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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海 夏 季 风 的 推 进
’

谢 安 张振洲

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
,

北京
,

近年来
,

中国 已有不少关于南海夏季风的研究
。

由于所用资料和方法的不同
,

研究结论尚有一定的

差异
。

本文将应用卫星接收到的地球向外长波辐射 资料
,

结合常规气象资料来确定东亚夏季风的

爆发和向前推进的特征
。

其中着重讨论南海夏季风的推进情况
,

因为这里的常规气象资料缺少
,

研究尚

不够充分
。

 年夏季风推进图

资料和方法

经典的季风定义为风向的季节性变化
。

而张家诚  认为
,

季风应当是两种不同性质的

气流交替
。

除了考虑风向的季节性变化外
,

还要考虑气团性质的不同和所造成的天气现象

有明显的季节性差异 如旱季和雨季
。

季风与降水关系密切
。

因此在讨论夏季风进退或

要较确切地决定爆发时间时
,

多采用雨量记录  
。

然而
,

在广大的低纬洋面上
,

雨量资料缺

乏
。

本文除了应用常规资料外
,

还使用美国 提供的卫星 资料
。

在热带地区
,

值主要受云的影响
,

它很好地反映大气的对流强度 即垂直速度
,

因而和 降水有很

好的相关图
。

盯 而 等闭应用 讨论南亚和澳大利亚夏季风的爆发与低频振荡的

关系
,

效果甚好
。

说明 在低纬的研究中是一种很好的资料
。

我们首先选取  年进行分析讨论
。

将 资料和欧洲中期数值预报中心 资

料中的
,

作 天候平均
。

然后
,

在亚洲季风区的低纬部分 一
,

一 作每

个网格点
。

经纬度 的候平均时间曲线
。

图 是季风区典型的 演变曲线
。

在春季
,

孟加拉湾北端的低层虽然 已盛行西风
,

但仍属于旱 季 值在
一 ’

左

右
。

到了 月下旬
。

急降
,

说明夏季风爆发
。

然而
,

在亚洲季风区里
,

演变曲线

差异很大
,

反映季风爆发的复杂性
。

为此
,

根据 和垂直速度及雨量关系的统计研

究圈
,

以及夏季 风爆发的 环流特征
,

对 夏 季风 爆发 时 间作 以下规 定 值急 降到
一 ’

或更低
,

且此状态至少维持 候
,

同时低层的环流风场转变为西风
,

则将演变曲

线下降到
一’

的时间定为爆发时间
。

应该指出
,

在所讨论的区域内
,

仍有一些格点难于确定爆发时间
。

主要是 演变与

风场不配合
。

这些格点大多位于靠近赤道的热带地 区 约占网格点数的  
。

一方面
,

这

里的季风特征不很 明显
,

另外风场的可靠性也相对差一些困
。

 年 月 日收到原稿
,

年 月 巧 日收到修改稿
。

本文 由中国气象局
“

季风
”

课题和高等学校博士学

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联合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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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孟加拉湾北端
,

一 月候平均 演变曲线

, 年夏季风推进的特征

图  !。年夏季风推进图

季风爆发等时线
,

数值表示月
、

候

图 是 。年夏季风推进图
。

可见夏季风最早在马来西亚和加里曼丹岛开始 时间

在 月底到 月初
。

这是马来西亚第一次雨季的开始
。

但区域从东风转变为西风却出现

在 月第 候
。

月初的降水主要是由于东风中的辐合和越赤道气流造成的
。

在 曲

线上有明显的突变
。

实际上这里并非是季风显著区
,

北半球最明显的季风出现在 一
”

