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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热带急流在西藏高原上的桔构和季节性的活动

郭 成 均

提
‘

要

本文用 , , 一 乡 年各月 时高室报告
,

取三年风和温度的平均值糟制成沿

。
“ ,

及 , 的对碑度和时简的各种剖面图 分析了冬季
、

夏季和过渡季

节急流
、

风踢及温度踢的情况
,

找到了与副热带急流的北推南移直接相关的因子—
户

 热带高压和西风大槽 由于大气环流在 一 月和 一 月有两次大稠整
,

相应地

急流亦有由低樟度移向高掉度
,

或由高障度移向低牌度的稠整 井且敲为这种稠整

是由大气变伟的几个阶段速按起来完成的 主耍精渝有

副热带急流可以从西藏高原上空自由通过胆在 毫巴高度以下
,

气流受高

磕界面摩擦而大矢减速 乏由于副热带高压中心几次北跃
,

急流亦随之北跃到夏季

位置 由于强低槽东移及冷空气爆发使得副热带急流南移到冬季的平均位置上等

厂

我们利用 一 年西藏高原及其周围的高空查料和工作中所积累的一些概念
,

研究了高原上空风踢
、

温度踢的垂直拮构和副热带急流活动规律
,

获得了一些值得重视的

事实 下面介招我俩研究的桔果

西藏高原上空垂直风塌
、

温度塌的桔构

风

髓
构

‘
、

我们利用 士 年 至 月每天 时 北京时 高空风和温度的报告
,

箱制沿
“

的垂道剖面图
,

以研究西藏高原上空垂直风踢
、

温度锡的拮构 剖面图上共使用了 个

侧站豁录 分析了等风速拔和等温拔
,

定出副热带急流的中心体置 再将逐 日急流中心位

圈慎褒点澹成图
‘ ,

从图 看出副热带急流从 , ”年 月到 ‘ 月中旬
,

活动在
“

一
“

简 时而在喜焉拉雅山以南
,

时而在喜焉拉雅山以北 斗月下旬以后多在高原上空
,

高原以南就较少觅 月初握过了一次跳跃
,

急流北推到
“

以北 月以后
,

急流摆动

振幅增大 月下旬挫过另一次跳跃
,

急流重新南移到高原上空
,

摆动幅度也减小了

图 是 一 年 月份 平均温度
、

风速垂道剖面图
‘

从图上可看出副热

带急流翰在高原南部上空 公里处
,

中心弦度 米 秒 这个数值是取自印度高哈提

毫巴等压面的 月平均风速
,

实际中心弦度可能还要大些 其次
,

看到从 毫巴以下
,

高

原南部各等风速拔向低樟度低空倾斜现象
,

愈往低层愈明显 其中 毫巴高度上我国

拉随的平均风速不及印度高哈提的一半 可兑高原边界的摩擦作用十分可观 毫 巴

以上由于摩擦作用逐渐消失
,

等凤速筱趋向于准水平状态了 高原上空风速的垂直切变

也是很大的
二
平均每公里达到 米 秒

,

在 日常工作中我佣还遇到一些高原侧站
,

在不

大高 的高度上
,

实测风速大于切。米 秒
,

每公里的垂直梯度大于 米 秒 倘用地搏风

公式舒算
,
就要求有很大的气压梯度和温度梯度与之对应

,

而这些梯度值在我佣糟制的各



气 象 学 报 卷

等压面图上
,

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因此副热带急流带有很大动力性盾
,

与使用公式补算
出的风锡常有较大的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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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 年 月份沿
“

平均垂值剖面图 温度 , 一 年

年 月份沿 副热带急流多为
“

左右的偏西北气流
,

中心张度达 九 米

秒
,

为全年之冠
、

日中心轴风速都超过 米 秒 急流位于
“ ,

郎在喜禹拉

雅山南麓上空
,

平均高度豹 , 一 公里 月份副热带急流的特点是 张度大 , 高度

低
,

稗度偏南

二
‘ ,

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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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1 9

58 一1959年 8 月沿 90
“
E 平均垂值剖面图

(实技表示西风等风速袋
,

巾度虚撇表示东风等风速撇)

195 8一1959 年 8 月份沿 90
“
E 平均垂宜剖面图 (图 3 ) 副热带急流已北移至 42

“
N 上

空
,

中心孩度杜
‘

米/秒二 在高原南部上空有 。米/秒等风速核分隔东西风带
。

40

“
N 上

空西风高度伸到 20 公里处3

空料 公里 高度 出现了 20

米/秒等风速核
.
西南季

风有时 能 北推 到高原南

部
,

但推持时简短促
,

平均
‘

图上就无法显示出来
.
因
.

