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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 定 臣

(南京气象学院)

提 要

本文应用 Er te l位势涡度的理论
,

分析了两例夏季江淮气旋活动的等嫡面 位涡图和位涡垂

直廓线
,

讨论了这类系统发生发展的一种可能机制以及它们与典型温带气旋的区别
,

从而得出

了夏季江淮气旋活动的一个概念模式
:

从高原一带东移的对流层中层弱的扰动 在有利条件下

引起江淮地区较强降水
,

中层潜热释放导致气旋性环流向下延伸
,

最终可在地面 静止锋上形成

波动
。

当副热带锋区北侧平流层下部空气沿等嫡面南下时
,

气旋波可能发 展成为 典型的温带

气旋
。

一
、

引 言

我国东部尤其是江淮流域夏季准静止锋上常有次天气尺度气旋波活动
,

它们在东移

中或减弱或缓慢加深
,

有的则在沿海发展成为典型的温带气旋
。

近二三十年来
,

我国气象

学界对这类天气系统的研究
,

尤其是对与之相伴的暴雨的研究
,

取得了显著进展
,

但到目

前为止
,

这类系统生成与发展的机制以及它们与典型温带气旋的区 别还是卜个有待深入

研究的问题
。

一般认为
,

凝结潜热的释放对江淮气旋的发生和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但对于潜热作用的具体机制
,

尚有不同的认识 〔’
, 2’

。

另一方面
,

瓦青藏高原科学实验资料
〔3 〕

表明
,

夏季 so o h P a
附近青藏高原及周围地区常有次 天气尺度气

.

旋性扰动 移人我国东部

地区
,

其中有一部分能移过 1 1 0
0

E :并在对流层低层激发出气旋波
。

这些扰动与对流层中

上部引起温带气旋强烈发展的波动系统在动力学上有何区别
,

它们与凝结二引起的 非绝热

加 热如何相互作用
,

它们所引起的地面扰动与典型温带气旋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

都有

待于进一步研究
。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 E r te l位势涡度场 (以下简称位涡)的演变 来回答这

些问题
。

二
、

E rt el 位涡和等嫡面位涡图

E r t e l 1 9 4 0 年曾指出位涡

P 一 p 一 ‘

雪
a ·

V 3
0 ( 1 )

在绝热无摩擦运动中是一个保守量
,

(l) 式中雪
。

是三维绝对涡度矢量
,

v 3e 是位 温的三维

梯度
。

最近 H os ki ns 等人
〔‘’
重新考察了位涡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天气分析中的重要意义

,

该文于 l g sa年 8 月 3 0 日收到
,

1 9 5 9 年 9 月 2 5 H收到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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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绝热无摩擦大气有沿等嫡面做二维运动的趋势
,

因而等嫡面位涡图是研究大气动力

过程的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
。

位涡的数值在对 流层一般 小于 1
.

5 位 涡 单 位 (1 0
一 6
m

, s一 ‘

, . 、 ,

_ ~
,

, 、 , , 、 、

_ ~
_

一
,

。
, ,

_
、 , 、 , , 、 、 、

, _
、 ,

_ _ ~
,

口0
, _

, .

~ _
K “g

一 ’ ,

以下简称单位)
,

平流层中则超过 4 单位
,

这是因为平流层中
-

常
很大

。

中上层等

嫡面虽然高度变化不大
,

但在中高纬度和低纬度却分别处于平流层和对流层中
。

因此对

流层顶在等嫡面位祸图上表现为一组密集的等值线
,

根据等嫡面位涡图可以明确地区分

乎流层空气和对流层空气并大致确定气团的源地
。

H os ki ns 等人还指出
,

在一定的平衡条件下
,

凡由位涡的空间分布和上下边界的位温分

布
,

可以唯一确定温压场和速度场
。

例如
,

在静力平衡和梯度风平衡条件下
,

圆形对称的

等嫡面高位涡区所对应的切向速度场可由非线性方程

口 厂1 口(犷v ) 〕 P 口 / f
l 。。

口沙 \ d P
~ , 布- 一」二

一
{十 是二 -

;二;万 卜匕三井二 ~ 二二犷一 1一 a 一二尸- ( 2 )
d , L 犷

击 」
’

