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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介粕了运用天气型的活动规律性制作两个月长期植报的轼墩籍果
.

叙述了天气型类

划分的原HlJ
、

天气型类活动规律的探封
、

以及制作长期天气植报的程序
.

根据两次款报检查
,

无输在天气形势镇报和天气状祝植报上
,

内客都比较具体
,

预报桔果与突况很一致
.

各种不同长期天气预报 法基本原则之一就是运用天气过程长期演变的规律性来制作

预报
.

苏联牟氏学派的天气图祛的长期天气预报是恢据某几种特征性天气过程的韵律活

动和相似形势来作预报的
.

苏联的房根盖佼姆和吉尔斯么及青本主义国家的气象学家俩

(如美国的克瑞克和爱利奥特
,

德国的包尔等人) 曾将地面或高室形势找lJ分为若干环流型

或大型天气型
,

航斜这些型的活动规律来作预报的
.

我国福锰初同志推广了苏联天气图

祛的概念做出了季节长期天气预报 [l1
.

本文是在吸取了苏联牟氏的天气过程的基本概念

和其他气象学家运用天气型活动规律制作预报的方法
,

拮合中国实际
,

着手制作长期天气

预报的一个就瀚
.

天 气 型 类 的 划 分

为了了解对我国天气 (特BlJ 是华东部分) 有影响的各种各样天气过程的活动规律性
,

我俩将解放绷来的气象青料此较丰富的几年天气图进行了一次全面性的稠查
.

在学习了

牟一帕氏划分自然天气区和 自然天气周期的概念的基础上
,

我俩就把 1 9 5 3一 1 95 8 年简在

亚洲自然天气区内的速倩活动着的天气过程进行划段
.

亚洲自然天气区的界限定为西起

扁拉尔山(6 0
“

E )
,

东至我国大陆沿海 1 0 个翘距范围以 内(1 3 0
“

E )
,

北起西伯利亚(6 0
“
N )

,

南至南海菲律宾晕岛北部(15
“

N )
.

在这个地区内的天气既受温带天气系兢的影响
,

又受

副热带和热带天气系航的影响
,

因此在划分天气过程的指标上
,

并非死扣牟一帕氏划分自

然天气周期的规则
,

而是拮合我国突际天气过程辩靓地应用他佣的概念
.

我俩不仅以冷

高压的活动或西风带内系兢活动为指标
,

而且 同时考虑副热带高压
、

台风和低樟槽的活

动
.

鉴于高空环流形势与地面天气形势之简并不存在着严镬的一对一的相应关系
,

在划分

天气过程上
,

兢一地考虑了地面形势
、

高空形势和天气状况
.

划分所用 的具体指标共有三

粗
:
(1) 地面上气压系兢和锋面的生

、

消
、

移动 ; (2 )高空上西风带系兢
,

副热带高压和低樟

槽等生
、

消
、

移动 ; (3 )气象要素
—

温度和降水
—

的变化趋势和变化量等
.

每个天气过

* 19 卯年 10 月 1 日攻到
.

参加这项工作的
,

除作者外
,

偷有天气教研粗全粗同志分担了划 珍天气过程和定型

部分工作
,

余志豪同志参加冬季镇报和部分总桔工作
,

气象专业(三
,

四年极 )同学担任了糟图和整理黄料工作
,

江蓉正同志担任部分就歌与糟图工作
,

石宗祥和张雪林同志担任正式箱图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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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起就点主要以地面天气系兢开始进入我国西部边境直到移 出我国东部边境为止
,

女瑰

系挽是在我国发生的
,

剧以发生 日期开始一直到消失或移出我国边境为止 ; 同时考虑高空

(冬半年 , 00 m b 等压面
,

夏半年 夕00 m b 等压面) 亚洲自然天气区内大型环流的搏变以及
地面上温度升降变程和降水天气起止等

.

在前后两个天气过程街接较近时
,

两个过程简

起 止日数以不超过两天为原HIJ
.

在某一时简阶段内均以天气影响范围大
、

天气表现弦烈

或持久的天气系兢为主角来划分
.

应用南京气象台 1 95 3一 1 9 5 8 年天气图背料
,

按照上述原则划分出天气过程的阶段
_

对每个阶段拾制了地面及高空天气过程演变图
、

过程开始期
、

特征期和拮束期的地面及高

空粽合形势图
.

这二种图具体地表示出天气过程的演变和其形势特征
.

为了表示歌天气

过程中所发生的天气
,

箱制了敲过程的总降水量分布图
、

过程平均温度距平图和过程 日平

均温度时简变化图(全国共选用 12 个台站 )
.

此较历年各月突际出现的各个天气过程的三

粗指标的共性与异性
,

归钠为几种基本天气形势
.

每一基本形势代表在一定时简阶段内

出现的相似天气过程和它所特有的一套天气形势和天气状况的总和
.

这些基本形势称为
,

天气型
.

这种天气型与以平均图或某一个时简的地面或高空图为代表的天气型是不 同
_

的
,

宅全面地代表天气系枕的时空变化的立体动态
.

这些天气型都以地面形势命名
,

我竹
戚到用这类名称可以较明确地反映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地面天气情况

,

对预报具使用较
为方便

.

