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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东北低压的机制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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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作述

(中国科学院地划从勿理研究所、

提 要

本文对 1 957 年 12 月 16一20 日我国东北批区的一次强烈的气旋登展趁程进行了三度室

简分析
.

分析枯果指出 : 由气旋初生一道到填塞
,

在气旋中心上空各唇等压面 (200 m b 以下)简

均出现上升运动
,

并且在没空气区域内也几乎全是上升运动
.

随着气旋的登展
,

中心
_

L空的 卜

升运动以及辐散辐合的量都一道在增强
,

无辐散面的高度逐李l斯下降井趋于对称
,

当冷空气南下

时
,

在冷堆南部
_

r升运动最强
,
因而使这部份的冷堆向上延伸

,
这是促使高空孤立冷涡形成的

主要机构
.

此次气旋内的降水集中在冷堆内
,

井不像一般冷涡一样祖限于冷堆的东南部
.

引 言

19 脚 年 12 月 17 一 20 日
,

在我国东北境内出现了一次强烈的气旋活动
.

它在东北全

境造成了十多年来罕兑的大夙雾
,

从 12 月 18 日 8 时至 19 日 8 时 (北京时)
,

在鹤岗出现

了 4 2 毫米的降水量
,

齐齐哈尔降水量达 23 毫米
,

其他各站的降水量大多在 10 毫米以上
.

同时
,

在气旋癸展过程中
,

地面相件出现大范圃的强夙区
,

夙速普遍在 8 一9 级以 上
,

而最

大夙速达 10 极以上
.

这种大夙雪
,

在东北冬季是少晃的
.

这一次的气旋在 12 月 1 7 日在渤海潜生成
,

然后向我国东北移动井强烈赞展
.

在低

压赞展的后期
,

由 8的 至 200 毫巴的各屠等压面都表现有强烈的朗合低压环流
.

本文的目的
,

想就这次气旋的赞生和赞展过程进行三度空简的分析
,

井静算在气旋赞

展时期中各主要等压面简的垂直速度分布
.

我佣希望通过这样的分析
,

揭露这次气旋赞

生和癸展的机制
,

并对渝高空冷涡形成以及冷涡区域内降水分布的型式
.

二
、

一般天
z(过程

圆 1一石表示 1 9阶年 12 月
.

16 下20 日的地面及 600 毫巴的形势
·

在 16 日08 时圆(」
一

“ ,
b )

从西方有一个登展着的高空槽往东移近我国东北边境
,

与高空槽相件的地面冷高压及冷

狰均表现甚强烈
. 、

到 1 7 日(圈 2a
,
b )高空槽已进入我国东北境内并表现加深

,

在渤海渝

的地面冷锋上有一个气旋初生
.

气旋癸生以后迅速癸展
,

并向东北方向移动
.

在低压附

近地区出现了 7一8 粗大凤
.

在 犯 月 18 日零捌 (0 5) 时 (圈 3a
,
b ) 气旋已移至海参威东

南
,

中心气压在 2 4 小时内加深了 20 毫巴
,

此时我国的东北位于低压的后部
,

普遍出现了

3 二 9 粗大夙
,

黑龙江辽宁东部和吉林有中鬓到大霉
.

这时在高空各屠等压面上相应于地

面气旋的位置附近
,

出现了阶合的冷气旋涡
.

在 12 月 19 日(同 4 a ,
b )气旋趋于琪塞

,

井移

* 1 9 6 8 年 1 0 月 7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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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2a
.

1泌7 年 12
·

1 7
·

08 时 500 毫巴圈
,

粗实袋为圆 6 的剖面

位筱
,

其余靛明同圈 la
.

圈 2b
.

1弱7 年 12
·

1 7. 02 时地面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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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2 已 19 6 7 年 扣
·

17
·

。8 时 700 一5 00 毫巴简的垂直速度圆
,

翠位

为 10 习毫巴 秒
.

声
户端咬
场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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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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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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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3肠
.

19盯 年 12
·

拐
·

08 时 500 毫巴圆
,

粗实袋为圆 7 的剖面位

置
,

其余歌明同圆 l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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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s b
.

1 9 67 年 1 2
·

1 8
·

0 2 时地面圈
.

圆 3 e
.