9 do 仪 R 卯 /
一

击

解出
,

式中
犷
为柱坐标中的水平径向距离

,

夕为位温
,

p 二 p (: , 切)一 。
一 ‘

氛
。

为位涡
,

五 -

_
,

_
、

1
。 。 _ , 、 ,

_
, 、 _ , ,

_
. , ,

‘ _
r

。
、

一 一
, 。 _ 。 , _ 、 ,

_
.

_

_

R (p ) 一二备
- ,

flo
。

一 f 十 2 。/
: 为两倍的局地绝对 角速度

,
a 一 一 g 一

勺尸 /朋 > o 为 p 坐标
p U

-

- - - - 一
‘

一
’

一
‘

”
’

一
’ -

一
-

一 - 一
’

一一
‘

叼
‘

’ - -

一
’

-

系中的静力稳定度因子
,

氛
。一 f + 雪

。

为等嫡面上的绝对涡度
。

图 1a 是 (2 )式解的示意图
,

其要点可表述为
:

(1) 高位涡区对应气旋性环流
; (2) 该环流向上向下延伸的尺度为

H ~ (f
l。。P a )

’/ ZL / N (3 )

即正比于高位涡区的水平尺度 L
,

反比于 Br
u nt

一
V 毓s五城 频率 N ; (3) 高位 涡 区中静力

稳定度较高
,

但其上下方空气比周围稳定度为低
。

如图 1b 所示
,

如果把 与边 界相交的等

嫡面看成是集中在边界附近的一个薄层内
,

那么边界上的暖区内稳定度和位涡都较周围

为高
,

并由 (2 )式可知在对流层下部对应一气旋性环流
。

与此类似
,

等嫡面上低位祸区和地

面冷区对应反气旋性环流
。

实际上
,

上述关系对任意形状的高 (低 )位涡区都是适用的
。

图 1

a) 等嫡面高位涡区(用 + 表示 )
,

b) 下界面位温分布与稳定度(等位温面在垂直方向的疏

密)和水平流场 (环形箭头 )的关系示意图

( b) 下方小方框内阴影区表示等位温面密集的无限薄层
,

无箭头的线表示等位温线)



第 2 期 侯定臣
:

夏季江淮气旋的 E rt o l位涡诊断分析

分析等嫡面位涡图还可以大致估计地面摩擦和非绝热加热 (冷却 )的作用
。

理论研究

表明
[ ‘〕,

前者趋于使高低位涡区中心强度减弱
,

而后者引起的位涡变化可用下式表示
:

d _ _ 口0
下~ 二2尸 , ; ‘才

J ~ es 挤牙了-

a 不 U 口
( 4 )

一般地说
,

位涡尹 为正值
,

那么当非绝热加热随高度增大 (减小)时
,

位涡随时间增加 (减

小 )
,

即最大加热层以上位涡减小
,

以下位涡增大
。

三
、

分析方法和个例概况

本文根据第二节理论分析了 1 9 8 4 年 6 月 12 一 15 日(8 4
.

6 个 例) 和 1 9 7 9 年 7 月 1一

4 日 (7 9
.

7 个例 )两例江淮地区夏季气旋波活动过程
。

利用 12 小时一 次的常 规探空资料

和一种基于样条插值但有一定平滑作用的客观分析方法
〔s 〕
把虚温

、

位势高度和风的
。 , ,

分量内插到水平格距 1。吹 m
,

垂直间隔 5比Pa 的网格上
,

再用 (1) 式 计算各层 的 位祸分
、 .

_
, _ _ 、

~ _
. , 、 、

_
,

一 二
、

1
, 。 , 、

口8
. : _

比
, ,

_
* 八 。

, ,
_

, ‘ 目 , 一
_ t _

布
。

(1) 式中垂直分量对位涡的贡献告 汀 十 豹共藉
一比其他两个分量约大一个量级

,

基本
- - ·

一
-

一
- -

一
-

·
- -

-

一
’

P
-

一

U 名

上决定了位涡中心的位置和强度
。

等嫡面位涡图是在垂直方向对位涡 p 进行内插而得到

的
。

在地面天气图上
,

8 续
.