此
,

夏季高原上空只有两

种基本气流
,

郎中樟度西

风和热带东风
.

过渡季节
,

我们选作

了 4 、

10 月平均垂直剖面

图
,

图中只使用了 1959
‘

年

的查料
. 4 月垂直剖面图

(图 4 )仍保持着冬季的一

些特征
, 二
急流仍位于高原

上空
,

中心 弦度豹 50米/

秒
,

高度 n .5 公里
,

最多

以上卿入东风
. ‘

高原以南
,

东风逐渐增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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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向 为 250
“

一260
0.
10 月份 (图 , )急流平均中心在 39

“
N

,

比盛夏位置偏南些
,

中心数

值比冬
、

夏都弱
.
这是由于 10 月里急流轴摆动较大

,

施行算术平均后
,

数值大大减小了
.

2
.
平均温度剖面图状态

从 1 月沿 90
OE 剖面图上 (参看图 2 )分析出三个冷区

:
第一个冷区出现在印度半岛

上空
,

中心为 一7 0℃ 左右;另两个冷区分别出现在 33 一40
“
N 和 43

“
N 以北地区

.
南边

冷中心范围很小
,

可能是从北边冷区分裂出来的一对流层中部有两个斜压带
.
其中一个

出现在高原上空 30 0一20 0 毫巴气层之简
.
从 30 0 毫巴高度斜算

,

从高原南部到北部不到

10 个稗距中
,

温度降低了 1-2 oc
,

印度高哈提到我国黑河平均理向温度梯度 1
.
朽℃/10 0仟

米
,

副热带急流正出现在这个斜压带之上
,

毫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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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 95 9年 10 月沿 90
“
E 平均垂值剖面图

8 月份
,

90

“
E 垂值温度壕(参看图 3 )与 1 月份比较

,

可以看出有了很大的变化
.
冷

区与斜压带都大大北移了
,

冬季印度高空的冷区
,

移到高原上空
,

中心温度豹一夕2℃
,

2
00

毫巴高度以下
,

从高原北部到印度北部是一片竟广的暖区
,

几乎看不出水平温度梯度
. ’

这

些地方正是副热带系杭活动的锡所
.
幅散拔 (位势高度最高值中心莲拔)通过高原中部

,
1

月份
,

20
0 毫巴以下温度平均垂值递减率豹 0. 6℃/100 米

,

加。一30 0 毫巴简递减率下降到

0
.
3℃/100 米

,

而 8 月印度上空出现了反向的温度梯度
,

而愈往高空反梯度愈大
,

这就有利

于东风的稳定和东风急流的建立
.
此时原来北部与较低对流层琪相对应的冷区

,

早已南

移到国境修以北了
.
对流层斜压带

,

从高原南部移到 39一4护N 上空
,

30
0 毫巴高度上温

差达到 1
.
2℃/100 仟米

,

这个数值在夏季也是很大的
.
与温带急流相对应的斜压带

,

也移

到 50
ON 以北

.
8 月西藏高原自地面到对流层顶一值保持着 0.6 ℃乙10 0米左右的 垂 值温

度梯度
,

对流层琪以上
,

温度逆增也很显著
.
45

“
N 上空两个对流层琪之简出现了一块温

度梯度相对减小区
,

没有出现等温现象
,

1
00 毫巴以上温度上升也很迅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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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

高空冷区已北移到高原南沿上空
,

斜压带BlJ 移到高原中部
.
10 月份高空冷区仍

在高原上空
,

对流层斜压带集中在高原北沿
.

