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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大型天气过程的一个客观标志
*

张家贰 李 骥 狄撮波
(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所) (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

提 要

本文提出了一个测度逐日 (或周期间)行星锋带演变的简便参数
—

变化指数
.

这个指数不但能用以描绘周期内部变化的稳定度
,

而且还很好指示周期交替的 日期
,

大多数此经验方法更有代表性
.

划分的结果表明在亚洲地区存在包括 2一斗 个墓本

周期的综合周期
,

在一季内基本周期的长度井不是准常数
,

但相邻周期的长度差一般

不超过 1 天
.

自然周期是中长期天气预报的基本橇念之一
,

最早是由苏联 M yJIb Ta Ho B

二
。 学派 f, ,

所提出的
,

德国鲍尔学派 [z] 的大天气形势的概念与此十分类似
,

我国的研究 (兄文献〔3 」)

敲明了在远东地区也有自然周期存在
.

一个自然周期基本上相当一个长波活动阶段
,

是

大气过程的基本时段
,

我们将它称之为基本周期
.

新疆推吾尔自治区气象科学研究所曾有人发现
,

常常有几个性厦相近的基本周期祖

合为一个粽合周期的现象
,

苏联 M y乃 TaH oB c
KH 益 学派也有类似的观点

,

他佣孰为在一个

自然天气季中存在有两个时段
,

每个时段中大多数 自然周期是相似的 〔‘】,

这样的时段的长

度大致相近于粽合周期的长度
.

因此
,

基本周期
,

粽合周期和天气季是一年长度以内大气活动最重要的三种时段
,

在

本文里
,

只对前两种时段的划分简短提一些初步意兑
.

基本周期的客观划分固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不仅可以由此减少对长期过程分析

中的主观性
,

而且也是对这种周期是否存在的必要萧征
.

因此
,

在近年来
,

一些苏联天气

工作者
,

特别是 n ar aBa 〔5 〕对此作了不少尝贰
.

苏联在客观划分周期方面主要在于探寻合理的定量指标
.

其中 Ka 彭们
、

n e江b 等利

用环流指数
,

n ar aBa RIJ 利用各种不同的相似指数151
.

但这些指标都有明显的缺陷
,

例

如
,

环流指数所包含的内容过于粗略
,

不能较具体地反映长波活动的特征
.

各种相似指数

基本上只反映了两个场爵多对相应点的总的相关程度
,

但是塌内不相似区的分布简题未

能表现出来
,

而这对爆内构造是十分重要的
.

同时
,

这种指标不是将锡内各点不分主次
,

以侄等的权重加以就静
,

便是固定权重
,

不辨条件地应用
.

对于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未能

确切反映
,

加上针算方法较为繁杂
,

应用也不方便
.

在本文里主要根据 XPa 6P oB 锋区等高拔的概念间
,

进行一些改进
,

并求出一个定量

指标
。

由于锋带的形状一般表示了大挽模高空气流的分布和地面天气系扰发展和运动的

条件
,

作为周期特征是适宜的
,

但是 X pa6 poB 用固定数值的等高拔代表一个季的锋带轴钱

*
本文 19 6 3 年 1 1 月 1 8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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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
,

在很多塌合下常常是不适宜的
,

特别是在过渡季节初期和末期相差很大
.

但更为

重要的现象是用一根固定的等高钱
,

常常导致十分错祺的概念
,

图 1 就是一个例子
,

图上

甲乙是相糙两天的情况
,

从锋带位置看来
,

两天基本是同样的
,

但对数值固定的 5 4 4 0 位势

米等高核看来
,

却翘受了十分重大的变化
.

为了克服这个缺点
,

我们采用变化数值的锋区等高拔
,

例如在图 1 中
,

由于 5 4 4 0 拔不

能代表锋带
,

便可改用 5 3 6 0 或 5 3 2 0 核
.

为了适应这个变化
,

我们不用 X p a6 poB 的锋带

粽合图
,

而兢爵两张图之简的锋带位置变化指数(霄称变化指数)
,

作法如下
:

1
.

以 4 0 。

一60
O
N 的锋带为主

,

所选的特征等高核要尽可能逼近最大地蒋凤轴拔
,

如

有困难
,

RlJ 可略偏于上界
.

在急流不张的地区
,

特征等高筱可以偏离锋带
,

但必镇要反映

锋带的形状和主要系就的特点
.