6 个例是一个在由西南伸向江淮地区的倒槽内生成的气旋波
。

12 日开始
,

3 。一35
“

N 之间有一雨带 自西向东 伸入江淮 地 区
。

12 日 08 时至 13 日 08 时

2 4 小时降水量图上 (见图 2a )鄂北豫南一带有一 大于 1 00 m m 的中心
,

13 日 08 时气旋波

就在这一中心附近的信阳生成
。

其后气旋波沿地面静止锋东移
,

降 水中心位 于气旋前部

(图 Zb)
。

15 日气旋波转向北上并在苏北沿海发展为典型的温带气旋
。

79
.

7 个例中
,

西

北一条冷锋在东移中其南段与江淮地区局地锋生形成的暖锋相接构成一条东西向堆静止

锋
。

2 日 20 时 7 00 h P a
有一低涡在冷暖锋交接处的雨区内生成并 于 12 小时 后在 静止锋

上形成弱气旋波
,

随后东移消失 (图略)
。

“o
一

N

厂厂万了
4 0

0

N 犷

冻.50
跳尹创叠

1 10
O

E

(a 6 月 1 2

1 10 O E

图 2 8 4
.

6 个例 24 小时降水量图
日一 6 月 ! 3 日 0 8 时

,
b G 月1 3 日一9 月 1 4 日 0 8 时

, “
+

”

表示 2 0 时的气旋中心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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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位 涡 分 析

本节主要给出 8 4
.

6 个例的分析结果
,

对于 79
.

7 个例
,

只指出它与 8 4
.

6 个例的不同

之处
。

1
.

等嫡面位势涡度图

图 3 是 31 5 K 等嫡面图
。

该面大约位于 60 。一70 0hP a
之间

,

图中清楚地表示出与气

旋中心相对应的一个相对高位涡区(> 0
.

6 单位 )的演变过程
。 r

lZ 日开 始
,

30 一35
O

N 之

间有一高位涡区自华西 (1 1 0
“

E以西 )东伸(见图 3a)
,

与这一地区的降水区相对应(图 Za)
。

其前缘 13 日 08 时位于苏皖边境
,

12 小时后到达黄海海岸(图 3b)
,

这时阜 阳附 近有一

中心强度超过 。
.

8 单位的高位涡中心
,

比地面图上的中心略偏北
。

14 日 另一 强度超过

0
.

8 单位的高位涡区出现在河套北部 (图 3。)
,

它与 50 0 h Pa
上一个快速东移的长波槽相对

应并向南扩展
,

24 小时后与江淮地区的高位 涡中心合并成为黄 海上一 个宽广的高位涡

区
,

中心强度超过 1
.

0 单位
。

a 3 1 5 K b 3 15 K

40
O

N
6 5 60 55

6 月 12 日 2 0 时

s旦
,

石

6 月 1 3 日 20时

、

} 蒸
五渗书 }

’5

、卡尹

众2。

卜冬少“
,

九
·

、
1 10

O

E

C 3 1 5 K

l
二

“
9州

‘
.

1 25

6 月 14 日 2 0 时

1 10
“

E

d 3 15 K 6 月 15 日 Ze 时

40
“

N

7

井少才狡 3 0 m / s

1 10
O

E 1 1 5 1 20 1 2 5 1 10
O

E 15 洲1 2〔 1 1 25

图 3 8 4
.

6 个例的 3 1 5 K 等嫡面图
(虚线为等压线 (单位 kPa) ; 实线为等位涡线

,

间隔 。
.

2 单位
,

0
.

