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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江淮流域切变楼过程的研究
*

王 作 述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本文研究一次江淮流域切变拢的生成及其各个发展阶段的桔构
.

关于切变栩的生成原因
,

作者强稠高原的动力及热力影响
.

在桔构方面
,

作者指

出
,

切变桃附近始值环流的形式
、

切变钱附近气象要素的分布以及低空锋区的加强
,

相互之简有着密切联系
.

粉值环流的加强
,

造成了低空锋区的加强
.

当这个环流圈

相对于锋面的位看有变化时
,

锋面的性盾
,

也就有不同
.

在切变麟的上升运动区上

空
,

高层对流层中
,

可能存在一下沉运动带
,
因而与切变栩有关的流易

,

至少涉及到整

个对流层
.

最后
,

作者封湍了 : 扮值环流对锋面的作用
、

极锋型锋区向赤道锋的妈变以及我

国副热带夏季某些系梳的性盾及其特点等简题
.

一
、

引 言

切变核这个名祠
,

按照 目前通行的意见 〔’]一般是指在低层 85 0 或 7 00 毫巴等压面上
,

近于东西走向的一条风向不莲疲校
.

在切变换北面盛行偏东风
,

而在南面盛行偏西风
.

这种规定
,

钝粹从流踢着眼
.

在气压踢上
,

切变筱就是个横槽
.

切变援是夏季我国一种重要降水天气系扰
.

解放前
,

刘匡南 [2] 就已发现冬季长江下

游南岸的坏天气
,

与 7 0 0 0 叹高度上的风向切变核有关
,

这是我国关于切变拔最早的一项

研究
.

至于夏季的切变修系就
,

在解放初期
,

也已握被人们所注意到 〔3]
.

以后各地台站对

切变钱活动的天气过程
、

环流条件及预告着眼点等
,
有过不少总拮

,

大大增进了人们对切

变拔的了解
.

然而
,

利用 目前较稠密的探空网
,

对切变校进行较全面的天气学分析
,

还作得不多
.

本文以一次江淮流域切变筱为对象
,

进行了较仔袖的分板
这个分析包括三部分

:
第一是关于切变修形成过程的探尉

,

根据这个例子及过去人们

所总拮的一些袒脸
,

对切变核形成时的天气条件
,

作了初步的总桔和尉渝
.

第二是切变筱

精构的分析
,

分析了在切变摸不同发展阶段的水平风坍
、

温度踢
、

湿度踢
、

铅道环流等的特

点和演变
。

第三是一些简题的尉渝
,

其中包括铅值环流对锋区的影响 ; 极锋型锋区向赤

道锋的卿变 ; 赤道锋
、

梅雨锋及夏季平均图上江淮流域幅合带的性厦等简履
。

对它们提出

了 自己的意觅
.

本文 1 9 6 2 年 7 月 26 日收到
,

同年 12 月 7 日收到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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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切变倏的生成条件

这次切变核过程
,

发生在 1 9 60 年 6 月 1 7
.

日至 23 日
二

在此以前
, 7 00 毫巴上由巴尔

喀什湖有一小槽东移
,

16 日(图 1 )它在青海湖
,

同时在康定附近
,

有一不甚移动的气旋性

祸旋
.

1 7 日
,

小槽撇擅东移
,

祸旋稳定少动
.

1 8
一

日(图 2 )小槽已移到太原一带
.

在东移

图 2 2 9 6 0 年 6 月 1 6 日 0 5 时(北京时) 7 0 0 毫巴图

图 2 1 9 6 0 年 6 月 1 5 日 0 5 时(北京时 ) 7 0 0 毫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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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
,

北段速度较快
,

使槽校偏卿为东北西南向
.

在槽后
,

从河西走廊有一小暖高压向

东南移
.

这时在南边的低偶
,

也开始向东北移到重庆以北
.

与偶旋有关的倒槽
,

与北边小

槽建成一很长的东北西南向槽核
.

19 日(图 3a
、

3 b)
,

槽钱已完全斡成东西向
, 7 00 毫巴

上切变换已握形成
.

小暖高压移到太原
,

与南边的副热带高压对峙
.

