公里
, / 24 小待 ;员加雨湖谨焉 4 50 公里/ 24 小待 ; 巴雨喀什湖焉

小降 ;举噶雨盆地谨焉 9 50 公里/ 24 小特 ;

西西伯利亚南

12 0 0 公里 /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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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反氟旋的移速在束亚大隆上
,

西北地匾除外
,

向束南逐渐增大么俊又减小
.

以

春季焉例
,

外蒙篇 80 0 公里 / 24 小峙
,

内蒙焉 1 0 5 0 公里 / 24 小峙违最大
,

黄河以北地昆

又渐减慢篇 9 50 公里/ 24 小特 ;

111
.

束亚反氟旋待出海援移速减慢
,

入海连最小
,

以援又增大
.

么春季篇例
,

内蒙篇

1 0 5 0 公里 / 24 小峙
,

黄河以北地遥篇 9 50 公里 / 24 小峙
,

黄河下游雨岸篇 8 00 公里 / 24

小待
,

入黄渤海篇 75 0 公里 / 24 小晗建最小值
,

至朝鲜nlJ 增大焉 90 0 公里/ 24 小待
.

五
.

桔 尾 斋

卜 束亚反氟旋按移行可分篇雨核
:
即移勤性反氟旋和静止反氟旋

,

反氟旋若在某地摄

停留较久
,

停留待期篇 3 天或 3 天以上者
,

则裕敲反氟旋焉静止的
,

否则科篇移勤性的
.

根慷食料
,

冬季一
、

二月份握常有静止反氟旋
,

大都停留在外蒙和我团接壤地匾
,

其停留

峙简可畏连一侗月以上
.

因篇除了冬季某些峙期以外
,

束亚地诬的反氟旋大都是移勤

性的
,

所以么上谨尉箫了移勤性反氟旋
.

是些反氟旋徙阴始淮入束亚地匾到出海
,

平均

需 6 天峙简
.

束亚反氟旋按上述源地亦可分焉雨撞
:
即外壕移来的反氟旋和本僵彦生的

,

我们只

尉箫了外瓦侵入的
,

而本匾癸生的未做介貂
,

疽是因焉外逼来的反氟旋
,

出现次数多业

且影馨也大
.

至龄本匾彦生的反氟旋
,

有一核我们定名焉
“

河西高巫
” ,

保癸生在我团河

套以西
,

以生成粉菌州和西寥附近篇最多
,

此桓反氟旋趣遇往往具有好天氟
,

其表现不

明颖
,

而根本情况有待研究
.

本文承吴伯雄先生指滇菠此豁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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