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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 1 9 51 一 1 9 6 。年的亚洲地面天气图
,

分月杭舒东亚 地区 (7 0
“E 以东

,

5 5 “N 以南)每 2
.

5
。
火 2

.

5
“

樱樟格内低压中心通过的频数
,

糟制了频数分布图
,
确定

出低压移动的主粤路径
.

此外
,

还糟制了冬半年和夏半年低压发生 (初现 )频数分布

图
、

频数百分率的随健度分布和沿 12 r E 与 1 1oo E 樱钱上低压中心通趁频数的各月
.

粽合图
.

精果得出 : 1
.

东亚大陆中樟度西风带的低压主耍出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 中

部到我国的翻匕地区
,

20
“

从以南不脚现温带低气压 ; 2
.

45
“

N 以南的我国大陆上低

压很弱
,

大多数不阴合
,

只有在我国东部或入海后才发展 ; 3旧本东南面海上是低压
路径的集中带 ; ;

.

春季低压出现最为频繁
,

秋季次之
,

夏季我国江淮流域低压有所咐

多
.

最后
,

对低压路径进行了分类
,

把东亚的温带低气压划为五大类和十一亚类
,

井
.

对各类低压分别作了筒耍的叙述
.

一
、

前 言

东亚温带低气压(气旋)的移动路径
,

早年曾有 L
.

Fr oc (1 9 2 0 ) 与沈孝凰(193 0 )「
’〕的

研究
,

近年吴伯雄 (加” ) [2] 又曾用 1 9 5 1一 1 9 , 5 年的天气图进行过就爵研究
.

解放后
,

特别是近十年来
,

气象观测台站大大增加
,

天气图已远非三十年前所能比拟
,

且天气系航的研究也大为开展
,

为进一步研究低压路径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

本文 利用:

1好 1一19 6 “年十年天气图
,

分月对低压路径进行了林针分析
,

所用查料年数比文献〔2 1

的研究增多
,

处理方法也不相同
. ’

二
、

杭补方法和资料靛明

各个低压发生发展的条件不同
,

低压的大小
、

弦度
、

生命史以及产生的天气也都有显

著差异
,

但在进行挑舒时
,

砂琶不敲立一定的标准
.

本文所枕补的低压采取如下标准
:
移

动的低气压系挑
,

有一条以上的阴合等压钱(等压核简距为 2
.

5毫巴 )
,

持擅时简在 24 小时

以上的
.

静业的热低压
、

短时存在的弱小低压以及热带低压和台风都不在抗爵之列
.

所用 的天气图是中央气象台分析的 1 9 5 1一19 6 0 年逐 日 08
,

20 时 (北京时 )亚洲地面

天气图
.

分月逐 日按上述标准菠下东亚地区 (70
“E 以东

,

”
“

N 以南) 低压中心出现位

置
,

并把同一低压的中心位置逐次地建接起来
,

糟制移行轨迹 图
.

然后
,

按月杭爵出在各
t

本文 19 62 年 9 月 8旧收到
,

11 月 9 日收到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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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2
.

5 “ x 2
.

尹 握樟格内低压中心通过的频数
,

并箱出频数等值找图
.

最后
,

从这些频数等

值梭图
,

分析出几个最频带
,

作为各敲月低压的主要移动路径
.

在不少情况下
,

颁数在图

上的分布是相当错粽复杂的
,

所以常常对照逐次的实况路径图来鉴别
、

确定
.

另外
,

并扰

补出各 5 “ x s “

握樟格中低压发生 (初现)的数目
.

三
、

低压的发生 (初现 )区域

低压的发生一般是由于对流层下半部有孩烈的温度对比
、

高空有厦量的水平幅散
、

气

流沿地形下坡运动等原因所造成的
.

因此
,

所反映的平均情况是低压发生的地带与 平

均温压锡构造有很好的联系
,

并表现出地域分布上的特点
.

从就舒拮果得到
:
东亚地区

(7 0 “一1 4 0 “ E , 2 0 “一5 , “
N ) 十年(1 9 5 1一1 9 6 0 )中共发生过 1 6 1 9 个低压

.

年的低压发生

频数百分率(每 5 个樟度上低压发生次数占低压总数的百分率)随释度的分布(图 la)
,

表

现有两个百分率最大的地带
:
一个在 45

“

一50
“
N

,

百分率为 24
.

7 界;另一个在 30
“

一35
O
N

,

百分率为 18
.

0 %
.

冬半年和夏半年的情况 (图 l b) 与年的分布有相伺的趋势
.

