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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东亚热带和副热带地区粳向和樟向环流型的特微
*

陶静言 徐椒英 郭其蕴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提 要

根据 1 9 5 8 年 7 月 8一 18 日和 1 9亏7 年 夕月 21 一30 日东亚低辉度的两个息殊的环流型
,

分

析了在这两个时期内东亚低牌度环流的各种特征
.

桔果得出
,

在握向和棒向环流期简
,

无谕北

半球粹向风带的位置
,

长波系抚的配置
,
副热带高压活动的情况以及赤道幅合区的分布都有沂

很大的不同
.

此外
,

台风活动的次数也表现有很大悬殊
.

其所以有如此悬殊
,

可以从敲两时期

低掉度流锡的特点来就明原因
.

在中国大陆上
,

在这两个时期的夭气过程也很不同
,

在樱向环

流期简
,

大陆上的主要雨带威东北一西南向的
,

而在粹向环流期简
,
雨带便成东西向分布

,

并集

中在江淮流域之简
.

另外
,

我们又研究了在这两个时期内南北半球简环流关系
,

从手头所掌握的资料分析粉来

着
,

两者关系相当密切
.

在东亚低樟度握向环流期简
,

南半球(特别在澳洲)也盛行樱向环汉杭
,

并且在澳洲附近从南半球向北半球白坟霓量翰聋也最强烈 ;而在东亚低裨度棒向环流期洲
,

南华

球也盛行祸宝向环流
,

澳洲附近的冷室气活动不显著
,

越过赤道向北的质量翰送也比较弱
.

一
、

引
.

言

热带和副热带的流型是天气学上迫切要求研究的阴题
,

因为这个研究对改进低律度

的预报是有很大的关系
.

1 9 5 7一1 9 5 8 年的国际地球物理年曾握规定有这项研究任务
.

但

到 目前为业
,

言己录的集件仍不敷研究的需要
.

因此
,

关于这个题 目的天气学的研究还很少

见到
.

十年前克里斯曼 (cr ess m an )〔
‘1 曾握根据加勒比海上的材料

,

把孩地区的流型主要

划分成握向和稗向两种类型
. ’

所稍握向环流型是指副热带高压位子稗度 30 度以北
,

其长

轴成南北向
,

副热带高压常常分裂成两个中心
,

‘个中心在北稗 35
。 ,

另一个中心则在北

释 25
“

以南
,

两者中简有东西向的切变筱
.

释向型的特点表现在副热带高压的中心位于

30 度以南
,

其长轴成东西走向
.

根据最近我们对夏季东亚副热带高压活动的研究
,

东亚

低释度的牌向和握向环流型跟加勒比海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

东亚副热带释度的艇向环流

型表现在大陆上有长波槽弦烈发展
,

而在东握
.

12 5 “一1 3 5 “

的海面和 日本上空BlJ 有稳定的

长波脊向北伸
,

这时候副热带高压中心也向北移至北樟 35
“

以北
.

另一种
J

清况表现在大

陆上的长波槽东移
,

并且副热带高压中心向东南方向退却
,

这时候东亚低律度的南北气流

很弦烈
.

至于樟向环流型则和加勒比海的情形相似
,

郎副热带高压长轴成东西向
,

从中国

大陆到热带洋面上速成么个高压垠
,

高气压轴筱位于北掉 30
“

以南
.

在这两类环流型擦

制的时期
,

东亚低释度的天气系就活动情况和大陆上天气特征有着很大的悬殊
,

因此仇林

本文 19 6 1 年 12 月 12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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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两类环流型的特点进行研究
.

本文选择比较典型的握向和樟向环流的两个例子
,

分

析研究其环流特点
,

台风活动的情况以及大陆上天气过程的特点
,

同时也顺便分析了高低

稗度简和南北半球简环流的相互关系
.

二
、

东亚低樟度翘向和稗向环流的特征

我们选择 1 9 5 8 年 7 月 8一18
.

日作为低樟度握向环流的例子
,

而取 1 9 5 7 年 7 月 20 一

30 日代表樟向环流型的例子
,

因为这两段时简在国际地球物理年内
,

查料条件比较好一

些
,

而且这两个例子也比较典型
.

1 9 5 8 年 7 月 8一18 日副热带高压中心稳定地位于北释 40
“

以北
,

也是低稗度地区袒

向环流的盛行时期
.

图 1a 是 1 9 5 8 年 7 月
‘

15 日低樟度 30 。毫巴上的流援图
,

它可以代表

整个时期对流层环流的特征
.

