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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地区春季暖区中的雷暴活动和辐合带的关系
*

王 德 择**

要

本文指出
,

我国东南沿海春季偏南气流中 85 。毫巴辐合带的存在
,

对福建春季暖

区中西南(西 )一东北(东 )向活动的雷暴有密切的关系
,

是这些雷桑发生
、

发展的动力

条件之一 文中井对 8 50 毫巴辐合带进行了分类
,

统计了它们的移动速度
.

一
、

引 言

我国春季暖区偏南气流中辐合带的存在
,

及其与雷暴和暴雨天气之间的关系
,

早已引

起科学研究工作者和广大预报工作者们的注意
。

有人还进一步指出过辐合带可以作为某

些暖区雷暴的触发机制
.

然而根据实际资料来说明辐合带的存在
,

阐述它们的基本性质

以及和雷暴活动的关系
,

过去还研究得不够
.

深入研究这些问题
,

可以加深理解暖区中某

些天气系统的规律性
,

及某些暖区雷暴发展的动力条件
.

在本文中
,

我们将应用实际资料

对福建春季暖区中辐合带的活动和雷暴发生
、

发展间的关系作一初步分析
.

二
、

85 0 毫巴散度的针算及桔果的分析

在等压面上的
“

水平
”
散度为

:

~ 二二二‘ + 一: 二二-

。x , 。, , ’

我们应用 8 50 毫巴的等压面 图
,

用有限差分法
,

按上式计算了散度值
.

差分步长取 2 20 公

里
.

所计算的范围为 1 1 0 “ E一 1 2 5 ”E , 2 0 “
N 一3 5 “

N
.

根据上述方法计算了 巧 个过程
,

得到了散度分布图
.

这些图表明辐合区和辐散区是

相 间存在的
,

除了对应于切变线的辐合区外
,

还可以确定 出明显而狭长的辐合带
,

这些计

算所得的辐合区分布和高空图上定性分析所得的结果基本一致
.

三
、

偏南气流中幅合带及其传播

福建春季暖区 巧 次西南(西)一东北 (东 ) 雷暴活动的分析l)( 其中有 2 次自西南一东

北发展到福州南面
,

福州无雷暴活动 )表明
,

每次此类雷暴活动均和偏南气流中辐合带的

移动有关(其中有 1 次是由于切变线北顶引起 )
.

这种辐合带多在这样的天气形势下发生

的 : 当春季一次较孩的冷空气南下后
,

锋面及 85 0 毫巴切变线过福建地区后逐渐趋于消

*
本文于 1 96 5年 2 月 12 日攻到

.

.. 本文是在章皿越同志指导下完成的
.

1) 1 , , 7一 1 9 6 0 年 3一 6 月福建地区春季暖区共发生了十五次西南 (西)一东北 (东)向雷暴活动
,

因有一次雷暴活

动未搜集到高空资料
,

故未能进行计算
,

只计算了十四次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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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

此时
,

河套地区常为一温度脊所控制
,

凌留的温度槽位于 1 1 5 oE 以东
,

其后并无新的

冷空气补充
.

冷高压主体入海变性
,

逐渐与副热带高压合井加强
.

于是
,

暖空气又开始活

跃起来
,

逐渐从南宁的西南方开始建立西南气流
,

印度和缅甸低槽或西南低槽获得发展
,

偏南气流逐渐控制我国华南
、

华东广大地区
.

在这种西南气流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
,

出现

某种形式的辐合带
,

随着西南气流的扩展
,

太平洋高压的东撤
、

北顶而逐渐向东北 (东) 方

向移动发展
.

这就是偏南气流中辐合带的东北 (东)传
.

随着系统的东北 (东 )传
,

河套以

西地区又酝酿着一次新的冷空气南移
,

在 8 50 毫巴上的表现就有一切变线在河套以南地

区静业少动或缓慢南下
.

当冷空气开始南下后
,

强烈的冷空气活动结束了暖区偏南气流

中的天气系统在福建地区的活动
.

偏南气流中辐合带的流场结构具有一定的形式
.