1 9 5 7 年 1 2
·

18
·

08 时 700 一500 毫巴简的垂直速度国
,

覃

位为 10
一a毫巴/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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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弱7 年 12
·

19
·

08 时 5 00 毫巴圈
,

粗卖拢为圈 8 的剖面位

置
,

其余我明同圆 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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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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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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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石。
.

1 9 6 7年 12
·

2 0
·

0 8 时 50() 毫巴圆
,

其余双明同圈 1品
.

圆 sb
.

1 95 7 年 1 2
·

2{)
·

0 2 时地面圈
.

至日木海东北部
,

此时我国东北境内虽位于低压区后部
,

仍摊持有大夙雪
,

在高空 700 毫

巴以下低压开始填塞
,

而 石00 及 300 毫巴仍撇擅加深
,

同时在 200 毫巴上也出现了阴合环

流
。

印O毫巴的冷淌同样也是向东北移动
。

到了 12 月 2 0 日 (圆血
,

b) 气旋已移至北海

道以北
,

我国东北除吉林省仍有小雪外
,

大部地区开始斡晴
.

高空的冷涡亦开始琪塞
,

这次气旋的生命史大致如下 : 12 月 17 日为气旋的初生期
,

至 18 乒为气旋赞展得最

强烈的时期
,

19 日以后已进入衰亡阶段
.

在气旋癸展的过程中
,

阴合的气旋性环流是从地面 向高空赞展的
,

这也是昆低压环流

的出现
,

低屠旱于高屠
.

井且就气旋在以后的癸展和琪塞而
一

言
,

也都是愈往上愈加滞后
.

所以这次气旋的过程是属于锋面气旋的强烈赞展过程
.

虽然由于气旋的强烈登展
,

在短

时阴内便在 600 毫巴面上出砚具有切断低压形状的冷气旋涡
,

例如在 12 月 19 日 08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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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引
。
)在 加O 毫 巴而出现了孤立的冷堆及阴合气旋环流

,

但实际上并不是个切断低压
.

所以这个气旋的公展与欧洲及美洲一魂毖的切断低压 (谢义炳
,
1 9 4勿 不同

.

但高空冷涡的

赞展以及冶堆的拮构是很有念思的
, ‘

它们与东北境内强烈的夙髯天气有联系
,

在下面我佣

将对它们作一些分析
.

三
、

气旋区域上空垂吐运动及幅合幅散踢的分布

为了要砚明地而气旋的赞生赞展的机制
,

井了解在冷空气堆里面三度空尚运动的桔

构
,

我佣静算了这儿天几肘主要等压面 }出的垂而运动
.

为了筋草起兑
,

所用的静算方法是

艳热法
,

但在木例 中气旋 区域 内出现了和当强烈的降水
,

因此不考虑凝拮潜热可能无影响

垂武速度的数位
,

在这里我们可以定性地对这种作用作一些估静
,

其方法如下 :

把热力学第一定理写戍
:

。 。 , 。Z] 1 1 0 _ d口
U 尸 不丽

- 一
丽

一

’

_
二T :

「 l d口 ] 厂 2 11 1 0
,

「Zln 夕 一 ~
1 ,

门 / 2 lJ1 0
而 W 一 }不共

下、 上华 } / 二尽华 止 } 州竺
以

+ 价军111 夕} / 介井共竺一 W
:

+ 详
, ,

L口 望 〔扮 」/ 2尸 仁 2 艺
’ - 一 ’ ‘ 一

」/ 2尸

式中 1V 是相对于等压面的垂武运动
, (2是热量收入

,

律
。

就是我佣采用艳热假定算得的

桔果
,

下面我们将会石到
,

在 详
。

为负(
_

圣:升)的地方
,

与降水区栖为一致
,

郎在这里有潜热

。
, 、二 dQ 、

_

。 , ‘」 2 1工1 0
。二 。 . ,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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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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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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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小。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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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
,

一

赞 为正
,

但 上拼子
一

总是负数 (因在实际大气中
,

儿乎没有超艳热的情形)
,

因而 W
:

” ’ /

价
’

J Z / 子

一”
一

2 尸
‘

山 ~ 只一
\沙

‘

阵 “、 ’

甲
/ 、 、 ‘ ’ 了 ‘ J i人 门 了

‘即目孙
‘卜‘ 切 ’肖 / “ z ’

~ 川
, ” 孟

也为负
.