初步划分归类桔果
, 6 年内共有 49 斗个天气过程

,

平均每月可有 7 次过程
,

最多的 9

次
,

最少的 , 次
,

每个过程平均持糟 日数 4一, 天
,

冬半年过程较长
,

最长的 8一9 天
,

夏半
年过程较短

,

最短的 3 天
.

斗9 斗个过程归钠为 10 种主要天气型(其中包括有副型 )和几种

次要天气型
.

主要天气型就是全年出现频率最高的
.

次要天气型的飨率很低
.

所有天气

型分为三大类
: (l) 高压活动类 : 高压樟向东移型

,

冷高南下 (中路
、

东路
、

西路) 型
,

寒潮冷

图 1 寒潮冷高型典型实例 (195 ‘年 1 月 5一10 日)

a
.

天气过程演变图(图中
·

表低压
。

表高压
,

锋面通用

印刷符号
,

一
·

一一高空槽袋
,

= : = : = 高空脊袋
,

今地

面低压移动路径
,

一一) 地面高压移动路径
,

站圈之上的数

字表示日期
,

站圈之下的数字表示系就描度)

b
.

特征期地面及高空形势棕合图 (图中粗耗为地面
等压袋

,

掬搔为 7 00 或 500 m b 等压面上等高袋
,

其余
符号如常例

.

地面图时简取 。2 (或0 8 )北京时
,

高空丑
取 2 3 (或 0 8)时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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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过程日平均温度变化曲减 (图中横朝表示 日期
,

纵帕表温度(℃ )
,

实袋为温度曲袋
,

虚袋为多年

月平均温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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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过程总降水量分布图(图中点划袋为零值等降水量挑
,

实耗为等降水量撇)

e
.

过程平均温度距平图(图中实袋为正距平袋
,

虚技为真距平袋
,

点划藕为零距平袋)

高型
,

高压控制型等 ; (2 )低压活动类
:
大陆低压 (春

,

夏)型
,

西南低槽型
,

气旋波型
,

励风

(棘向
、

登陆
、

西进 )型等 ; (3 )锋面活动类
:冷锋(春

、

夏)型
,

静止锋型等
.

次要天气型虽在6

年中出现次数极少
,

但按其形势待征和天气都不能合讲入其他型类
.

属于这些型类如冬

季的北方寒潮型
,

春
、

夏季的黄海高压型
,

秋季的西南大低压型等等
.

关于各季各月各型的划分标准
,

形势和天气特征及其出现婿率等等
,

精参阴
“
我国各

季天气型及其季节变化
,

,[z]
.

本文仅举 出冬
、

春两季的几种常兑天气型的图例
,

一方面省略

了冗长的文字叙远
,

节豹篇幅
,

一方面配合轰明下面提出的预报形势和预报中将用到的

天气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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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型类的活动规律

将历年各月出现的天气型
,

按其出现日期依次排列成表
.

这表称为天气型演变表
,

每

月做一张表
,

共有十二张
,

其中包括 6 年兹月出现天气型的情况 (其中 1一 8 月已做到 59

年)
.

根据敲表可以探索出不同天气型的活动规律
.

为了配合禽明下列冬
、

春二季预报和

节豹篇幅起觅
,

我俩将 1 , 2 , 3 , 4 月的四个月份天气型演变表列 出
,

其余各月的萧参圈
“
我国各季天气型及其季节变化

’

,[z l.