3
.
高原上空对流层值平均状态

平均垂直剖面图上的对流层镇高度
、

温度值
,

‘

是利用逐月探空报告查料
,

按对流层填

不同属性施行算术平均求得的
.

.
1 月份对流层顶有上卞两层

,

较高的。层在 90 毫巴处
,

只伸到 33
‘

“
N

( 参看图 2 )
,

以

北就不明显了
.、
印度上空缺乏这项查料

,

但从温度锡上分析对流层顶也似乎在这个高度
.

较低的一层一值到高原南部都表现+ 分明显
.
在 巧

“
N 上空的 20 0 毫巴处

,

往南援慢抬
‘

高
。

高原上空为 n 公里二 在 , 个释度竟度内上空同时存在两个对流层琪
.’

8 月份(参看图 3 )被高的一层对流层顶向北一值可以分析到 45
“
N

,

在 38
ON 以南高

度变化不大
,

常在 10 0 毫巴高度附近
,

以北逐渐下降
二
我国哈密上空高度的 15 公里

.
与

此同时
,

较低二层对流层顶比 1 月北精了 10 个掉度
,

高度略有上升
,

豹 5个樟距宽度内存

在两个对流层顶
.

4 、

月对流层顶枯构近似于冬季
,

10 月则近似于夏季
.
这二个月有一个共同特点

,

就

是两层对流层顶比较明显
. 4 月两层对流层顶速擅在 7 个掉度(30

“

一37
“
N

) 上出现
.
校

高的对流层顶高度豹 13 公里
,

10 月出现在 14 公里附近
. 、

90

“
E 剖面图对流层顶高度季节变化很小

,

较低一层对流层顶 8 月比 1 月高 1一1
·

5 公

里
,

较高层对流层顶在同期内下降不到 1公里
,

两个对流层顶重合区域也比其它握度上短
。

二
、

副热带急流季节性的位移

1.概述

分析 1959 年沿 90
。 、

1
05

。 、

12
5

O
E

30
0 毫巴等压面上实侧风速

、

位势高度和温度对时

简
、

掉度剖面图
,

发现敲年大气环流有两次大的翎整现象
.
第一次铡整出现在 5一7 月

,

副

热带急流 由低稗度移向高樟度 ;另一次稠整出现在 9一10 月
,

副热带急流由夏季的平均位

置移到冬季的平均位置
.
锢整的基本规律是

:
大气变化过程是分阶段进行的但又是莲擅

的 ; 并且找到了与副热带急流南北推移值接相关的因子—
副热带高压和西风带大槽的

活动
.

大气环沐的变化是分阶段的
,

既不是逐渐过渡
,

也不是通过一次急流的变化就完成

的
.
立春以后

,

太 阳高度角逐渐升高
,

北半球气层温度增高
,

大气能量出现了新的分布
.

新的能量分布与旧的流踢之简必然产生不平衡现象
,

当这种不平衡发展到一定程度
,

必然

通过大气环流新的翎整建立起新的平衡
.
这就表现为副热带高压中心跳跃性的北推

,

并

因而引起了副热带急流相应的北移
.
通过了这样一次变化

,

在新的平衡条件下
,

副热带高

压辐散核和副热带急流在较高的樟度上在有限范围内摆动
,

继擅积累能量
,

准备下一次的

突变
.
趣过儿次突变过程

,

副热带急流完成了几个阶段性的跳跃
,

推移到夏季位置二基于
同样的原因

,

副热带急流由夏季到冬季的过渡
,

也带着明显的阶段性
,

通过几次西风大槽

的活动和极地冷空气的爆发来完成的:

为什么变化又是建疲的? 就是太阳 高度角的增高 (降低) 是不断的
,

大气能量的积累

也是不断的
,

所有阶段的变化都是前后街接
、

从不简断和互为因果的
.
太阳高度角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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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引起能量的重新平衡过程
,

是急流变化的根本原 因
.
而各个阶段变化是总变化的有机

祖成
,

这个总的变化
,

便是大气环流的重新铜整
,

自然季节的形成和副热带急流从高樟到

低樟
、

从低樟到高樟的大尺度推移
.