却在 评
:

的上升区因考虑浴热而增加的修正项也是上升
,

可兑实际的上升运动

此静算桔果更要大一些
.

圈 6一8 是 12 月 17 一 19 日 08 时通过冷堆的垂直剖面 (大致沿东西方向)
,

在剖面上

附上了各唇的垂武速度
。

我佣登现在冶堆里面有强烈的
_

E升运动出现
.

从 打一18 日
,

这

是气旋鬓展最强烈的时期
,

冷堆的顶部 由 900 毫巴升到 4 00 毫巴
,

到 19 日冷堆的玲区上

认毯下今升
巡
二

二~

万下二万行口

二
二

;

圈 6
.

19 5 7 年 1 2
·

17
·

08 时垂喊剖面圆
.

实袋为等位温袋
,

虚挑为等温袋
,

简隔均为宁C
.

粗实校为锋区界限

及对流唇顶
.

箭头表示垂武运动的大小及方向
,

剖面下方阴影的滥淡表示过去六小时降水量的大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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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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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盯
_

年
J

1 2
·

18
·

08 时垂直fflJ面圆
,

水平羽枝表示夙沿剖面的分量
,

双实袋为高空槽袋位置
,

其余歌明}司圆 6
.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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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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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 Q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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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O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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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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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 沁

圈 8
.

1 9 5 7年 12. 19
·

08 时垂直剖面圈
,

双明同圆 6
.

界已与对流顶速接在一起了
.

至于在暖空气中
,

垂直运动便比较不均匀
,

并非是翠一的下

沉运动
.

面圆

分布

圈 9一12 是 16 一19 日沿地面气旋中心路攫上及通过中
,

剖面圈的方向大致分别是东北至西南及西北至东南
.

心并垂直于此路褪的垂直剖

圆上表示了垂直运动的空简

,

由此并根据水平幅散 D 二
2砰
2P

还可以推渝出水平幅合幅散区的分布
,

同时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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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9
.

1 9 5 7 年 12
·

16
·

0 8 时沿地面气旋路视的垂直速度

空固分布圈
.

实袋为垂直连度等值袋
,

周隔为 2 x 10--
。

毫巴/秒
.

粗虚技为无辐散面
.

0 及必分别表示当日

及次日地面气旋中心位置
.

圈 IOa
.

拍5 7 年 提
·

17
·

08 时沿地面气旋路视的乖

喊速度空周芬布圈
,

双实袋为高空槽钱位置
,

其余

歌明同周 9
.

蕊缪

2心O仔束 g的 创0 义 叼 0 2 0 0 弓0 口 , n 勺 之凹
.卜之

日扔 b
.

1 9盯 年 12
·

1 7
·

08 时菠过地面气旋中心垂直 圈 n
o

.

勿盯 年 12
·

18
·

08 时沿地面气旋路视的垂直

其路视的垂直速度空周芬布圆
,

双实袋为高空槽袋 速度空周芬布圈
,

水平羽枝表示水平夙沿此剖面的

位置
,

其余歌明同圆 9
,

芬量
,

箭头表示气流在剖面上的运动状况
,

其余歌明
,
a O I 圆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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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n h
.

19 57 年 犯 月 招 日 08 时通过地面气旋中心 垂

喊气旋路趣的垂直速度空固分布圆
.

歌明同圆 11
二

.

圆 1 2a
.

1 9弓7 年 1 2
·

1 9
·

略 时沿地面气旋路径的垂吐

速度空简分布圆
.

歌明同同 扔
a

.

以佑静幅合幅散强弱程度
.

在圆的底梭
_

L我俩还标
_

卜当时及 2 4 小时以后气旋中心的所

在位置
.

首先从 工6 日的圆上
,

可以看到在未来

有气旋波初生的位置上空
,

恰有一个上升

速度最大区
,

在低空有明显的水平辐合
,

这

表明这个气旋的癸生
,

正如其他一些作者

指出的一样 (例如 N e w 切 n 1 9郭
,生,
)是与 卜

升运动 l句
_

七增加而引起的 气 柱 的拉畏 有

关
,

由于气丰仁的拉畏便引起水平幅合
,

因而

产生气旋性涡度
.

从圈 10
。一12

:
还可着到

,

圆 12 b
.

加叮 年 1小拍
·

。8 时通过地面气旋中心垂

直其路铿的垂直速度空固分布圆
,

歌明同日 9
.