在这几天
,

副热带高

压一值向西北进
,

在低空 85 0 毫巴等风速拔图上(图略)
,

最大风速轴钱也一值加强并北

进
,

构成切变拔南边的一支弦西南风
.

图 3 a 一夕6 0 年 6 月 1 9 日 0 5 时(北京时 ) 图 3 b 1 9 6 0 年 6 月 1 9 日 0 5 时(北京时 )

85 0 毫巴形势图 8 50 毫巴形势图
·

—
等高撇

,

—
等温搽

,

—
切变减或槽袋 (就明同图 3a)

·

这次切变修形成的过程
,

与过去我国预报具所总桔的握输
,

很是符合
.

粽合起来
,

在

夏季
,

江淮流域切变核形成时
,

天气形势有如下几方面特点
:

1
.

在低层等压面图上
,

在 3 5 “
N 以北 的西风带中

,

有小槽东移而且槽核逐潮填卿tz.3 ]
.

表 1 表示这次切变筱形成过程中
, 7 00 毫巴槽钱各天移动的速度

,

它指出
,

在本例中
,

小槽

表 1 小槽(7 0 。毫巴)各 日位置及移动速度

lll666 l 777 1 888 2 9 日
‘‘

16一 1 777 1 7一 1 888 1 8一1 999

月月七七 4 0
O
NNN 10 111 1 0 888 1 1 444 13 111 777 666 l777

方方方 3 7
000 10 111 1 0 777 1 1 222 12 777 666 555 1555

刁刁
、、

3斗
ooooo

1 0 777 1 0 999 1 111111 222 222

槽槽槽槽槽槽槽槽槽槽槽

南南南 3 2
000 10 444 1 0 666 1 0 555 1 0 777 222 一 lll 222

方方方 3 0
000

10 111 1 0 333 1 0 111 1 0 444 222 一222 333

倒倒倒 2 8
000

9 777 9 888 9 999 1 0 111 lll 111 222

槽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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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南部和北部
,

移速有明显差异
,

从 1 7 至 18 日
, 3 7 “

N 处的槽搔移动速度比 34
“
N 处快 3

握度 / 日
.

18 至 19 日差异更大
‘

作者敲为
,

槽速的南北差异
,

也爵是由于在小槽南北两段
,

牵引气流速度不同之故
.

图

4 是 1 8 日 1 05一1 2 0 “ E 5 00 毫巴平均西风廓袋
.

在 3 7 o
N 有一极大值

,

由 2 7 “ 至 5 7 “N
,

风速很快增加
.

陈受钧曾作过 1 9 5 6 年 6 月沿 1 0 5 “

及 1 2 0 0E S曲 毫巴掉向风速的平均剖

面图 [41
,

其形式与图 斗很一致
,

看来图 斗是有代表性的
.

在图 4
、

上
,

一

34 一 3 7 “N 风速相差
5 米 /秒

,

这使得槽修南北部移速差豹 4. 5 握度 / 日
,

这与表 1 中的实况接近
.

月S

o N

10 15 20 石米 /秒

图 4 19 6 0 年 6 月 1 8 日 0 8 时 (北京时 )
1 0 5 。

一 1 2 0 0 E 平均西风风速廓搜 (实侧风)

在中国大陆上 5 00 毫巴基本气流有如此的风

速切变
,

作者孰为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西藏高原

在夏季作为一个热源 [51 对自由大气的加热作用
,

加张了高原北方的急流
,

另一方面在高原东侧背

风区中风速又较小之故
.

2
.

低层等压面图上有西南低偶或西南倒槽向

东北方向发展
,

与北方的小槽连成一体
.

这是切

变找形成的另一个有利条件
.

在六月以后
,

东亚

1 0 , 一1 2 0 “E 区域的急流位于 4 0 “N 附近 [‘
, , 1,

又

由于高原阻挡作用
,

在低空
,

西凤小槽一般不容易

影响到 30
“
N

.

所以在切变搔形成以前
,

我们在

夕00 毫巴上常看到的较长的东北一西南向槽钱 (如图 Za)
,

其东北与西南两段常常是不同

的系抗
.

前者是西风带里的小槽
,

而后者是准静业的西南倒槽
.

至于西南低涡及相速的倒槽产生的原因
,

叶篇正等欲为是 由于高原的地形影响 [6]
,

所

以偶旋是准静业的
.