根据计算 巧 次过程所得到的 49 条

辐合带附近的风场分析
,

可将辐合带分成以下五种类型
:

1
.

Sw 一N 、v 气流辐合带 (D Nw 型辐合带)
:
大多出现在小股冷空气活动之后

,

在主

要冷空气南下之前
,

如果有小股冷空气活动
,

范围不大的西北气流便和它西南方的西南气

流之间形成了辐合带(图 1)
.

2
.

Sw 一sE 气流辐合带 (Ds
E

型辐合带)
:
大多出现在小股冷空气活动过程的结尾

,

转成暖锋式切变 (图 2 ).

3
.

单纯 sw 气流风速辐合带 (Ds w 型辐合带)
: 它具有较孩的风速辐合(图 3 )

.

“ 、

诀 ;

之咖令
广

丈

走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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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又

碑
。、沪

狱
f

斌

也L
公卜

一 、
之

图 I D四 型辐合带
(19 5 7 年 5 月 11 日加 时)

图 2 D sE

型辐合带
(1 9 5 7年 5 月 12 日 2 0 时)

图 3 D sw 型辐合带
(19 5 5 年 6 月 25 日 2 0 时)

4
.

带有反气旋性曲率的辐合带 (D
A
型辐合带 )

:
此种辐合带的后部可以是 SW

也可以是 5 5叩v 气流
,

只要保证与其前部的气流形成辐合
,

而且带有反气旋性曲率
.

出现在冷高压缓慢东撤的时候 (图 4 )
.

5
.

带有气旋性曲率的辐合带(D
c
型辐合带 )

:
此类辐合带后部可以是 sw 气流

以是 W sW 或w 风
,

与前部的气流形成辐合
,

带有气旋性曲率 (图 , )
.

气流
,

大多

也可

啤
‘

奋
、

砚二二

认终飞‘知

图 4 D̂ 型辐合带
(1 96 0 牟 4 月 12 日 0 8 时)

图 , Dc 型辐合带
(1 9 5 8牟 4 月 怪日 0 8 时)

表 1 各型辐合带出现次数统计

辐 合 带 类 型

出 现 次 数

D N W

土!上匡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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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见
,

出现次数最多的是 Ds w 型辐合带
.

8 次 Ds
;

型辐合带有 5 次都转成了

暖锋式切变
.

统计表明
,

辐合带一般开始于广州与南宁之间
,

有规律地随着西南气流的扩展
,

多半

自西南往东北方向传播 (占 n 次 )
,

但也有部分 ( 3 次) 是 自西向东传播的
.

就移动速度

而言
,

快慢不一
,

慢的在 巧。公里 /1 2 小时以下
,

快的在 6 00 公里 / 12 小时以上 (l 次 )
。

现

将 35 条辐合带间的传播速度的出现频率分级列表如下 :

污污牙途缪
刁

、

时时 10 0一19 999 20 0一29 999 3 0 0—39 999 4 0 0一4 9 999 5 0 0ee 5 9 999 > 6 0 000 合 计计

类类 型一一
~

泛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
DDD N WWW 333 222 111 000 000 000 666

DDD sEEE 000 lll lll 000 lll 000 333

DDD SWWW 222 333 333 444 222 000 1 444

DDD ^̂̂ lll 222 222 000 000 000 555

DDD eee 000 lll 333 222 000 lll 777

总总 计计 666 999 l000 666 333 111 3 555

由此可见
,

辐合带的移动速度有 89 另 (3 1 / 3 5 ) 在 50 0 公里/l 2 小时以下
,

尤以 2 00 一

40 0 公里八2 小时居多
,

占总数的 54 拓 (19 / 3匀
.

也就是说
,

辐合带的移动速度和一般西

风带中短波槽的移速差不多
.

其中
,
D , 型

、

D ^
型辐合带移动较慢

,

均在 4 00 公里 / 12 小

时以下
,

尤其在 D Nw 型辐合带中有 83 沁在 3 co 公里八 2 小时以下
.

而 Ds w 型及 D 。
型辐

合带则移动较快
,
D

。

型辐合带有 86 多在 3 00 公里八 2 小时以上
,

最快的竟达 6 00 公里/1 2

小时以上
.