在尉渝之前
,

我们对不同高度剖面图进行了比较
.
图 6a

、

图 6b 分别是
.
5一7 月沿

90
“
E

50
0 毫巴和 30 0 毫巴实测风的时简

、

樟度剖面图
.
这两张图上的弦风轴的位置并不

一致
,

当急流在高原南部时
,

如 5 月份 30 0 毫巴弦凤轴平均位置在 28 一30
“
N 简

,

但在 50 0

毫巴面上却在 28
“
N 以南

,

高原是一片弱风区二 造成这种弦凤轴偏离的原因是高原地形

对
、

50

0 毫巴风的摩擦作用及弦迫揍流作用
.
当急流移到高原以北时

,

50
0 毫巴张风轴又

比 30 0毫巴偏北了 3一, 个樟度
,

如 6月 30 0毫巴孩风轴在 37一38
O
N 活动

,

50
0 毫巴RlJ 在

42 尸43
“
N

,

这时在 40
“
N 以南地区 知。毫巴气流受到了阿尔金山

、

郝速山山脉的摩擦作用

及强迫镜流作用
.
在山脉以北一定的距离内

,

风速才显著增大
.
因此

,

利用 50 0毫巴图表

或其他低空昆录来研究高原附近的急流活动有豁多缺点
.
30 0
.
毫巴高度上nlJ 已是超过高

原摩擦层高度
,

并且离急流中心轴较近
.
侧风昆录在此高度上还比较多

,

用歌高度章料来

研究副热带急流比较恰当
.
下面尉渝副热带急流就指 30 b 毫巴上弦风轴

.

环环料竺竺
图 。 90

OE S一7月 300 毫巴风速的时简樟度剖面图

图 6b 90
“
E

、

,一7 月 30 0毫巴风速的时简樟度剖面图

2
.‘

副热带急流的北跃和副热带高压活动的关系

90
OE

一

剖面图分析
:

分析 300 毫巴各要素的时简
、

樟度的剖面图
,

可看到在 5一夕月简急流位置发生了两

次突变(图 6 b)
,

温度爆和位势高度踢也发生明显的相应变化(图 6c
、

6 d
)

.

( l) 副热带急流北跃前 , 月份东亚环流变化 在 5 月中旬
,

温带急流发生了一次突

变
,

从 40
“
N 移到 50

“
N 以北

,

以后 匆
“
N

一

以南就不再有急流出现
.
这次温带急流的北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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翩朽40”3025

淤淤寡澡澡
图

卜
肚

」 .

90 尸E S一夕月 30 。毫巴炸势高度的时简樟度剖面图

侧侧衬片片
图 6d 牙o

oE S一7 月 300

6月旧
、

毫巴温度的林度时简剖面图

大气环流一系列的变化关系密切
.

一
’

1

95

9

,

年 , 月上旬
,

一

在苏联中西伯利亚
,

为一长波大槽按制
·

大槽底部伸到高原北部
,

并在天山附近形成一个喊风区
.,
温带急流就在此锋区南部活动

,

10 日后大槽东移到苏联

真加尔湖以东
.
与此同时

,

印度西部的副热带暖高突然北挺
,

3 。。毫巴位势高度的时简
、

释度剖窗图王 (图 6
。
) 最高值中心速搔的平均位置从 22

“
N 推向 2 ,

。
N

;

但是我 国拉 隆
、

黑河位势高度的振幅都不明显
.
副热带急流位置无大变化 ; 只表现了强度减弱

.
但是在

30 0
:
毫巴温度踢上(图 6d) 一 ;0℃ 拔从 25

“

N 以甫
,

向北伸至拉窿上空
,

高原上空温度大

大增暖了
,

而 一朽℃ 筱lll] 从 40
“
N 回缩到 48

“
N 以北

,

冷区北退了
·

此后大槽批韧减弱
,

在高原以北地区逐渐建立起高压脊
.
此时

,

温带急流就被推至 , 0 “
N 以北

.