表 1 一 月 份 天 气 型 演 变 表

1 95 3 年 3 0 / 妞一3

高压樟向东移型

1 9 5斗年 3一7

·

高压樟向东移型

19务年 1一5

南梅静止锋型

1 9 5 6 年 1一5

斗一
一
8

冷高南下(中)型

8 一1 0 1 0一13 1斗~ 19 2 0一24
夕呀

L型高压型 高压樟向东移型 南梅静止锋型 高压挫制型

8一 1 1

华南静止锋型

5一1 2

寒潮冶高型

1 2一1 7

华南静止锋型

13 一18 1 8一 2 3

1 8一2斗

北方寒潮型

寒潮冷高型

5一1 0 1斗一1 7

L 形高压型
。

17一2 3

华南静止锋型

1 95 7 牟 1一7

高压樟向东移型

19 5 8 年 3 1 / 皿一5
、

冷高南下(中)型

1 9 59 年 1一7

寒潮冷高型

1 1一1斗

L 形高压型

7一13

华南静止锋型

5~ 10

高压樟向东移型

高压控制型

1斗一1 7

寒潮冶高型

18一2 3

2斗一 2 7

冷高南下(中)型

2 3一2 7

高压挫制型

2斗一2 7

华南静止锋型

10一 18

北方寒潮型

7一10 1 0一14 1斗一 17

高压控制型 高压樟向东移型

1 8 to 2斗 2斗一2 7

寒潮冷高型 冷高南下陈)型

1 7一2 2 2 3一 2 6

2牛一2 9

高压樟向东移型

25‘3 1

L 形高压型

2 7一3 1

L 形高压型

27 一1/ 1

L 形高压型

27 一
‘

3 1

高压樟向东移型

2 7一1 / l[

寒潮冶高型

2 6一3 1

寒潮冷高型 华南静止锋型 冷高南下(中)型 寒潮冷高型 冷高南下(中)型 高压樟向东移型 冶高南下(东)型

表 2 二 月 份 天 气 型 演 变 表甲三

19 5 3 年 3 0 / I 一8

南梅静止锋型

1 9 5 4 年 1一8

高压挫制型
1好5 年 1一4

冷高南下(中)型

1 9 5 6 年 2一8

华南静止锌型

1 95 7 年 3 1 / I 一石

寒潮冷高型

珍5 8 年 3 1 / I 一3

高压樟向东移型
1好9 年 3 1 / I

一一斗

高压樟向东移型

2 1一2 3

冷高南下(东)型

9二 13 13一2 1 2 1一27

高压樟向东移型 南梅静止锋型 高压释向东移型

9 一1斗 13一 18 18一2 3 2 3一 27 2 8
一一2

高压樟向东移型 华南静止踩型 南梅静止锋型 高压樟向东移型 高压樟向东移型

私名 9一 15 16一2 1 2 1一抖 2 5一1/ 皿

华南静止锋型 寒潮冷高型 寒潮冷高型 高压挫制型 高压樟向东移型

8一 1斗 13一 19 2 0一2 5 2 5一1 / 111

寒潮冷高型 寒潮冷高型 南梅静止锋型 寒潮冷高型

6一13 1 2一1 6 1 6一19 1 9一2 2 2 2一2 6 2 6一2 8

寒潮冷高型 高压控制型 冶高南下型 高压樟向东移型 南海静止锋型 高压控制型

斗一8 8一1斗 1 3一19 2 0一 24 2 4一2 8

华南静止锋型 寒潮冶高型 高压樟向东移型 冷高南下(酉)型 北方寒潮型

斗一7 7一1 1 1 1一1斗 1斗一 18 18
.

一2 0

高压樟向东移型 冷高南下(东)型 高压樟向东移型 华南静止碑型 华南静止锋型

2 3一2 8

高压樟向东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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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三 月 份 天 气 型 演 变 表

1 9 , 3 年 2 8 / l[ 一石 6
一 - 8 8一1 1 1 1一 13

高压稗向东移型 冷高南下(东)型 西南低槽型 冶高南下(东)型

1 7一2 0 2 3 一2 7

大陆低压型 冷高南下(东)型
19 5斗年 2 一8 9一1斗 1斗一1 7 18 一2 2 2 2一2 5

南梅静止锌型 南梅静止锋型 高压挫制型 冷高南下(中)型 高压挫制型

” 5 5年 1/ lI[ 一5 5一1 0 1 0一13 1斗一 19

华南静止锋型 高压释向东移型 冷高南下(中)型 高压樟向东移型

2斗一2 8 2 8we 3 /万

南海静止锋型 华南静止锋型

195 6 年 2 一- 7 8- 一 12 13 一17 17一2 0

华南静止锋型 南梅静止锋型 四南低槽型 冷高南下陈 )型

2 2一2 6
、

27 一3 1

西南低槽型 华南静止锋型
1 9 5 7 年 1一5 5~ 8 8一1斗 1 4一17 17se 2 0

高压棒向东移型 华南静止锋型 冶高南下(幻型 高压控制型
、

西南低槽型

2斗一2 8 2 8一3 1

冷高南下(东)型 冷高南下(东)型

19 5 8 年 2 8 / l[ 一斗 4一石 6 to -8 9 一13 1斗一1 8 1 8一 22

冷高南下(中)型 西南低槽型 冶高南下(四)型 西南低槽型 西南低槽型 华南静止锋型

1 9 5 9 年 lto 3 斗一习 8一1斗 15一1 8 1 8to 22 2 2一2 6

玲高南下〔东)型 西南低槽型 高压樟向东移型 高压控制型 西南低槽型 西南低槽型

13 一17

南侮静止锋型

2 5一3 1

冷高南下(中)型

19 一2斗

华南静止锋型

2 0一2 2

大陆低压型

2 0se 2 3

酉南低槽型

2 3一29

冷高南下(中 )型

2 6 to 3 1

冶高南下(中)型

表 斗 四 月 份 天 气 型 演 变 表

1 95 3 年 27 / lI[ 一3 呼,
叫

8 8一1 3 1 3一18 1 8一2 4 2 5一2 8

高压挫制型 冶高南下(中)型 冷高南下(中)型 冶高南下(东)型 冶高南下(中)型 大陆低压型

28 一l/ V

高压樟向东移型
19 5斗年 1 一

.

