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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亚洲中高律度流型与西太平洋台风路径的关系
*

陈 联 寿
(中央气象局气象台)

台风的路径与副热带流型的转变有密切关系
,

但后者又受西风带流型变化的影

响
.

根据 4 年的天气图
,

分析了盛夏亚洲中高纬度的流型与西太平洋台风路径的关

系
,

看出中高纬度东亚阻塞形势
、

中心气旋和位于亚洲西部
、

东亚沿海
、

日本东部的

三个长波系统对副热带流型的转变尽及台风移动有密切关系
.

这些关系对副热带高

压进退和台风移动的预报(转向还是西行 )可以提供有用的线索
.

在西太平洋上发现一个台凤以后
,

怎样预报它朱来的中期 (3一7 天) 移动路径
,

这是

在便报工作中常碰到的难题
.

要解决这个问题
,

首先要了解未来 3一 7 天副热带和中高纬

度大范围流型的演变情况
.

大范围流型的中期预报
,

目前办法还不多
.

但有一些流型此

较稳定
,

预报人员若能把握执类稳定流型
,

则对台风中期路径的预报是很有帮助的
.

作者发现
,

在亚洲盛夏中高纬度出现一些阻塞形势须率较大
,

而且也比较持久
,

这种

阻塞形势的建立
、

维持和崩溃
,

对亚洲及西太平洋副热带流型有很大的影响
,

因而也影 响

了台凤移动的路径
.

本文着重研究两者之间的联系
,

并提出了有关台风中期路径预报的

一些着眼点
.

一
、

亚洲 5 00 毫巴环流指数与台风路径的关系

5 00 毫巴西风带环流指数可以表征大范围环流的特点
,

因而也能够多少表示 台风路

径的特点
.

台风路径在有的年份以转向占优势
,

有的年份则以西行占优势(转 向包括有转

向点路径和北上路径
,

西移则没有转向点
.

以 I 和 1 1 分别表示某年转向路径数和西行路

径数
,

则优势可用比值 刀11 或 刀(I 十 11 )
,

11 / (I + 11 )来表示)
.

在 195 4 , l% 1 , 19 6 2

三年中
,

这种优势的差别最为显著 (比值 I (转向数)/ 11 (西行数)分别为 2
.

8 , 。
.

5 , 1
.

8 ,

70 年的平均比值为 0
.

7[ ‘])
,

因此我们用这三年的资料来分析台风发生转向和西行的环流

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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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计算上述三年盛夏亚洲中高纬度 (60 一 150 E ,

45 一65 N )的纬 向环流指数和经向环流指

数 [21
,

并求出夏季平均值
.

其中 I
:

和 与 分别表示纬向环流指数和经向环流指数
.

中和

.

本文 19 6 5 年 l 月 2 9 日收到
,
19 6 5 年 7 月 15 日收到第一久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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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分别表示纬度和经度
.

图 1 表示计算结果
,

说明在经向环流盛行的年份
,

转向台风占优

势
,

而在纬向环流盛行年份
,

西行台风路径占优势
。

2-52.01.51.00.5

I“ . 12
_

t
l一 ,

0
·
斗
叮

“3
呀

1
·

‘0

0 3 6 嘴

:浑
‘

05

黑孟!
“即

0 再lf 0 .9 ,

八
‘

飞牙
簇矿一气品产一磁犷曰年份

蚤如赫耗命玩赫揣轰凌备
剪撬沛漏

图 1 经纬向环流指数和

优势路径的关系

(点实线为纬向环流指数
,

虚线为经

向环流指数
,

实线为优势北值 1211)

候~
图 2 1 9‘2 年盛夏候千均环流指数分布

与台风路径的对应关系

(上面为纬向指数
,

下面为经向指数
,

乡为转向台风
,

乡为西移台风)

图 2 表示 19 62 年夏季逐候环流指数分布 [31 和台风路径的关系
.

我们发现在 9 个转

向台风之中有 8 个出现在经向环流指数增大的时期 1) ,

在 6 个西移台凤之中有 4 个出现在

纬向环流指数增大的时期
.

环流指数的高低也反映在亚洲中高纬度流型的特点上
.

以 19 6 2 年 8 月下半月为例

子
,

在这半个月内接连出现 4 个转向台风
.

图 3a一 便是每个台风路径主要阶段时期的

5 00 毫巴平均图
,

在这个时期亚洲上空一直维持阻塞形势
,

形成一种经向流型
.

这个阻塞

形势在 8 月 2 7 日后开始减弱消失
,

这时又有一个台风出现(郎 19 6 2 年第 13 号 台风)
,

这

个台风却不与上面 4 个台风那样出现转向
,

而是一直向西移动的
.