可以看出
,

在北樟 26
“

一40
“

的范围内
,

握向气流占优势
,

而
_

且在北律 20
。

一30
。

范围内多阴合的气旋性系就或低压槽活动
.

1 9 5 7 年 7 月 20 一30 日

的情况却相反
,

图 1b 是 1 9 5 7 年 7 月 22 日低樟度 30 0 毫巴的流筱图
,

它也可以代表整个

时期环流的特征
,

一方面副热带高压的长轴成东西走向
,

中心的位置也较握向型偏南
,

另

一方面在副热带地区肆向气流便占优势
.

在握向和樟向环流推持期简
,

亚洲和西太平洋上 5 00 毫巴樟向风带的分布也有显著

怂殊
,

图 2 表示在敲两时段内 知。毫巴东握 7 00 一1 5 0 。 平均地斡风廓核图
.

可以看 出
,

在握向环流时期 50 0 毫巴西风急流的位置比多年 7 月平均情况位置偏北
,

而且在副热带

�广一阮味 .

、 _

拆

丫

、飞

A 为反
进

动定环流

C 为气旋性环流

厂姗技

.

⋯.I
‘ . . .

-

二
,

爪寿介下一二b
主 _ _

图 l a 19 5 8年 7 月 15 日 0 0 时 3 0 0 毫巴流袋I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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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b

扮度
。

8 0

1 9 5 7浮 7 月 2 2 日 3 0 0 毫巴流撇图(飘明同图 l a

)

0 口0 20 风速

5 D0 毫巴东艇 7 0a 一1 5 0
。

平均地昭风廓筱图

扎-20即

地区释向风速比历年 7 月的平均情况要小
.

而在释向环流推持期简
,

急流的位置和多年
7 月的平均位置很接近

,

并且副热带的樟向风速比历年 7 月的平均情况要大
.

低樟度流型和北樟 25
“

一45
“

樟度带内扰劫有着密切的联系
,

下面就是这两个时段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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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牌 25
“

一45
“

裨度带内扰动的活动情况进行分析
.

图 3 代表北樟 25
。

一朽
“

每天各握拔
上平均高度的(荆岁脊的 )速擅分希图

.

可以看出
,

在樟向和握向环流推持期简
,

副热带范

围出现有半静止性的波动
,

波动的数目并不相等
,

在握向型期尚出现六个扰动
,

而在樟向

环流期简RlJ 只有五个波动
,

这与图 2 上副热带范围内平均掉向气流的弦弱有关系
.

其中

最显著悬殊之处
,

在东亚范围
,

其位相恰好相反
.

至于副热带的握向
、

樟向环流和北释

50
“

一70
“

樟度带内关波的关系
,

在这两个时段内东半球长波的配置却不相同(图未刊出)
.

19 5 8 年 7 月 8一18 日
,

东亚沿岸上空高樟度的长波脊与北掉25
“

一朽
“

范围内相重合
,

因

而使 gJJ 热带高压中心移至北掉 4 0 0

以北
.

但在 1 9 5 7 年 7 月 2 0一3 0 日
,

北掉 5 0 “

一7 0 “

长

波脊位于堪察加半岛以东
,

在我国东北
,

苏联滨海省和 日本海是个强大的高空低气压区

域
,

而在北释 25
“

一 4 5 。
、

东握 12 0 。 处是个低槽活动的区域
,

高低掉度简波系的配置并不

利于副热带高压向北方伸展
.

为了征明上述低樟度握向和释向环流的特征是有代表性的
,

我们从 1 9 5 4一 1 9 5 9 年六

个夏季(6一 9 月)中选出类了可1 9 5 8 年 7 月 8一18 日的翘向型共 9 次
,

而类似于 1 9 5 7 年 7

月 2 0一30 日的释向型共 10 次
,

把这 19 次例子象图 3 一样分析
,

然后再求出各时段北稗

25
“

一朽
“

樟度带内主要波动的位置
.

我们发现在夏季北半球副热带出现的波数有 5一 8

个
,

其中以 6 或 7 个波数出现的时候较多
,

这里的波脊也郎是副热带高压中心的位置
,

在

这些(5一8 个)副热带高压系杭中
,

以非洲(西握 巧
“

叮东握 1 5 。)
,

阿拉伯(东握 40
“

一70
“

)
,

太平洋(东握 1 7 0 “一西握 1 7 9
“

)和大酋洋(西握 60
“

一西握 3 0 “)上空四个活动中心位置最

稳定
.