对于进行比较的某两天靓来
,

所选的特征等高梭必填同

一数值
,

而
n 和 。 十 1 天的特征等高钱可以不同于

, 和 。 一 1 天的特征等高栈
.

多拼 \趁至 54 口〕

二丁~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
’4 80

图 2 特征点的选取

图 3 几何对应点判断

图 1 锋带与固定等高线的差别

2
.

在东亚 自然天气区(60
。

一 140
“E ,

共 80 舰度)的范围内
,

把相邻两天同样数值的特

征等高拔划在同一张图上 (图 2 )
.

选取五个变化最大的特征点
.

这样作的理由是
:
在欧

亚范围之内反映长波变化的强大变高中心 由西到东一般不超过 , 个
.

为了这 5 个点有代

表性
,

又规定每两个点之简的距离不应小于 15 个翘度
,

使 5 个点的分布力求均匀
,

以免同

一变化大的区域内选点过多
.

选点时首先应选出等高钱位移最大的一点
,

然后挑次大点
,

并顺次挑选其它各点
,

总之要使选出的 5 点的位移平方总和尽可能到极大
,

这样就能使选

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

不致因人而异
.

在侧量两找的位移距离时
,

应当根据两根钱上的几

何对应点
,

例如在图 3 上的点
, l 反映了儿何对应点的距离

,

l’只是由于高压脊断裂而形

成
,

不是几何对应点简的距离
.

这样选出的点也能反映长波形状变化的程度(如图 乏
,

图

3 所示 )
.

3
.

等高钱变化的离散度郎为变化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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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离散度不仅为了与就舒学的概念接近
,

也是为了大值更为突出
,

以提高指数的灵

敏性
.

4
.

选取五个突出的数值
,

基本上可以漏去较小的扰动
,

而保留长波尺度系就的变化
,

但是在有双锋带及阻塞形势时
,

就需要适当加点
,

才能不致将其遣佩
按照上述方法

,

对 1 9 5 6一1 9 5 9 年 4 年的 5 00 毫巴
l) 图针算每相邻两天的变化指数

,

共

划分 2 6 8 个基本周期
.

在基本周期蒋换点上变化指数的时简序列上有下列各类特点 :

1
.

极大点—
这是两个稳定周期之周的褥换点

,

其形状为
:

—
/

口

\一一
一

2
.

突升点—
这是 由稳定周期过渡到不稳定或移动性波动的周期的搏换点

,

其形状

为 : 一

一
一/ /

—3
.

突降点—
由不稳定或移功性周期过渡到稳定周期的蒋换点

,

其形状为
:

\

将以上所划分的周期与中央气象台用趣验方法所划分的周期进行比较
,

以 1 9 56 年为

例
,

完全一致和差一天的共 58 次占全年总数的 87
.

8吓
.

为了此较两种方法的优缺点
,

作 19 56 年 1 月 14 一31 日沿月匕律 50 度 50 0 毫巴高度剖

面图 (如图 叼进行嗽征
,

在图 4 上有三个 日期相差超过两天
.

例如
,

在中央气象台所划分
1 95 6 年 1 月 20 一24 日的周期中

,

在 70
“E 以西地区是由两个不同的环流阶段所粗成

,

郎

在 20 一21 日这一地区是低压槽活动范围
,

而在 22 一2 4 日AlJ 是高压育活动范围
.

而这低

压槽从 18 日起就很明显了
,

高压脊则一直雄持到 27 日
.

因此
,

对这一地区而言
,

18 一21

日为一周期
,

22 一27 日为另一周期较为妥当
,

而这正与指标法划分的一致
.

在 1 1 0 oE 以

东地区
,

趣骤方法最不合理的是将周期界钱定在 24 一2 5 日之尚
,

正好将一个均匀的强大

低压过程(其轴钱在 1 4 0o E 附近 )槽切为二
,

按指标法郎无此毛病
.

其它各次较大的差别
,

有一部分指标法明显较好(如 19 56 年 8 月 7 日)
,

有一部分剧优越性不甚明显 (如 1 9 5 6 年

6 月 1 日 )
,

明显较差的RlJ 没有
.

从这种比较可以看出
,

指标法可以代替粗验法
,

并可免去因预报具不同而引起的主观

差别
.