气层温度升高
,

高原以北大槽东移喊弱
,

樟向环流加强
,

阻业了大股冷空气向南爆发
‘

副热带高压中心推到 25
ON ,

并有糙擅北推之势
.
这一切都拾副热带急流业跃作好准备

,

(
2

) 副热带惫流第~ 次北跃过程 副热带斋流北跃在 6 月 1 日就开始了
.
从 6 月 2

日 2。时(北京时) 30 。毫巴 等压面图上可看到 (图略)
,

这一天强盛副热带高压中心在印度

河上空建立起来
,

高原南北广大地区斡入反气旋环流
,

高原西侧急流被顶到塔什千—
阿

拉木图—
天山一修

,

在
’

90 尸E 附近呈南北走向通过高原东部而东去
.
随着高压糙按东移

时
,

在 4 日高原东部孩风轴亦随之敬琪到高原以北
. 几

.

副热带急流从高原以南到高原以北的北跃过程
,

在 5 日基本拮策
.6

一

日 20时印度加尔

各答上空出现了东风
,

印度季风开始了
.
与急流北跃的同时

,

温度锡和气压踢也有了突变
,

并且副热带幅散帕 (图
.
6c )在 石月第一候也突然北伸了 3个释度

,

郎从 25
“
N 推到 28

“
N.

( s) 副热带急流第二次北跃过程
.
副热带急流第二次北跃过程发生在 7 月上旬

.
6

月急流平均位置在 38 下39
“

双
,

,

很少越过 40
ON ,

副热带高压中心多在喜禺拉雅山以南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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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

7 月第一候(1959年第一次)张暖高移进西藏高原上空
,

促使副热带急流第二次北跃
.

这次副热带高压在 6 月 29 日 30 0 毫巴图上
,

高压中心在巴基斯坦北部
,

7 月 4 日副

热带高压中心推入高原
,

30
0 毫巴 中心在 30

“
N 左右

.
就在这些 日子里急流轴 由 39

“
N 北

推了 3个樟度
.
此后急流就以 42

ON

流北推的同时
,

暖区在高原迅速扩天
,

为基拔作南北摆动
,

一2 5
O C 核一值伸到

完成整个北推过程
.
与这次急

40
ON ,

热带东风气流深入我 国

拉窿上空
.

105“ E 剖面图分析
:

副热带急流位于 10 5
“
E

,

很不固定
.
从 4 月上旬到 7 月底

,

30
0 毫巴孩凤轴是由豁豁

多多波动粗成 (图 7 )
,

北跃过程就没有 夕。
“
E 那么明显

,

但仔袖观察一下
,

仍然可以分成

三个阶段
: 4 月份副热带急流以 27

“
N 为基筱作波状摆动

,
5 月上旬太平洋高压发生了一

次北跃
,

副热带急流在 6一10 日北跃到 35
“
N

。

以后急流便以 3沙N 为基拔作新的摆动
.

与急流北跃同时
,

高空暖区也发生了北伸
,

一30 ℃拔伸入我国成都上空(图略)
.

6 月 7 日副热带急流出现第二次北跃
.
向北值推到 40

“
N 以后在 36

ON 附近 摆动
.

这次急流也是由于副热带高压引起的
.
这个副热带高压曾在 6 月第一候引起了 90

OE 急

流的大尺度北跃
.
以后副热带高压东移到这个翘度上来

,

并造成这次急流的北跃
.

急流的第三次北推发生在 7 月第三候
,

也是由高原东移过来的副热带高压造 成的
.

因此
,

急流的北跃时简要比 90
“
E 迟 2天

,

这次急流被推到 40
“
N 以北

,

暖中心出现在我国

成都上空
,

一30 ℃等温核伸入中蒙边境
,

幅散核移到 28
“
N 附近

. ‘
·

掀4540
、3025

图 7 1 05
OE 30 0 毫巴风的时简樟度剖面图

由此可兑印度暖高和太平洋高压都能引起 105
OE 副热带急流北跃

.

125 “E 剖面图分析
:

125 “E 副热带急流的北跃
,

也可分成三个阶段 (图 8 )
.
第一次北跃过程发生在 5 月

娜娜攀寿寿7月旧
图 8

6月1日

1 2 5 O E 30 0 毫巴风速的时简障度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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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候
.
4 月下旬东亚大槽发展

,

急流曾一度被南推到 23
“
N

.