在当时的气旋巾心上空
,

辐合幅散并不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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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

而在
‘

仑前方
,

次 日气旋中心
_
巨空

,

却有着很强的稿散
.

而在下屠补偿这幅散的幅合
,

造

成了气旋性涡度的增加
,

这可能是气旋在次日移往孩处的原因之一
在 17 一19 日三天中

,

气旋中心
_

L鑫一武是整屠有
_ _

巨升运动
,

而月
.

随着气旋的哲展 卜

升运动逐渐加强
.

至于幅合幅散区的分布
,

变化就不是这么翠稠
.

在 ].7 日初生阶段
,

在

气旋中心低空的幅合还甚弱
,

无幅散面在 200 一 300 毫巴 的高本
,

以后
,

无幅散而逐渐下

降
,

气旋中心上鑫无稿散面上下的幅合幅散都逐渐加强
.

在无招敝面逐渐下降 的 同 }讨
,

30 0 毫巴附近的
_

上空
,

另有一无幅散面出现
.

到了 19 日
,

二个无幅散面已翘明显形戊
, 一

卜

面一个位于 700 一的O毫 巴
,

这位置与正常的 600 毫巴无幅散面比校符合
.

总的来融
,

蝠

合幅散的分布在气旋最初矍展的阶段比校雾乱
,

但过了气旋最强阶段到它开始J典塞时期
,

幅合幅散的分布就比较对称
,

无幅散面的高度也变得均一起来
,

特别是在洽路侄的$lJ 而

上
。

关于在冷性低气压中有上升运动
,

过去已不断有人提到「谢义炳
LZ , ,

1{i ell 护
’」

,

但他侧

对垂直运动早是由定性地估静推得
.

至于冷气旋区域中有没有反环流圈的周题
,

日前意

见还不一致
.

如要探对这一周题
,

至少要把水平夙速与垂直运动配合起来考虑
,

华有冷察

气的上升或暖空气的下沉井不足以征明有反环流圈存在
.

在这个例子里
,

我们亦什尝贰对反环流圈作一些粗浅的探索
.

我俐根据了高塔冶气

旋涡范圃内垂武运动的空阴分布
,

并在通过地面气旋中心的垂直剖面圆上
,

求出各)牙水平

夙沿这些剖面的分量的方向
,

根据这些三度空阴运动的查料
,

抢出剖面
_

上的流垢 (圆 7
,

n
。 ,

11 b)
,

我侧并未赞现有很明 显的垂直环流圈
.

这种桔果也很容易理解
,

因为这次希

涡旋系就赞展时帕枝随高度虽有倾料
,

但各肘等压面
_

E气压形势是很相似的
,

囚此上下附

的水平夙向儿校一致
,

很难找到二个相反方向的水平夙速分量以构成一个垂有环 流 圈
.

另外
,

实际大气的情况比数复杂
,

暖空气中并不都是下沉运动
.

当然也可能这个高寨冶淌

在某二屠等压面 内存在几个小型的反环流圈
,

或在某瞬时 内有环流圈存在
, !打于现在贵料

条件及豁算方法的精确度等条件的限制
,

无法定出这些小型的反环流圈来
.

在这种冷空气
_ _

卜升的情况下
,

动能及位能的来源
,

是一个相当贡要的阴题
,

可能
‘

它来

自系就以外或水汽的凝拮
,

但在这里我们不想衬箭这种来源及搏换机构
.

四
、

高空冷淌旋形成的机构

在气旋的矍展过程中
,

在 扭 月 18 日 08 时 (圈 3。)石。o 毫巴面
_

上已有一个孤立的冷
’

(

旋涡出现
.

从外表上着
,

这个冷涡似
一

乎是由于从蒙古东部佼入我国东北境内的冷空气与

北方毋体隔离的桔果
.

但在 1 2 月 1 7 卜1 08 时在冷鑫气中心附近广大地区内 500 毫巴面

上 0 的数值在 2 82
O

A 以下
,

而在 1 8 日冷中心地区内位温的最低植也有 2 87
、

人
,

这种 24

小时内位温的差别
,

很难用平流和幅射来解释
.

下沉运动虽有利于 500 毫巴面 卜口的塔

加
,

但无箫是 17 !J还是 1 8 日
,

冷堆中都是显著的上升运动
,

对这样的周题必须行虑潜热

释放对 石00 毫巴温度增加的效应
.