从表 1 看也确是这样
,

可晃切变拔的生成
,

也反映了高原的动力影

响
.

3
.

从河西走廊
,

85 0 或 7 00 毫巴
,

有小高压东移
.

有人曾款为这类小高压是冷性〔‘] ,

是冷空气受到祁连山等山脉的地形影响而形成 [8]
.

但在我们这个例子里
,

在 7 00 毫巴上
,

它却是一暖性高压(图 3b )
.

类似情况也很常觅
,

可能它与高原加热作用有关
.

4
.

西太平洋高压脊西部低空的最大西南风速轴梭
,

至少进到长江南岸
.

在本例中
,

这

轴拔是随着切变拔的形成而逐渐北上的
.

长江流域夏季暴雨过程里
,

也常有这种情形
,

但

在有些例子里
,

最大凤速轴修可以原来就已伸至长江南岸[91
.

在本例中
,

这四个特征都具备
,

可能并不是所有切变修的形成都如此
,

值得根据大量

个例
,

进行抗舒分板
从上述四个条件的分析看

,

江淮流域切变梭的形成
,

除开要有副热带高压配合以外
,

高原的影响
,

也是很重要的
,

因此切变筱可以看作是高原东侧的一种特殊天气系械

三
、

不同发展阶段的切变楼桔构分析

我们把切变修的拮构
,

分为形成
、

成熟和消失三个阶段来分板 在分析中

。 是由实侧风用建疲方程积分算得的 [9]
.

由于耙录限制
,

我们只补算了 9 5 0
、

6 0 0 、 5 0 0 毫巴五层
.

铅直运动

8 5 0 、 7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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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1
.

形成阶段 : 这时东西向的风向切变钱还没有出现
,

只有 N E一SW 向槽核
,

北方的

7 00 毫巴小高压尚未移过西安
,

相应的槽拔附近雨区也未成东西向带状分布
.

6 月 18 日

以前属于这个阶段
.

由于这时切变找还是一般的小槽
,

所以我们不群加尉渝
.

但有一点很有意思
,

郎在切

变枝形成之时
,

地面锋有锋生现象
.

在槽换前边
, 1 7 ,

18 两 日地面图上均有一南北向冷

锋
,

从图 5 及 8 50 毫巴上的等 0s
。

钱图(图略 )分析看
,

锋区相当微弱
,

高度只到 80 0 毫巴
.

3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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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日 (图 6 ) 锋区就清楚得多
,

0s
。

的梯度及它在锋区的上凸下凹现象均甚显著
.

在 8 50

毫巴 图上(图 7 )
,

相应的在上界处有一 0s
。

的大区
,

而下界有一 氏
。

的小区
.

蜂面附近 0s
。

踢的这种分布
,

过去榭义炳等的分析[10
,

川曾指出过
.

从同 日剖面图上的 。分布(图 8 )看出
,

锋区附近冷空气下沉暖空气上升
,

但锋区却处

在下沉区中
.

在锋前相当的距离才出现上升
,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

后面还要提到
.

1 7 到 18 日
,

锋区 0s
。

梯度的加强
,

主要是 由于湿度梯度变大因而使虚温梯度也增大
.

这靓明在副热带地区水汽合量对锋面分析的重要性
.

2. 成熟阶段
:
这时在低层等压面上东西向或近于东西向的风向切变修已握出现

,

降

水加孩并形成东西向的长条大雨带
.

本例中
,

这一阶段的 日期是 19
,

20 日
.

1
.

锋区拮构
:

18 至 19 日
,

糙疲有锋生作用
,

因而切变钱的锋面桔构很清楚 (图 9 ,

1 0)
.

锋区上下界分别为 0s
:

最大与最小区的轴换(图 1 1 )
,

而风向切变校正好位于锋区以

内
,

看来
,

成熟阶段的切变钱都有明显的锋区拮构
。

在 8卯 毫 巴上(图 1 1 )
,

在切变钱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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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0 1 9 6 0 年 6 月 z夕 日 0 8 时剖面图 (歌明同图 9 )

图 1 1 1 9 6 0 年 6 月 1 9 日 0 8 时
8 5 0 毫巴等 a

s 。

伐图

(歌明同图 7)

(1 08 一12 0 “E )锋面桔构最清楚
,

而这地区一般也正是切变钱最明显的地方
.