就不同移向的辐合带而言
,

东西向传播的辐合带移动缓慢
,

一般均在 3 00 公

里八 2 小时以下
.

根据分析发现
,

辐合带后部的温度脊越明显
,

暖平流越强
,

辐合带前部冷空气势力越

弱
,

冷高压东撤越快
,

则辐合带移动越快 ;反之
,

移动就缓慢
.

由此就可以理解各类辐合带

移动快慢不一的道理了
.

在 D , 型辐合带的前面由于有小股冷空气的活动
,

使辐合带移

动速度变慢
.

D
人

型辐合带由于其前部的副热带高压 (冷高人海合并以后) 东撤
、

北顶缓

慢
,

也就是前一次的癸余冷空气减弱缓慢
,

因而辐合带也就移动缓慢
.

同样
,

对 D sw 型
、

Dc
型以及 Ds

E
型辐合带移动较快的道理也可以这样理解

.

辐合带的活动与暖空气的活动紧密相关
,

也可以从辐合带附近的水平温度场结构来

说明
.

在 14 次辐合带东北(东 )传过程中
,

有 10 次过程的辐合带都处于温度脊前
,

略偏于

温度槽一方
,

郎辐合带西南方气温高于东北方
,

前后温差为 2一7℃
.

随着辐合带的东北

(东 )传
,

辐合带后面的温度脊也逐渐东移
.

其余 4 次过程中
,

有 3 次开始出现辐合带时仍

然明显的处在温度脊前摺后
,

但在东北 (东 )传过程中逐渐处在温度植中
,

甚至在温度槽

前
.

另外 1 次 (19 6 0 年 斗月 27 日) 由于辐合带很快就和北方下来的切变线合并了
,

上述

过程发展不明显
.

这些事实表明
,

一般说来
,

辐合带是处在温度脊前
、

温度槽后
,

略偏于温

度柑一方
.

在上远事实的启发下
,

可以对辐合带作如下的理解
:
在本节开始所提到的天气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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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暖空气开始活跃
,

西南风逐渐向东北方扩展
,

在这股暖空气突然推进的时候
,

与其前部

较冷空气相互作用
,

产生了辐合上升
,

在它的两旁则可能产生辐散
.

而辐合带又随着深厚

的西南气流逐渐向东北移动
,

这也就是一次暖浪的天气过程
.

从 85 0 毫巴辐合带与温度场的配置图上
,

可以看到二条辐合带都出现在温度青的前

面
.

不仅如此
,

有时还可以看到在 8 50 毫巴西南气流中同时出现三条辐合带的情况
,

这种

辐合带先后一次又一次地向东北方向传播
,

表征了暖空气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作用
,

也就是

暖浪一次又一次地往前推进
.

因此我们试将辐合带看成是暖区中的波动
.

崔树勋同志认

为这是一种重力惯性波
,

这样
,

容易得到下列的传播速度公式
:

c , 一 u + 生
2 汀
了尸乙

2 + 扣L 子

其中
, c r

为辐合带的传播速度 ; U 为辐合带附近的平均风速 ; f 为地转参数 ; L 为水平波

长 ; L ,
为垂道波长 ; s 为稳定度指标 (1

。

一 下)/ 至
,

其中 f 为平均温度 ; 了
。

为干绝热垂直

递减率 ; 了为层结垂直递减率
.

可见辐合带的传播速度随着平均风速
、

水平波天及垂直波长的增大而增大
,

随着层结

趋向稳定而增大
.

从 85 0 毫巴散度分布图确定孩种波动的水平波矢在 50 0 一70 0 公里间
.

计算得到的传播速度在 20 一40 公里/小时间
.

部分过程算得的传播速度与实际情况颇为

接近
。

四
、

幅合带传播与雷暴活动

近来
,

不少国内外文献注意了低空辐合对雷暴发展的重要作用 [1 一2 1
.

