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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代北半球夏季大气环流遥相关

的年际变化的研究
’

孙安健 宋连春 何素兰 唐国利

(国家气象局国家气象中心 )

近年来的许多观测事实表明
,

全球大气环流的变化存在着相关性
。

W al lac e 和 G ut z le r[ ‘〕发现大气

环流的异常存在着五种遥相关型
:

太平洋北美型
,

西大西洋型
,

东大西洋型
,

西太平洋型和欧亚型
。

黄荣辉山从理论和数值试验方面指出
,

冬 季 热 带东太平洋海温的异常会引起中高纬度大气环流的 异

常
。

黄荣辉等人川近期的研究还揭示出夏季热带西太平洋海温的异常
,

会在东南亚
、

东亚与太平洋北

美地区形成一个类似 P N A 型的大气环流遥相关型
,

并称之为东亚太平洋型
。

为了给出这种遥相关型的详细结构与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

本文将进一步讨论夏季热带西太平洋热

源异常所致的北半球大气环流遥相关型的特征及其年际变化
。

1
.

资 料 和 方 法

本文采用的资料是 1 9 8 0一 1 9 8 8 年北半球夏季 (6一8月)5 0 ohP a 逐 日位势高度场 10
“ x s

“

经 纬度网

格资料
,

纬度范围从 1 0
“

N 到 85
“

N
。

在进行点相关计算之前
,

先对该资料作如下的处理
:

扰动位势高度场 Zl 为
:

Zl 一 Z 一 z

式中 Z 为夏季某 日某经纬度网格点上的 5 0 0 hPa 位势高度值
,

Z 为该日该纬圈 500 hP a 位势高度的

平均值
。

扰动位势高度场距平 z 氛为
: z 氛= 公 一 z 尝

式中 Z 厂是 1 9 8 0一1 9 8 8 年 6一8 月 Z
’

值的气候平均值
。

为了滤掉扰动的短期变化
,

将 Z氛进行 5 天滑动平均
,

获得新时间序列 Z 么
,

序列长度为 88
。

本文主要研究热带西太平洋夏季热源异常所致的大气环流变化的遥相关特征
,

所以进行点相关方

法计算的基点 二 选在 20
O

N
,

12 0
“
E

。

并计算所选基点 (劝上的扰动高度距平 z 二与 北半 球范围内所有

10
。 火 5

“

经纬网格点(Y )上的 Z二之间同时和延迟时间的相关系数
。

计算公式为
:

R (
: ,

X
,

Y ) = S
二 ,

/杯 S
二 二

S
, ,

。
二 ,
一

六蕙
Z

, ·

(‘
,

X , Z “(‘+ 一 r ,

:
二 二

呱母蕙
〔Z ““

,

X , 〕
’

:
, ,
一

六蓉
〔Z ““+ 一 Y ,〕

’

这里 、 为序列长度 ; :

为延迟时间长度(0一s od)
。

2
.

80年代北半球夏季大气环流遥相关分布特征

对逐年夏季扰动位势高度距平相关场的分析表明
,

东亚太平洋遥相关型有很大的年际变化
,

1 9 8 2 /

本文于 1 9 8 9 年 6 月 1 日收到
,

19 9。年 2 月 2 1 日收到最后修改稿
。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我国长江黄河流域旱涝规律成因与预测研究

》。



5 6 0 气 象 学 报 4 9 卷

1 9 8 3与 1 98 6 / 1 9 8 7 的厄尔尼诺过程
,

这个相关型尤其明显
,

图 1 给出了 1 9 8 3 年的情况 ; 1 9 8 5与 1 9 8 8 年

反厄尔尼诺过程较为明显
,

图 2 给出了 1 98 5 年的情况 ; 正常年份则不明显
。

菲律宾海域上空夏季热源

异常所产生的准定常行星波波列
,

或向着美国西部落基山脉及美国中
、

东部传播
,

或向极地方向传播

到大西洋(图 3 )
。

同是正常年份或同是 (反)厄尼诺过程
,

由相关场分析的各年占优势的纬向波数K (表

1) 各不相同
,

这可能与热源异常的强度
、

水平尺度及持续时间有关
。

表 1 各年占优势的纬向波数( k )

、 。

1
1 9 8 0 19 8 1 1 9 8 2 1 98 3

19 8 4 1 9 8 5 1 98 6 1 9 8 7 1 98 8

_
~

么鑫户

图 1 1 98 3年夏季 5 00 hPa 5 日滑动 图 2 19 8 5年夏季 SQo h P a s 日滑动

平均扰动高度场同时点相关图 平均扰动高度场同时点相关图

从逐年传播路径上各特征点的扰动高度距平随时间的剖面图及点相关系数 随 延 迟 时 间的剖面图

(图略)均可看到
,

这些最大正负距平区与正负相关区的出现
,

如同准定常行星波的波列传播
,

从菲律宾

传播到美国中部的时间
,

一般为一个月左右
。

3
.

