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2 卷 第 3 期
1 9 6 2 年 9 月

气 象 学 报
A CT A*

一

M E T E O R O I二O G ICA
t

S IN ICA

V o l
.

3 2
,

N o
.

3

S e Pt
. ,

1 9 6 2

通 氰
、护、J , ‘护、产、尹、曰尸气曰气曰 门、

~
口‘尹、产 、产、尹、J 、曰户、J

厂
。.

对
“
李雅普斋夫运动稳定性理兼在气象学中

的应用” 一文的一点意晃
*

最近
,

巢耙平同志在
“
李雅普带夫运动稳定性理渝在气象学中的应用

” 〔‘〕一文中
,

以袋

性两层模式为例
,

用李雅普带夫第一方法尉渝了斜压扰动的稳定性简题(兑原文第四节)
,

由于他在某些针算抽节上的错餐
,

因而所得到的关于斜压扰动是否发展的判据是不正确

的
.

下面我们抬出正确的针算桔果
.

按原文中 (4
.

2 )式
,

将高度扰动 甲
’

与厚度扰动 人
’

用傅氏极数展开
,

便得到对应于 卯

与 刀 的偏微分方程粗(4
.

1 )的 四个常微分方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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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符号的意义同文献 【1] 二

对应于 (4
.

3) 式的特征方程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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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特征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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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
,

得到决定李雅普带失意义下的运动稳定性的判据 :

成
2

佩 禁稳秦

本文 1 9 62 年 6 月 5 日收到
.

一般砚来
,

如> O的条件
,

在大气中恒能得到渝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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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P1 2 ,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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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的表示式代入
,

便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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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判据与原文[’] 中的 (4. 的式与 (4
.

7 )式不同
.

但却与温姆逊和菲耶托夫特的精

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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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面的判据式里
,

可以看到
,

因 u 手与矛都是正数
,

所以扰动稳定的充分条件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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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犷> 0 ,

具口午, 气 < 0 的条件与 砂 > !川等价
.

这意味着必须要有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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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稳定的温度层拮 (郎小的温度梯度)
,

且斜压扰动的稳定度 (不稳定度) 随着温度递减率

的减小(增加)而增加
.

从能量观点考虑
,

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

以下用李雅普带夫第二方法靓明这一点
.

作李推普带夫函数 v (据张炳根口述写出) 为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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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其对
, 的全导数

,

利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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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式 ;并将锗系数 丸
。

的值代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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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咚二李l(
。的条件得到满足

,

BIJ v 是定正面数
,

而其全导数恒等于零 ; 于是
,

根
对 + 扩

据李雅普带夫关于运动稳定性的第一定理可知
,

运动是稳定的
.

如果取 u (y
, ,

) 与 U :
(y

, ,
)

,

那么也 可以应用运动 稳定性理渝的成果去处理同一咫

题
,

只是这时对应于(4
.

1) 式的是四个变系数的常微分方程 (将 y 当作参数)
,

不能用李猫

普带夫第一方法来尉渝 ; 但我们总还可以使用第二方法或运动稳定性理渝中某些最新发

现的定理
,

例如求解的有界值确定扰动稳定的充分条件
.

最后指 出
:
大气大型扰动的实际

状况是
:
初始扰动往往不是足够的小

,

因而超出了李雅普带夫的运动稳定性理萧所研究的

范围
,

于是运用现代理渝成果去研究扰动的全局稳定性简题
,

也将被提到 日程上来
.

由此看来
,

运用运动稳定性理渝这样一个弦有力的现代工具去研究气象学中的某些

尚题是很有前途的
.

秦 曾 滚
.

(山东海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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