丹 斗一8 9一1 2 1 2一1斗 15一2 1 2 2一2 8 2 8se 3 o

西南低槽型 冶高南下(东)型 西南低槽型 大陆低压槽 冶高南下(中)型 冷高南下(东)型 高压挫制型
1 9 5 5年 3 一一 6 6 ee 一9 9一1 1 1 1一 14 15一 18 1 8一2 1

高压挫制型 冶高南下(中)型 高压挫制型 高压樟向东移型 华南静止锋型 冷高南下(东)型
2 1一25

’

2 5一30

冷高南下(中)型 冷高南下(东 )型
1 95 6 年 1一3 3一8

、

9一13 1斗一1 7 17一2 1 2 2 ee 2斗

高压控制型 西南低槽型 高压挫制型 冶高南下(东)型 冷高南下(西)型 冷高南下(中)型

抖未2 9

冷高南下(东)型
/

19 5 7 年 3 0/ 班一3 3ee 6 6一1 0 1 0一16 1 7一20 2 0一2 3

冶高南下(中)型 高压挫制型 高压樟向东移型 高压挫制型 大陆低压型 大陆低压型

23 一刀 2 7一3 0

冷高南下(西 )型 冷高南下(树型
1 95 8年 3 0 / l to 3 3

~ 一
石 6一9 1 0一1斗 1牛一 18 1 8一2 1

西南低槽型 冷高南可东)型 西南低槽型 冷高南下(中)型 冷高南下陈)型 大陆低压型
2 1一2斗 2斗一2 7 2 7一1/ V

大陆低压型 冷高南下(中)型 大陆低压型
1 95 9 年 1一5 6 ~

-
8 8一10 1 0一13 1斗一17 1 8一23

冷高南下(中)型 西南低槽型 冷高南下(幻型 冷高南下(中)型 冷高南下(东)型 冷高南下(中)型
2斗一2 8 2 8 一召0

冷高南下(东)型 大陆低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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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各表显示出
: (l) 各类天气型的出现日期和持糟 日数 ; (2 )每月内和月与月之简各

类天气型的前后承擅关系 ; (3 )年与年简各月天气型类演变的趋势
.

我俩从天气型类兢舒

数据可得出
:
l) 每月或每季握常出现的天气型类

,

各种不同天气型类出现频率的差异 ; 2 )

各月各类天气型的先行和后行天气型的出现频率
,

在歌月或孩季内最常出砚的天气型序

列 ; 3 )每个天气型类在各月或各季中最常出现的时简 ;以及在各月上
、

中
、

下旬中最常出现

的天气型类 ; 斗)每月或每季中各天气型类的持疲 日数 ;每月或每季中天气型类斡变日期和

其出现平均次数
.

对于各月的天气型演变表都兢爵了上述的各项数据
.

这些兢斜数据可作为天气型活

动的外在规律
.

虽然数据是很粗略的
,

而且也没有求得充分的理谕解释
.

但根据这些数

据已能作出两个月的长期预报
. ‘

关于各月份的有关数据祥觅
“
我国各季天气型及其季节

变化
” ,

不再瞥述
.

在各季和春季预报制作中所应用的一些 (1一 4 月份的 )兢针数据
,

将在

下面举例轰明时提出
. 诊

制作长期天气预报的程序

在上述工作基础上
,

我偶按以下程序制作长期天气预报
:
(l) 首先考虑预报月可能出

砚的各天气型的历史演变规律和孩月历年环流变化趋势
,

从而得出敲预报月中可能 出现

的各型先后次序及其搏变及持擅 日期 ; (2 )其次考虑敲蔺报月前一月实际出现的天气型演

变特点
,

作为推断预报月起始天气型的恢据
,

(3 )再次从与预报天气型相似的历史天气型

中挑选相应期简的实例
,

并考虑预报的先行和后行天气型简相互影响来确定敲镇报天气

型的形势特征和其可能出现的天气状况 ; (4 )最后将预报月的天气形势特征和歌月温度与

降水变化总拮成为书面预报形式
.

195 9 年冬季和春季长期天气预报试验

我俩在 1 95 8 年尾曾作 1 9 , 9 年冬季 (1一 2 月份)预报
,

在 1 95 9 年 2 月中旬截作 1 9 5 9

年春季(3一4 月份)预报
.

当在做蔺报时仅初步整理了 12 一 5 月多半年简的天气型
.

为了

农业生产需要起见
,

大胆地贰作了二个月的预报
,

作为元旦献礼
.

预报中的考虑是很粗糙
、

的
.

本文将冬季镇报第一个月 (一月份)和春季预报第二个月(四月份)为例分别能明截作

冬季预报和春季预报的萧点
.

多季预报着眼点是以关键性过程活动规律为主要技索
,

根据一月份天 气 型演变 表

(表 1 )和所出现各天气型的特性看出
:
(l) 寒潮冷高型在整个冬季中出现频率高(24 / 1 1 2 x

100 = 21
.

4 多)
,

它是冬季冷高压活动最弦烈的过程
,

可以作为关键性过程
,

在一月份内出

现 日期以上旬和中旬末期(5一 12 ,

18 一24 日 )为多(到 8 ) * 王
.

它的先行天气型是华南静止锋

型(3 /s )常在中旬接近上旬时出现(斗/ 6 )
,

后行天气型多为高压控制(或 L 形高压)型(4 /s )
.

一月份翘常出现的天气型序列是
:
静止锋型一寒潮冷高型一高压控制型(或 L 形高压 )

.

高

压控制型与 L 形高压型的高空环流都是翘向度较大
,

东岸有大钱地面是高压按制
,

天气晴

好
,

温度回升
,

其不同处 L 形高压出现时东北有低压发展
,

其干槽伸向华北
.

