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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利用 1 95 3一1 9 8 4 年的北极海冰覆盖面积逐月平均值资料
,

采用相关分析及 夭 气学 分析
,

来揭示北极海冰面积变化对长江上
、

中游讯期水情的影响及其可能的影响过程
。

宜昌
、

汉口两个水文站的流量分别可代表长江上
、

中游的水情
。

对 1 9 5 3一1 9 8 4 年 北极 8 个 分 区〔’〕

逐月平均海冰面积距平值序列名‘
(艺一 1

,

2
,

⋯
,

8) 与宜昌站
、

汉口站汛期(指 7 一 9 月)平均流 量 距平序

列 O Y
,

口H 进行相关分析
,

所得结果见图 1
’)。 可见

,

在北极 8 个分区各时段相应的海冰面积中
,

上一年

10 一12 月的喀拉海区(V ll 区)
、

鄂霍次克海区(V H I 区 )海冰面积距平 召
, ,

从及同年 3 一 5 月的 白 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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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Q Y (a )
,

口H (b) 与其前期一年内各相应时段对应的各分区海冰面积

距平之间的相关系数 ,

(时段 i 对应的相关系数是时段(坛一 1) 一(葱+ 1) 月的海冰面积距平与 OY
,
Q H 的相 关系

数 ;虚线是信度
口 = 0

.

05 时的相关系数临界值
, 。

)

区(I 区 )
、

波弗特海区(n 区)海冰面积距平 召
: ,

召:

与 QY
,

OH 的关系最显著
,

它们是影响长 江上
、

中游

汛期水情的关键海冰因子
。

上述遥相关最终是以大气环流的变化为媒介发生的
。

四个海冰关键区在其关键时段内的海 冰面积

本文于 19 8 9 年 7 月 3 日收到
,

1 9 9 0 年 7 月 9 日收到最后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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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时段上可与口r
,

口H 无显著相关关系存在
,

故图略
。



1 期 王小兰等
:

长江上
、

中游汛期水情与北极海冰面积的关系 1 2 7

距平值与其同期至紧接着的汛期北半球 500 h Pa 位势高度距平场之间的相关场(图略)表明
:

1
.

关键区海冰面积距平值 (尤其是 5
1

及 5
7

)与其上空偏下游区的 50 0 h Pa
位势 高 度距 平值 负柑

关
。

这是由于
,

当关键区海冰面积为正距平时
,

关键区地面冷高压由于受到异常偏强的冷源作用 而增强
,

从而地面辐散增强
。

地面辐散的增强需要高空增强的辐合下沉气流补给
,

为达到平衡
,

高空等压面位势

高度便降低
。

因此相应高空 50 0 hPa 位势高度 H
S 。。

为负距平
。

当关键区海冰面积为负距平时
,

情形正好

与上述相反
。

2
.

在上述冰
一

气相关场中
,

若称相关系数信度超过 0
.

05 的点所组成的区域为高相关区
,

则各 海冰

关键区对应的相关场中
,

高相关区的分布及其随时间变化不同
。

这是因为
,

各分区所处的地 理位置
、

海

陆分布状况及洋流状况不同
,

其海冰面积变化影响长江上
、

中游汛期水情的环流背 景也不尽相同
。

为揭

示此环流背景
,

以各高相关区内所有点平均位势高度距平为指标
,

计算在各种时段上
,

各 高相关区指标

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及其与 OY
,

QH 的关系
,

并求出它们与 50 0 hPa 等压面 上印 缅地 区(15 一 2。
“

N
,

8 。一10 0
“
E )平均位势高度距平值之间的关系

。

综合分析计算所得结果 (样本容量 万一 32
,

当 信 度 a 二

0
.

05 时
, : 。

二 。
.

3 49 )可知
,

四个关键区的海冰面积变化
,

最终都是主要以影响印缅槽的强度及 其位置来

影响长江上
、

中游汛期水情的
。

下面以白令海区对应的情形为例加以说明
。

从图 1 可见
,

3 一 5 月的白令海区海冰面积距平值与当年汛期的口Y
,

口H 显著负相关
。

这 种 遥相

关的过程可概括为下述框图(图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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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7一 9月 口H 负(正 )

图 2 3 一 5 月白令海区海冰面积与汛期 QY
,

QH 的遥相 关过程

(框图中
,

箭头所指方向为影响的方向
,

箭头线上的数据是两 因素之间存在的最高相关系

数
,

此外
,

它们间的相关信度至少达 。
.

0 5)

当 3 一 5 月的白令海区海冰面积正 (负)距平时
,

一方面
,

如上所述
,

会导致其上空偏 下游区 H
S 。。

负

(正 ) 距平
;
另一方面会通过洋流和海温的媒介作用使北太平洋东南区上空 H

。。。

负 (正 )距平
,

而西北区上

空 H
。 。。

正 (负)距平
,

因此同年 3 一 7 月白令海峡至阿拉斯 加 湾 上空 H
6 。。

负 (正 ) 距平
,

3 一 9 月北太平

洋副热带高压区 H
。 。。

负(正)距平
,

而沿亚洲东海岸出现距平脊 (槽 ) ; 距平脊 (槽 ) 的出现使此脊 (槽 )后气

旋性气流增强 (减弱 )而反气旋性气流 减弱 (增强 )
,

由此导致位于此脊 (槽 )后的蒙古上空同年 4 一 7 月

H
。。。

负 (正 )距平以及阿拉伯 海上空同年 3 一 8 年 H
。。。

负(正 )距平
,

因此印缅槽强且向西扩展 (弱且向东

退缩 )
。

当夏季印 缅槽强且偏西 (在南亚至阿拉伯海上空 )时
,

夏季西南季风系统偏西
,

印缅及其以西地

区成为夏季风水汽辐合中心
,

不利于水汽往长江上
、

中游输送
,

长江上
、

中游同年汛期水量偏枯 ;相反
,

当

夏季印缅槽弱且偏东时
,

夏季西南 季风系统偏东
,

有利于西南季风向长江上
、

中游侵人
,

湿热的西南季风

易在 长江上
、

中游上空与中纬度 西风辐合
,

造成长江上
、

中游地区夏季降水
,

长江上
、

中游同年汛期水量

偏丰
。

因此
, 3 一 S 月的 S

,

与当年 汛期的 QY ,

OH 显著负相关
。

综上所述
,

各关键区海冰面积的异常
,

首先导致其上空偏下游区位势高度场的异常
,

即在 其上空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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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区产生一种扰动
,

从而破坏了大气环流系统的动态平衡
。

为达到新的动态 平衡
,

大气环流系统必然

自动进行一系列调整
,

实际上就是此扰动向其四周传播
,

即从东
、

西两个方面及从高纬向 低纬传播
。

这在

上述冰
一

气相关场中表现为
,

从扰动源开始
,

由近及远先后出现显著高相关区
,

而且这 些高相关区的指标

之间依时间次序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
。

尽管四个关键区的海冰面积变化所产生的扰动 位置及其传播

过程各异
,

但它们最终主要是通过影响印缅槽的强度及其位置来影响长江上
、

中游汛期水情 的
。

北极海

冰对长江 上
、

中游汛期水情的影响具有 4 一 9 个月的时滞
,

这对中
、

长期水文气象预报很有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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