6 单位为粗线
;
箭头为

水平风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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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0 K 图上
,

15 日以前位涡演变过程与

的高位涡区位置与 3 15 K 大致重合 (图 4a )
。

有一个高值舌从内蒙一带伸向黄海 (图 4c )
。

日气旋北移相一致
。

35 oK 等嫡面上 (图 4 b
,

31 5 K 相似
。

13 日 20 时以前在江淮流域东伸

过程后期 15 日黄海上空没有高位涡中心
,

但

此时黄海北部正位祸平流明显
,

与 1 5 ,

16 两

d )位涡等值线集中于华 北地区
,

表示该面与

对流层顶的交线
。

3 5
O

N 以南位涡低于 1
.

0 单位
,

为来自低纬的热带 气团所控 制
。

14 日

以前 4 0
“

N 附近朝鲜一带为高位涡区
,

对应一长波槽
;
我国大陆则 为低位涡区

,

气压场上

对应高压脊
。 14 日 20 时开始

,

另一高位涡区从我国西北迅速东移
, 并于次 日移 到华北

。

1 5 日 20 时该区取代原来的长波槽成为中纬度主要天气系统

(图 4 d )
。

华北 沿海高位涡平流明显

a 3 3 0 K
6 月 12 日 2 0 时

4 0
“

N

1 10 “E 1 15

C 3 30 K

1 20 1 25

6 月 1 5 日 2 0 时

4 0
”

N

户卜乃飞厂夕

层
30 m / s

l ! 0
“

E

傀傀傀
...

蒸翼从从
二二工二淤系瞥几扩扩

,,

下
‘

落落
图 4

8 4
.

6 个例的 ss o K (a
, e )和 3 5o K (b

,

d )等嫡面图

(3 3 0 K 上粗线为 0

.

8 单位
; 3 5 oK 上等位涡线间隔为 1

.

0 单位
,

粗线为 2
.

0 单位
,
其他同图 3)

79
·

7 个例的气旋波形成阶段
,

各层等嫡面 图上的位涡场演变与 84 .6 个例类似
,

31 5 K

上有 1
.

0 单位的中心
,

但它在地面闭合等压线形成后即迅速减弱消失
。

在整个过程中 3 50

K 位涡场几乎没有变化
,

对流层顶一直位于如
。

N 附近
,

这是它与 84
.

6 个例的一个主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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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

2
.

位涡的垂直廓线

为了了解气旋波及其环境场的垂直结构和演变过程
,

图 5 给出了 各个时次 的位涡垂

直廓线
。

所有数值均为 85 0 h Pa
低压中心附近的 40 0 x 4 O0k m Z

正方形面积 上的平均
。

所

谓
“

低压中心
” ,

在闭合等压线形成前是指稍后低压中心首次出现的位置
,

在系统移出研究

范围时则是指前一时次它所在的位置
。

纬忿‘‘
一 ’ 一

冬甲门甲. 代‘
- -

一

n�00
�八UUnn��UnU,之,山,口沼叹

1 3 日夕

;

扮
15

孔
、

·,

⋯、B’,
。。。.

护十气弓~ 扮厂升汗汁令片嗽击
位

|,-.
‘dl

0000000000005765,10

图 5 8 4
.

6 个例中 1 2 ,
1 3 , 1 4

, 1 5 日 ss oh Pa 低压中心附近位涡的

垂直廓线图
(虚线为 。8 时

,

实线为 2 0 时 )

为了从这些垂直廓线讨论位涡平流及源汇的作用
,

取 ( 4) 式在 p 坐标系中的准拉格朗

日坐标形式
,

即
:

6尸
, 、

_ _ 口P
气又井 = 一 气口一 C )

‘

V , 厂一 。 万二了
0 ‘ 口夕

_ 口尸 d o
+ 厂

-二获- = 二

一
0 口 O 夕

( 5 )

其中矢量
c
为所取面积的水平移速

,

它在前两个 12 小时时段内为零
,

因为前三个时次

的垂直廓线是对同一面积而求得的
。

为节省篇幅
,

这里不再给出等压面上的位涡分布
。

( 5) 式中的等压面上的水平位涡

平流
,

我们从邻近的等嫡面上来估计
。

由于所取面积较小
,

且位于等嫡面上一个孤立的

相对高位涡区附近
,

因而可以认为等压面上的位涡及风速分布相差不大
,

所以这种近似

是可取的
。

当然对于定量计算
,

其精确度可能是不够的
。

由图 5 可以看出
,

在8 4
.