由于大槽的诚弱和大平洋

高压的北挺
,

急流于 5旧 以后北推到 40
ON ,

并与温带急流合并
,

孩度增张
,

在 14 日退回到

邵
。
N

,

以后便以此为基拔作小振幅的摆动
.

第立次副热带急流北推
,

出现在 6 月最末一候
.
这一次跳跃是由于东亚大槽东移减

弱和太平洋高压西侧在我 国华东地区登陆造成的
.
副热带高压幅散找北移到 30

“
N 附近

,

而一40 ℃ 等温枝一道伸到 40
ON 上空

,

急流从 35
“
N 移到 4护N

.
由于大槽平均位置已握

东移
,

12 护E 槽脊活动又重新开始明显起来
,

急流又出现了南北波动
. ’

, 二

第三次副热带急流北推发生在 7 月末
,

急流被推到叨
“
N 以北

.

。 一

3.

‘

90

“ 、

1
05

“ 、

12 5o E

.

急流的比较 ~

(1) 在三个主要握度上
,

从 4 月到 7 月副热带急流都出现了三次北跃
,

才完成了从冬

季平均位置移向盛夏平均位置的过渡一 第甲次北跃发生在 5 月 上旬
,

是太平洋副热带高

压中心北推的拮果
. 125oE 距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较近

,
1 2 5

“
E 上急流北推也就比 105oE 早

2一3天
.
而 90

“
E 受不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

,

在这时期就没有北跃现象
,

·

急流只是逐渐

由 27一28
“

N 移到 29 一30
“
N

.

第二次北跃出现在 6月上旬
,

是印度上空副热带暖高中心的

北推造成的
.
因此

,

90

“
E 比 1’0 5

“
E 早 2一3天

,

在平面图上也可以看到 75
“
E 又比 90

“
E

早
「

1 一2天
.
而 12乡

“
E 急流第匕次北跃在 6 月下旬才出现

.
第三次北跃发生在 夕月上旬

,

是由于印度暖高再一次北推并开始登上高原所致
.
90
OE 比 105 “E 早 2一3 天

,
1

25

“
E 在

此时也无北跃现象
.
125OE 第三次北跃 出现在 7 月 20 日前后

,

是 由于太平洋高压北推引

起的
.
但在这段时简里 10 5

OE 急流已推到夏季平均位置
,

没有再出现北跃现象
.

一

(

2

)

、

, 月初的一次突变
,

1 0 5
“
E 急流北推了 5 个稗度

,

12 5
“
E 北推了 7 个律度

.
但在

90
“
E 上

, , 月份并无北推现象
,

因为在这个时候
,

高原东部正处于两高之简的平均 低槽

里
.
印度暖高位于印度西部

,

中心比较偏南
.
当高压北挺时

,

影响到 90
“
E 高原地区只是

高压东北部的一些势力
‘
而西北气流到达高原东南部

,

由于下坡引起质量幅散
,

使得高压

在这里减弱
,

不能促使急流发生明显北推
. ’

在 。月初以后高原搏为热源
,

副热带高压出现
了一次明显的北推

,

比较急流位置
,

9 0
“
E 比 10,

。
E 偏北 1一2 个樟度

,

比 125
“
E 偏北 3 个

樟度
.
与 4

、
5 月份对比后可以看出高原对北伸的副热带高压的增弦的作用

.
7 月初握过

了第三次跳跃
,

90

。 、

10
5
“
E 急流推到 43

“

N 到达盛夏平均位遣
,

而 125 “ E 急流才移到

39
“
N

,

落后了 4 个樟距
.
握过了 7 月下旬太平洋高压再一次弦大北推

,
1 2 , “ E 急流又开

始镇先
.
而且

’

9 6 0 。位势米和 一30 ℃ 等值拔也十分偏北
.
高原上空的暖高由于受高原的

热源作用
,

更加张盛
,

但无明显的撇疲北推
.

(3) % 00 位势米和一30
.
℃ 等值核在 4一7 月简都出现了与急流相同次数和相同位相

的北移
,

与副热带急流平均位置也十分接近(最多只差 2一3 个撞距)
.
这抬我俩在侧风资

料缺少的情况下
,

寻找急流位置提供了核索
.