图 4a一表示在 19 62 年 3 个西行台凤2) 活动时期的 50 0 毫巴平均图
,

它们的共同特

点是亚洲中纬度上空为平直纬向环流
.

副热带高压呈纬向带状分布
,

并西伸控制长江流

域
,

青区出现正的高度距平
.

从以上讨论可见
,

转向台风和西移台风在亚洲中高纬度和副热带地区都具有差别显

著的环流特点
.

如果能够正确的镇报出未来时期 50 。毫巴流型的特点
,

就可以初步估计

出台风的路径未来是转向还是西行的
.

二
、

膊向台风的几类中高裨度流型

西太平洋台风的转向路径常与副热带纬度的经向流型相联系的
.

陶诗言等 [4J 曾 指

出 :
东亚副热带纬度表现经向环流的一种形式是大陆上有长波槽弦烈发展

,

而在 1 25 一

135 oE 的海面和 日本上空
,

则有稳定的长波脊北伸
.

在下面这几类大型环流时期
,

有利于

东亚沿海大陆上这个长波槽的发展
,

台风容易转向
.

l) 经查明
,

对应各候的台风均未进入计算范围的南界纬度
,

所以台风环流对指数没有贡献
.

2 ) 即 1 96 2 年第 9
,
13

,
1 7号台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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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份份嘴嘴嘴图 3 a 2 9 6 2 年 8 月 l斗一2 3 日 5 0 0 毫巴平

均流型与相应时期台风路径

0 0 号台风与未绍号 Ra th 台风 )

图 呼。 1 9‘2 年 8 月 9一 1 3 日 5 0 0 毫巴平

均琉型与第 9 号台风路径

舞舞舞赞赞赞
- ,

图 3 b 1 9 6 2 年 s 月 2 1一2 7 日 5 0 0 毫巴

平均流型与相应时期合风路径

(1 1号台风)

图 斗b 1 9 6 2 年 8 月 2 9 日一9 月 2 日 5 0 0

毫巴平均流型与第 13 号台风路径

诊诊诊弩弩弩 .

嘴
图 3 e 19 ‘2 年 s 月 2 5一2 5 日平均流型

与相应时期台风路径

(12 号台风)

图 斗e 19 6 2 年 9 月 2 5 日一 1 0 月 2 日 5 0 0

毫巴平均流型与第 17 号台风路径

(以上三图盛线为等距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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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东亚阻塞形势

东亚阻塞形势的消长影响着中高纬度环流指数的高低
,

从统计角度看
,

台风的转向路

径和盛夏阻塞形势出现的须度有一定关系
.

图 s a

一
。

分别表示 19 5 4 , 19 61
,

19 62 各年夏

季各月阻塞形势分布天数和相应各月台风路径的关系
.

可见转向比值的大小
,

随阻塞形

势天数多少而增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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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夏季各年逐月阻塞形势出现频度和相应各月优势路径

〔实线为台风路径优势比值l/ (l + rl )
,

虚线为阻塞形势出现天数」

图 6 表示当存在阻塞形势和没有阻塞形势时
,

对应台风路径的类别
.

可以看到
:
l)

当存在阻塞形势时
,

转向路径占 82 多
,

西行路径仅 占 18 界 ; z) 当没有阻塞形势时
,

转向路

径仅占 巧多
,

西行路径占 85 多
.

盛夏在东亚 5 0 “

一7 。“N
, 1 10

”

一150
O E 地区阻塞形势出现的频率很高 [51

,

因此是盛夏

中高纬度发展经向环流的一种重要型式
.

阻塞形势引起东亚沿梅大陆上这个长波槽的发

展
,

有以下二种情况
:
l) 当阻塞形势在建立

、

稳定或增弦时
,

并件有西风带急流绕经高压

体的分支现象
.

其南面一支念流常在东亚沿海地区发展长波概 2 )当阻塞高压在亚洲大

债溃退并与其南部一个东移高压脊合并时
,

常有兹冷平流注入其下游东亚槽的后部
,

而促

使发展
.

在以上两种情况下
,

在发展着的东亚沿海长波槽的经度附近
,

副热带高压逐渐减弱
、

断裂
,

转变为副热带地区的经向流型
,

形成转向台风的环流背景
.

下面是这二种情况的实例
.

图 7 : 是 19 63 年 7 月 巧 日的 钊 0 毫巴形势
.

在这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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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 9 , 4
, l% 1 , 1 96 2 三年夏季东亚阻塞形势和台风逐月分布

(〔二〕表示有阻塞形势的时段
,

‘今 表示台风活动始末时段
,

其余符号同图2 )

弓弓

{军碳夕夕
犷犷一碳敷少

夕夕

入入六罗黔
‘

.

