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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季风研究更加为国际上所注 目
,

且均以印度季风为中心
。

1 9 7 9 年联 合国世界

气象组织 曾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各进行过两个月的冬夏季风研究试验
。

夏季风的研究一

直是我国气象工作者所关心的问题
,

过去已有不少工作
,

但并没有协作进行系统性研究
。

1 9 8 0 年原中央气象局组成东南亚夏季热带季风研究组
,

企图根据 日趋丰富的气象 资料研

究夏季风活动各方面的问题
,

为我国夏季降水中长期预报提供依据
。

该研究协作组 1 9 8 1 年和 1 98 2 年举行了两次学术会议
。

会上交流的论文
,

已分别编

成两本文集
,

于去年第二季度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
。

这两本文集
,

是我国南方各省气象局
、

大专院校和各研究单位共同努力的硕果
,

对今

后进一步研究季风将起到推动作用
。

在这两本文集中
,

提 出一些表征我国南方夏季风活动的指标
,

揭示夏季风进退特征
,

对夏季风进退和各地区雨季起迄
、

雨季划分以及各地区旱涝等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
。

研究了我国南方夏季风的变异性以及影响夏季风变异的各种物理因子与我国 旱 涝 的 关

系
,

强调了下垫面的物理状态
,

如极冰和东太平洋赤道海温的变化对季风异常的影响
,

提

出用季风环流异常作夏季旱涝长期预报的某些方法
。

指出影响我国夏季旱涝的主要关键

区是孟加拉湾和南海
、

伊朗高压和西太平洋副高压
,

为夏季降水长期预报提供了新的依

据
。

由于我国夏季风活动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

各地区季风活动与雨季起止还不能得到一

个统一的指标
。

文集分析了热带夏季风环流特征
,

讨论了夏季风进退与东亚大气环流季节变化的关

系
,

季风区大气热量和南海地区能量收支与我国南方降水的水汽来源
,

以及水分收支问

题
。

分析表明
,

我国南方雨季的水汽主要由热带季风输送来
,

而热带季风活动又与西太平

洋副高
、

印度季风槽有密切联系
。

同时指出
,

东亚季风活动与南半球大气环流有关系
。

凡

此均对我国夏季风活动与降水的机制有较深刻的认识
。

研究还指出
,

强降水中心
,

如 1 9 8 1

年夏季四川盆地的特大暴雨与来 自南海西移到孟加拉湾的台风
,

促使这个系统东南方向

的西南季风加强
,

造成西南地区低涡发展有很大关系
;
加以季风经圈环流和高空东风急流

加强和维持
,

诱发出上升运动
,

造成不稳定能量释放
,

形成了暴雨
。

这些分析对我国南方

大暴雨的机制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

文集还对夏季风中期变化及其机制进行了研究
。

其中分析了南海
—

西太平洋季风

系统与印度季风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南方季风系统的结构
。

季风系统不仅有 4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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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

准两周振动
,

还有准四十天周期
。

在分析这三种振动的天气过程时
,

发现季风气压系

统的活动是以南海气压系统影响印度气压系统为主
,

而不是一般认为印度季风系统的影

响为主
,

这是一个新的概念
,

值得深人研究
。

同时还指出
,

南海中层气旋就是低空西南季

风和高空东风急流作用下的热带系统
,

它与印度季凤低压的结构迥然不同
。

在分析中还证明
,

亚洲热带地区有两支东风急流
,

低空相应也有两支急流
,

而这两个

系统均存在着巨大的热源中心
,

其加热率大于青藏高原上空的加热率
,

这说明了热带季风

环流在大气环流 中的重要作用
。

在文集中还有一些季风动力学的论文
,

提出了十五天周期的五层原始方程模式
,

得到

与实况比较一致的纬向环流圈
,

还发现孟加拉湾
、

南海热源与阿拉伯海
、

中太平洋冷源的

变化与纬圈环流强弱及范围大小有关
。

此外
,

还提出一个纬向动能和经向动能转换方程
,

说明澳大利亚冷高爆发时
,

纬向信风动能使越赤道气流加强的机制等
。

虽然还只是开始
,

却是一个值得更深人研究的领域
。

综上所述
, 《
全国热带夏季风学术会议文集

》
提出过去尚未发现的一些新事实和一些

新概念
,

这对认识东亚季风的活动是有意义的
;
还提出一些新的预报因子并用于实践

,

这

对提高我国中长期降水预报有改进作用
;
热带季风研究对热带地区天气气候研究也有所

促进
。

文集的不足之处
,

是对季风形成基本理论问题未加以讨论
。

此外
,

从文集中看出
,

不同作者对季风定义尚有不同的概念
,

所用资料年代不同
,

有些结论还不一致
。

尽管如此
,

这两本文集内容丰富
,

新事实
、

新观点
、

新方法较多
,

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