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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季 江 淮 气 旋 波 的 某 些 特 征
’

袁 信 杆

中 央 气 象 局

我国江淮气旋波有它独有的特点
,

预报它的新生
,

有时也有难处
。

因此
,

它是 日常

天气预报工作中比较注意的一个问题
。

本文着重分析它的新生与发展问题
。

普查  一 年
,

一  年 到 月的资料
。

当地面图上 凡是 以

南
“

以西的我国东部地区范围内 有一条闭合等压线的锋 面气旋波出现时
,

就算

有一次气旋新生
,

都在统计之列
。

总共有 个气旋波
,

锋面气旋波形成时
,

最低闭合

等压线的气压
,

一般都在 一 毫巴之间
,

尤以 一 毫巴为最多
。

在锋面

气旋波形成之前
,

等压线的形状一般成倒 形
,

通常称为倒槽
〔‘〕。 这点与古典锋面气旋

波的初始阶段
〔幻不相同

。

一
、

江淮气旋波的新生

在 个个例 中
,

江淮气旋波的新生有两种类型
,

即槽涡结合类和小扰动类
,

另外

还有一部分个例是从规定范围之外移进来的
。

其中
,

槽涡结合类最多
,

是江淮气旋波的

主要类型
。

下面对各型的特点作扼要说明
。

槽涡结合类

该类有 例
,

占总数的
。

在气旋波形成之前
,

地面图上有倒槽
,

毫巴

有时是 毫巴 在相应的位置上有低涡
,

毫巴则是一个槽
。

在这样的配置下
,

气

旋波生成于地面倒槽中
。

这是我国高原以东的平原地区生成气旋波的总特点
。

年

月 日 时 北京时一下同 到 日 时的气旋波就是一例 图 一
。

在 日

时的地面天气图上
,

从华南到淮河流域有一个发展很完整的倒槽
,

这个倒槽在 日开

始发展
。

在 毫巴等压面上
,

与地面倒槽相对应的位置处
,

则是一个有 位势什米

闭合等高线的低涡
,

这个低涡 日在高原就已存在并东移至此的
。

尔后
,

气旋波东移

并发展 图
一 。

气旋波在东移过程中
,

由 毫巴向上
、

下发展
,

到 日 时
,

地面气旋波加深了 毫巴
,

这时
,

在 毫巴都能分析出低压 中心
。

日
,

气旋中心

到达 日本
,

又进一步发展加深
。

图 是这类江淮气旋波生成前的地面模式
,

它有两点值得注意

气旋这阶段的波动是出现在北方 冷 高压南侧的倒槽中
。

而皮叶克尼斯
,

的

初始波动模式则是出现在南方 暖 高压和北方 冷 高压的两个高压之间的静止锋上或南

方 暖 高压与北方 冷 低压之间的静止锋 或切变 上
。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年 月 日收到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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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江淮气旋波生成的地面模式 图 江淮气旋波生成前的高空 毫巴

模式图

图中箭头线为急流轴

气旋这阶段的波动是南下冷锋与南面倒槽相遇的结果
,

或者是华南 沿海的静止

锋迅速北移并在其上有倒槽发展
,

以后演变而成的气旋波
。

有时在地面图上
,

甚至没有

锋面
,

只有一个明显的倒槽
。

这 同皮叶克尼斯
,

的气旋波是产生于静止锋上也有所不

同
。

在地面气旋波形成之前的倒槽阶段
,

毫巴常先有一个低涡生成 图 是其高

空模式
。

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长江中上游 毫巴面低涡的形成
,

先于地面闭合等压线的出现
,

它一般要比地

面早半天到一天
,

有的还要早些
。

在 毫巴温度场中
,

华南沿海到中印半岛一带出现暖中心
。

长江以南到华南一带
,

有一个西偏南的低空急流 实测风 大致位于 一
“

之间
。

急流强度一般是 一 米 秒
,

有的超过 米 秒
。

这一急流的存在
,

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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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流域中下游有一个气旋性的风速切变
,

这是有利于气旋波形成的一个条件
。

小扰动类

该类有 例
,

占总数的
。

在地面气旋波形成之前
,

地面图上一般有倒槽出

现
。

个别情况
,

倒槽不清楚
,

但极少出现正槽的情况
。

这个类型有两种情况 图略
,

一

种是属于冷空气南下的过程中
,

在冷锋上形成一个小扰动
,

在高空图上
,

相应的只有一

个槽与它对应 另一种情况是
,

在地面图上
,

先有静止锋存在
,

高空有一移动性的槽移

来
,

加强了静止锋
,

并在静止锋上新生一个小波动
。

随后波动 自下而上的向上发展
,

这

种发展过程与皮叶克尼斯
,

所述的过程相似
,

其不同点还是地面有倒槽
。

上述情况的共同点是 江淮气旋波新生时
,

地面一般都是倒槽的形势
。

这种倒槽的

形成
,

除了高空系统的影响之外
,

还与南亚大陆和青藏高原有关
。

南亚大陆和青藏高原

地处副热带
,

春季开始后
,

由于高原加热作用
,

该处西风带的锋区减弱并向北移动
。

同

时
,

在印度的地面形成季风低压
。

低压强盛时
,

北可达整个青藏高原
,

东可达中印半

岛
,

而北美春季却无此现象
,

在北美副热带高压可以横穿内陆
。

这样
,

在美洲南北向的

气压差是南高北低 或者气压系统在东西方向上呈高压低压相间东移
。

而我国江淮气

旋波初生时则是北高南低
,

并成倒 形
。

在欧洲
,

由于极锋较强
,

气压场的配置同北美

一样
。

这样
,

江淮气旋波就与北美和欧洲的气旋波有所不同
。

同时
,

春季的江淮气旋波

常和西南的低压连系在一起
,

形成所谓的倒槽
。

另外
,

江淮气旋波形成时
,

其中心气压数值不是太低
。

中心在东移到 日本之前
,

一

般也不会有太大的发展
,

只有过了 日本之后
,

气旋波才发展加深得较快
,

这与海陆温差

和湿度差有一定的关系
。

二 江淮气旋波发展与减弱的统计

在预报江淮气旋波新生时
,

就得考虑气旋波是否会发展
。

我们规定 从气旋波有闭

合等压线形成后 小时内
,

气旋 中心气压下降者称为发展
,

升高者称为减弱
,

保持不

变者称为稳定
。

现将各类气旋波分布情况列表于下

耳叹立生巨二少兰华匕丰军华槽涡结合 ‘ “ ’ “ 气
·

小 扰 动 “ ’ “ “ 气 ‘
·

一竺立兰一卜一二一丰一土一共一上一卜二匕斗兰竺掣兰
合 计 “ ”” 上 上一 日吕 翌望当

一

从表中可以看出
,

槽涡结合类占总次数的一半以上
,

对江淮气旋波来讲
,

它是有代表性

的
。

三
、

结 束 语

作者利用常规天气图来进行总结
,

指出 我国江淮气旋波新生时的主要特点是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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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槽
,

而且大多数的江淮气旋是在 毫巴最先出现
,

然后向上下发展
。

但作者并未详

细地解剖个例
,

因而对江淮气旋波新生时的一些物理因素
,

没有给出可靠的数字根据
,

这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研究
。

致谢 作者在完稿的过程中
,

曾蒙谢义炳教授的有益指教
,

特此深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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