11
.

温度踢 : 在切变修北方不远
,

沿锋区下界
,

有一向北倾斜的冷舌(图 9 , 1 0 )
, 8 50

和 7 00 毫巴图上(图 3a
, 3 b)为一狭长冷带

,

它在 8 50 毫巴最清楚
.

它与南方暖区的温度

差
,

形成切变找锋区的温度梯度
,

它在近地面豹 1
.

5℃ /百公里
,

在 85 0 或 7 00 毫巴
,

R[J 为

1℃/ 百公里
,

这显然比冬天的寒潮冷锋温度梯度要弱得多
.

在这条冷带以北仍是一个暖

中心
,

所以切变核的锋区
,

显然不 同于极锋
,

除了温度梯度不大以外
,

锋面后面并没有孩大

的冷气堆
.

在切变筱上空 300 毫巴以上(图 9 ,

10 )
,

有一明显的狭条暖温度脊
,

其位置可高达对

流层琪
。

111
.

湿度坍
:
在锋区前方等 q 钱隆起

,

在剖面图上成一明显的湿舌
,

在锋区下界
,

却往

往为一湿度最小区
,

与 0s
。

钱的分布形式相当一致(剖面图上的等 q 核没有画出)
.

这造成

相当大的湿度梯度
,

因而锋区的露点对此
,

比温度对比清楚得多
.

露点梯度在近地面较

小
,

豹 1℃/ 百公里
,

向上增大到 8 50 及 7 00 毫巴达 3一 4 ℃/ 百公里
.

iv
.

水平风坍 : 在切变拔南边有一支低空西南风急流
,

它属于副热带高压西北边椽的

西南气流
.

在低层等压面图及剖面上(图 12 )它都很清楚
.

中心弦度达 20 米/秒
,

急流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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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图 10 剖面上的东西风速分布

(实测风
,

简隔 4 米/秒
,

圈点为东西风零撇)

心在 6 00 毫巴处
.

就弦度言同其他例子相近 [91
,

但位置稍高一些
.

有意思的是
,

这支急流

恰在剖面上低空锋区的上方
‘

由此看来
,

固然这支气流最初是与副热带高压相关联
,

但切

变钱的低空锋区却也对它有着推持乃至加弦的作用
.

切变校以北的东风
,

最厚不过 4 公

里
,

风力微弱
,

最大值多出现在 2 5 0 0 米附近
,

其值不到 8米 /秒
.

作为切变校特征的偏东

与偏西风简的切变
,

往往只到 夕00 毫巴
,

在 7 00 至 6 00 毫巴简
,

风向往往急剧的逆卿 90
“

以上
,

而使切变校在此以上变为只有西北西南风切变的一般槽钱
.

v
.

扮直速度锡及铅值环流: 从图 1 3a
,

13 b 可以看出
,

沿地面锋及低空切变校
,

有一狭

长的上升区
.

在近地面 ( 9 50 毫巴 )
,

主要上升区位于地面锋以北
,

而到 7 00 毫巴
,

它就闯尊

到切变钱以南
.

这种上升运动分布
,

跟切变核附近握常在地面锋以北 7 00 毫巴切变钱以

南出现狭长雨带的事实是一致的
.

‘
·

这些上升运动
,

主要由整层气柱中的南北厦量幅合造成
,

至于东西方向
,

气柱中的质

量却常常是幅散的
.

据粗略的估针
,

在 850 或 7 00 毫巴以下整个气柱中
,

南北方向质量幅

合的枪对值平均为东西方向辐散 (或幅合 ) 的 2
.

5 倍(一般 2一 4 倍 )
,

因而足以抵消东西方

向的幅散而造成幅合上升
.

在这上升区以南
,

RlJ 是副热带高压脊西侧的大片下沉区
.

至于北边的。分布
,

就此较

零乱
,

主要的下沉区出现在北方小高压的前部
,

冷空气南下的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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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3 a 1 9 6 0 年 6 月 19 日 0 5 时 9 5 0 毫巴 。分布

(单位 1 0一 毫巴/秒)

从 “分布及南北风速分量
t, ,

可以糟出剖面上的扮值环流图 (图 14
,

15 )
.