中低空的辐合不

仅在一定的稳定度
、

湿度条件下
,

对雷暴的发展起着原始冲击力的作用
,

而且由它带来的

垂值运动是将下层的水汽输送到较高的高空
,

使积雨云更易获得发展
.

可以认为
, 850 毫

巴上的辐合带比较能够反映出中低空的上升运动情况
.

因此
,

辐合带必然会对雷暴天气

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
.

从这许多个例的分析中看到
,

一般在辐合带附近都伴有不稳定天气出现
,

而且不稳定

天气区亦随着辐合带的移动而移动
.

只要温湿条件有利(辐合带处在暖
、

湿舌的前方或在

湿舌控制下 )
,

则辐合带附近都会有不稳定天气出现 (或有降水 )
.

在辐散区控制的地区则

往往无降水
,

云层裂开
,

甚至少云
.

在分析中还发现了这样的事实
:
辐合带在进入福建地区以前

,

有时有不稳定天气
,

有

时并没有不稳定天气
,

但当辐合带进入福建地区后
,

大多发生雷暴
.

达可能和地形作用有

关
.

辐合带在进入地形复杂的福建地区以后
,

弦烈的地形抬举作用使 8 50 毫巴以下具有

较孩的上升运动
,

使动力条件更为有利
.

但是
,

对于尺度并不太小的辐合带而言
,

地形作

用并不能完全解释此种现象
.

统计了辐合带进入福建
,

发生雷暴前后辐合带所在之处的

散度变化后
,

发现仅仅 19 59 年 6 月 7 日那次过程的散度是增加的
,

其余均 为散度减小或

者变化不大
.

正是这一次过程
,

辐合带过境时福州并无雷暴活动
.

可见辐合带对雷暴活

动的作用还和辐合带的生命史有关
,

发展旺盛的辐合带使对流更易获得发展
.

但由于对

散度的变化规律以及它和天气现象的关系未能仔细研究
,

对辐合带的生命史也不够清楚
,

因而还不能从这一点上来仔细讨论辐合带与雷暴活动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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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所分析的 15 次过程中
, 1 次属于切变线北顶

,

并逐渐消失
,

雷暴打到福州南

面
.

2 次辐合带过境
,

福州没有雷暴活动
.

其余的 12 次雷暴过程中
,

自西往东发展的雷

暴过程有 3 次
,

自西南往东北发展的有 9 次
.

它们都和辐合带的活动紧密配合着
.

东传

的辐合带对应着 自西住东发展的雷暴活动 ; 东北传的辐合带对应着 自西南往东北发展的

图 6 1 9 5 8 年 6 月 2 5 日 2 0 时

雷暴活动
.

因此
,

一般说来
,

辐合带传播的

方向和雷暴等时线扩展的方向基本上是一致

的
.

从等时线和辐合带配置的分析中
,

也发

现辐合带经过测站的时间和 出现雷暴的时间

是一致的 (个别例子出入几小时 )
.

也就 是

说
,

辐合带传播的速度和雷暴传播的速度也

是基本上一致的
.

在辐合带中
,

有一种
“

入
”

字形的辐合带
,

它所对应的流场和散度分布如图 6
.

图 6a

表示了辐合带和流场的配置
,

图 6b 表示了对应于这种流场计算得到的散合分布
,

等值线

单位为 10 习秒
.

可以看出
,

在两个辐合带的交点上有最大辐合值
.

对
。 。

扁儿\汽
一

尹/ 了Z
勺

O

O

_ ‘_ 一

‘
厂

二 , 口 ‘~ ‘d 尸

飞‘

.

声

尸户厂 / 0

丫碑
犷

乡
. 7蚁1泛

刀 l’ ‘

盆 ‘

万 和击
‘艺

度门

布
一

砚 : : 丁二 : : 二

图 7 1 9 5 9 年 5 月 26 日 08 一20 时辐合带与等时线配借图

(
—

雷暴等时线
:

二
:

辐合带)

这种具有较强的辐合中心的形式
,

比较明显的有 3 次
,

这 3 次雷暴在传播过程中出现

了雷暴早时中心
.