这两型是此较

* 1 分数中分母为 6 年中出现总次数
,

分子为在敲情况下出况的次数
,

以下分数都代表缓率值
,

不爵算百分比
,

因

为基本数据太少
,

百分比意义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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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的可似互换
,

而且在 L 形高压之后常又接高压控制型
.

(2 )观察 19 5 8 年 12 月末旬实

况
,

北半球 , 00 m b图上原来较鼓而稳定的高压
,

在 2 7 日开始已为低压所代替
,

欧洲高脊已

移到启拉尔山附近
,

形势有利于引起冷高南下型
.

在一月份天气型演挛表上(表 l) 初旬多
‘

为樟向过程
,

如华南静
_

止锋型和高压樟向东移型
,

这表示 6 年内月初的冷空气南侵过程张

度较弱 ; 但参考 12 月份天气型演变表 (表略)
,

下旬有出现冷高南下型的可能
.

从历史来

看
, 1 月初也不是没有冷高南下型的

,

如 1 9 5 8 年第一个天气型就是
.

因此
,

以1月份的开始

过程可以预报冷高南下型
.

(3 ) 用 12 月份天气型演变表此较历年歌月环流大势
,

发现
1 9 5 8 年 12 月份与 1 9 5 5 年 12 月份去似 *2

.

这两个 12 月份都在前半个月有速擅几次冷高

南下型
,

后半个月翰为速擅几次高压裨向东移型
,

所不同的是 1 9 5 5 年褥折期 (1 7一2 5 日)

此 1 95 8 年 (21 一 2 牛日)提早一个趁程 我俩考虑用 1 9 5 6 年 1 月份天气型演变趋势作为镇

报 1 9 5 9 年 1 月份的参考
.

查表 1 1 95 6 年 1 月份上半月出现天气型次序与 (l) 中所得的

序列相同
,

只不过第一个过程不是冷高南下型
.

因‘95 8 年斡折点较 1 9 55 年推后一个过

程
,

HfJ 相应地 1 9 5 9 年天气型就可么较 1 9 5 6 年退后一个过程
.

这样将冷高南下型做为第

一个过程
,

而将其他型顺序后退一个过程
,

并与 (1 )(2 )得来各型出现 日期与排列次序相配

合
,

推萧出 1 9 5 9 年 1 月份上半月的预报的天气型序列可能是
:
冷高压南下型(上旬初)一

静 止锋型(中旬初)一寒潮冷高型(中旬末 )一高压控制型(下旬初 )
.

(劝查表 1 , 1 956 年共

出现二次寒潮冷高型 (5一10 日
,

17 一23 日)
.

按 6 年趋势来看
,

如月初有较弦冷空气南

下
,

RlJ 在上旬不应出现弦烈寒潮冷高型
.

又因 1 95 6 年第二次寒潮冷高型是在下旬初出现

的
,

如相应后退一个过程
,

lllJ 19 5 9 年似应接近月底
.

上远 19 5 9 年第一次寒潮预报在中旬

末
,

所以第二次预报在月底是可能的
.

可是从月底的历史变化来看 (表 1 )
,

释常出现的是
L 型高压或冷高压掉向东移型

,

这些型都是冷空气势力较寒潮冷高为弱的过程
.

再参考

二月份天气演变表 (表 2 )
,

月初也是出现高压释向东移型和华南静
一

止锋型为多
.

所以无

萧从 i 月底或
’

2 月初的情况来看
,

寒潮冷高型出现的可能性少
.

从以上二方面来看
,

应适

当地将冷室气势力估爵低一些
口

在月底报冷高南下型较寒潮冷高型合宜
.

从 2 月初天气

来看
,

温度上升情况占优势
,

这与冷空气南下后的回暖天气是相符合的
.

(的 检查表 1 中

天气型斡变 日期得 : 月初 5一7 日
,

月中13 一抖 日
,

月底
一

24
‘

日和 2 7 日
.

航一考虑上

述各点后
,

预报出 1 9 5 9 年 1 月份天气型序列如下
:

3 1 / 皿一6 7一 1斗 1斗一2 2 2 2一2 6 2 6一 3 1

冷高南下型 华南静止锋型 寒潮冷高型 高压控制型 冷高南下型

恢据同样思路
, 1 95 9 年二月份预报的天气型序列是

:

1一 8 9一 1 4 1 4一 1 8 1 8一 2 3
一

2 3一 2 8

高压释向气移型 寒潮冷高型 高压控制型 华南静止锋型 高压律向东移型

春季预报着眼点与冬季预报稍有不同
,

考察春季各月天气型演变表并不象多季有明

显的关键性过程可以掌握
,

但每月天气型出现次数和其搏变 日期较冬季有规律
,

因此先按

每月平均出现 7 次过程
,

将 1 9 5 9 年 苦月 份划分为7个时段
,

划段 日期按四月份天气型演变

表 (表劝白尔一般裤折 日期得出
:

*2 这桔果与利用25 年南京单站靓录所得相似年份一致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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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斗
, 4一 8 , 8一 1 3 , 1 4一1 9 , 2 0一 2 4 , 2 4一2 8 , 2 8一 3 0

.