二二

:::⋯髯凑嫩嫩

只只娜臀
⋯二二

-
,

, .

图 7 a l夕6 3 年 7 月 1 5 日1 2 2 5 0 0 毫巴形势 图 7 b 1 9 ‘3 年 7 月 x 7 日 12 2 5 0 0 毫巴形势

(实线 : 台风实兄路径
,

盛线 : 最大可能路径)

几天内
,

太平洋高压脊为张盛纬向带体
,

并伸入到长江上游
,

为副热带典型的纬向环流
.

6

号台凤就在纬向东风引导下稳定西行
,

巧 日靠近巴士海峡
.

按分析
,

形势最有利于 6 号

台风继续西行进入南海
.

但 巧 日东亚中高纬度生成阻塞形势
,

随之副热带纬向环流明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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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弱
, 1 5 日 14 时该合凤突然发生转向并向北移去

.

图 7b 表示台风发生转向后第二天

50 0毫巴的形势
,

副热带纬度上已转变成典型的经向环流
.

表 1 建立阻塞高压时
,
副热带流型和台风路径的变化

育育潦之匙匙
1斗斗 1 555 l666 l 777

东东亚阻塞高压压 倚未建立立 1
.

己建立立 1
.

增强(中心弦度达达 1
.

弦度稳定定
2222222

.

中心弦度达到 55000 5 8弓位势什来))) 2
.

范围继续扩大大
位位位位势什米米 2

.

阻高范围扩大大大

东东亚沿梅地区太平平 1
.

5 9 2 位势什米等等 1
.

开始减弱(5 88 位势势 1
.

58 8 位 势什米等等 1
.

58 8位势什来等高线东东
详详高压 脊 (500 毫毫 高线控制制 什米等高线挫制 ))) 高线断裂裂 退到 1 3 0

0
E 川东洋面上上

巴巴))) 2
.

呈纬向带体体 2
.

仍呈纬向带体体 2
.

副热带纬向环流流 2
.

副热带经向环流显著发发
转转转转转变成经向环流流 展展

台台 风风 西 移移 1
.

前 14 刁对西移移 向西北方向移移 向正北方向移并转向向

2222222
.

后 10 小时向西北北北北
移移移移移移移

表 1 说明在阻塞形势生成
、

维持和增强过程中
,

副热带高压减弱
、

断裂和 台风突然发

生转向的逐 日情况
.

在 7 月 巧 日

—
这是预报这个台风未来是转向还是继续西行的关键时刻

,

如果能认

识到阻塞形势对其南部环流转变的过程
,

就

可预报台风转向而不报西行
.

图 8 是 19 6 3 年 s 月 9 日 的 5 0 0 毫 巴形

势
,

可以代表阻塞高压从东亚大陆溃退时引

起沿海槽发展的典型例子
.

阻塞高压出现在
8 月 5 日

, 8 日崩溃并迭置在其南部一个高

压脊上
,

形成了一个振幅很大的长波脊
.

受

上游一个东移槽影响
,

脊北端曲率增大
,

并轴

线向东北方向作顺时针扭转
,

脊前出现偏北

和东北气流的超梯度风
.

地转偏差引起的质妞妞妞图 5 1 9 ‘3 年 8 月 9 日 x Z z so o 毫巴形势

量辐散和崩溃高压带下的冷平流
,

促使长波脊下游位于东亚沿海大陆上的槽强 烈 发展
.

出现了对台风转向极有利的环流背景
.

2
.

亚洲中离纬度波动的迭置

中高纬度二支锋区上移动性波动
,

因移速不等就有发生互相迭置的可能
.

波动同位

相迭置时
,

常增大其波幅而引起波动发展
。

盛夏高原是一个热源
,

为增孩和稳定高原上空的高压脊提供了热力条件
.

由于高原

的存在
,

使得从上游移过来的系统南北部移动不同
。

这就为高原经度上发生高压脊迭置并

增张
,

和引起其下游东亚沿海大陆上关波槽的发展
,

提供了一定的地理背景
.

图 9 是 1 9 6 2 年 9 月 7 日亚洲中部高压脊迭置
,

井引起东亚沿海长波槽孩烈发展的例

子
.

9 月 3 日起高原上就存在着一个稳定的高压脊
.

这时高纬度在乌拉尔山东侧另有一

个移速较快的高压脊
, 6一7 日移到高原经度上

,

并和稳定在高原上的中纬度高压脊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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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置
.

迭置以后形成强盛的长波脊
,

并引起下游东亚沿海长波摺的强烈发展
.

