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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夏季西太平洋高压脊西侧的雷雨预报方法

李 多 武

我们对广州夏季处于西太平洋高压脊西侧 (或西缘 )的雷雨预报
,

利用点聚的形式提

出一个预报方法
.

夏季西太平洋高压脊西侧的雷雨是影响华南主要天气之一 当高压脊线位置位于广

图 1 85 0 毫巴流

线示意图

(x 表示广州位胜)

州东南
,

华南处于脊后槽前
,

气流有汇合
,

并且随着上游槽的发展
,

气

流汇合现象加剧 (图 1)
.

在这种形势下的雷雨往往能持续数天
,

这

与高压脊北侧汇合区内的上升运动是分不开的
.

当 高 压脊 线北 移

时
,

这一形势郎被破坏
,

广州地区的雷雨也随之停止
.

但是
,

当有台

风移至甫海进入北部湾时
,

由于台风的影响
,

出现东风带的雷雨也是

常见的
.

对于不同质的矛盾
,

只能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
.

所以在

制作预报图解时
,

必须首先将东
、

西风带的雷雨加以区别
.

我们分析了夏季华南有线随高度的变化
,

并计算在高压脊线附

近及北侧的垂直运动 (图 2 )
.

可以看出
,

高压脊线是随高度向北倾斜的
,

在 40 0 毫巴以上

近于垂直
.

在脊线南侧存在着下沉运动
,

北侧存在着上升运动
,

在 5 00 毫巴以上高压脊区

下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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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是上升运动
.

以上这些性质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

实践证
明

,

华南夏季积雨云的顶部是相当高的
,

这与西太平洋高压脊

的结构是有关的
.

同时还可以看到
,

在脊线的斜率较大时
,

对

于直展云的发展是有利的
,

斜率较小时则是不利的
.

从资料

统计中发现当 5 00 毫巴以下脊线位于梅口 以南
,

而且广州上

空湿度较大时
,

次日就有雷雨
,

反之则无雷雨
.

因此用梅口

7 00 毫巴和 85 。毫巴的平均风向作为参数是比较合适的
.

此外
,

从华南夏季温度场分析发现高温区约与副热带高

压带相一致
,

所以本区为西南气流时有暖平流 ;为东南气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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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垂直速度示意图
,

粗线是脊线

有冷平流
.

我们知道
,

暖平流区通常多上升运动
,

冷平流区一般多下沉运动
.

就地面而

言
,

雷雨生成的时间是在最高温度 出现之后
,

由于西太平洋高压脊西侧的雷雨是动力与热

力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

因 此多在中午前后出现
,

尤以午后最盛
.

由此可见雷雨的生成时间

是与地面增温率息息相关的
。

至于湿度的分布
,

在对流层的低层一般是在高压脊的南部小
,

北部大
,

尤以西北部最

大
.

因此东南气流往往带来干平流天气
.

根据单站探空分析
,

湿度在低层较大
,

而且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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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条件(郎气流的辐合 )
,

故能促使潜在不稳定能量的释放
.

同时水汽大
,

易于使气块达

到 自由对流高度
,

而后 自由上升
,

无疑地湿度的大小是起重要作用的
,

这在制作各种预报

图解时都是不能忽视的
.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制作了预报的图解
,

其中包括
:

1
.

生成预报图解
:

(1 ) 以海 口 70 0 毫巴与 85 0 毫巴的平均风向 J 和广州 8 50 毫巴 (T 一 丁J
) 构成雷雨

广州(T 一 丁己
)
。, 。

图 3a 生成预报图解

生成预报图解 (图 3a)
.

以广州 5 00 毫巴 △从
;

和广

州
,

梧州 (马
。。

十 Hs so) l /2 一 海口 (马
。。
十凤

,。

)之差

△月
1

构成图 3b
.

若点子落在图 3 。不肯定区时
,

再以

图 3 b 过滤
.

(2 ) 以广州
、

西沙 8知 毫巴位势高度差 △玩 的

绝对值和 △T ‘
构成图 3c

.

若出现以下情况时
,

可以

直接由图 3 C 查之
:
i) 马尼拉 85 。毫巴 △从

;

> 一 35

位势米 ; ii) 广州
、

西沙 85 0 毫巴的风 向是 E sE一s

或 S一SSw : 111) 广 州 s, o 毫 巴风 向 E sE一sSE ,

T 一 几 > 2 ℃
,

H < 1 5 0。位势米
.

2
.

强度预报图解
:

以 山入 与 广 州 8 5 0 ,

70 0 与 5 00 毫 巴 高 度 上

40

阳

::

一 10

一2o

(r 一 几 ) 之和 脚摹一
几枷

成雷雨的、

度预报图解 (图 4 )
,

其标准是凡达到如下条件之一

者
,

郎为张雷雨
,

反之则为弱雷雨
.

1) 雷雨的持续时

间 ) 3 小时
,

ii) 有雷雨时能见度 提 4 公里
,
iii ) 降

水量 ) 5 毫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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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b 生成预报图解

邢翎硼砌刁确

确45仍葵

::

有雷区

无雷区

::

垦宝使之l王议之�

一3 一 2 一 1 0 1 2 3 4 5

(广州 T ‘ 一 西沙 T ‘
)

s , 。

8 10 1 2
- - -

一 22 24 2 6 2 8 30

5 0 0

图 3c 生成预报图解

广州 艺 ( T 一 T 习

图 4 强度预报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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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预报图解

以广州 7 00 毫巴(T 一 T J
) 5 00 毫巴 T ‘及 10 些 构成雷雨的生成时间预报图解 (图

△ t

5 )
,

查算时先将(T 一 T J
)值沿横座标平行至 T J ,

再与横座标垂直移至 1。

竿 值
,

其交点

自t

郎为生成时间
.

△T 是 巧 时(或雷暴)前最高温度与 5 时温度之差
, △ t

是时间的增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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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生成时间的预报图解

但在广州附近(1 7一 2 6 “
N

, 1 1 0一 12 0 “ E ) 有以下情况
,

本图解不能用
: 1

.

5 5 0 毫巴以

下有锋面和切变线 ; 2
.

50 0 毫巴有闭合的高压时
.

这是因为锋面雷雨与单一气团内的雷

雨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 ; 其次
,

中空有辐散气流时不利于直展云的发展
.

这个方法在 1 96 4 年 6一8 月在业务预报中应用 (作 24 小时的雷雨预报 )
,

根据 18 次

验证
:
雷雨生成的预报准确率为 89 务

,

时间 (不超土 1
.

弓小时) 的准确率约为 80 多
,

强度

的准确率约为 8 5务
.

我们认为这一方法基本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雷雨生消的规律
,

不过

认识仍是不够全面的
,

尚需在今后工作中继续总结与提高
.

(本文于 19 6 5年 7 月 10 日收到
,
19 6 6 年 1 月 2 6 日收到修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