其次考虑历年四月份最常出瑟纳勺天气型是高压中路南下型 (11 次
, 1 1/ 4 6 )

,

高压东路南下

型 (9 次
, 9 / 46 )

,

高压控制型(8 次
,

s/ 斗6 )
,

大陆低压型 (7 次
「

, 7 / 斗6 )和西南低槽型 (5 次
,

到46 )
,

再次考虑以上各型在 4 月份出现时简和其与前后行天气型简关系来推渝预报天气

型的次序
:
(l) 由表 4 , 4月初旬以高压控制型和西南低槽型占多数(硕率分别为 6 / 8和5 /幻

.

高压控制型的高空环流是握向的
,

西南低槽型是释向的
,

由表 3和表4 ,

将三月底和四月初

联系来看
,

高空环流变化是握向和樟向交替出现的
,

根据履报的三月底最后一次过程是握

向过程一冷高中路南下型
, 斗月上旬冷高中路南下型后多接高压擦制型

,

其出现 日期集中

在上旬初期 (斗/ 6 )
,

西南低槽型在冷空气活动过程之后出现
,

而其出现 日期集中在上旬末

期(3 /幻
.

所以 4 月上旬天气型预报为高压控制型一西南低槽型
.

(2 )冷高中路南下型集中

出现在上旬末(叼 1 1 )和下旬初 (到 1 1 )
,

而其后行过程以冷高东路南下型占艳对优势 (6 年

中每年均出现一次
,

只有 1 95 7 年例外 ) ;冷高东路南下型在 13 一18 日出现此较多(3 / 9 )其

次是在下旬(3 /0’)
.

(3 )大陆低压型在下旬前后出现较多 (6 / 7 )
.

观察四月底和五月初天

气型承擅次序
,

天陆低压在一系列高压 (中路或东路) 南下型后出现机会最多
.

(4 )考虑

1 95 9 年 2 月中旬以前实况 (制作预报时简是二月中旬)
,

太平洋副高压脊稳定
,

暖湿气流

旺盛
,

西南低槽活跃
,

环流以樟向为主
,

这种形势与历年二月份不同
,

似乎接近春季情况
.

此较历年 3 月份与 1 9 5 9 年 2 月份中旬以前情况发现
, 1 95 9 年 2 月份与 1 9 5 8 年 3 月份很

相似
,

而预报的 1 9 5 9 年 3 月份与 1 9 5 8 年 4 月份相似 (此较表 2
、

表 3
、

表 4 就可看出
,

注

意几次冷空气南下过程 日期
,

樟向环流占优势过程时段
,

低樟槽活动过程的出现时段都是

相当符合的)
.

因此我俩相应地在预报 1 9 5 9 年 4 月份时
,

此照 1夕5 8 年 5 月份的情况
,

查 5

月份天气型演变表(表略)
, 1 9 5 8 年 5 月份上旬是律向过程 (华南静止锋型 1一 4 日

, 5一 9

日)
,

中旬斡握向过程 (有一系列高压南下过程 8一13 白
, 1 4
峨

7 日
,

18 一2斗 日)
,

而月底

礴为樟向过程(以低压活动为主
,

大陆低压型
,

24 一30 日)
,

这里爹芡气型和环流斡变的趋势

与以上考虑的 1 9 5 9 年 斗月份天气型序列是近似的
.

(, ) 由表 4 得出各型的平均 持擅 日

数
:
高压中路 (或东路 ) 南下型 斗一5 天

,

高压控制型 3 天
,

大陆低压型 4 天
,

西南低槽型

3一斗天
.

兢一考虑以上各点
,

得出 1 9 5 9 年 斗月份天气型序列及其出现 日期如下
:

1一 4 4一 8 8一 1 3 1 4一 1 9
’

2 0一 2 4

高压控制型 西南低槽型 高压中路南下型 高压东路南下型 高压中路南下型
’

2 4一 2 8 2 8一3 0

高压东路南下型 大陆低压型

以上是多季和春季预报天气型序列的方法
,

关于各型天气形势特征的描述
,

一方面参

考从历史青料总拮得出兹型的基本特征和它的演变过程
,

一方面考虑在所预报的这个月

各个天气型简联系
,

并检查各型之简的环流演变过程
.

在天气状况预报上是根据相似形

势中各个单站历史数据来估斜出各站在每个天气过程中降水总量和过程温度距平值或各

过程内 日平均温度变化趋势及变化量
.

在作冬季预报时报了过程温度距平值
,

春季报了
-

过程温度变化值
,

这是因为在冬季预报时
,

没有来得及糟制过程的 日平均温度 曲拔
,

而在

作春季预报时
,

又没有作过程温度距平图的椽故
.

当时因时简紧迫
,

天气状况预报只作了

江苏省部分
,

我俩款为如时简人力充分
,

在我俩现有的食料基础上
,

可以棺出各个预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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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型的天气过程演变图
、

特征期高空及地面形势粽合图
、

过程降水总量分布图和 12 个代

表站的过程 日平均温度曲袋
.

1另9 年冬季和春季预报桔果的检查

现将冬季和春季预报拮果与相应期周天气寒况作一此较 (参看表 5 )
.