在本文所分析的 12 次雷暴过程中只有 4 次出现了雷暴早时中心
,

而在

这 4 次中竟有 3 次具有上述形式的辐合带
.

出现雷暴早时中心各种条件是复杂的
,

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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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事实应该说是出现雷暴早时中心的原因之一 为了说明这一点
,

我们以 1 9 59 年 , 月

25 一26 日为例
,

进行了分析
.

1 9 59 年 5 月 26 日 08 时出现了上述形式的辐合带
,

随着整个系统 的北顶 而往北传

播
.

可以看出它和雷暴早时中心的出现及雷暴等时线的扩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图 7 )
.

在

这个例子中
,

锋面系统一直南下
,

然而雷暴却是 自南向北活动
.

这说明雷暴发展的动力条

件并不是锋面系统
,

而是和等时线配合较好的偏南气流中的辐合带
.

在这 巧 次过程中
,

其中有 3 次福建虽有辐合带过境
,

但无雷暴发生
.

分析探空资料

后发现
,

这 3 次例子中一般都是稳定度或湿度条件较差
.

如 19 5 9 年 6 月 6 日与 7 日的稳

定度就不很有利 ; l% 0 年 4 月 2 7 日的湿度条件较差
.

这表明
,

虽然辐合带作为动力条件

对雷暴活动的作用 是重要的
,

但也不能孤立地弦调动力条件的作用
,

必须有相应的稳定

度
、

湿度条件的配合
,

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

五
、

幅合带的云系

在表 3 中给出了各型辐合带过福州时的云系变化
.

从表上可以看到辐合带前后有着一定宽度的云系分布
,

一般说来
,

在出现积雨云以前

都有卷云
、

高积云
,

有的则出现层积云
.

只有一次是从淡积云
、

浓积云发展起来的
,

另一次

则在发生雷暴前有碎云降水
.

可见它的云系变化并非经常由淡积云
、

浓积云发展起来的
.

对于这一点
,

可以这样来理解
:
辐合带除了有较张的辐合上升运动以外

,

仍然存在着较暖

的空气往较冷空气上爬的现象
.

在辐合带到来之前一段距离内就可以看到高云或中云出

现
.

但是它又不同于一般的暖锋云系
,

在云系的宽度上远不如暖锋云系宽
.

这可能是冷

暖空气的规模不同
,

辐合带的垂直坡度较大所致
,

因而容易发生雷暴
.

但是
,

由于对辐合

带的垂值结构了解还不够
,

因而 目前很难对这些问题作出恰当的结论
.

从各型辐合带的云系分布中
,

可以看到 D Nw 型的云系不宽
,

整个过程只有十几小时
,

且积雨云都紧跟着中
、

高云之后出现
,

雷暴都发生在白天
。

从这里
,

我们可以推测 D Nw 型

辐合带的坡度较陡
,

它的活动对暖空气的依赖较大
.

而 D c
型辐合带则云系很宽

,

在发生

雷暴前常有碎云降水
,

发生雷暴时间短促( 2 小时左右)
,

多发生在夜晚
.

从这里也可以推

测 D c
型辐合带的坡度较小

,

它的活动对暖空气的恢赖性也较小
.

D sw 型及 D 人
型辐合带

过境前后常多出现层积云
,

出现雷暴的时间断断续续
,

常常同一天不业发生一次雷暴
.

辐

合带过境
,

福州未发生雷暴的云系
,

一次为碎云降水 (稳定度不够 )
,

另一次为满天的层积

云
,

有闪电(湿度条件不够)
.

通过上述分析
,

可以看出辐合带和暖锋系统有一定的相似性
,

事实上在辐合带传播发

展过程中有时确有暖锋锋生的象征
,

往往在辐合带传到沿海
,

在地面图上产生了暖锋
.

但

是从尺度
、

云系宽度以及从流场结构来看
,

辐合带并不是一般的暖锋系统
,

看来是冷锋南

下前在暖锋形成以前的一种暖区中的天气系统 ; 它须有发展条件
,

才能逐渐形成暖锋系

统
。

为了更进一步说明辐合带作为动力条件对雷暴活动的作用
,

对 12 次雷暴过程开始发

生的时间作了统计
.