另外几个副热带高压中心
,

如西藏高原
、

西太平洋和北美大陆副热带高压位置的变

化较大
,

而影响东亚副热带地区握向和樟向环流的重要活动中心
,

也郎是西藏高原和西太

平洋副热带高压中少的相互作用二
在对流层下部

,

这两个环流型也反映出很明显的不同
。 图 斗是在握向和掉向环流期简

70 0 毫巴上沿北樟 15
“

东西风分量的时简剖面图
.

在樟向气流盛行期简
, 7 00 毫巴 上东西

凤的分界钱 (亦郎西南季凤和东南季凤的分界搔)位置最偏西
,

井且在十天之中这条分界

楼的位遥甚少变动
,

因此
,

南海和热带太平洋洋面始格为东风气流所控制
.

但在握向气流

盛行期简
,

分界拔便很偏东
,

豹在关岛附近
,

所以南海和关岛以西的热带洋面为西南季凤

所控制
.

从这两个时段每天 70 0 毫巴 的流袋图上 (图 s a

和 s b)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

因

此
,

在掉向环流期简赤道幅合区的位置不明显
,

仅印度地区西南季凤较盛行
.

但在握向环

流期简
,

fllJ 赤道幅合钱的位置在北掉 巧
“

附近及其以北徘徊
,

并伸向太平洋的热带洋面
.

三
、

在握向和樟向环流期简台风的活动知中国大陆上的天气过程

在握向和撞向环流时期
,

低樟度天气系杭活动的情况也有显著不同
.

例如
,

在 1 9 5 8

年 8一18 日的时段内
,

太平洋上发生三次台风
,

而在 1 9 5 7 年 7 月下旬樟向环流期简
,

太平

洋没有出现一次台风
.

台风的发生和高低掉度的流型有密切吴系
,

从台风发生和发展条

件看 [z]
,

可有以下三个条件
:
在台凤发生时

,

基本气流的垂值切变必镇很弱
,

台风主要在原

先存在着的热带低空低气压区域内形成
,

以及在热带地面低气压区域上空要有弦烈的水

平幅散等
.

这些情况均与低掉度环流的特征有关系
.

在 1 9 5 7 年 7 月下旬太平洋副热带

洋面并无赤道幅合区存在
,

这时候赤道幅合区的位置接近于赤道
,

郎使在赤道幅合区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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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气压扰动 出现
,

柯氏力的条件不允并有台风形成
.

但在 工9 , 8 年 7 月中旬
,

赤道幅合区

位于北样 10
“

一 1 5 “

的热带太平洋海面上
,

这提供了台凤发生的基地
.

基本气流的垂武切

变条件也很不 同
,

图 6 表示冲视
、

香港和关岛在这两个时段内平均律向风速的垂武切变
.

可以看出
,

从地面到 30 0 毫巴高度
,

1 95 7年 7 月下旬的风速垂值切变甚

大
,

而在 1 9 5 8 年 7 月中旬的风速垂

值切变便不很显著
.

从这个条件

看
,

1 9 5 8 年 7 月中旬对台风活动更

有利
.

至于高空幅散的条件
,

在握

向环流时期比在樟 向 环流 时 期有

利
.

在图 1a 上可以看到在日本东

南方对流层上部有低压槽向热带洋

面伸展
,

但在图 1b 上
,

便无这种现

象
.

高空低槽向热带伸屏
,

这表示

在高空容易有气旋性涡度向热带翰

送
,

这类气旋性涡度翰送到低空赤

道幅合区中气旋性扰动的 上空时
,

5 0
、

5

;中趣 W S 森
’ ‘0 ”E 、

关“

图 6 樟向风速的垂直分布 (单位 :洲盯秒)

这使得在高空建立幅散踢
,

因而提供了台风的生成所必须的引发机制
.

当然
,

高空幅散摄

的建立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条件
,

但从 1 9 5 8 年 7 月中句的握向流型看
,

似乎上述条件可能
J

除最大
.

在握向和样向环流期简
,

我国副热带大陆上天气过程有着显著的差异
.

在耗向环流

期简
,

由于在我国大陆士推持一个握向发展甚挂烈的低压槽 (参看图 la)
,

大陆上的主要

烽水区集中在从华北东北部握过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井向西南到云贵地区形成一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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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北一西南向的雨带
,

尤其在淮河和黄河下游

暴雨区最是集中 (见图 7 中的实枝地区)
.

这种暴雨过模相当中央气象局ta] 所提出的
“
南北 向暴雨型

” ,

而其发生大多数跟上述

握向环流型相联系
.

南北向暴雨区的发生

跟西方过来的一次次高空短 波槽在东 极
工0 5 。

一 1工。
“

的范围内弦烈加深有关
.