这时候副

今今今图 9 1 9 6 2 年 9 月 7 日 0 0 2 5 0 0 毫巴形势和迭
置系统动态

(细线为 3 日形势
,

粗虚线为高纬度移动性香

的逐 日位隆
,

乡为 14 号台风)

热带高压相应地东退并向北伸
,

副热

带纬度上转变成经向环流
.

原来受副

热带高压南侧纬向东风操纵而一直西

移的 1 9‘2 年 1斗号台风
,

这时发生转

向
.

3
。

东亚中心气谁

当东亚中高纬度的中心气旋在发

展阶段
,

其南部沿海大陆槽的活动频

繁
,

而且也是平均长波槽的所在
.

这

是有利于副热带纬度出现经向环流
。

从极地进入北欧的小槽
,

当移至

欧洲东部迅速发展时
,

约 2一3 天后东

亚沿海大陆上可以有中心气旋孩烈发

展
.

范是由于能最须散效应所致〔问1
.

特别当气旋上游高压脊相应发展
、

轴线向东北方向旋转
、

背前盛行北风或东北风时
,

这个

发展着的气旋常向正南移动
,

促使经向环流张烈发展
.

脚脚脚沁沁沁图 1 0 a 1 9 6 1 年 9 月 1 0 日 0 0 2 5 0 0 毫巴

形势和欧洲小糟动态

(盛线为发展性小僧)

图 一ob 一9 6 1 年 9 月 1 4 日 5 0 0 毫巴形势

和副高
、

台风路径

(0 表示副高中心 . 表示台风)

图 一o a 是 一9 6 一年 9 月 10 日 5 0 0 毫巴形势
, s 日到 10 日

,

两天内欧洲小槽所在的 5 3 2

位势什米等高线向南发展了 20 个纬距 (7 5o N一55
“
N )

.

11 日发展着的槽移至欧洲东部

(这时大平洋上出现一个台风 )
.

图 1 0b 表示 13 一14 日亚洲中部高压脊显著增强
,

并在东

亚有一个中心气旋弦烈发展
.

副热带纬度上转变为经向环流
.

一个原来为西行的台风 13

日便发生转向
.

中心气旋的发展
,

有时可由一个转向台风的迅速变性而形氏 图 1 1a 是 19 54 年 9 月

13 日的 50 0 毫巴形势
,

一个转向台风与弱的东北低压合并而变性
。

图 llb 是 9 月 15 日合

井后台风变性为温带气旋并张烈发展
.

这时出现在西太平洋上的另一个台凤移近变性气

旋所在经度的热带洋面上
.

并在副热带经向环流处转向北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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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了

徽诱黔
、、

哗哗肴翼乡
尸尸

入入厂诱气
. ,

///橄橄橄图 l l a 1 9刘 年 9 月 1 3 日 0 3 2 , 0 0 毫巴形势 图 l i b 1 9 5斗年 9 月 i , 日 0 3 2 , 0 0 毫巴形势

〔黑点表示台风(前一钓〕 (, 表示后一个台风路径)

显然
,

如果依据前一个转向台凤来预报后一个台风转向
.

必需具备下面二个条件
:

l) 前一个台风在转向后立郎遇到了极锋井变性
,

成为移动缓慢或准静止的大型温带气旋
.

2 )两个台风是很接近的
,

在变性温带气旋还在稳定
、

增张的阶段
,

后一个台风就已移近到

气旋所在的经度
.

三
、

西行台风的几类中高樟度流型

当西风带中高纬度 出现下面两类环流时
,

有利于东亚沿海副热带纬度上环流转变为

纬向
,

台凤并容易西行
.

1
.

东亚阻塞高压井入太平洋离压

上面曹分析崩溃的阻塞高压常引起其下游一个长波槽的张烈发展
.

当阻塞高压沿 日

本海向南崩溃并入太平洋高压时
,

就常

引起 日本东部海面上空关波槽的 发展
.

因阻塞高压并入
,

太平洋高压脊显著增

张 ; 在东部南伸到副热带纬度上那个长

波槽发展的同时
,

增强的太平洋高压脊

弦烈西伸
,

东亚沿海副热带纬度上就转

变成纬向环流
.

移近这一带的台风常西

行
.

这便是图 6 统计中出现阻塞形 势

时
,

少数台风西行的一种形势
.

图 12 是一个典型 的例 子
, 7 月 17

日东亚阻塞高压稳定增弦
,

东亚副热带

纬度上是典型的经向环流(图 7 b )
, 1 9 63

丁丁

守
r

蕊如如
爪爪瞬黔黔
图 1 2 1 9 6 3 年 7 月 2 0 日 1 2 2 5 0 0 毫巴形势

(虚线为 21 日副高状态)

年 7 号台风移近经向环流的经度上
.