就在切变

核的锋区位置上
,

有一个小小的正环流圈
,

其高度在 6 00 毫巴以下
.

图 15 上
,

这环流圈的

上升区与下沉区的分界袋(。 零核)
,

。

大致位于锋区以内
,

并随高度向北慎斜
.

这种 。分

布
,

恰与锋区上下界的 0s
。

修上凸下凹一致
,

这靓明这种 0s
。

的分布
,

主要由铅直运动造

成
.

这些在图 1斗上就不清楚
,

所以那里等 0s
。

钱在下界处没有下凹
.

前述的切变袋高空暖温度背
,

恰位于低空上升运动最弦之处的上空
.

前一天
,

这一带

还是冷区
,

没有暖平流
.

由此推输
,

在切变核上升运动最弦之处的高空
, 300 乃至 20 。毫

巴以上
,

存在着一狭长的下沉运动带
.

所以就横槽及风的切变而言
,

切变核固然只是一低

空系杭
,

但与它有关的整个流踢拮构
,

却牵涉到相当大的高度
,

至少包括整个对流层
.

3
.

消失阶段 : 在这例子里
,

21 至 23 日属于这一阶段
.

这时切变拔两边的风向差异

变弱
,

低层最大西南风速轴钱南撤
,

风速变小
.

地面静业蜂减弱而且加速南移
,

或其一段

卿为暖耸北上
.

沿切变钱的雨带退化成为分离的小块
,

最后切变钱消失
.

1
.

锋区拮构
:
这时锋区拮构有很大改变

.

19 日(图 9 )
,

低层锋区坡度为 1 / 8 5
,

在这

个剖面图的下游
,

北京到恒着的剖面上(图略 )RlJ 为 1/ 10 0
.

到 20 日(图略)
,

蜂区明显变

陡
,

坡度均为 1/ 65
,

而到 21 日 (图 16
,
1 7 )这一带等 0s

。

钱的密集区更变为朝南倾斜
.

按

照榭义炳[10] 的砚法
,

这里发生了极锋向赤道锋的蒋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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稠 向南倾斜的赤道锋区南边较冷1101 这一靓法
,

似乎并不一定
.

在切变袋上空 5 00 毫巴以

上
,

合肥及藏江附近
,

仍有一此 19 日为弱的暖舌
,

看来反映高空还有下沉运动
.

在 0s
。

的大区
,

为一清楚的湿舌
,

两边湿度迅速减小
,

尤其在 0s
:

梯度大的地方
,
湿度

梯度也很大
.

由于 0s
。

大区温度反而较低(图 16 )
,

所以这一 0s
。

大区及其北边 0s
。

枝的密

集
,

仍主要是由湿度分布造成
.

111
.

扮直运动和扮直环流 : 与以前有很大不同(图 1 9 )
,

这时
,

切变搔只不过是一条低

空幅合带
,

极锋型锋区已消失
,

锋上正环流圈也不再存在
.

这时沿着低空的切变核及其上

空的 50 0 毫巴槽钱
,

有一明显的主要由南北风幅合造成的上升运动带
,

其两边均为下沉
.

在 7 00 毫巴以下
,

这个幅合带几乎是铅值 的
,

并与 0s
。

大区
、

切变修
、

地面锋等位置一玖 地

面雨区
,

分布在地面锋的两侧且正在这个幅合带内
.

而这时的地面锋只不过是这一低空

幅合带及天气区的表示而已
.

即即即 叨叨

娜
}}}

醚醚攀攀置置置置
C / ///////

,,,, . . . . 函口尸
,

一一
助助助助

尹尹尹尹尹尹尹

S00舰600
.

T00

5009001000

图 19 图 16 剖面上的扮值运动 (。) 及扮值环流
(
—

为切变袋或槽胶位置
,

其它锐明同图 s)

四
、

与切变簇有关的若干简题的甜希

1
.

扮道环流对择面的作用 : 在切变拔附近
,

湿度的扮直翰送
,

往往大于平流 [91
,

而 0se

踢的梯度又多半由湿度差异造成
,

可见扮直环流对锋区的演变
,

有着重要作用
.