(+)
引起副热带急流在平均轴锋上作振幅摆动(不同于大尺度北推南移)也是由于西

风带扰动和副热带高压活动的精果
.
西风槽迫近时急流南压

,

形成波谷
,

西风槽过后
,

副

热带高压回升
,

急流北伸形成波攀
.

再把 30 0 毫巴三个主要握度凤速对时简释度剖面图进行比较
,

5 月急流第二次北跃

前
,

90

“
E 急流摆动振幅小

,

逐 日位置变化不大
.
但是 1。,

。
、

、

1 2 , “
E 振幅就大得多

,

可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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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握度以上
.
过去豁多文献中敲到副热带急流在高原南部十分稳定

,

可能就是指此现象
.

造成这种现象仍然是高原作用
. 4一5 月西风带及其扰动、正通过高原所在樟度

,

高原的

机械作用
,

迫使西风槽大大减弱
。

急流被南压的距离就减小了
.
西风槽移出高原后迅速加

深
,

就使得 1“5
“
E 及其以东地区的急流发生了弦烈的南推界象

.

6 月以后 90
OE 副热带急流被推到高原以北

,

就开始了比较明显的摆动
.

4
.
副热带急流的南推与西风大槽活动的关系

…
:1959年 8 月以后 ,

东亚大陆上副热带高压平均幅散袋在 30 尸N 附近
,

伊朋高压中心常

侄定在西巴基斯坦中部
,

30
0 毫巴高度上高原常处在高压前部的偏西北气流中

,

在欧洲西

北波罗的海握常推持一长波大槽
,

并常 由敲槽分出爵多波动
,

沿着西风带向东传播
,

合并

于东亚大槽里
. “

-
、

‘
· _

‘
,

.

从 9 月初到 11 月底有 7次低槽东移
,

其中有 6 次是以上述形式东移的
,

一次(第六

次)是主体(整个长波槽)东移
.
将这 7 次低槽活动时简

、

孩度和引起副热带急流位置南推
d
清况列成表 1

,

由表 1可以看出
:

·

( l)
副热带急流

,

由夏季平均位置过渡到冬季平均位置是趣过几次张大低槽活动的

作用而完成的
.
一次张西风槽的活动(一般从脊到槽最大降压达 20 0位势米以上)引起大

气温度的下降
,

冷区南伸
,

温度梯度在较南的释度集中
,

并导致西风带本身及其急流的南

迁
。

而第二次强西风槽的活动必然是在第一次基础上在较南的稗度上进行
,

并引起同样

的效果
.

这样在各种时简剖面图上(图 9 、

10

、

1
1) 就可以看到低糟一次比一次南伸

,

96 00 位势

米核和急流平均位置简歇性的向南跳跃(图 12
、

13

、

1 4
)

,

在通过了 10 月下旬一次长波槽的

东移之后就完成或基本完成了副热带急流到冬季平均位置的过渡
.
弱的西凤槽东移

,

只

军军经攀攀
图 9 9 0“ E

30
。毫巴位势高度的时简樟度剖面图

口川州都都功姐兰武成

豁豁触琳琳 宜 官

世万日

民 朋

舒
口

图 10 1 05 oE 30 0毫巴位势高度的时简樟度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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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低 槽 沮 过 全 要 梅 度 日 期

次次 别别 lll 222 333 444 555 666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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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刀

人 户 目目
2 5一28 日日

l 几

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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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叫 目叫 .

~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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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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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 日日 16日日
·

25
日日 30 日日 19 日日 27一2

、

日日

低 相 最 强 部 分
*
活 动 样 度

东握 90
0

1050

41一43 35一40
0

32一36
0

34一35
0

34一37
。

!