在夏半

年
,

30
“

一35
“
N 的低压发生高值带较冬半年为弱 (频数百分率为 16

.

0 %)
,

低压发生主要

在 4 5 。

一5 0 “
N (须数百分率为 2 ,

.

5 多)
.

产
气

_
(l

一一一一 (2

3 0

2 0

N6050403020

3 0 外

⋯才翔
.

0 1 0 20 3 0 肠

图 1 a
.

年的低压发生频数百分率随

裨度的分布

图 lb
.

冬半年 (l)和夏半年(2)的低压

发生频数百分率随樟度的分布

低压发生频数的地域分布如 图 2a
,

.

2b 所示
.

从全年来看
, 2 0 “N 以南未发 生低 压

。

从我国长江下游到 日本南面海上是低压发生的高频带 ;在苏联的只加尔湖东南
,

由蒙古人

民共和国中部到我 国东北大兴安岭东侧也是低压发生最多的地区
.

这与出现在东亚的南

北两条主要锋带是相配合的
.

另外
,

处在太行山背风方的华北平原
,
日本海及苏联的巴尔

喀什湖附近也是发生低压较频的地区
‘

我国大陆上
,

在 1 1 0 O E 以西地区是很少有低压发

生的
,

我国长白山区
、

朝解
、
日本也都是低压发生相对少的地区

.

冬半年和夏半年的低压发生频数地域分布(图 Z a , Z b) 的形势是相似的
二
但在冬半年

日本以南海上低压发生频数特高
,

这正是东亚极锋区的气候位置
.

大陆上
,

因为大陆东部

高空气流的弦烈汇合作用
,

除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我国东北地区外
,

气旋很少发展 [3] 二 但当

高空槽由西藏高原东移过来时
,

在有利的条件下
,

长江下游会有气旋生成过程
,

但在大陆

上多是初生阶段
,

入海后才会发展卿
.

夏半年主要锋带北移
,

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到我国东

北大兴安岭附近成为低压发生最多的地区(比冬半年略多些)
.

在此期简
,
日本以南的海

上低压发生已不是最多的了
,

而大陆上低压发生比冬半年有明显增加
,

最频带已向西神至j

一. 口

心
飞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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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
、 渗渗渗图 Za

.

冬半年 (,
“
只 5

“

樱棒格内)低压发生(初现)频数

(1 9 5卜
‘9 6 0 年 ;

妙 )

斗斗斗图 Zb
.

夏半年(5
“
火 5

“

樱禅格内)低压发生(初现)频数
‘

(1 9 5

一
1 9 6 0 年总数)

我国江淮流域
,

并延及到华北一带
,

这是由梅雨锋上发展起来的
.

四
、

低压的主耍路径

单位握樟格内低压中心通过频数的分布
,

能反映不同地区的低压活动情况
,

频数最大

地带表征出低压集中的路径
.

从 1 , 4 , 7 , 1 0 月(其余月略)的低压中心通过频数分布图

(图 3 a

一d) 可以看 出
:
低压路径主要集中在二个地区

,

它佣出现在低压发生频数最多的

前(东 )方
:
一个在我国的东北地区 ;另一在 日本以东或东南的海上

.

此外
,

从朝解握日本

海到 日本北部以及苏联巴尔喀什湖的东北方也是低压通过的较频地带
.

由于帕米尔和西

藏高原的阻碍
, 4 , “

N 以南
, 1 1 0 “ E 以西的广大地区很少有低压通过

,

由高原南面移入我

国西南地区的低压是没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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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乡 最倾低气压路理

一‘) 次须低气压路理
、

一一夕校须低气压路理

—
等频数往

一一 50 0毫巴面主要的平均
等高往
(根据陶爵言 1957 年奇料 )

·

一等
十

图 3 a
.

月温带低气压路径和 2
.

5 “
只 2

.

5 。

理稗格内低压中心通过频数

( 1 9 5 1一 1 9 6 0 年总数 )

考考粉粉 是沪

图 3b
.

4 月温带低气压路径和 2
.

5 “
x 2

.

5
。

握牌格内低压中心通过频数

(一夕5 1一 2 9 6 0 年总数)

大陆上低压的主要路径和频数的年变化
,

还可从沿 1 2 0 oE 和 1 1 0 “ E 两握梭上低压通

过硕数的各月粽合图 (图 4a 一 b ) 得到了解
:

在 1 2 0 “E握找上 ( 图 4 a

)
,

全年都以北撞 4 , “

一 , o “N 低压通过为最频
,

春季 ( 4
, , 月 )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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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温带低气压路径和 2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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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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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牌格内低压中心通过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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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d
.