长江流域涝年夏季大气环流遥相关型特征

在 80 年代
,

长江流域先后在 1 9 8 0 年
、
1 9 8 2 年

、

1 9 8 3 年和 1 9 8了年出现雨涝
。

这些年份恰是厄尔尼

诺过程出现峰值期的年份
‘’。 在这些年份的夏季

,

菲律宾周围海域的海温均较常年偏低
,

对流活动减弱

降水偏少
,

水汽凝结释放的潜热亦随之减少
,

于是海温的异常偏低使该水域上空的热源减弱
。

热源的

加强出现在印度尼西亚到日期变更线一带的对流活动偏强的海域 [4J
。

这些热源的异常
,

导致了东南亚
、

1) 周琴芳
,

E N so 事件的起始
、

长度
、

强度和过程特征的客观划分
,

北京气象中心技术报告 8 8 1 2 号
,
1 9 8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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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及整个北半球大气环流的异常
。

表现在西太

平洋副热带高压环流系统是这些年份夏季的脊线

位置偏南
,

西伸脊点显著偏西
,

强度偏强(表 2 )
。

中高纬度西风带的环流特征
,

1 9 8 0年夏季在鄂霍

茨克海上空有一强盛的阻塞高压 盘 踞 (图 4 )
,

1 9 8 3 年 (图略)和 1 9 8 7 年 (图略)夏季在东亚长久

维持一较常年加深的低槽
。

这样的大 气 环 流 配

表 2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环流

特征量距平值

脊线位置 西伸脊点

6 7 8 1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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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 9 5 0一 1 9 8 5年北半球夏季准

定常行星波传播路径

平均值

距平符
号说明

+
:

偏强 1 +
:

偏北 】 +
:

偏东
一

:

偏弱 } 一
:

偏南 } 一
:

偏西

置
,

构成了十分典型的双阻型 ( 1 9 8 0 )或单阻型( 1 9 8 3与 1 9 8 7) 梅雨形势
,

并且维持时间很长
,

致使长江

中下游地区出现涝梅
。

夏季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 25 一50 % 以上 ( 19 87 )
,

或 5 成至 1 倍以上 ( 1 9 8 0 和

1 98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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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 9 8 0 年夏季准定常波传播路径上特

征点 ( A
,
B

,

C ) 5 0 0 hPa s 日滑动扰动高度

距平随时间的演变曲线

图 5 1 9 8 5年夏季准定常行星波传播

路径上特征点 ( A
, B ) 5 0 0 h Pa s 日滑

动扰动高度距平随时间的演变曲线

4
.

长江流域旱年夏季大气环流遥相关型特征

19 8 5年出现反厄尼诺过程
,

峰值期在 198 5 年春
‘’。 该年夏季热带西太平洋的海温较常年偏高

,

从

菲律宾到孟加拉湾一带的对流活动偏强川
,

由此热源异常强迫所致的夏季准定常行星波传播路径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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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所示
。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强度在整个夏季接近常年
,

但各月脊线位置偏北
,

西伸脊点偏东相

当厉害(表 2 )
,

长江流域长期难以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
。

尽管在 6 月初至 7 月中旬期间
,

东亚中纬

度的槽较常年加深(图 5 )
,

终因脊线位置偏北且明显偏东
,

致使该年长江流域干旱少雨
,

夏季 6一8 月

总雨量较常年偏少 3一5 成
。

5
.

结 语

1) 热带西太平洋夏季热源异常强迫所形成的东亚太平洋遥相关型
,

有很大的年际变化
。

在厄尔尼

诺年份特别明显
,

反厄尔尼诺年份较为明显
,

正常年份不明显
。

2) 在厄尔尼诺过程出现峰值期的年份
,

夏 季菲律宾海域上空对流活动减弱
,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

压势力增强
,

脊线位置偏南
,

西伸脊点位置显著偏西
。

在江淮流域形成多雨
,

甚至出现洪涝灾害
。

3) 在反厄尔尼诺过程出现峰值期的 1 9 8 5 年
,

夏季菲律宾海域上空的对流活动增强
,

西太平洋副

热带高压的脊线位置偏北且明显偏东
。

在江淮流域出现干旱少雨的天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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