对这种作用
,

可以大致估静一下
,

从降水量周 卜可以石

到
,

在这区域中 24 小时 江7 日 08 时一18 日 08 时) 降水量平均超过 1 烦米
,

郎在 卜11方

厘米的地方有一克降鬓
,

从而释放潜热拘 700
一

!找蒸赞潜热加凝桔潜热 )
.

另外 又似定凝

桔现 象全聆生于 8的 一600 毫巴简
,

郎在 1 平方厘米底面 L得到潜热的气杜限于 8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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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O 毫巴简豹 3印 克的空气 (由各站地面气温这二天艳大多数下降 石一10 度这一点着来
,

考虑得到潜热的空气限于 8的 毫巴以上是合理的)
.

700 卡的潜热可使这整屠空气温度

升高(考虑等压过程
,

用 以 )

d 了
, = 7 0 0 3石0 又 0

.

2 3 8竺8
。 ,

相应的 刁Q二 100
.

将它与前述的 0 升高植 6 相校
,

可兑这种解释是合理的
.

正是由于这种非艳热效

应
,

使我们无法明显的从剖面圆上石到因
_

L升运动而引起的等灿面抬高
.

而 比这种互大

的能量
,

还可能是气旋赞展动能来源之一(尽管冷空气上升)
.

由垂武运动分布圈看来
,

在 18 !1 08 时 600 毫巴冷涡巾心处也正是
_

l:升运动最强的

地方 (圆 3的
,

同时在 1 7 日 08 时冷槽的南端也有校强的土升运动 (!司 2。)
,

在高空槽的北

部
_

上升运动就很快减弱
.

这表明在 6 00 毫巴上孤立冷涡的形成跟在南北方向上上升运动

分布的差异有很大的联系
.

如果魏因为在冷堆北部有校强的下沉运动可以导致高空孤立

冷涡的出现 少al m 乙n L工,
) 那么

,

在冷槽处
_

卜升速度自南向北的迅速减小
,

也可导致南部的

冷堆向上延伸至高空并形成孤立的冷涡
.

在我俨这个例
一

子中
,
石00 毫巴面 州分气旋涡的

出现
,

一方面固然与地面气涡誉展有关
,

在另一方面这利唾直运动的分布亦起着相当的

作用
.

18 日冷淌形成时
,

通过 石oo m b 冷淌中心及切断处的垂直剖面 (接近 N W
一S卿 卜

的垂有运动分布 (圈 1 3 a
) 明 显表示出这种

_

L 升运动在
一

切断处的迅速减少 (最大 上升运动

接近冷涡中心
,

而切断处也是上升运动)
.

这样石来
,

似乎可以在 !)眺七or 、加司“,
舍中所列

举的希涡形成时垂直运动分布的两种布莫式外
,

再瑜加一类模式如圈 1 3 b 所示
.

圆招
几

.

扣盯年 1 2
·

招
·

08 时孤过 soo m b 冷涡中心及 日 拐卜 高辛冷i汤旋形成时的垂武速度
.

切断处的垂直运动剖面
,

实我是冶气堆翰袋
,

嗽袋是

切断位置
,

等值挑简隔为 2 (罩位 1 0-
3
毫巴/秒)

.

至于这次气旋赞生赞展的预报简题
,

顾震潮
「司 什铿提出过的一条观只U相当适用

,

自日冷

(暖)平流向上增强 (减弱、
,

邢么中阴等压面的高度升高
,

即低槽减弱
,

高压脊加强
.

反之
,

4lJ 低槽加强
,

高压脊减弱
.

在我俩这个例子坐
,

印O全巴而 卜低涡的赞展
,

是符合这一规nlJ

的
.

比校 1 7 日 8 石O
一

3 0 0 毫 巴各屏 (}司略)
,

可以石到在高本槽后部冷平流很显著
,

但冷平

流愈往
_

L去逐唇减弱
,

至 300 毫巴槽枝附近已变为暖平流
,

所以在 1 2 月 1 8 日 08 时
,
7 00

毫巴的低 中心显著加深了 140 位势米
,

扑 ll. 在 易00 毫也面出现了 I?J 合气旋涡
.