统计时把 10 时一22 时开始发生的雷暴呀白天雷暴
, 2 2 时一次 日 10

时开始发生的呀夜间雷暴
.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
,

12 次福州雷暴活动过程中
,

白天雷暴和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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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雷暴各占一半
.

19分一19 6 0 年 3一6 月福州暖区雷暴共有 65 次
,

而其中夜雷暴仅占 16

次
,

占暖区雷暴中的 25 %
。

而在这 16 次雷暴中有西南 (西 )一东北 (东 )辐合带过境的夜

雷暴就占有 6 次 (38 多)
,

这就是说
,

暖区雷暴大多发生在白天
,

这是因为 白天的温湿条件

对雷暴的发展往往更为有利
.

通过上述分析
,

我们认为辐合带可以作为暖区雷暴的动力条件之一
,

象其他雷暴一

样
,

只要具备一定的稳定度
、

湿度条件
,

则当 8匆 毫巴上有辐合带过境时
,

可以有雷暴发生

发展
.

六
、

举 例

我们先以 1 9 5 8 年 4 月 3 日 加 时一4 月 5 日 08 时辐合带北传过程作为例子来说 明

上述一些问题
.

19 58 年 4 月 2 日北方冷空气南侵
,

17 时冷锋压过福 州
.

4 月 3 日 20 时 85 0 毫巴高

空图上
,

切变线已移到台湾以甫
,

河套地区为一温度脊按制
,

温度槽位于 1 1 5 O E 以东
,

其后

无新冷空气补充
.

在风场上的表现为 30
“
N 以南沿海地区井无较张的西北气流

,

风场弱而

零乱
,

而南宁以南地区却 出现了 12 一14 米 /秒的弦西南凤
,

具有较弦的暖平流
,

暖空气开

始往前推进
.

在强西南风的前面风向零乱
,

凤力微弱
.

从温度来看
,

海 口 85 0 毫巴的气温

为 22 ℃
,

而广州气温仅 15 ℃
,

二者相差达 7℃ 之多
.

这说明南宁
、

海 口的西南方和广州
、

桂林一带的空气冷暖程度差别较大
.

在暖空气猛烈推进的时候
,

在冷暖空气的交界处便

产生了较张的辐合上升运动
,

这就是本文所研究的 8 50 毫巴偏南气流中的辐合带
.

在我

们计算得到的散合分布图上
,

正对应着狭长的西北一东南向的辐合区 (图 8 )
.

从湿度场

来看
,

辐合带所在之处正是湿中心
,

在辐合带附近产生了一片障雨区
.

在 4 月 4 日 08 时

8 , 。毫巴图(图 9 )上
,

偏南气流已逐渐控制了华南
、

华东广大地区
,

12 米/ 秒以上的西南风

己推进到广州一带
,

而长汀
、

赣州一带只是 8 米 /秒的偏南风
,

前后气温差为 5℃
.

弦烈的

辐合区已移到广州
、

赣州
、

汕头之间
。

辐合带的位置和计算得到的散合分布图上所确定的

辐合带位置完全一致 (图 1 0)
.

辐合带仍然处在温度脊前及湿中心附近
,

在辐合带附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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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一片障雨区及雷暴区
.

4 月 4 日 20 时散合分布图 (图 1 1) 上表明
,

辐合带已移到赣

州
、

厦门以北地区
,

此时偏南气流已全部控制华南
、

华东甚至华北广大地区
,

赣州西南有明

显的西南大风
,

风速达 1 8一22 米 /秒
.

而建欧一带的风速只有 6 米/秒 (图 1 2 )
.

在辐合

带附近
,

雷暴
、

障雨区配合很好
.

此时值得注意的是河套地区逐渐为温度槽所控制
,

酝酿

着一次新的冷空气活动
.

相应的在 30
O
N 附近

,

重庆一带有一切变线缓慢南下
.

牛月 5 日

08 时
,

从散合分布图(图 1 3 )上可以看出
,

辐合带已移到南昌
、

福州一线的东北方
.