上升气流

把低空 0s
。

大的空气向上输送
,

下沉气流把中层 0s
。

小的空气向下翰送
,

而由于上升运动

只在切变搔附近一狭条最弦
,

这就造成了弦烈的 氏
。

对比而形成锋区
.

扮直环流对锋生

有重要作用 的看法
,

过去 sa w y e r [1 2 ] , E lia s冬‘n l‘3] 等也曾提出
.

从这个观点 出发
,

可以解释在本例中当锋面附近的小正环流圈与锋区相对位置有不

同时
,

锋面性质也就不同的事实
.

在 19 日
,

这环流圈与锋区重合
,

锋区上下界分别对应于

上升及下沉区 (图 15 )
,

这种流锡恰有助于锋区在原地加张
,

所以这一天锋面准静止
.

但

在 18 日
,

这环流圈位于锋前(图 8 )
,

这样原有锋区因下沉而锋消
,

但在原来锋区的前方形

成新的锋区
,

所以在这时锋面南移甚明显
.

而且在次 日(19 日)
,

锋区的上下界恰对应于这

环流圈的上升与下沉区
.

看来锋面的南进
,

并非是原来锋区的平移
,

而是有着新陈代榭
.

过去顾震潮等[14] 已挺
发现

,

冬天的寒潮冷锋也有这种不断生消的情况一从这个例子看来
,

这种不断生消的原因

之一可能就是这扮直环流圈的作用
,

至少在夏天是如此
.

在夏天
,

由于冷空气变性更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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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面的平移成分就更少
,

因而这种不断的新陈代榭对锋面的移动应鼓更加显得重要
.

2
.

关于赤道锋及极锋向赤道锋的棘变
:
榭义炳 [10 ]曾指出

,

在我国夏季有赤道锋降水
,

以后他同曾庆存又指出[ll1
,

极锋型降水向赤道锋型的搏变主要由于冷空气在暖的大陆面

上变性
,

以致北面的空气反较南面为暖
.

在我们这一切变核的后期
,

锋区也卿为赤道锋

型
.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
,

切变拔北边的冷舌并未因变性而消失
.

冷舌始格随切变拔南移
,

并且在切变钱的某些段落
,

冷舌仍在北边
.

作者孰为
,

在本例中锋区向赤道锋型卿变的

原因
,

主要与三度空尚的流锡形式有关
.

例如在图 16
、

19 上
,

在切变核以北合肥以南地

区
,

上升运动迅速自南向北减少
,

水平风速有北风分量
.

按照这种流踢从运动学定性看

来
,

就能够造成图上那种赤道锋型的锋区
.

这就是靓在夏季
,

由于气团之简密度差异很

小
,

因而当有某种特殊形式的流踢推持时
,

郎使南边并不较北边冷
,

南倾蜂区的形成
,

看来

也有可能
.

赤道锋这一名剥
,

按握典的定义朗是指赤道气团和热带海洋气团之简的界面
,

郎东南
和东北信风之简的幅合带

.

按陶爵言
、

陈隆敷 [7] 人的意觅
,

在夏季风爆发以后
,

它可以北

移到印度北部而褥为西南季风与北方偏东气流之简的幅合带
,

往东
,

它就变得不清楚了
.

这样
,

郎使在盛夏季节
,

典型的赤道锋在我国怕也不多
.

固然在某些降水过程里
,

会出现

形式上类似赤道锋的锋区拮构
.

但从本文的个例看
,

这类拮构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上

下几乎扮道的一条辐合带里的上升运动这一特殊流锡的拮果
.

这种上升可以造成等 0se

修在低层 向上隆起
,

因而自然在其北部形成南倾的等 0s
。

钱密集区
,

而在南部造成北倾的

0s
。

钱密集区
.

而另一方面
,

在这个区域中
,

湿度差异尽管大
,

但密度差实际很小
.

这样看

来
,

为了避免与原意混淆
,

也为了避免使人们裴以为有显著的密度不建擅存在
,

作者建栽
,

对这种 0s
。

钱密集区南倾的降水系抗
,

不必使用赤道锋的名称
,

不如直接就哄作幅合带降

水
.