6个例的位涡垂直廓线上
,

对流层上部自始至终存在一个最小

值
。

其数值在 13 日之前低于 0
.

4 单位
,

14 日则降到 0
.

2 单位
,

15 日随对流层上部位涡的

增大而达到0
.

8单位左右
。

对流层中低层除了 1 2 日08 时以外
,

位涡廓线上都有一最大值
。

它

于 2 2 日 2 0 时出现在 4 0 0 h p a至附近
, 1 2 小时后降到 5 0 0 h p a 。

从图 4 a
和图 3 a 可以看出

,

12 日 2 0 时鄂北豫南一带气旋生成区对流层中层 ( 3 30 K等嫡面在这一带位于 4 00 h P a
和

5 0 0 h P a
之间 ) 位涡平流明显

。

再考虑到该区在第一个时段内( 12 日 08 时至 20 时 )降水

量较第二时段 ( 1 2 日 2 0时至 2 3 H 05 时 )为小 (雨区东伸并逐渐加强 )
,

可以认为 4 00 h p a

处的最大值主要是由平流
、

即华西高位涡区东移造成的
。

这一最大 值在 其后 1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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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下降则不能用平流来解释
。

图 3 和图 4 表明
,

这两个时次所取廓线在中下层都处于

高位涡区中
,

水平平流很小
;
降水区中有强上升运动

,

因而位涡最大值的下降也不是由

垂直平流 (对流 )造成的
。

这一问题将在下节详细讨论
,

这里只要指出 13 日 08 时 3 15 K等

嫡面上气旋生成区形成了一个高位涡中心
。

位涡最大值的下降一直持续到 14 日 20 时
。

15 日 对流 层中上层位涡的升值显然是由华北高位涡区前部平流造成的
,

因为那里风速

1
。
}远比 l

e
】为大 (图 4 e ,

d )
。

7 9
.

7 个例位涡垂直廓线 的演变与 8 4
.

6 个例 15 日 以前的情况基本相 同
,

地面闭合

低压中心的出现伴随着对流层中下部位涡最大值的下降和 2 50 h P a
位涡的减小

。

不同之

处是这一个例后期整层位涡值减小 (图略)
。

五
、

夏季江淮气旋波活动的讨论

1
.

初始扰动

本文所研究的两例江淮气旋波形成以前
,

对流层中下部都有一个弱的相对高位涡区

自我国西部东移
,

它在对流层中层表现最为明显
。

高位涡区虽然在 3 30 K 和 31 5 K 等墒

面上都 有东移
,

但明显的位涡平流只出现在 33 O K 上
,

这表明 中层气旋性扰动 对这两

例夏季江淮气旋波的形成起了重要的触发作用
。

其具体机制是
:

当对流层中层高位涡区

前方位 涡由平流而增强时
,

由(2) 式所确定的气旋性环流向上
、

下两方延伸
,

导致高位

涡区在一个较厚的气层内东移
。

但由于这一高位涡区水平尺度较小且强度较弱
,

它所对应

的气旋性环流不能到达地面
。

(3 ) 式中如取 f
:。。

= 1 0 一‘s 一’
,

L = 3 0 0 km
,

N = 1
.

2 x lo 一 , s一 ‘ ,

可得 H ~ 2
.

5 k m
。

!因此 50 0 h Pa 以上的扰动一般不能 直接 引起地面气旋波的形成
,

而

是要通过下面讨论的高位涡区下降过程
。

2
.

地面气旋波的形成

第四节中指出了 6 月 12 日 20 时至 6 月 13 日 08 时之间的位涡垂直廓线上最大值的

下降不能用平流来解释
。

实际上
, 6 月 13 日 20 时直到 6 月 14 日 20 时

,

低压中心和位

涡中心基本重合
,

因而位涡平流对位涡廓线上最大值的下降也不起作用
。

因此
,

位涡最

)岌
.