图 斗的剖面图也是划分周期的良好的工具
.

在所划分的周期中
,

周期长度为 4一8 天
、

5一6 天的周期最多
,

占总数的“ .2 %(其中

5 天的占 37 .2 多)
, 8 天的仅占 2. 2 多

,

平均长度 5. 5 天
.

在一个季里
,

自然周期的长度并不是准常数
,

相差达 2 天以上
,

但相邻周期的长度AlJ

有持疲的趋势
,

其中相等的占 抖.8 多
,

加上差一天的共占 沙.5 多
。

就爵表明
,

中等长度的

周期(5
、

6 天)的推持趋势较显著
,

殷差不超过 1 天的 89 .5 务
,

长周期(7
、

8 天 )有精短的趋

势 (占 77 3 务)
,

短周期BlJ 有增长的趋势(占 6 8. 1 % )
.

变化指数也能用以描箱周期内部的稳定度情况
,

这样
,

用挑一的指数就能进行周期过

程的稳定状况的全面描远气

1) 应用中央气象局出版的历史天气图
。

2 ) 见李骥
,
19 63 年度能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毕业论文(手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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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指标法定的界线
, 一 -

一经脸法定的界线)

变化指数在本文里也用以划定粽合周期
,

但这不是用每天图上 的蜂带
,

而是利用

1 9 , , 一 1 95 8 年共 牛年自然周期 50 。毫巴面平均高度图
.

按照与上述类似的方法求取每两

个相邻墓本周期之简的变化指教
,

但为全面考虑变化指数的性能
,

在针算技术上与前面所

敌的略有差别
.

在 0一1 6 0
“E 的范围内用前面所述办注选等高技

,

但不从几何对称点着眼
,

而是选两

周期简具有最大律差的五个超度(每两点之简相距不应小于 15 个超度 )
,

两周期对应点的

所在林度值分别以字母
。 , b 表示

,
压

,

石是相应的平均值
,

距平AlJ 为
:

A
一

召i 一 压
, B ‘ ~ 云‘一 石

,

郎得两个变化指数 :

李

。 一 名 (B
‘一 A ‘

)
, ,

日一 石一 民
奋= 1

月是蜂带平均樟度位食差别
,

由于指示性不够灵敏
,

故在本文里尚未应用
.

a 为槽脊变化

指数
,

指示性较灵敏
,

是应用的主要参数
.

a 以最大值作为粽合周期的分界点
,

在划分时

也参考到环流形势的相似程度
,

将 1 9 5 5一1 9 5 8 年的 2 63 个基本周期划分为 8 , 个粽合周

期
。

为了征明 “值对划分粽合周期 的作用
,

求取每个粽合周期内部的 “平均值压
。 , ,

指基

本周期编号
,

云
。

的总平均值 a 一 1” (释距
2
)

.

此外
,

求取各个褥换周期(指前一粽合周期

最末一个基本周期和其后一个粽合周期最前一个墓本周期所粗成的两个粽合周期之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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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替期 )的 。 值的总平均值 『 一 28 6 (释距
2
)

,

因澎 》 反
,

故取最大值作分界点是明显的
.

从划分的拮果看来
,

一个粽合周期包括 2一4 个基本周期的次数最多 (共占总数的

93 另)
,

最长有 6 个基本周期(占总数的 1 %)
.

一个粽合周期一般为 10 一2 。天 (占总数的

7 2另 )
,

最长 33 天(占总数 1 多)
,

最短 8 天(占总数 2多)
.

狄锡波还用变化指数对粽合周期的气候性质作了进一步的探尉ll.

以上介招了一个划分大型天气过程的方法
,

这个指数此较客观和方便
,

除了能够用以

划分大型过程外
,

还可以用作选相似的客观参数
.

由于针算了这个指标
,

我仍进一步肯定

了基本周期与粽合周期 的存在
.

但是
,

这个办法是很初步的
,

因为变化指数只能反映变化

的程度
,

不能反映变化的方向和其它特征 ;除了长波系枕(波形和振幅
、

位相等)的变化外
,

较小的扰动朱能反映 ; 同时 目前还无法考虑锋带的张度和阻塞高压等阴合系抗
.

所以只

能作为划分周期和描写周期内部稳定程度的一种工具
,

只有与其它的天气学方法桔合应

用
,

才能有更大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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