10 月温带低气压路径和 2
.

5
“
义 2

.

5
“

哲樟格内低压中心通过频数
( 1 9 5
一

1 , 6 0 年总数)

数最高
, 2

.

5 “

释距上低压通过频数达 2 3 (l 95 1一 19 6 0 年总数) 次以上
,

秋季 ( 9 月 )为次

高
,

频数是 17
.

5 次
,

冬季和夏季频数相对较少
.

在较低的樟度 ( 30
“

一40
“
N )上

,

在夏季低

压通过烦数有所增多
,

为一相对高频区
,

频数最大值可达 9 次
,

这是因梅雨锋上的气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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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
.

沿 1 2。
。
E 挫楼每 2

.

5 。

樟距上低压通

过频数 (1 9 5 1一1 9 6 。年总数 )的各月粽合图
图上须数值是由 1 2 0

0
E 艇极相邻的 2

.

5
O

x 2
.

5
。

趣

牌格内低压通过频数两两求平均得到

图 4b
.

沿 1 l o
O
E 挫拢每 2

.

5
“

樟距上低压通

过频数 (1 9 51 一 1 9 6。年总数 )的各月粽合图

(我明同)

黄河下游低压硕频通过所致
.

如果在这相对高频区里
,

再内插一根 7
.

5 硕数等值拔
,

还能

显露 出
: 6 月份以长江流域的释度 (30

“

一32
.

S O
N ) ; 7 月份以淮河流域 (驼

.

5 “一 3 , “
N )及

黄河下游(37
.

5 “

一40
“
N )的样度上低压通过为最频

.

图 4 b 是沿 1 1 0 oE 翘梭上的情形
,

它与图 4a 是基本相似的
,

惟频数值较 1 2 0 oE 上为弱

(尤其是较低的撑度上 )
,

硕数最高值出现月份似比 1 Z ooE 上落后些
.

从握验知道
,

地面低压移行受高空气流的引导
,

因此
,

低压的平均路径与高空平均流

踢会有一定的关系
.

低压的平均路径大致与 5 00 毫巴面上的平均等高筱走向一致
,

并与

温度对比最大的地带相配合
.

我们在低压路径图 (图 3 a

一d) 上套上了 卯。毫巴面主要

的平均等高梭 [5]
,

可以看出
,

与上述拮渝是相 当符合的
,

但路径比较偏向于气压低的一方
.

在冬季
,

北部的低压路径集中带
:
在蒙古

,

由于处在平均槽的后部
,

低压路径由西北走

向东南
,

到我 国东北的北部及苏联滨海地区已近槽的底部
,

低压路径lllJ 渐蒋向东
.

南部的

低压路径集中带
: 自我国长江下游

、

东海到 日本的东南面海上是处在槽的底部到前部
,

低

压路径也是由基本上向东蚌为向东北
.

在夏季
,

环流形势与冬季有很大不 同
, 1义护 E 左右是主要低槽所在地区(兄图 3c )

.

因

而
,

在我国内蒙地区形成的低压多沿着这个槽的西南气流向东北方向移动
.

另外
,

在对

流层下部
,

我国淮河以北
、

黄河以南有一条气流幅合带 [3]
,

这条幅合带造成的低层大气幅

合条件
,

对于黄河以南低压的生成具有重要意义
,

主要的低压路径与这条幅合带的位置很

相一致
.

五
、

低 压
一

的 分类

根据低压发生源地和移动路径
,

我们把出现在东亚的低压归并成五大类和十一亚类
.

低压 的分类和路径兑下表和 图 5
、

图 3a 一d一 现将各类低压分别筒述如下
:

1
.

蒙 古 类

I: 具加尔湖亚类 从西部西伯利亚东移过来的已较发展的气旋
,

每当它移到只加

尔湖附近时
,

本身便迅速趋于填塞
,

但在母气旋南部的锢囚点附近往往有副气旋的发生

和发展
,

这类新生的气旋便称为具加尔湖低压
.

这种低压形成后向东南移动
,

进入我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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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东 亚 温 带 气 压 类 别

认
本 丈 的 分 类

一进
一一}严一

.

望乞
1

.