‘·

3 3

0

3 0 一33 27一32
0 25ee 27

0

33一37
0 30一35

0
1 30一34

0
26一28

125 34一36
0 32一34

0
1 32一34

0 31一34 27一32
。

2 8 一32

徙 脊 到 相 最 大 降 压 值**

n甘nU门j,‘,�1二,J11户户O3
,‘,一东握 90

0

105
。

…9600
10l5
l712004,�,‘,�,工受了曰」口‘,工1几

,一产O,‘
2

1 2 5

等 位 势 米 挑 南 推 祥 度 数

东趣 90
0

105。

急 流 平 均 位 置 南 推
’

清 况 (梅 度)

东艇 90
。

】42、38, 460 46斗40
0

斗0今33净39
。

3 9 寸28
0

1050

125
。

3 9 斗3 6
0

4 3兮3 9
0

3 6今3 3
0 33咔30

0

3 9峥3 4
0

’9一

:

‘”

…
‘’

忿
”

’

3 4 斗29户34
0

3 0一28
0

34峥3 1
0

*

等 *

低槽最孩部分指气压梯度最大的地方
,

多在低槽的底部
.

从时简剖面图上选取一个从脊到槽降压最多的测站
,

而其降压数值即为最大降压值
.

……留麟粉粉252015IQS
图 11

l阴‘B 2 5 2 0 15 10 5 10 月!B 2 5 2 0 [5 旧 5 9月旧

1 2 5 O E 30 。毫巴位势高度的时简碑度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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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9 0 “ E 3
00 毫巴风的时简牌度剖面图

11月旧 10 月IB

图 13 1 05 oE 30 0 毫巴风的时简牌度剖面图

又又声兰彭彭

食食瓣冬冬、1月旧

图 14 1 25 oE 30 0 毫巴风的时简牌度剖面图

能重复上次槽的活动无法使急流南推
.

(2) 西藏高原的存在及其对环流所引起的作用使副热带急流在 90
“
E 南推的 跳 跃性

更加显著起来
,

在 9 月以后
,

通过几次强槽活动
,

1 0 ,
oE

、

1 2 5
“
E 急流出现了南推

.
10 月上

旬移到 30 一40
“
N 之简

。

但 90
“
E 由于高原还起着热源和机械动力作用 (高原北沿气流上

升和质量幅合)
,

副热带高压脊常有加强之势
.
一次张槽通过时高压脊南缩

,

西风带及急

流南推; 槽过后
,

高压又跟之北伸
,

急流又退回到 4oo N 以北
.
因此

,
9 月到 10 月上旬

90
“
E 上急流就出现了几次大尺度的波动

.
而挫过 10 月下旬一次长波大槽活动

,

急流从

39
“
N 一直被推到 28

ON ,

南移了 n 个樟距
.
这次跳跃和初夏的一次跳跃一样十分明显

.

三
、

桔 藉
·

通过以上分析和尉希
,

我佣得出下列几项事实
:

1
.
副热带急流可以从西藏高原上空自由通过

,

但在 3卯 毫巴高度以下气流受到了高

原界面摩擦作用而大大减速
.

2.90
“
E 副热带急流平均位置

,
2 月份最南在 2夕

“
N

,

孩度最弦
,

多大于 70 米/秒
,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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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低; 8 月份RlJ 移到 42
“
N

,

平均中心强度 41 米/秒
.

3. 4一7 月
,

由于太阳高摩角的升高
,

副热带高压中心出现了几次显著北跃
,

副热带急

流平均位置也跟之发生几个阶段性的北推
,

‘

从而完成了由冬季到夏季平均位置 的 过渡
.

伊朗高压的北移
,

多能 引起 90
“
E

、

1 叮
“
E 副热带急流北推

.
太平洋高压中心的北跃

,

除引

起 12,
“
E 急流北推外

,

有时也引起 10,
“
E 急流北推

.

4
.
副热带急流由夏季平均位置到冬季平均位置的过渡也是有明显阶段性的

.
一次孩

低槽的东移和冷空气的爆发
,

副热带急流就相应发生一次南推
.

,
.
急流的北撤南推

,

在时简上
、

空简上各个主要握度都不一致
.
西藏高原的存在和它

对副热带高压
、

西凤大槽弦度的影响
,

使得 90
OE 副热带急流季节性的推移过程特别明显

,

同时使得冬季急流稳定少变
,

而使 9
、

10 月份急流作大尺度振幅摆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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