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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半球跨赤道气流季节变化的研究
’

徐建军 周顺武 王盘兴

南京气象学院
,

  

跨赤道气流作为季风环流系统的组成部分
,

一直被气象工作者所重视
。

  第一次

证实了夏半年索马里急流的存在
,

陈于湘川得出夏季季风区有
“

和
”

两支跨赤道 气 流
,

冯

颖竹等人 确定出索马里急流
、

印度尼西亚气流
、

·

青藏高原所在经度上的中低空向南气流以及印度尼

西亚高空向南气流的存在
,

李曾中川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

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出
,

他们的许多结论是

一致的
,

但是
,

这些研究大多数是局限于夏半年以及某些层次上
,

而对季风系统全年的季节变化以及

在整个对流层垂直剖面上的季节演变却研究得很少
。

基于以上的思想
,

本文利用 年 月到

乞君 月美国国家气象中心 “层尸平均风场资料
,

分析出东半球跨赤道气流的季节变化
。

资料和方法

本文利用了  年 月到  !年 月美国国家气象中心月平均风场资料
,

共有 层
,

分 别为
, , , , ,

 !
,

这部分资料具有时间长
、

层次多
、

新又可靠的优点
。

为了清楚

地了解跨赤道气流各层次的演变特征
,

对资料作了如下处理 以气压层 二。
,

经向风 二。为顶层边

界条件
,

取 △尸 为间隔
,

对 层资料进行线性插值
,

得到 层的分析资料
。

跨赤道气流的季节变化

从图 可以看出以下变化特征
。

在冬季 如图
,

以东 以下和 附近有单

一的自北向南的跨赤道气流
,

主要的质量输送通道位于对流层下部的
, , ,

“

和  附近
。

其中印度尼西亚 的跨赤道气流的经向风速为一
,

是几支跨赤道

气流中最强的
。

这时索马里地区很显然还只是一支向南的气流
,
它比印尼的向南气流要弱

。

在

附近有几支 左右的自南向北的跨赤道气流
,

非洲大球西部上空 也存在一支相对较强的向

南的跨赤道气流
。

对流层中层跨赤道气流活动很弱
。

在春季 图
,

跨赤道气流的方向和输送通道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

对流层上层 的输送

作用大为加强
,

跨赤道气流方向是白南向北的
,

其中心位置为
“ , ,

和
“ ,

最强

的风速达
。

这时对流层下层的素马里地区开抬出现了向北的气流
,

其风速为
,

印度尼

西亚西部也出现了一支向北的跨赤道气流
。

对流层中层的跨赤道气流较冬季活跃
。

在夏季 图 。 ,

强大的自南向北的跨赤道气流在对流层下层形成
,

最强区位于 上
。

冬季

的几支向南的跨赤道气流通道除 以外都成为向北的气流通道
,

这时索马里地区的跨 赤道气流发

展到全年中最强盛的时期
,

也是几支跨赤道气流通道中最强的一支
,

其风速达到
。

在印度南

部地区具有一支显著的向南的跨赤道气流
,

这是赤道反气旋的典型表现
。

在对流层的中上层除西太平

洋上空的部分地区以外都有向南的跨赤道气流
,

其中以 上的 和 巧
。

附近的通道最强
。

在秋季 图
,

对流层下层的跨赤道气流的中心位置上抬
,

索马里急流中心抬升 到 附

近
,

但其强度显著的减弱
,

其余的几支通道除
“

的一支以外
,

几乎消失
,

印度南部地区受赤道反

气旋影响的向南跨赤道气流增强
,

其凤速达
。

强大的输送集中到对流层的上层 。。
,

其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同年 月 日收到修改稿
。

该文是国家气象局季风研究基金和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联合资助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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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为单一的向南气流
,

中心位置位于
“

附近
。

绘上所述
,

我们可以发现
,

冬夏季主要的

跨赤道气流通道位于对流层下层
,

其方向在冬

季向南
,

夏季向北
。

冬季印尼气流最强
,

夏季

索马里急流最强
。

在过渡季节的春秋两季
,

跨

赤道气流的主要通道移向对流层的上层
,

春季

方向向北
,

秋季向南
。

对流层中层的跨赤道气

流活动春秋比冬夏强
。

很显然
,

跨赤道气流最显著的季节变化位

于对流层的下层 和对流层上层
。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高低层跨赤道 气 流

在全年中的连续性季节变化特征
,

分别对

和 赤道上 分量作时间剖面图分

析 见图
。

如图 所示
,

在低层
,

冬半年

月一 月 表现出明显的向南的跨赤 道气

流
,

在夏半年 月一 月 却是一致的向北的

气流
。

南北风方向转换的时间为 月中旬和

月初
。

必须注意这种冬夏季跨赤道气流方向性变

化在印度半岛南部附近地区 。
“

一 几

乎和其它地区是相反的
,

冬半年向北
,

夏半年

向南
,

与索马里急流成对出现
,

这充分显示出赤

道反气旋在季风环流系统中的重要性
。

另外
,

跨赤道气流的 支主要通道
,

即
“ , ,

和  ,

它们的位置几 乎是常年不

变的
,

其中索马里急流的强度在夏半年比其它

三支强大得多
,

持续的时间也较长
。

由此 可

见
,

索马里急流是南北半球夏季大气环流系统

相互作用中最重要的纽带
。

在对流层上层
,

图
,

除非洲

东部沿海上空
。

一
“

的狭窄地区具有相

反的季节变化以外
,

其它地区 在 一 月具有

一致的向北的跨赤道气流
,

而 一 月以及

月具有一致的向南的跨赤道气流
。

其南北风方

向的转换时间为 月和 月
。

可以说
,

南北风方

向的转换高层滞后低层大约 个月
。

其主要的

通道位于印度尼西亚上空
。

一
“

和非

洲西部地区
。

一
,

不过两个季节的位

置相差 个经度左右
。

另外
,

必须说明的非

洲东部
“

一 出现的相反的季节变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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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可能和低层的赤道反气旋的辐散作用有关
,

使高层出现了赤道气旋的环流特征
。

由上可知
,

虽然高层跨赤道气流转换时间较低层滞后 个月左右
,

但其季节转换是显著的
,

跨赤

道气流的方向性转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风现象
。

另外
,

还可以发现
,

低层跨赤道气流主要通道位置

和热带海陆分布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

支通道分别位于非洲海岸
、

印度半岛
、

马来半岛和菲律宾半岛

的东南部
,

其中以非洲大陆的影响最为突出
,

因此
,

索马里急流最强大
,

这一点同   !∀ 〕通

过数值试验指出的索马里急流形成与地形有关的认识是相吻合的
。

结 论

东半球跨赤道气流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
,

冬夏季跨赤道气流的输送集中在对流层的下部
,

有

支主要的通道
,

即
“ , , “

和
“ ,

其方向在冬季向南
,

夏季向北
。

春秋季跨赤道气

流的输送集中在对流层的上层
,

有两支主要的通道
,

即
“

一
“

和
。

一
,

方向春季向北
,

秋

季向南
。

东半球下层跨赤道气流的 支主要通道
,

其中以索马里急流最强
,

印度尼 西亚跨赤道向北气

流次之
,

它们位置稳定
,

即使在异常年也不能破坏这种格局
,

南北风方向转换时间
,

在低层为 月和

月
。

上层的跨赤道气流的两支通道是不稳定的
,

南北风转换时间为 月和 月
,

比低层的南北风转

换推迟了 个月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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