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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涡发展成南海台风的个例分析
’

包 澄 斓

(南京大学气象系 )

众所周知
,

台风起源于三类胚胎EI,
2 〕:

一是热带辐合带中的低压扰动
,

约占 80 一

85 %
;
二是东风带扰动 (包括东风波 )

,

约占 10 一 15 %
;
三是斜压性扰动

,

包括高空冷

涡和槽
、

低层冷低压和锋面波动
,

约占 5 %
。

在斜压性扰动类中
,

有一种很少见的西南涡发展成台风的情况
。

通常
,

西南涡在我

国西南的云
、

贵
、

川
、 .

藏地区低层产生后
,

一部份就地消失
,

另一部份往东北
、

东
、

东

南方移 出西南地区
。

其中
,

往东南方移出的西南涡
,

大多数没有什么发展
,

仅在华南地

区引起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
。

而移人南海的西南涡
,

则多半逐渐减弱消失
,

只有极少数
,

在有利的环流条件下
,

才发展成为南海台风
。

1 9 7 4 年 8 月 14 日的南海台风就是这样一

个少见的从西南涡发展成台风的个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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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7 4 8 1 4 台风和 74 12 号台风移动路径

从图 1 可以看到
, 1 9 7 4年 8 月 7 日出现在

成都附近的一个西南涡 (首先出现在 8 50 m b

上)
,

往东南方移动
,

11 日到达北部湾沿岸
,

1 2 日经雷州半岛东移到粤西海面
。

在这期间
,

7 4 1 2 号台风从南海东部北上登陆闽南后
,

直达

山东半岛
,

引起江淮流域 和 山东省的特大暴

雨
。

在环境流场影响下
,

10 一12 日
,

西南涡

与 7 4 1 2 号台风距离缩短到 12 个纬距以下
,

这

二者之间曾产生逆时针的 相对旋转
。

13 日以

后
,

由于 7 4 1 2 号台风北上超过 30
O

N
,

副高脊由

其后部西伸进入大陆
,

低涡折向西行
。

14 日在

海南岛和西沙岛之间的海面上加强成为台风
,

中心附近最大凤速达 25 m /s 以上
。

由于当时

缺乏探测资料
,

中央气象台没有编号
,

我们暂

称之为 7 4 8 1 4 台风
。

图 2 给出沿西南祸路径取 85 0 m b 压温湿时间一空间剖面图
。

在源地时
,

暖湿中心

(0
。 。

大值中心) 位于西南涡的边缘
。

涡南下时曾一度减弱
,

进人南海 (10 一 11 日起) 再

次增强
,

并与暖湿中心相结合
, 0

。 。

数值增大
, 0 : 。

》 3 5 0
“

K 的范围也有所扩大
。

沿海一

带 7 00 m b 以上整层普遍增温 1一 3
O

C ,

显示出低涡的变性发展
。

*
本文于1 9 79 年 , 月 3 0 日收到

,
1 9 8 0 年 2 月 2 0 日收到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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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弓5 0 m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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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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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

湿时间一空间剖面图

等高线
,

虚线
:

等 凡
。

线)

在西南涡从川黔间往南移动的过程 中
,

其上空始终伴随有一个高层反气旋环流
。

尤

其是在西南祸到达南梅北部进入热带辐合带环流中时
,

其上空 20 0 m b 反气旋更是逐日

增强 (图 3)
。

在 7 4 1 2 号台风登陆北上期间
,

从南海东北部直到长江中下游
,

也有一个

南北向的 2 00 m b 高空反气旋生成发展并相随北上
。

这二个高层反气旋的强度演变
,

以

及它们与低层气旋中心的叠加配置
,

可以说是同步变化的
。

我们曾进一步用相对散度公

式以解释 7 4 1 2 号台凤登陆后的系统强度和降水强度的演变和发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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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丑为降水强度

, p 。为地面气压
, g 为重力加速度

, 二 ;
为 8 50 m b 混 合比

,

D , 为

低层 85 0 二b 散度
,

D :
为高层 2 00 m b 散度

,

(D Z 一D , ) 为相对散度
。

由此式可知
,

对

流层相对散度正值越大 (即高层辐散和低层辐合越大 )
,

则台风 (或气旋 ) 的强度
、

上

升运动和降水强度也越大
,

反之亦然
。

据计算结果
〔3〕 (图略 )

,

西南涡中心的相对散度

值
,

在 1 1一 1 2 日与 7 4 1 2 号台风大体相当 (约 + 6一 + 1 2 X 1 0 一 , s 一‘)
, 1 3 日因在海上缺少

侧风记录
,

不能直接计算 (D Z一刀 : ) 值
。

而 7 4 1 2 号 台 风 于 11 日夜 间l登 陆
,

12 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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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减弱为低压
,

相对散度值有所减小
。

13 日因冷空气进入台风倒槽之中
,

使之变性

发展成一强大温带气旋
,

这时相对散度正值也猛增 2一 3 倍 (十 20
x 1 0 一 5 5 一 ’)

,

结果在气

旋北部江淮流域造成罕见的特大暴雨 (日雨量超过 3 00 m m )
。

根据这两个低压上空高层

反气旋中心数值逐 日增强过程的一致性
,

可以推论
,

13 日西南涡中心相对散度也应猛

烈增大
,

铅直上升运动也随之猛增
。

这对于西南涡在 12 一 14 日期间在南海北部猛烈发

展成南海台风
,

是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的
。

在 7 4 8 1 4 台风生成前
,

取广州
、

香港
、

阳江三站平均的对流层 (20 0一85 0 m b ) 风

速的差值
,

11 一 13 日三天分别为 6
.

