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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江南西南风低空急流形成的天气学分析
’

告 褚 红产不又 叮口 叮1

(中央气象局)

在喜马拉雅山脉和落基山脉之东
,

有一个特异的现象
—

西南风低空 急流 (以下简

称低空急流 )
。

国内外的气象工作者
,

对低空急流做了不少研究工作
。

尤其是我国南方气

象工作者
,

对低空急流更为关注
。

他们的工作
,

大多数是从天气系统的演变和系统位置

的相互配置来研究的
仁‘〕 ,

有的注意到日变化的影响山
,

有的注意到锋面逆温闭
,

有的在

研究锋面气旋波时
,

也提到低空急流
〔4习 ,

甚至从事动力气象学研究的同志
〔幻 ,

也企图从

基本的热力动力学方程来解释低空急流的形成
。

在日常天气预报工作中
,

低空急流也已

被越来越多的同志所注意
。

在本文中
,

作者企图从基本的事实出发
,

归纳多例
,

给出模式
,

然后给以解释
。

1
。

低空急流的类型和形成条件

我们根据 1 9 7 1 年资料规定
: 8 50 m b 的风速达 12 m /s 及其 以 上 并且 风速 轴 长 达

1 0 0 0 k m 或以上者称作低空急流
。

在同一地区
,

持续达此标准者(不管是否属同一系统 )

算是一次低空急流的例子
。

1 9 7 1 年
,

全年共计有 19 次
, 3 月次数最多

, 1 月
、

9一12

月几乎没有
, 6 月份出现的天数最多 (见表 1)

。

表 1 低空急流在各月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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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空急流分成两类
,

即 工型和 11 型
。

低空急流 工型
:

在 8 50 m b 等压面上
,

急流宽度在 3一 4 个纬距范围
,

急流两侧
,

风

的水平切变明显者
,

而在 8 50 m b 以上(如 7 00 或 5 00 m b)
,

风速要比 8 50 m b 等压面上

的风速小些
,

我们称之为低空急流 I型 (图 1 左 )
。

这种情况
,

在全年 19 例 中有 12 例

(见表 2 )
。

这种类型是低空急流的主要类型
,

也是国内外气象工作者谈得最多的一种低

空急流
。

在 8 50 m b 等压面上
,

急流轴附近的温度场的特征是
:

暖中心出现在急流轴(背

风而立 )的左侧
。

低空急流 n 型
:

在 8 50 m b 等压面上的条件同低空急流 I 型
,

但风速的空间分布是

本文于 1 9 7 9 年 2 2 月 2 6 日收到
,

1 98 0 年 6 月 1 5 日收到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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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高度而增大的 (图 l 右 )
。

19 例中有 7 例 (见表 2) 属

于该类
。

急流 n 型在温度场上的反映是
:

在各主要等压面

(8 5 0 ,

70 。
,

50 0 m b) 上
,

等温线的方向与急流轴的方向是

一致的
。

低空急流 工
、

11 类型的月际分布情况见表 2
。

我们把

表 2 与表 1 结合起来看
,

发现 6
,

7
,

8三个月共有 46 天出

现了低空急流
,

占全年出现低空急流总天数 63 天的73 %
。

而低空急流 I 型基本上出现在 6 ,
7

, 8 三个月中
,

低空急流

11 型基本上出现在 3一 5 月份
。

因此
,

我们可以认为
,

低空

急流 I型反映夏季环流的某种特征
,

而低空急流 n 型反映

了春季环流的某种特征
。

地面
t 了

图 1 风速的垂直分布
(左为 19 7 1 年 6 月 5 日 s 时干州的

风速
,

右为 19 7 1 年 2 月 2 2 日 8 时南

昌的风速
。

)

表 2 1
、

]I 类型低空急流的月际分布次数

11111 乙乙 西西 444 匕匕 七七 了了 匕匕 沙沙 1 UUU l 111 1 乙乙

我们统计了 8 50 m b 的低空急流离开 8 50 m b 高压脊线或低压槽线的距离 (表 3 )
。

前

者以 z J H

表示
,

后者以 z
: ,

表示
,

单位均为纬距
。

从表 3 可以看出
,

从低气压系统到

低空急流 的距离一般在 2一 5 个纬距内
,

尤以 3 纬距为最多
。

从低空急流到副高脊线的

距离一般在 5一9 个纬距内
,

以 7 个纬距为最多
。

我们还发现大多数 8 50 m b 低空急流

表 3 低空急流离开 85 0 。山低压槽线和副高脊线距离的次数

\
\恤 纬距

类 别
一

\

\
9 1 1 0 1 1 1 } 1 2 1 1 3 ! 1 4 } 夕 15

Z 乙J

Z 了z ,

JJJJJ 444 勺勺 666 了了

7 ! 7

出现在广西到长江中下游
。

看来
,

低空急流的形成和维持是会与低压槽线和副高脊线的

相对活动有关
。

据此
,

我们分析一个低空急流维持时间最长的例子 (图 2 )
。

从图 2 中可以

看出
,

在出现低空急流的期间
,

急流的北侧共有 4 次低压槽线向南活动
,

并且低压槽线

的活动范围
,

一次比一次偏北
。

这 4 次低压槽线的活动
,

前 3 次是 自北向南移动
,

第 4

个低压槽线
,

先是 自西向东移动
,

后来
,

10 一15 日则南移且稳定在 33 一3 5
O

N 附近
。

低

空急流的活功情况
,

在 10 日以前
,

墓本上稳定在 22 一26
O

N 之间
。

在 10 一 15 日
,

低空

急流基本上稳定在 30 一 3 1
O

N 附近
。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
:

随着槽线活动范围的北移
,

在

9一 10 日
,

原在 25
“

N 附近的低空急流北跃到 30
O

x 附近
。

副高脊线也有相应的变化
。

在

11 日以后
,

副高脊线已在 24
O

N 附近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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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 9 7 1 年 6 月 1一1 5 日
,

沿 1 1 5
O

E 的时间剖面图(8 5 0 m 五)

我们再看两个实际例子
。

先看 1 9 7 1 年 7 月 7 日的 例子 (图 3 二
一c)

。

在 8 50 m b 等压

面上
,

从贵阳经武汉到上海以至到汉城存在一个 12 一20 m /
s

的低空急流
,

在 7 00 m b 等

压面上已不见 20 m /s 的风
,

50 0 m b 等压面上
,

只有零星几个 12 m /s 的大风
,

显然这是

属于低空急流 工型
。

在低空急流的北侧
,

从辽东半岛经山东半岛到四川盆地有一条低压

槽线
。

在低空急流附近及其上空是一个暖区
,

同时 8 50 m b 面上的暖中心还出现在低空

急流的北侧
。

这个暖区
,

到了 500 m b 等压面上
,

就同青藏高原的暖区连系在一起了
。

在南海是一个弱高压区
。

印度半岛甚至云贵高原为一热低压控制
。

1 9 7 1 年 2 月 22 日的例子 (图 4 a
一c) 指出

,

在 8 50 m b 等压面上
,

从广西 到长江中

下游有一个 12 一20 m /
s
的低空急流存在

。

在这个急流的上空
,

风速是随高度增大的
。

迈

是属于低空急流 11 型
。

在低空急流的西北侧
,

从渤海边经河南到四川盆地
,

是一 个东

北一西南向的低压槽区
。

低空急流附近的等温线与等压线的走向基本上是一致的
。

急流

北侧是冷的
,

南侧是暖的
。

南海是一个副高压脊区
。

在印度半岛无热低压存在
。

综上所述
,

低空急流的出现
,

一般都与低气压系统相联系
。

但不是所有低气压系统

的出现都一定会有低空急流
。

其主要原因是与高低气压系统的强度和形势毕争景有关
。

从低

空急流与非低空急流的形势对比分析发现
,

当低空急流 工型出现时
,

一般要具备三个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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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 9 7 1 年 2 月 2 2 日等压面图 (图中箭头线是低空急流轴 ) -

件
:

一是在 8 50 m b 等压面上
,

西北(或华北 )地区有槽线 (或低涡 ) 向南活动
。

二是 5 00

m b 副热带高压 58 8 位势什米特征线靠近我国东南沿海
。

这样
,

只要北方槽线南下移近

副热带高压的西北侧时
,

一般都会出现 12 m /
s 的西南大风

。

三是低压明显出现
。

在夏

季
,

第三个条件容易满足
。

就是在其他季节
,

如冬季
,

这一条也偶有能满足的时候
。

在

高空
,

当高压脊控制高原时
,

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

2
.

出现低空急流的一种分析

江南低空急流的形成
,

青藏高原起着重要作用
。

太平洋副高主体常年都维持在太平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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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上
,

副高脊线一般只能西伸到我国南海和东南沿海附近
,

这就为在我国江南形成低空

急流创造了高压条件
。

由于有了青藏高原
,

对流层中低层的低压系统只能从高原的边缘

东移或南下
。

这是我国江南形成低空急流的低压条件
。

每当一个低压系统东移或南下
,

移近相对稳定的太平洋副高的西北边缘时
,

在低压和高压之间的风速就要加大
。

我们计

算了一下风速达 12 m /s 时所需要的气压梯度值
。

在 25 一 3 0
0

N 的范围内
,

每纬距的高度

差只需要 8一 9 位势米就够了
。

在 日常的天气分析工作中
,

可以知道
,

这样的数值是不

难满足的
。

至于其出现地点
,

我们可以用上一节的统计结果来确定
。

即文中所提的低压

槽线到低空急流的距离一般是 3 个纬距
,

而低空急流到副高脊线的距离一般是 7 个纬距
。

低空急流形成之后
,

进一步确定是 I 型还是 n 型
,

这就要由低空急流上空的温度场

来确定
。

如果是暖的
,

甚至暖中心还在急流的北侧
,

那末
:

与低空急流相伴出现的低压

槽会随高度的增加而减弱
,

急流轴上空的风速也就随之减小
; 同时

,

急流上空的温度梯

度与气压梯度可能相反
,

致使急流轴上空的风速也随之减小
。

这就会出现我们的低空急

流 工型
。

我国夏季
,

在长江流域是个高温中心
,

在对流层中低层
,

每逢低压槽线南移过

长江之后
,

这就是说在高温区叠加了一个低压槽 (图略)
,

这个低压槽就最易出现随高

度增加而减弱的现象
。

这也就说明了低空急流 工型为什么大多出现在夏季
,

而尤以 6 月

为最多
。

相反
,

如果在低空急流的上空
,

温度梯度与气压梯度一致
,

则将出现低空急流

n 型
。

这种类型的出现
,

以春季最为有利
。

由此可见
,
工

、

n 类型低空急流的出现
,

与青藏高原的存在很有关系
,

而太平洋的

存在也有一定的作用
。

由以上的分析
,

我们得出一个概念
,

在青藏高原东侧
, 8 50 m b

等压面上的风速
,

能否达到低空急流的强度
,

主要是由气压梯度所决定
。

而低空急流风

速是否随高度减小
,

主要是看急流上空的温度梯度与气压梯度是否反向而决定
。

这就是

我们的模式
。

但这里还应指出
,

在实际大气中
,

天气系统演变的过程非常复杂
,

即使在

同一次夭气过程中
,

有时也会同时出现 工
、

11 类型低空急流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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