比较预报与实况可知
:
(1) 预告月中各天气型的形势特征

、

出现次序
、

斡变 日期和持清

日数等等
,

基本上与相应时简阶段内出现的天气形势符合 ; (2 )预告月中各相应天气型的

温度变化趋势
、

温度距卒值
、

降水量极及其分布情况等项与相应天气型期简的天气实况接

近
.

1 9 5 9 年 2 月份预报效果较差
,

只有上旬和下旬的天气型接近实况
,

因此 表未列 出
.

1 9 5 9年 2 月份是打破了 40 年靓录的异常暖的年份
,

按 2 月份天气型演变表 (表2 ), 一般在

中旬有寒潮高压型活动
, 1 9 5 9年暖空气异常活跃的情况是与历年来正常情况大不相同的

.

1 9 5 9 年 1 月份预报的中旬 (1 4一22 日)寒潮冷高型
,

基本形势是正确的
,

但弦度偏高
,

降水偏多
.

1 9 5 9 年中旬实际冷空气分三次(10 一14 日
,

13 一 17 日
, 17一 22 日)南下

,

每次

孩度就比集中一次(1 4一22 日)弱的多了
.

冬季一般在释向过程之后有速擅出现两次冷高

南下型的实例(二月份较多 )
,

其中一次可达寒潮冷高型的弦度
,

可是速擅出现三次的
,

在

孩 6 年中还未出现过
.

作冬季预报时
,

对每月平均天气型数和天气型持擅时简的平均 日数不够重祝
.

如 1

月份报了 5 次天气型
,

实际上出现了 7 次
,

而平均次数是 6 次
.

各型的持使 日数
:
寒潮冷

高型 5一 7 日
,

平均 6 日 ;华南静止锋型和高压捶制型均是5一 6天
,

而分别预报了 9 , 7 , 、日
.

每个型类的持擅 日数
,

报的偏高
,

每月平均天气型数就偏低
,

这样预报就不准确了
.

这个

缺点在春季预报中就作了改正
.

春季三月和四月的预报也此较正确
.

以上尉萧是关于形势预报方面值得注意的几点
.

关于天气状况镇报方面
,

我俩献为

可以提出注意的是考虑先行过程的影响
.

当制作温度预报时必须考虑起始温度
,

如先行

天气型是回暖过程
,

本型的起始温度高
,

在冬季只要有弱冷空气南下
,

便可造成剧烈降温
,

但过程温度距平值仍为正距平
,

即温度在歌月的多年平均值之上
.

如果起始温度已在敲

月多年平均值之下
,

那末虽有冷空气雄覆南下
,

降温可以较弱
,

造成低温情况下的持擅降

温
,

过程温度距平值为鱼
,

因此同样一次冷高南下过程
,

由于考虑起始温度不同
,

温度变化

是不同的
,

例如 1 9 5 9 年 1 月初期和末期预报的二次冷高南下型中过程平均温度跪平值正

负不同
,

但拮果都此较准确
.

降水预报也应联系到先行天气型来考虑
,

因每次天气型持擅

时周翘常为 5一7 天
,

在每个天气型开始阶段
,

我国东南大陆上是在先行天气型的后期天

气影响下的
,

例如 3 月份预报高压控制型(18 一22 日)中江苏省无降水
,

实际相应阶段的高

压控制型中出现了降水
.

这些降水是长江气旋波引起
,

它是实际出现的先行天气型(高压

稗向东移型 )后期的天气
,

而不是预告的先行天气型(高压东路南下型)的后期天气
.

高压

东路南下型的后期
,

华东常在高脊控制之下
,

天气是晴好的
.

尾 藉

从这两次就制预报拮果来看
,

天气型法能预报出两个月的天气型序列及其出现 日期
,



日uz门
.

NT日日的
.

6

户?11令裂呱妞嘱

户?州+斗比叫日夕N
.

2十川纷匕叭日

州代越仲闷
状神妈嗽奎

趟袋州
工阶ee哈N

酬卜健恤介

口目口栩OT日日协
.

0

夕寸!划倒祷毋斗口脚崛

夕211车纭川
世神书掀

侧褥趣月
.

卜健矿圳

州代叔介饰仲询

剥片健框介

日日协
.

0

日日场
.

0�军目

日日?N

尸?价+匕
闪

回叭日p卜
.

9十以十叭血圈

泌兴

谊禁田袍仲橄峨叫幽料钾兴

gNI仍Z

泌酬兴侄蜓国袍

。仍

一乳一?一
卜闪

一冷一价一吉一胃

{了{一1丁
书世叼书世闷

护仍!价十
曰牛回叫日

大回

夔俐侧坂瞥明犷服

|J别引洲|l州川叫州|

酬霜翔坦担

g中
.

N|斗口叭乡 斌6
.

。l认工己叭碱

片担鸽任艳介

NNI卜工

酬卜健袍夯

夕价!训中回叭献
尸协

.