按当时形势分析
,

最有利于 7 号台凤转向朝 日本一

带移去
,

而不影响我国
.

但 18 日阻塞高压开始溃退
,

并并入太平洋高压脊
,

两天后 (图 12 )

太平洋高压脊兹烈西伸
,

东亚沿海副热带纬度转变为纬向环流
.

7 号台风随之西行
,

22

日并在我国雷州半岛登陆
.

表 2 是 阻塞高压崩溃以后
,

其下游(在 日本东部)天波槽强烈发展和太平洋高压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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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并显著西伸的情况
.

表 2 阻塞高压崩演前后(17 一 20 日)
,
日本东部长波箱与副热带高压状态的比较

孟孟露一一望
~~~ 1 ,

f东亚阻塞形、、
,

n( 东亚阻塞形势、、
“““ 、势极盛时期 ,, 一“\渡退后第二天 ,,

大大平洋高玉脊脊 中心弥度度 5 8 999 5 9 444 明显增强西伸伸
(((((位势什米)))))))))

555558 8 位势什米等等 13 0
. EEE 1 10

OEEEEE

高高高线四界经度度度度度

阻阻塞形势前部植植 深度 (箱底所所 3 5
.
NNN 2 呼

.
NNN 明显加深发展展

(((5 8峨位势什来等等 在纬度)))))))))

高高线))))))))))))))))))))))))))))))))))))))))))))))) 报报报幅 (波塞波波 333 2 00000

谷谷谷所隋纬距)))))))))

在 7 月 18 日

—
在这一天阻塞高压崩溃

,

如果能镇报出副热带环流转变
,

就可预报

7 号台风西行而不报转向
,

有 5 天的植报时效
。

2
.

长波工在亚洲中部大隋发肠

亚洲中部(8 0
“

一 1。。
“ E )发展长波槽时

,

则东亚大陆上的长波槽就不能维持
,

而多械

弱
.

向东北方向收缩移去
.

这时太平洋高压脊常西伸增弦
,

东亚沿海副热带纬度上转变

成纬向环流
,

台风容易西行
.

196 3 年 7 月 11 日东亚大陆上存在着一个长波摺 T A ,

副热带为经向环流
,

另一个横

槽 几在亚洲西部
.

12 日几 移到中亚发展
, T ‘

随之诚弱
.

2 4 小时 内太平洋高压脊弦烈

西伸达 20 个经距 ; 形成了东亚沿海副热带纬度上的纬向环流
.

这便是 19 63 年 6 号台风

初期(11 一巧 日)路径为西移的墓本条件(但由于 15 日建立东亚阻塞形势
,

该台风后期仍

发生转向
,

见图 9 )
.

蓦蓦漱
沙沙

卜卜

堵黔丫丫
图 1 3 一9‘3 年 7 月 x l 日 1 2 2 5 0 0 毫巴形势和系统动态

(成线为 12 日系统 )

陶诗言等110 1首从 100 毫巴流场探讨了这个中亚长波槽和副高西进的关系
,

结论是一

致的
.

从以上分析可知
,

西风带中高纬度大型环流的调整影响着副热带环流的经纬向转变
.

大型环流的调整一般在 3一, 天内是稳定的
,

调整的特征在副热带环流转变以前就显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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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

因此适合于作为太平洋高压脊进退和台风中期路径的预报根据
.

四
、

小 精

1
.

东亚大陆上发展长波槽时
,

副热带纬度常出现经向环流
,

有利台风转向
.

这个长波

槽的发展常由下面几种环流的演变所引起 : l) 东亚阻塞形势建立并出现对流层锋带急流

的分支 ; 2 )阻塞高压从亚洲大陆崩溃 ; 3 )中高纬度二支锋区上的波动在高原经度上发生

高压脊的迭置 ; 4 )欧洲发展长波槽时
,

能量向下游频散 ; 的转向台风与极锋相遇
,

转变为

稳定的东亚中心气旋
.

2
.

在下面两种形势下
,

副热带纬度上常转变为纬向环流
,

有利台风西行
.

1) 东亚阻塞

高压从 日本海崩溃并入太平洋高压脊
,

并引起 日本东部一个长波槽的发展 ; 2 )亚洲中部

大陆 (5 0
。

一1 0 0 “E )发展长波槽
.

致谢 : 本文得到陶诗言和程纯枢先生的指点
、

帮助 ; 1 9 6 3 年上海台风技术会议与会代表曾对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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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长涅等同志帮助制图
,

作者在此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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