另外在 16

日 00 2 与 1 7 日 0 0 2 在海平面耸带之上
,

恰是 3 00 毫巴上正淌度平流的区域
,

17 日 00 2

与 1 8 日 0 0 2 这里有地面气旋新生并大天赞展
,

这与彼得逊牡9 6勿
t了‘
提出的

“
当对流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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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正汹度平流的区域恰巧重叠在海平面择带之上时
,

在海平面便无有气旋赞展
, ’

亦很相符

合
.

与高空这种正淌度平流相速系的水平幅散在圆 9 上着得很清楚
.

五
、

降水分布与垂道速度

从同 2一4 我侧石出
,

在地面气旋后部冷空气区域内
,

以及在以后高空冷淌的范阅内
,

大片地区都有弧烈的降水
,

但在冷堆前后的暖空气中就很少有降水
,

所以降水区的分布井

不像 汽h n如
‘王’的模式那样只限于价涡东南部

.

圆 1 4 a ,
b 是地面气旋初生及赞展最强阶段中 6 小时降水量及 8 50 一 700 毫 巴 !出的

一

垂

\

今 卜

f
{
砂

Z

Z
!

尸
,

‘

尸
瓜

1
、

{ ! 】

厂/
,

佗一/

尸

少一
/价

厂‘介二洲火/下一
了

心 “)沂
卜?从砂少馋

一卜 卜�
了

丫

了厂卜\

/
\ \

叮

目 1 4a
,

切5 7 年 招
·

打
·

。2一。8 时的 6 小时降水量及 圈 1 4石
.

1 9阶 年 1 2
·

18
·

叨一08 时的 6 小时降水单

8的一700 毫巴阎的垂直速度
,

。为气旋中心
,

实城 及 850 一7 0 0 毫巴周的垂直速度
,

飘明同圆 14 a
.

为垂直速度等植筏
,

斜袋区表示降水区域
.

l依虫度的分布周
,

从周
_
卜石出

,

降水区与
_

上升运动相当符合
,

降水最大区在地而低压
「卜已

附近
,

但最大降水区并非即在上升运动最强的地方
.

这是可以理解的
,

因为垂直速度拜不

是决定降水的唯一因子
,

还有其他的重要因子
,

如水汽舍量
、

穗定度
、

地形影响等都能影响

降水强度
.

因为在本文中我俩只考虑气旋赞生和癸展的机制
,

所以对控制降水的其他主

要因素并不想去一一考虑
.

六
、

精 榆

通过这 个例子的分析
,

我侧得到下列几点桔篇
:

1
.

由气旋初生一直到琪塞的榷个时期
,

在气旋的冶本气区域内儿
一

乎全是 上”
·

运动
,

而在暖实气区域内
,

垂直运动月好七校零乱
.

气旋内的反环流圈可能并不存在
.

2
.

由气旋初生一直到琪塞
,

在气旋中心上空一吐至 2 00 毫巴 l卜始籍出现有上 Jl. 运

动
.

随着气旋的赞展
,

中心上空的上升运动以及幅合幅散的量都一直在加强
.

同时无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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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面 (亦就是最大上升运动的地方) BlJ 逐渐下降
,

并
_

且在洽气旋路视方向上及在垂直气旋

路理的方向上无幅散面逐渐趋于对称
.

当气旋琪塞时
,

在高 J膏对流屠中另有一新的无幅

散面出现
.

3
.

在气旋中心
_
L空上升运动向上增大

,

二这引起气柱拉畏井有水平辐合
,

!这是造成气

旋新生的因素
.

4
.

、

冷空气南下时
,

在冷堆南部
, 一

L升运动最强
,

因而使这部分的冷堆向
_

L延伸
.

这是

高空涡旋形成之一重要机构
.

石
.

降水集中在冷气堆区域内
,

并不只限于冷堆的东南部
. _

匕升运动与降水 区很符

合
,

但最大降水区域井非在上升运动最强的地区
.

在本文进行过程中蒙陶祷言先生热情指导
,

特此致谢
.

另外
,

黄月英
、

王蜻熔两同志

叁加了本文的部份琪圆及静算工作
,

参 考 文 献

仁1 」 Fa lm 6 n ,
E

.

,
O T ig in a n d s七r u o tu 了e o f l, 19 ] i一le v e l 户y 户lo n e s : o n t li o f 七h e n l几叉 im u z]飞 、v e ote r lie* -

2
,e 7Z双s ,

1 (1 9 4 9 )
,
2 2一3 1

.