21洲r口叭献

日ux0工J协

发仲书健
徽圳华

叭

驾沂
艳
氏

玄榷剥介属黔

日ux协工!0州
夕协l仍l令裂斌

闪NI份工

长峻仲

叭

片健了非戮�卜T!价工

巢笋
只禅

世毕翎

蛆画圳喊长仲鸽滋
几

八肋鹭芭爷遭褥寝妈甥划嗽介簇群
岛

笔冷但宋翼貂帷习|别洲州州刹训恻||一

封
11冷昌碱一尸8

.

伙l斗居斌
夕寸

.

0|
令以叫斌

欺

曹了以
叭

卜僵凰浑出恤
寸州!O州

酬片健艳资

往4T’夯洲
叭

泌兴谊

日日协
.

的
己目日N
。

0

夕?N|降居斌

世蜘件
�

闷

越州代息兴祥钦
、

片桩鸽任矩奎仲言应者月�粱赞神超署

OT!卜

剐嗽国�糙健誉

叙一决一
。内

一。一
,
一
卜、

一份一兰大一口一,一
:
一二

日日0州!讥日日协!0

) 二

卜

尸Nl。l斗绪献将征闺十目

,
耀藉舒巍葬醉

舞田褥娥摊举省耻健仲餐

中11卜

剐嗜叫
�

桩桑署

/一。,一6N一仍N一卜N一92一料一十N一粉,NN一工N一ON一6叫一的工一卜叫一9州一,一十l一帅二臼一公一。工一6一OO一卜一9
1

.

2/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琳璧斌蓄另了袱却华罕了袱车成T升。仍认T

叭琳

己曰口曰6
.

N日已0

尸叭
.

仍l裂斗麒夕寸
.

寸|冷匕吟斌

拒酬协

一
,

卜1
.

1

阵桩矿圳水,慧

奋疑粉一
,

一
N

一已日哪
.

0

尸价||工|比
闪

血猫献

徽洲疑侈绷律一誉祥钦
朽

卜佐丫洲资

9!工帅

侧胜桩艳好

一L
‘

、
J

、

N一\\、

一
、1价
.

N工
。

的

袋月

盲{司誓
l酬 , 蓄

! 丫 }里
口

1川 非

桩 { }峙 I 王
纷 l怪 } 范

以丫架瑜擎琳

1裂蠢今
!坦板枷丫嵘除

1程 }锌

}j坦上丝
}世 爷 狱矿桨公聋粼 明侧 } 发爷

探俐识
坦拍知了层豁

巨言夔黛拟剩丫汉

1袱侧被份 ! 欢琪以了篱和 1吠时被母 {叹丰服矿钵锹



气 象 学 报 3 0 卷

并能具休地抬出降水与温度的时简与空简的变化量
.

由于我俩预报的着眼点还停留在天

气过程苹舒的基础上
,

预报拮果郭接近正常年份
,

而反常年份差筷较大
·

为了改进这个缺

点我俩想对反常年份和正常年份分别粽合研究
,

从而探尉其引起反常年份的征兆
.

为了

得出较正确的兢舒数据
,

应用我俩现在所整理的 乒年青料 (共 6 9 4 次过程 )还是远远不够

的
,

青料年份短
,

使得我俩寻求天气型活动规律上和挑选相似形势上都遇到困难
,

因此我

侧希望增加 1 9 49
, 5 0 , 5 1 ,

52
,

59 年的青料
,

使航卦基础加孩一些
.

有趣的是我俨用 6 年青

料报出的 1 9 5 9 年 3一斗月份天气形势与单站青料兢舒祛[s1 用 25 年青料得出的相似 年份

中 1 9 3 0一 31 年的 3一4 月天气形势是一致的
,

而且单站青料挽舒法在瀚征三月份时也有

落后现象
.

长期预报应着眼考虑一些大型的关键性天气过程或对大型天气演变有制的性天气过

程的长期活动规律
,

例如冷半年冷空气活动和暖半年暖空气活动应做为划分天气型的主

要枝索
,

这样就会使得天气型演变规律上的速覆性此较明确些
.

目前多季虽已取冷高压活

动为划分过程的标志
,

可是天气型演变的规律性还不很清楚
,

有待于寻找其他标志
,

在夏

季考虑了副热带高压
、

低压槽和励风为标志
,

但我俩还没有很明确应取什么标志为主
,

才

能恰当地反映出天气过程演变的袋索
.

此外高空环流方面的考虑是不够的
,

也就是轰我

俩需要把天气型的演变和东亚环流的演变更密切地配合起来
.

我俩想取得 10 年青料后
,

可以更翎致地肯定区别各型的客呢标准
,

作出各型的模式 ; 在挽舒各型的演变规律时
,

不

仅限于一两月份简的关系
,

而要寻找出长期的关系 ;对于各季节的主要天气型的演变指标

和其活动规律性将要提高到动力学观点上来研究其内在机构
.

为了更好地对国民袒济和农业生产服务
,

在天气状况青料分析上
,

除温度及降水外
,

还需增添大风
、

雷暴
,
阴晴

、

雨天 日数
,

初籍霜期等的枕斜研究
.

在分析这些气象要素青料
一

上
,

我俩想剧造出一套能全面反映整个天气型天气特色和变化的图表
.

在形势分析上拮

合温度锡和湿度锡的变化来考虑
,

这样可能使我俩对夭气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征兆了解得

更深入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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