尸1.Lrl�lr
.卜..‘,.卜砚L

孙
、

以200黝400黝毗7()0

:说
35 7 0 一 35

视 热 派 [ w m 一 2 ( 5 0 h p a )
一 1

图 6

( a 1 2 日

84
.

6 个例中的视热源 口
:

垂直廓线
2 0 时

,
b 1 3 日 0 8 时

, e 1 3 日 2 0 时 )

大值的下降要用其他原因来解释
,

这

里讨论潜热加热的影响
。

图 6 计算时采用了 24 小 时 中央

插分
。

1 2 日 2 0 时 Q ,

在 3 0 0 h P a
附近

有一最大值
,

在这之后 12 小时中
,

位

涡最大值从 4 0 0 h p a
下降到 5 0 0 h Pa 。

同样
,

1 3 日 2 0 时Q ,
最大值在 7 0 0 h p a

附近
, 1 2 小时后 80 0 h Pa 出现一新的

位涡最大值
。

13 日 08 时 Ql 垂直廓线

在 7 5 0 h p a和 3 5 0 h p a之间比较均匀
,

仅在 5 00 h Pa
附近有一个不甚明显的

最小值
,

对比图 5 发现其后 12 小 时

位涡廓线没有明显变化
。

综上所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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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涡最大值的下降与非绝热加热 口, 的垂直分布有密切关系
,

即加热最大值附近下方位

涡增大
,

以上位涡减小
,

从而引起位涡最大值下降
。

这与(4 )
、

(5 )两式的结果一致
。

对流层中层非绝热加热主要由潜热释放 引起
,

引起潜热释放和降水的垂直运动条件

可以直接从等嫡面上来分析
。

在图 3 a
中

,

东移高位涡区前方 30
“

一 35
O

N
, 1 1 0

。

一 1 1 5
O

E

之 间气流沿等嫡面上滑
,

上升速度量级为

1 0 m s一‘ x 5 0 h Pa八 0 0 k m = 1 0 x 5 x 1 03 x 1 0 一 SPa / s一 o
.

S Pa s一’

、 4 5 o h p a / d

这 比同一地区等嫡面在这前后 24 小时中的下降 (、 50 hp a) 大一个量级
。

另外
,

由于该

区位于高位涡区下风方
,

中层正位涡平流明显
,

而近地层温度对比和位涡平流均很小
,

根据文献仁4〕附录的讨论
,

当位涡平流随高度增加时还有附加的上升运动
,

即穿越等嫡面

的上升运动
。

所以垂直运动的强度在 4 0 0 h Pa/ d 以上
,

这与运动学方法和 。 方程方法计

算的结果
〔“〕一致

。

总之
,

气旋生成区存在着次天气尺度的强上升区
。

图 7 表明较强的位

势不稳定层结在过程开始后 24 小时已经消失
,

地面观测和卫星云图 (略 ) 都证实了对流

性降水的发生
,

24 小时降水量图则在气旋发生区有一个 10 0 m m 以上的暴雨中心
。

以上分析表明
,

对流层中层扰动在东移过程中
,

如果江淮西部地区天气尺度流场有

利于稳定性和对流性降水发生
,

对流层 中层的凝结潜热释放就会使高位涡区下移
,

它所

对应的气旋性环流可逐渐伸展到地面形成气旋波
。

当然地面温度场上的扰动也起了一定

的作用
,

两例气旋波都生成在降水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静止锋上
。

, ”0

「 ” 8‘

产i琴
日

2 00卜 l尹咋
产

19 84 年 6月 1 3 日 19 7 9 年 7 月 1 日 19 79 年 7月 2 日

/ 厂
0 8 h

_
32

.

8
O
N

1 1 2
.

6
“

E

ZO h
_

一
3 2

.

8
“

N

1 12
.

6
“
E

08 h -
34

.

8
“

N

10 7
.

连
。
E

20 h
. _ _

34
.