〔2 〕 谢义炳 : 北美高空冷 i品旋的研究
.

中国近代科学箫著从刊一
一气象学

,
26 7一邓生直

.

原栽 J
.

万日
, ,

6( l9 4 9)
.

「3 〕 卫e七倪r sse n ,
3

. ,
J子ea 了]

‘。, 」朋Z万、￡s 刀, , d F o ,℃ e , : 了艺7‘口
. ,

1 95 6
, v o l

.

1
,

P
.

2 4 8
.

〔4 口 N e w to n ,
C

.

W
. ,

M
a c l飞a n js 。、; o f o il o u la七io n C h翎g e d [l r zn g a le e e了c ! o 刀 g e n es土5

.

1
.

形 c了
. ,

1 3

(1 9 5 6 )
,

5 2 8一5 3 9
.

[ 5 〕 1丈ie }, !
,

H
.

a n d 8
.

T e w e le s ,
JR

,
A fu r t l, e r s七u d y o n t}le r e la t io n b o tw e el l t} , e

J
c 七 str e几m a l飞(l

c y elo n e fo r m a tio n
·

少ezz、, : ,
5 (1 9 5 3)

,
6 6一7 9

.

L6 〕 颧震潮 : 阻塞流型登展的一个分析
.

科学通报
,
1 9脚

,
p

.

火反

L7
_

卫e七te 工出e n ,
5

.

,
A g en e : 几1 、1: , v e y o f fa

‘
to , 侣 in 丈lu e , i 〔

·

in g . {e v e lo l〕z、l e ii t a t se a le 、e j
.

7
.

月1 ‘了。口 , 0
. ,

1 2

(1 9 55 )
,
N o

,

1 0
.



164 气 象 学 报 . 30 卷

A N A NA LY SIS O F T H E M ECH A N ISM O F D E V E L O PM EN T

O F A CYCLO N E IN N O R T H EA ST ER N CH IN A

K U E 工 P E I
一 L A N W A N G Z U o

一

sl lu

(I
, 7、了艺了、, 了。 了 召e o夕7‘刀s艺e 、 a

耐 M‘了eo r o lo g万
,

A o a而。公a 月乞, :公ea
)

人B ST R A C T

In th i, Pa p o r 七lzr e。一

d illle n sio li o l a n o lyo is o f 几n in 七。n sely d ev e lo p o d eyo lo n e in

N o r伍既。七。r n Ch i刀凡 in D e e
.

1 6 七0 2 0 1 9 5 7 10 p r e 。。n to d
.

I七 10 fo u n d th a七几七 a ll lev e l、 in th e e en to r o f th is eyo lo n o 七h e r e is a , e en d in g

m o 七io n d u r in g th o d ev elo Pm e n 七
.

W i七h in th o eo ld d o m 。,

七h er e 10 a lso a , 。en d in g

m o tio n at a ll le v e ig
.

A o e o m Pa n yin g d o v elo Pm en t o f 毛h i, ey o lo n e , tli e a戍 e n d in g

m o 七io n
,

d iv o r g 。一lo e a n d o o n v e r g en o e o v e r 七h o ee n te r a r e in 七en o ifi 且g
, a n d 七h e lev e l

o f n o n
一

d iv er g o n c e su b g id es a n d te n d s to w a川 g 日ym m e try
.

A ge h o x ll atie d ig tr ib u 七io n o f v e r tiea l m o tio n a朋o eia ted w ith th e fo r m a七io n o f

a n ioo la七ed o o ld v o r七。x a r e Pr o Po o ed
.

1七 。h o w s th at 七h e a义 en d in g n lo tio n e e n te均

n e a r l了 o v o r th o e o l(1 e en to r a n d i七 r aPid ly d e e r e sse g n o r th w a r d to 七h e eu t
一。伴 a r ea

.

D u o to 七h io tyPo o f d io tr ib u tio n o f a 。。o n d in g m o 七io n th e eu 七
一

咐
v o r te x 10 fo r ln ed

.

Pr e o iPjta亡io jl 15 o o lio e n 毛r a t喊 jzl 亡h e :元r o a of th o c o ld :、ir d o ilz。 , w l, i。圣; i、 i, ‘

a g r e e l、一e n t 、\
·

itl, tllo r e su lt o f tl‘0 c o n 1Pu七。叱1 v e r tie a l , n o tio 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