,

一
。

夏季风在热带建立后
,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酝酿过程
。

表现为夏季风缓慢地 向北推
。

约

在 月底才推进到 附近
。

到了 月初
,

形势发生较大变化
。

即东亚的季风在两条路

线迅速北推
,

表现出东
、

西方向上的差异
。

首先是沿中南半岛向北偏西的快速推进
,

与 月

份形成鲜明对照
。

另一条路线是沿加里曼丹岛北端向菲律宾推进
。

特别是在 月中旬推

进最快
。

相比之下
,

南海洋面上成为夏季风爆发较晚的地区
。

其中
,

热力因素估计是主要

的
。

即大陆和岛屿受热明显
,

对流活动加剧
,

雨季来临较早
。

可见
,

南海和东亚南部答地区

一样
,

夏季风的活动同时存在阶段性和突变性
。

月前半月是发生突变的时期
,

大约 周

的时间夏季风从南海中部快速推到华南沿海一带
。

这时
,

印度次大陆的夏季风尚未爆发
,

南海大约比印度提早
。

如果粗略地将  作为东亚和南亚季风之分界线
,

从图 似乎可看出它们在北推

时的差异
。

在东亚
,

海洋上的爆发要晚于大陆和岛屿地区
。

但在南亚
,

等时线的位相基本

上与东亚相反
,

即孟加拉湾 的爆发时间要 比同纬度的印度次大陆来得早
。

这种差异的原

因
,

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

‘

这也说明
,

单纯从海陆热力环流是无法解释季风现象的
。

此外
,

还分析了其他一些年份的夏季风推进情况
。

结果与图 基本相似
,

存在季风活

动的年际变化
。

陆上的形势和以前的结果 比较相似
,

这说 明用 资料表示低纬季风

的进退是可行的
。

南海夏季风的推进和影响东亚的三支气流的活动关系密切
。

这年 月初开始
,

西南

季风从印度半岛南边伸向东亚
,

中旬与北支汇合于中南半岛和南海中部
,

在 形成低

空西南风急流 图
。

在这支急流北边
,

可见有一个清楚的气旋环流
,

强的辐合使这里雨

季开始
,

夏季风快速地北推到华南沿海
。

而夏季风的快速北推是先出现在中南半岛
,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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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年初夏 候平均风场

虚线为等风速线
,

间隔为  
一 ’ ,

月第 候
,

月第 候

才出现在南海中
、

北部
。

可见
,

西南季风对于东亚南部夏季风的爆发和北进可能有更重要

的作用
。

越赤道西风扰动
、

东亚是否也存在爆发涡旋

当我们分析低纬风场变化时
,

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

暂称它为西风扰动
。

月份

的南半球低纬
,

低层几乎是一致的东风 图
。

突然在 月的第 和第 候
,

在 附近

出现一次强西风扰动过程
。

然后
,

这片强西风北移越过赤道进入南海南部
。

使这一带的东

风迅速东撤到
,

南海南部和中部西风建立
。

虽然这里的夏季风没有就此爆发
,

但为

爆发打下一定的基础
。

当位于 附近的北支西风南压到了 附近
,

同时西南季风

也到达时
,

这里西风突增
,

急降
,

夏季风爆发并北推
。

附近的西风扰动不是这里的孤立现象
,

它与中心位于
“

的赤道涡旋相联

系 图
。

这片强西风就位于涡旋之南侧
。

这个涡旋从 月初就出现
,

开始范围较小
,

风

力不大
。

从第 候开始
,

附近的南海南部东风增强
,

涡旋范围加大
,

环流明显加强
。

考

虑到西风扰动对南海夏季风爆发的作用
,

以及它与赤道涡旋的关系
,

应该提出这样的问

题
,

即东亚是否也存在类似于阿拉伯海上的夏季风爆发涡旋 但是
,

东亚的赤道涡旋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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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剖面图

粗实线为 线
,

正值表示西风
,

负值表示东风

海季风爆发的关系要 比印度西海岸的情形复杂得多
。

结论与讨论

以候平均的 演变曲线为基础
,

适当考虑风场变化
,

绘制了 年夏季风推进

图
。

可见季风 的爆发和推进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明显存在不均匀性
。

南海 的爆发时间要晚

于它两侧的中南半岛和菲律宾岛屿地区
。

此推进图在陆地部分与过去的结果相似
。

说明

用 来描述低纬季风是可行的
。

来 自南半球的西风扰动
,

对于南海中部和南部的气流 由东风转变成西风有重要作

用
。

西风扰动与 赤道涡旋关系密切
。

这种涡旋有可能是东亚夏季风的一种爆发涡

旋
。

但它与南海季风爆发的关系较印度西海岸的情况要复杂
。

本文只是个别年份的分析
,

而且用 资料来确定季风爆发 尚无先例
,

因此
,

上述

结果有待进一步证实
。

在低纬洋面上
,

由于常规气象资料的不确定性
,

如何更准确地描述

季风
,

似乎有必要利用其它非常规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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