8
“
N

1 0 7
.

4
O

E

20 h
-

一
34

.

9
“

N

1
.

09
.

7
O

E

f,
"

;
,

;
,,,

:
。,,

⋯咬
。

3 40 3 5 0 3 6 0
0
K 6 0

0

K 3 40 3 50 3 6 0
O

K

‘一占- 礴一一‘一
~ J

3 40 3 50 3 6 0
O
K

000000000000
一

叫
1

001436598710

图 7 84
.

6 个例过程前期气旋生成区附近的相当位温垂直廓线

3
.

气旋波的发展和减弱

8 4
.

6 个例中的气旋波在 13 日形成以后
,

在缓慢东移的同时逐渐加深
,

中心最低气

压 24 小时约下降 2 h Pa ,

7 9
.

7 个例则根本没有加深
,

而是迅速减弱
。

造成这种区别的

原因可能是相当复杂的
,

但就本文的分析来讲有两点值得注意
。

一是气旋波所对应的高

位涡中心与较高纬度高位涡区的联系
:

84
.

6 个例中
,

31 5 K 上江淮地区高位涡 中心 13 日

起就与 4 0
0

N 附近的另一高位涡区打通(图 3 b , 。
), 有利于高纬高位涡空气沿等嫡面南

下
,

补充江淮地区由于地面摩擦而造成的位祸中心强度减弱
。

7 9
.

7 个例中地面 低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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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之后 3 15 K 上的位涡中心就已孤立
,

地面摩擦使系统迅速减弱
。

二是气旋波前方强降

水的持续
,

这引起了 84
.

6 个例中 13
,

14 两 日高位涡中心的进一步下移
,

也可抵消摩擦

的作用
。

4
。

夏季江淮气旋与典型温带气旋的区别

84
.

6 个例中的气旋波 6 月 14 日 20 时以后迅速加深
,

其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

变

成了典型的温带气旋
,

15 日 20 时到 16 日 08 时中心气压下降了 8 h Pa 。

在等嫡面位涡

图上
,

这种转变与 3 50 K 和 3 30 K 的高位涡舌南伸有 关
,

该舌内部 P 值超过 4 单位
,

33 o K 上也达 2 单位
,

为典型的对流层顶下降的情况
。

根据文献[ 4 ]的讨论
,

当对流层上

部一个高位涡舌与低层斜压区迭加时
,

将引起气旋发展
。

在本例 中
,

中上层高位涡舌东

移中赶上了对流层下部江淮地区的相对高位涡区
,

两者所对应的气旋性环流迭加
,

互相

促进
,

导致对流层内深厚气旋性环流的发展
。

因此
,

来自中高纬平流层下部的高位涡空

气沿等嫡面向南方下滑
,

是典型温带气旋区别于夏季江淮气旋 的主要特征
。

夏季江淮气

旋波所对应的相对高位涡区
,

出现在较低纬度的对流层中部
、

与平流层空气无直接关系
,

它们可能是由对流层内的地形侧向摩擦
、

潜热释放等物理过程形成的
。

由于强度很弱
,

只能在地面形成很弱的波动
。

六
、

结 论

由以上讨论
,

可以得出夏季江淮地区气旋波活动的一个概念模 式
,

即
:

1) 自青藏

高原及其外围地区东移的弱气旋性扰动移人我国东部时
,

位于对流层中层
。

这时
,

如果

江淮地区条件适宜而发生强降水过程
,

那么对流层中层潜热释放就可能导致气旋性环流

向地面伸展
,

最终在江淮地区准静止的梅雨锋上形成气旋波
; 幻 如 果降水得以维持较

长时间且有高纬高位涡空气输人波动区域的话
,

气旋波可缓慢加深
,

反之则减弱消失
。

3) 只有当对流层中上层有波动发展
,

高纬平流层下部空气进入亚热带对流层中下层时
,

气旋波才会与高空槽结合而发展成为典型的温带气旋
。

夏季江淮气旋波与典型温带气旋

的区别在于前者无平流层空气介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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