也不必要在 0s
。

核向上隆起
,

并且其最大值轴搔略微南倾的地方画上一条赤道锋
.

3
.

肆面与切变技的关系及锋面特点 : 从本例的分析看
,

成熟阶段的切变核是与魏区

对应的
,

但也单在切变找而没有锋区的情形(例如在消失阶段)
.

而这种锋区的来历
,

最初

是由北边移来
,

它逐渐因切变校上的锋生作用而 日益加张
.

夏季江淮流域的锋面
,

与尸般极锋不同
.

从本文的分析看来
, ;就本厦言

,

它在很大程

度上是特定流锡的产物
.

而从表现上靓
,

正如过去顾震潮所指出[l5]
,

锋面两边气团的差

异
,

主要表现在湿度及风向切变上
,

而温度差异反而不明显
,

因而这种锋的坡度较大(一般

大于 1 / 1 0 0 )
.

露点差别较大和温差较小
,

是副热带大陆夏季锋面的共同特点
,

北美大陆上也有所器

露点锋
,

这可以用 冷空气受热变性来解释‘ 至于这么明显的风向切变
,

似乎是我国上空

的特点
.

既然在锋面两边密度差较小
,

锋面对切变的要求低
,

切变似乎不应敲反而更大
.

顾震潮对此种现象曾提出一种解释 [25 ].

作者Bl] 款为 ,这种较大的切变
,

.

实际上是 由造成切变钱的一些因子 (例如作者所强视

的高原影响)所预先决定的
.

这种较大的切变加上密度差较小
,

就进而造成了具有上述特

殊表现的较陡的锋面
.

4
.

夏季平均图上江淮流域辐合带及梅雨锋的性厦简题
:
在夏季 7 月 85 0 及 70 0 毫巴

平均流核图上 [7]
,

淮河以北有一条幅合带
,

过去人们以为这是 IT c (或赤道锋)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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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款为夏季 IT C 在东亚最偏北
.

陶待言等 [7] RlJ 款为这一段应敲是极锋幅合带
.

然而
,

根据气候学的研究
,

东亚夏季极锋位置
,

应蔽在 50
“

Nl n 】
.

对这一点
,

陶爵言等款为由温度

锡决定的极锋位置
,

与 由气流锡决定的辐合带位置可能不一致
.

然而二者相差达 15 个樟

度
,

这一事实还是值得进一步注意的
.

很可能
,

这一幅合带也不是极锋辐合带
,

而是夏季握常存在的切变筱的反映
.

从初夏

至盛夏
,

它的逐撕北移
,

反映了切变梭活动带的季节变化
.

因为夏季极路偏北
,

所以过去人俩对夏季江淮流域梅雨季节的地面锋系不能直接肯

定为极锋而只舍糊地称之为梅雨锋
.

现在看来
,

它就是与上述幅合带(或切变钱)相联系

的地面蜂
,

因而它的确不是极锋而是由特定流踢造成的一种极锋型桔构(在成熟阶段)
,

或

者就是一种没有锋区的幅合带(在消失阶段)
.

五
、

桔 束 斋

由于本文只是个例分析
,

没有作更广泛的研究
,

因此文中所指出的不少现象
,

看来还

需要在今后更加系就的研究工作中加以验敲
,

豁多看法也需要作更多的工作加以题实
.

,

这个工作主要以流锡(特别是扮直运动 )作为出发点
,

进行了一些三度空简的分析和

定性的尉渝
.

虽然平流的作用也不应抹煞
,

但文中对此却未能尉渝
.

至于造成这种流锡

及其演变的原因
、

各要素踢的特征对流踢的反作用以及在系挑的整个生命史中各种物理

量(特别是能量)的平衡及搏换
,

这里也没有研究
.

所以今后
,

在考虑水汽影响下
,

对低空

殊区的演变及与其有关的流踢变化
,

作一些三度空简运动学或动力学的工作
,

看来是必要

的
.

* * *

在研究过程中
,

承蒙陶特言先生提供了豁多宝青的意晃
,

特此致榭
.

另外
,

刘拘行同志为本文进行

了大量针算及旗图工作
,

姚丽华
、

黄文堂等同志也先后参加了本文的部分图表分析及舒算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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