从风场

配置来看
,

辐合带的西南方西南凤速已达 20 一28 米 / 秒
,

而辐合带前风速为 8 米/ 秒及 16

米 /秒
,

在辐合带附近配合着一大片雷雨区 (图 14 )
.

此时大槽继续东移
,

北方切变线已逼

近长沙
、

芷江一带
,

地面冷锋已压到黄山
、

南昌一带
.

6 日 20 时冷锋压过了福州
,

结束了

辐合带在东南沿海的活动
.

为了更清楚地看出辐合带的东北传
,

我们作出了辐合带动态图 (图 15 ) 及 1 4 8 0 线的

连续位置图(图 1 6 )
.

它们表明辐合带确实有规律地东北传
.

这些辐合带分别属于 D
sE

型

D
。

型及 Ds w 型辐合带
,

移动较快
,

平均移速为 3 50 公里八 2 小时
.

在辐合带东北传的过

程中
,

冷高压逐渐东撤入海与副热带高压合并加弦并北顶
.

在辐合带和不稳定天气区
,

东

北传过程是随着温度脊
、

孩西南风区推进的
.

在 4 月 4 日 20 时一4 月 5 日 08 时之间
,

辐合带经过了福州上空
,

福建地区发生了 自

4 日固峪

图 i‘ 1 9 5 5 年 斗月 3 日 2 0 时一 5 日 0 5 时 5 5 0 毫巴 1 4 5 0 等高线的连续位置变化

西甫往东北的雷暴活动
.

图 17 给出了这一次雷暴过程的等时线分析
,

并且画上了 4 日 20

时及 5 日 08 时的辐合带位置
.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辐合带的移 向
、

移速和等时线的传

播方 向
、

速度是一致的 ;辐合带经过各测站和该测站出现雷暴的时间也是非常一致的
.

这

说明了这一次雷暴活动和辐合带的动力作用有密切联系
.

从云系来看
,

由于辐合带经过福州时属于 D
。

型
,

因此云系较宽(表 4 )
,

在发生雷暴前

后都有连续性的碎云降水
,

在夜间发生了历时短促的雷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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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1 9 , 8 年 4 月 斗 日 20 时一 , 日 08 时雷垂等时线与辐合带的配置

从这次辐合带活动过程中
,

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
,

郎在辐合带进入福建以前
,

雷

暴活动不多
,

而进入福建以后
,

就产生了较系统的雷暴活动
.

在这个例子中
,

由于辐合带属于 D c
型

,

容易使人误解为辐合带就是暖锋式切变
.

其

实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
,

在辐合带中出现最多的是单纯西南气流中的风速辐合型
.

19 ”

年 3 月 12 日 08 时一14 日 08 时的例子就属于这种情况
.

在 3 月 13 日 08 时有一小股冷

空气活动
,

形成了 D , 型辐合带
,

影响了辐合带的传播速度
,

由于冷空气势力不兹
,

辐合

带东北传过程并朱结束
,

随着冷空气的减弱
,

辐合带又继续东北传
.

到 1 4 日 08 时
,

辐合

带转成了暖锋式切变北顶
,

结束了辐合带的活动
.

在 13 日 20 时一 1 4 日 08 时
,

辐合带东

北传
,

经过福州
,

福建地区发生了 自西南往东北的雷暴活动
.

七
、

精 束 褚

对于辐合带的研究
,

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
,

工作做的不够细致
,

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

尤其是以下几方面 :

1
.

由于侧站密度较稀
,

测风记录以及计算方法本身的误差
,

散度计算有一定误差
.

2
.

由于计算各次的时间间隔太长
,

因此对辐合带的移动及辐合中心的演变情况了解

不透
.

3
.

本文仅仅计算了 8 50 毫 巴的散度水平分布
,

未作垂直积分求垂道速度
,

对表征垂直

运动的情况有局限性
,

因此就不能排除个别倩况下在辐散区中却出现了雷暴
.

4
.

本文的计算工作量大
,

对大天气背景及其与较小系统的关系研究不够
.

5
.

辐合带的生命史及其结构有待详细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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