图 8a

是 1 9 5 8 年 7 月 1 0一1 9 日 弓0 0 毫巴一天平

均形势
,

在东握 1 0 5 “

一 1 1 0 “ 上空的高空主

槽飞先后共有四次再生过程
.

每次再生过

程表现在原有的长波槽迅速东移并消 弱
,

而从河西走廊和高原移过来的短波槽便在

原有的长波槽位置上弦烈发展并静业
.

每

一次再生过程均能引起一次南泊匕向暴 雨

的生成
.

袒向环流型愈稳定
,

BlJ 上述再生过程出现的次数也愈多
.

形成南北 向暴雨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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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也愈多
. ‘

在樟向环流推持期简
,

大陆上的雨区成东西向带状(图 7 中虚校的地区 )
.

由于这次

副热带高气压轴技为东西向
,

并且轴校逐渐由高樟度向低樟度退却
,

最后稳定在长江以

南
.

西方过来的扰动起初只能影响黄河北岸(图 8b 是 19 5 7 年 7 月 20 一29 日 50 0 毫巴汗
-

天平均高度 )
,

开始时短波槽迅速东移
,

然后南压成东西向切变
,

而长江流域少雨
.

25 日

以后
,

我国东北低槽发展
,

西风风速加孩井南移
,

西北气流可到长江流域
,

同时从副热带高

压西侧随着西南气流源源不艳地有暖湿空气供应
,

在长江中下游形成一莲油性的切变筱

和暴雨带
.

这种释向环流推持期简
,

亦t[l 一般预报员所熟悉的副热带高压成东西向坦状

分布搏向长江中下游典型的梅雨形势
.

护

声

四
、

东握 100
“

一 180
“

范围内南北半球热带环流的相互作用

在上述两个时段内
,

东亚低释度的环流既然有显著的悬殊
,

这种悬殊是否跟南半球懊

洲和邻近热带海面的环流有头系 ? 所以顺便也分析了在东握 1 0 0 “

一1 8。“ 范围内南北半

球热带环流的相互作用
.

但是我们所掌握的南半球查料还不如北半球多
,

这使得天气分

析工作遇到不少困难
,

所以下面的拮渝只能算作最初步的
.

上面耕过
,

在北半球袒向环流盛行时期 , 赤道幅合区的位置最偏北
,

西南季风的势力

也最弦 ;而在樟向环流期简
,

则赤道幅合区偏于赤道附近
,

西南季风的势力 也很弱
.

19 , 8

年 7 月 8一18 日北半球西南季风势力孩盛
,

似年与同时期内澳洲附近的两次弦大的寒潮

( 7 月 8 日和 7 月 1斗旧 )有联系氏51 ,

其中尤以 7 月 8 日南半球的寒潮爆发最孩
,

这使得狂

澳洲的握向环流发展
,

冶空气深向北方翰送
,

这股气流越过赤道便成一般所称的西南季

风
.

图 9 表示东粳 1 0 0 。一1 8 0 “ 范围内南半球接近赤道 ( 5 个释度范围内) 8 50 毫巴上南

北凤分量的时简剖面图
.

可以看出在北半球握向环流的期简
,

推持很长时期的弦南风风

速 ;而在牌向环流的期固
,

越过赤道的南风气流便不象前者那么有系就了
.

从我们每天的流拔图分析看
,

先有西南季风的加弦
,

然后赤道幅合区的北移
,

而赤道

幅合区的北移nlJ 与副热带高压的向北推进几乎同时
.

从这些分析拮果看
,

北半球握向环

流的建立似乎与南半球的环流变化有着显著的联系
.

我们根据这两个时段的全球地面天气图[6] ,

针算从西握 斗0o 向东到西握 l , 0 “ (的占全

球的 7 0 多)范围内
,

从北裨 70 口到南释 70
“

速祯各天和十天平均的气压廓拔 (图 10 )
.

可

以看 出
,

在南半球律度 30
。

一60
“

内
,

在这两个时期西凤环流的孩度表现有显著差异
,

郎在

东亚低樟度樱向环流盛行期简
,

南掉 3 。“一60
“

简的西风环流比较弱 (南北平均气压差为

20 毫巴 )
,

而布东亚低樟度为释向环流期简
,

南释 30
“

一60
“

简的西风环流便表现甚弦(南

北的气压差为 30 毫巴 )
.

’

另外
,

在赤道附近 (从南样 10
。

到北樟 20
“

)
,

在 1 9 5 7 年 7 月下

半月
,

气压廓拔几乎是条铅道校
,

这表示在赤道附近南北气压梯度甚小
,

但 1 9 5 8 年 7 月中
,

句的情形Rl] 不然
,

廓搔上推持有显著的 自南向北的气压梯度
,

南半球向北半球翰送的寮
才(

);州良旺盛
.