0 , 2
.

7 , 8
.

0 m /s
,

都在 10 m /s 以下
,

甚至小于 s m /s

(西南涡在陆上时
,

邻近的铅直切变值在 10 m /s 以上 )
。

当 8 月 1 0一 n 日
,

西南涡脱离北方冷锋低槽云带进人南海北部热带辐合带云带之中

时
, ,

辐合带异常活跃 (图 4 )
。

从孟加拉湾印度季风低压往东
,

经南海北部的西南涡 (D )

和 7 4 1 2 号台风
,

直到 1 60 一1 70
“

E 的中太平洋
,

除 7 4 1 2 号台风为明显涡旋状云团外
,

呈

现一片大致连续的 T T C Z 广阔云带
。

根据地面气压场分析
,

太平洋上 1 30 一 1 6 0 0 E 、

15 一

20
“

N 之间有一连串四个低压中心
,

正是这广阔云带所在位置
。

这时
,

北方太平洋副高

正在增强西进
,

南方印度尼西亚一新几内亚岛的赤道缓冲带也正在增强
。

这是一种典犁

的即将在热带辐合带中同时或先后生成多台风的环流形势
。

图 4 8 月 1 0 日卫星云图两幅(
a 、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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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8 月 1 2 日到 1 4 日 (图 5 )
,

高 (8 5 0 m b 上为 15 2 位势什米 )
。

副高增强西进
,

我国沿海一琉球地区出现一环闭合副

更主

要的是赤道缓冲带强烈发展
,

同时生成

二个赤道反气旋
,

并一度北上
。

东面一

个在 1 3 0一 1 5 0
O

E 之间北上达 7一 8
“

N
,

它与 7 4 1 3 号台风共同作用
,

引导 7 4 1 4

号台风先沿 1 7
“

N 左右东行
,

后在 1 4 0
“

E

附近突然折向北上山
。

西面一个赤道反

气旋则从南海南部北上到了 3一 S
O

N
,

结果
,

赤道反气旋外围低层强风带也随

之北上加强
。

在 10 一 1 5
“

N 纬度带上
,

从宋卡(马来西亚 )
、

西贡(越南)
、

宿务于于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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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8 月 1 4 日 0 8 时 8 5 0 1n b 图

(菲律宾 )
,

直到西太平洋上的帛琉岛
、

雅浦岛
、

关岛等
,

在 12 一 14 日期间都出现了

2 。一28 m /s 的低层西南强风 (印度半岛中部也已出现了 20 m /s 的西风 )
。

这种异常强烈

的赤道西风爆发东进
〔们 ,

就导致 13 一 15 日期间几乎同时形成台风群
: 7 4 1 3 号台风

、

7 4 8 1 4 台风
、

7 4 1 4 号台风
。

而大致连续的辐合带云带也相应发展为几个分离的强烈涡旋

图 6 1 9 7 4 年 8 月 1 5 日卫星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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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台风云团
。

与此同时
,

孟加拉湾季风低压也获得发展加强
。

不仅 8 50 m b 上出现 2一 3

圈闭合等高线
,

而且中心附近出现 26 m /s 的低层强东北气流
,

显然
,

这里也形成 了一

个强烈的涡旋云团
。

还须指出
,

这时在阿拉伯海也有一个闭合低压生成
。

由此可见
,

当西南涡南下进入南海北部连续的热带辐合带之中时
,

由于副高的增强

西进
,

更主要的是由于赤道反气旋爆发北上
,

辐合带南侧低纬度出现大范围的强烈赤道

西风
,

从而使得辐合带中同时形成一连串 5一 6 个台风和强气旋
。

就在这种环流背景下
,

西南涡变性发展成为 7 4 8 1 4 台风
,

中心附近最大风速达 25 m /s
,

云系主要集中于台风中

心以南 (图 6 )
。

因此
,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

当西南涡进人南海北部时
,

在一定的 (但并非十分强烈 )

有利热力条件下
,

由于特殊有利的大范围环境流场条件
,

主要是赤道反气旋的爆发北上
,

赤道西风带的爆发东进
,

热带辐合带中同时生成多台风
。

在这种环流的强迫作用之下
,

才出现了西南涡变性发展成为 7 4 8 1 4 台风的罕见现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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