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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高原及其附近流塌的意定情况
*

雁 四 锥

C中团科擎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本文根檬集篇正
,

作者及朱抱具 [1] 的工作中所用的背料
,

针算了高原及其附近各站

夙速艳封值的平均和凤向的稳定度(稳定度 = 向量平均值+ 艳封值平均值 ), 业淮而尉

希了高原及附近流踢 的稳定性
,

其主要桔果如下
:

冬季 稳的锐来
,

冬季流坍是很稳定的 , (l) 在 1
.

5 千米高度上的流爆上(圆 1 )
,

南

支西凤比较格定
,

蔑乎所有地僵的稳定度都在 60 % 以上
,

有的地匾甚至篷到了 80 % 以

上
,

北支西夙因焉靠近地面稳定度较差
,

豹焉 5 0一60 %
.

此外在高原束篷
、

西北角么及

印度西岸的稳定度小龄 40 %
,

因此是些地匾 1
.

5 千米高度上的流技的代表性较差
.

(2 )

3 千米高度上流场的稳定性增大了(圆 2 )
,

南北雨支西凤匾域中的稳定度均在 80 % 以

上
,

有些地匾甚至篷到了 90 % ; 但在高原西北方的流袋的代表性遗是比较差的
,

因篇在

那裹稳定度小龄 40 %
.

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原的正束及正束雨篷各有一夙向多夔稳定

度小的地匾
:
束篷的稳定度小龄 20 %

,

西篷的稳定度小龄 40 %
.

圆 3 是 3 千米高度上

等夙速技圆 (艳野值平均值)
,

在圆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高原雨篷夙速燮化多的地匾
,

也是

凤速很微弱的地匾『2]
,

在西篷夙速小龄 4 米/ 秒
,

在束蓬夙速小焚 2 米/秒
,

是典均速流

艘镜遇骊旋圆柱特
,

在圆柱前俊各有一死水厦的情况很相似
.

(3 ) 6 千米高度虚的流坍

非常格定(圆 4 )
,

除了西北方的稳定度在 60 一70 % 以外
,

其他地匾均在 90 % 以上
,

所

以其流锡的代表性是很好的
.

夏季 夏季流踢的稳定情况要比冬季差 : (l) 在 1
.

5 千米高度上
,

高原西南角的西

南氟梳比较稳定
,

其稳定度豹焉 70 %
,

在高原束北方及高原南麓印度北部各有一稳定

度很小的地带(小龄 30 % )
,

疽是舆辐散幅合朝的位置遨退有阴的
,

其他地逼的稳定度

豹在 50 % 左右
.

3 千米高度的流锡 (圆 5 )在高原南面 2 4o N 附近的稳定度小敖 30 %
,

谊是因篇此虑正在赤道辐合带之下
,

幅合带的莲退引起了夙向的夔化 ;其次在高原西北

方亦有一格定度很小的地匾 (小放 30 % )
,

因此
,

疽裹的反氧旋流型 [1] 的代表性是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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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 l.5 千米的穗定度分怖圈(其中数值焉百分她 )

咬

了

之

/

圆 2
.

冬季 3 千来高度上流易的穗定度分沛圆(其中数值焉百分敷)

<



戈

‘、

32 8 氟 象 季 毅
身8 卷

}

、
几

--

礼矢
勺压....皿...嘴二

乓 少

J 尹
~

创‘
一 ~ 一 , 口

子
.

一

一 一 ~ 一 ~ 、

介

\O已一 一
门
目,

- 口. , .

月

色
吞

一 一 一

沪、 、 、
、

\

‘尹\
\了洲

之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三

、 _
、 ,

二

C之之考、
、‘

, 、. . 口~ ~ ~ 尸
’ . _

10 I- se
‘

O

刀淤沁

、

卜

�\加

毒
、、

瑟
伊 J 牛

一 一 4叼议 、

、
、O

\

8

圆 3
.

冬季 3 千米高度上等夙速挑圆(草位焉乡日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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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 6 千来高度上流婚的橇定度分怖圆 (其中数值焉首分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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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其他地医的稳定度韵在 5 0一 60 % 之简
.

(3 ) 6 千米高度上流锡的稳定度较低空有

所增加 (圆 6 )
,

在高原以北的西夙带非常稳定
,

很大地僵的稳定度逢到了 80 % 以上
,

高

原南面的束夙带也遗稳定
,

其稳定度在 50 %么上
,

有的地匾遗超遇了 70 %
,

只有 30
“

N

附近一带的稳定度较差(平均在 3 0一40 % 之简 )
,

疽是因篇此地带正位敖副熟带高厘脊

技之下
,

此高屋脊技的位置的移勤引起夙向的多燮化
,

因此可以豁篇高原上的暖高不是

非常格定的
,

其中心位置可能常有束方向的移勤
.

腮之
,

冬季流锡的稳定度很高
,

是很有代表性的
,

业且其稳定度是随高度而增加的
,

在高原正束及正西每沮各有一凤向多夔凤速最小的死水区 (么 3 千米高度最明颖 )
,

夏

季流锡的稳定度较小
,

其代表性也较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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