蒙古类 1 1 : 具加尔湖亚

相当于沈孝
凰的分拳

相当于桑伯
雄的分类

与沈孝凰或吴伯雄低压分类的主要差别

西伯利亚类 }东北类(一)

{ 类

_
{竺翌醚一

以北即鳃向往东
,

而沈孝
以南鳃向

.
NN

了哎n月,月,在在都径大路压压低低类的本凰

幼东一
11

.

黄河类 }H
l

河套亚类 }华北类 (B )

东北类(二)

黄河类(一 ) 沈孝凰的低压路径与
但出梅位置沈孝凰的偏
北的路径

.

在吴伯雄
个向东的路径

.

H 。

黄河下游
亚类

黄河类(二)

H L 江淮及
东梅类

H ll 两湖亚类 长江类 (z飞)
和 (A )

长江类(一 ) 本文把基本
地区的低压
长江以北的
B)

.
‘

湖及 湘 赣

把它分为
〔长江类

低一||||||厂l!|||||||

xJI: 长江 口及
门

! 长江类
_

(C )
东侮亚类 1 和(B)

长江类(二) 本类低压一般在长江口或东海面上才能显露
,

而
沈孝凰和吴伯雄的分类中都把这类低压路 径 作
为由长江上游或中游起始

.

11 1。淮河亚类
111。东海东南
部亚类

东 梅 类

I v
·

东北类

东 北 类

淮 河 类

东 海 类

本类低压路径大都在
国东北地区

,

而沈
我国东北地区

.

人我
深入

v
.

巴尔喀
什湖类

v , 巴尔喀什湖
亚类

、十十之一不
/ 尹一今

子

孕
_

·

左
衬

铸

华

沪
荞

/
下

沁
/

毛》
厂

欠

衬

声、

最颊低气压路理

次须低气」夭路理

再次须低气压路诬

军八�十

毕
斗

一一少 鼓须低气几路那

1 1 低气压类别

图 5 全年的温带低气压移动的主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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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的呼伦只尔盟
,

到达东北地区后
,

低压褥为东行
,

握苏联滨海地区
、

康育岛或日本的北部

归入阿留 申低压
.

但大部分的低压是在 1 4 0 “E 以西地区琪塞和消失
.

这类低压几乎全年

都有
,

春季和秋季出现较多
,

夏季较少 ;路径在冬季最集中
.

它进入我国后
,

常在东北地区

发展加深
,

是我国最深最弦的气旋类
,

因而造成内蒙和东北的大风和沙暴天气
,

而降水量

并不大
.

I
:

蒙古亚类 低压发生的位置较只加尔湖亚类偏南
,

主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 中

部或东部
、

我国内蒙北部或东部及河西走廊地 区形成
.

低压形成后
,

往往向东与只加尔湖

低压取同一路径 ;也有走较南的路径
,

握我国内蒙的踢林郭勒盟
、

哲里木盟进入东北腹地
,

复向东行
,

从岛苏里江移出我国国境
.

低压的形成大多是由于对流层中下部小型西风带

低槽从苏联
、

我国新疆进入
,

后来在以上地区遇到适当条件而引起的
.

蒙古低压出现以

春
、

秋季较多
,

冬季较少
.

夏季
,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我国河西走廊地区

,

受热的大陆面的

影响
,

常能发生环流微弱的热性低压
,

在有些情况下
,

当从西方有移动性的气旋性扰动过

来时
,

这类热低压也会发生移动
.

一般这种低压生命短促
,

路径也较不规lllJ
.

人
‘

‘

‘‘

n
.

黄 河 类

11 ,
河套亚类 在亚洲大陆中稗度西风平值的形势下

,

我国河套附近容易产生低压

槽或西方来的小槽在此加张
,

伴随着一定的锋生作用
,

产生了气旋
,

通常被称为河套气旋
.

它以两种路径移动
:
l) 向东南

,

握山西高原
、

华北平原在山东附近入海
.

这一路径在着季

较多
.

2 ) 向东北
,

握内蒙中部到东北 地区
.

这一路径在夏季较多
.

夏季的河套气旋为内

蒙中部和华北北部带来较大的雨量
.

n
:

黄河下游亚类 太行山东侧的华北平原
,

因地形背风
,

容易产生波动
.

这种波

动的移动路径有
:
l) 向东北东

,

在山东北部入海
,

握朝鲜北部
、
日本海到 日本北部

.

2 )向

东北
,

过华北平原
,

沿渤海湾进入东北地区
.

这类低压着季很少
,

夏季较多
,

是山东
、

河北

和东北地区的重要的降水天气系扰
,

尤其以第二种路径对东北南部的天气影响最大
,

每每

造成大雨或暴雨
.

n l
.