因此
,

从这个初步的分析似乎看 出
,

当东亚低律度握向环流盛行时
,

南半球的
‘

仁稗度握向环流较张
,

井且在赤道附近南半球的空气向北半球输送机会大
.

在东亚低释

度掉向环流期简
,

南平球的环流情况便比上述情况弱或者相反
.

由此看来
,

南北半球的环

流型式是有关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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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即幼城肠洲灿

邓 心洲观四9..

图 9 85 0 毫巴南北风分量的时简剖面图

南北半球简的相互作用
,

我侧也曾握通过赤道附近三个侧站 [新加坡 (48 一 9 4 )
,

澳洲

的(94
一 0 8 , )和大平洋上的坎顿岛 (9 1一7 0 0 )〕质量翰送的哥算[v] 去睑征

.

根据以下盾量翰

送公式 :

(
“ ,

i (, 。

、 P沙 ‘宕 一 一 气 夕 “丸
J 0 g J 户i

通过分层积分求和
,

舒算精果列于表 1
.

针算桔果表明
,

无萧在袒向和樟向环流时期
,

赤道上空在 2 50 毫巴以下盾量输送总和

以向北为主
.

新加坡上空的质量翰送在樟向环流时期和在握向环流时期很接近
,

澳洲的

, 4一0 8 5 站的质量翰送在 1 9 5 8 年 7 月中旬几乎是 19 5夕年 7 月下旬的四倍
.

新加 坡位
.

置

比较偏西
,

而坎顿的针算值很小
,

负值又在累积敲差范围以内
,

但它的向北翰送很小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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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平面气压廓袋图

「纵坐标为樟度 ;横坐标为气压
,

分上下二行
,

第一行左边横坐标为第一条廓袋

(7一 12 日) 的横坐标
,

第一行右边的横坐标为平均廊撇的横坐标
,

第二条廊技

开始横坐标是第二行横坐标(虚袋相对的位置
,

周距同第一行为 10 毫巴)〕

表 1 盾 量 输 送 表
(从地面积分到 2 50 牙巴

,

单位为仟克 /涯洲毛
.

每分钟
,

取向北输送为正 )

立兰⋯卜卜
兰!兰

‘, 5 7 年 ’” 2 ‘一, 。 日
}

8
‘

,“
{

斗, 8 ,

}
‘, 0。

‘9 , 8年 , 月 ”一‘8 日
1

” 6‘

}
‘6 8 , ‘

}
一 9‘8 ‘,

l) 一般在巷牛球夏季时
,

盾量丛南半球往北输送
,

这里所得到的负值数值太小
,

已在补算歌差的范围以内
,

故可不考虑
.



气 象 学 报 3 2 卷

肯定的
,

因此对于西太平洋面影响最大的还是在澳洲附近的环流变化
.

在澳洲附近质盆

翰送的差异也可以从图 9 的 9 4 一0 85 站在 85 0 毫巴南风风速时简剖 面图看出
,

在 19 5 8 年
7 月 8一18 日南凤分量都大于 10 米 /秒

,

而在 1 9 , 7 年 7 月下旬RlJ 很少达到这样大 的 凤

速
,

这个孩南风分速和前述 1 9 5 8 年 7 月 8一18 日期简澳洲附近的两次孩烈寒潮有联 系

的
.

陈踢璋[4] 也曾指出在 1 9 5 8 年 7 月澳洲有四次冷空气活动
,

其中的两次就是上述的两

次寒潮
.

从上述不完全的查料分析看出
,

在东亚低樟度握向和律向环流时期
,

、

南半球(特别在

澳洲附近 )的环流也表现显著的差异
.

如果上述分析的拮果是有代表性的
,

则可以款为在

低律度握向环流盛行时南北半球简的大气环流是有着密切的关联
.

在樟向环流时期南 化

半球之简的联系似乎井不甚大
.

五
、

桔 输

通过东亚低樟度夏季握向和掉向环流的对比分析
,

发现在这两个时期
,

低樟度的环沈

特征(包括樟向风带的位置
、

副热带高压位置及其长轴的走向
、

中低樟度 的长波系就以及

赤道幅合区的位置等 ) 均有显著的悬殊
,

而且台风的活动次数也表现有很大悬殊
.

从南

北半球的环流相互影响看
,

似乎也有密切的关系
,

但这些仅是通过两个个例分析所得的拮

果
,

其拮渝是否能有代表性
,

尚需根据更多查料来肯定
.

本文所提出渝据
,

只能作为初步

看法而已
.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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