江 淮 及 东 海 类

m
:
两湖亚类 是指长江中游及湘赣地区发生的气旋波

.

过去的研究 L6] 款为它是

准静JJ= 冷锋受地形阻扰作用而生成的气旋
,

以后发现. , 谕湖气旋的发生是由高空低槽向

东传递所引起的
.

气旋波形成后
,

大多以下列两种路径移动
:
l) 向东北方向

,

握我国黄海
、

朝解的南端或中部
、

日本的北部或苏联库真岛的南端
,

移向阿留 申拿岛
.

2 )向东挺东海北

部到 日本南面的海上
,

路径渐搏向为东北
,

最后抵阿留申拿岛
.

两湖气旋波在春
、

夏季较

多
,

尤其是以梅雨时期最为频繁
.

这种气旋波是造成长江中下游暴雨的重要原因
.

n l
:

长江口 和东海亚类 它初生于长江下游或两湖地区
,

移向长江 口或东海面上才

显著加深
.

其移动路径为向东到 日本南面的海上
,

再棘向为东北
,

移向阿留 申拿岛
.

它丁阴

的发生与西来的高空小槽有密切的关联
.

这类低压在冬
、

春季节较多
,

能造成长江下游和

江南的阴雾和下雨的天气
,

东海面上也可有较张的大风
.

n I
3

淮河亚类 主要是夏季移至淮河流域的梅雨锋系上产生的气旋波
.

它是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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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声

推河流域暴雨的主要天气系抗
.

冬半年只偶尔发生
.

它的移动路径为 向东北方
,

握黄海
、

朝鲜中部
、

日本海到 日本北部
.

m
;
东海东南部亚类 这类低压多半是冬半年寒潮冷锋带上

,

在较低释度的海洋上

出现的扰动
,

它的路径与冬半年极锋的气候位置很符合
.

它的路径一般较我国长江口和

东海亚类低压的路径偏南
,

有时路径也相似
.

IV
.

东 北 类

IV ;
东北亚类 指我国东北当地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低压

,

为数虽然不少
,

但生命短

促
,

且多系弱小的低压
,

移动也很不规lllJ
.

在夏季里
,

这种低压能产生一些雷障雨天气
.

I从黑龙江北亚类 这是在苏联雅康次克附近或勒拿河上游一带气旋的新生 或分

裂而来的
.

低压移动路径较北
,

到达最南的位置时
,

也只从我国黑龙江省的北部握过
.

、

r.r
,

‘

V
.

巴 尔 喀 什 湖 类

V : 巴尔喀什湖亚类 关于它的成 因还不清楚
,

可能是从西伯利亚西面过来的已发

展得完好的
、

握过巴尔喀什湖附近的气旋
.

它只有在某些月份向东移入我国北部地区
,

大

多 是向东北方移动:
识加尔湖低压的形成可能与它有关

.

六
、

桔 束 藉

l) 东亚大陆中掉度西风带的低压
,

主要出现在蒙舌人民共和国的中部到我 国的东北

地区 ; 2 0 “N 以南不出现温带低气压
.

2 ) 由于帕米尔和西藏高原的阻碍
,

西来的西风波动大多数此较小
,

45
“
N 以南的我

国大陆上低压很弱
,

大多数不阴合
,

只有在我国东部或入海后才发展
.

但由于对流层下部

的气流幅合等条件的配合
,

这些初生低压虽然弱小
,

仍多云雨
,

在天气和气候上都有重要

意义
.

3 ) 日本东南方海上是东亚极锋带持久的气候位置
,

配合有利的高空气流条件
,

这个

地区低压发生频繁
,

为东亚低压路径主要集中带之一
4 ) 东亚大陆上锋区活动春季最为频繁

,

所以低压出现也是最多
.

而秋季次之
.

夏季

副热带高压北进
,

主要锋带和对流层下部气流幅合带移到我国江淮流域
,

这个地区的低压

出现增多
.

匀夏季 1 1 5 “E 左右是主要低槽所在地
,

因而夏季在我国内蒙形成的低压多沿着这个

低槽的西南气流向东北方向移动
,

这是一条较特殊的路径二

6 ) 我国大陆上很多不阴合的低压都有降水天气区
,

为进一步研究降水天气系枕的气

候特点
,

还应研究高空系就的路径和频率
.

本文握程碗枢
、

陶爵言先生的指点
,

就舒工作有筒琪玲
、

李毓芳
、

揭藕华等同志参加
,

特此致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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