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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北半球不同地区的 4 个阻塞高压个例
,

研究了阻塞高压维持机制及其地域性差异
。

对

阻塞高压区域 30 ohp a

时间平均准地转位涡低值区的维持机制的分析表明
,

该位涡低值区的

维持机制存在显著的地域性差异
.

其中
,

在 2 个太平洋阻高个例中
,

时间平均流的位涡平流使

低位涡向阻高西北部输送
,

从而有利于位涡低值区经向度的维持 , 时变扰动的位涡愉送则有

抵消平均流作用的倾向
,

从而对位涡低值区的维持起耗散作用
。

在大西洋和东亚阻高个例中
,

平均流的位涡平流使低位涡区向东移动
,

而时变扰动的位涡输送则有抵消平均流位涡平流的

作用
,

从而有利于位涡低值区在原地稳定维持
。

以上主要是相对涡度翰送的差异所致
。

等嫡面

E rt el 位涡分析表明
,

阻高区域 330 K 时间平均等摘位涡低值区的维持机制与 3 00 hPa

时间平

均准地转位涡低值区的维持机制十分相似
,

从而表明以上等压面准地转位涡分析可以近似用

来代表等摘 Erte l位涡分析
。

关健词
:

阻塞高压
,

位涡
,

北半球
。

1 引言

阻塞高压一般是指对流层中高纬度地区移动缓慢
、

持续时间较长 (l 一 2 周 )的大尺度

高压
。

在北半球
,

它多出现于欧洲和北美洲的西海岸附近地区
。

对于它的形成和维持
,

已

提出了一些可能的机制
。

其中之一是强调天气尺度斜压不稳定扰动的局地强迫作用在阻

塞高压建立与维持中的作用
。

早在 1 9 4 0 年代
、

1 9 5 0 年代
,

就注意到阻塞高压的建立与其

上游斜压不稳定扰动的发展有关
,

例如 Be
r g g r e n

等[ ‘〕,

且 x lu r th a [ , 〕,

顾震潮等[ 3〕,

叶笃正

等冈和 N am ia sls 〕等等
。

其中
,

叶笃正等指出的尽管不同地区阻塞高压的具体形成过程有

一定差异
,

但是在阻塞高压发展之前
,

它的上游几乎都有斜压不稳定扰动的发展
,

并且其

槽前的暖平流的作用使得阻高发展起来这一观点
,

为最近的一些研究所证实(如 C o lu c -

e i[‘] ,

Bl ac km an 等[ , 〕
,

K o n r a d 等, 〕
,

以及 N ak a m u r a
等[ , ] )

。

自 1 9 7 0 年代后期以来
,

人们开始注意到天气尺度斜压不稳定扰动的涡度输送在阻塞

高压维持中的作用
。

G re en (1 97 7) [l0 〕在分析了 1 9 7 6 年 7 月欧洲沿岸阻高期间时变扰动西

风动量的南北输送 u’云 的特点以后指出
,

时变扰动的动量输送有加强时间平均阻塞环流

的作用
。

Illa ri (1 98 4 )[l
‘〕在分析了这一个例 30 0h Pa 时间平均准地转位涡的维持情况后也

指出
,

时变扰动的位涡输送有显著抵消时间平均流位涡平流引起的阻高东移的作用
,

从而

, 19 9 3 年 6 月 15 日收到原稿
,

1 9 9 3 年 9 月只日收到修改稿
。

本研究得到国家基础性研究重大关键项目
“

气候动

力学及气候预测理论研究
”

及中国科学院
“

灾害性气候预测及其对农业年景和水资源调配的影响
”
项目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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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阻高在原地稳定维持
。

H 0 10 p
ain

en 等(1 9 5 7 ) [ , , 〕在分析了 1 9 7 9 年 2 月 1 6一 2 5 日欧

洲阻高期间高频(2
.

5一 6 d) 时变扰动的作用后指出
,

时变扰动的涡度输送也有加强时间平

均阻高环流的作用
,

并且还有显著减少阻高区域地表摩擦耗散的作用
。

在东亚阻高中也有

类似情形(毕慕莹等[ls 〕
,

吴国雄等 [l’〕)
。

但是
,

一些研究也表明
,

在太平洋阻塞高压的维持中
,

时变扰动的涡度输送的强迫作

用可能较弱
。

M u lle n (1 9 8 7 ) [, s〕用合成法分析了 2 9 6 2一 1 9 5 2 年间 2 0 个冬季中的 1 7 个大西

洋北部阻高个例和 12 个太平洋北部阻高个例期间高频时变扰动涡度输送的作用
。

结果表

明
,

在大西洋阻高中
,

时变扰动的反气旋涡度强迫区 (甲 芬
’

f > 0) 位于阻高上游约
二
/2

处
;
但在太平洋阻高中

,

它位于更靠近阻高中心处
,

且它的强度也远弱于大西洋阻高
。

Met zll
6〕曾利用正压准地转涡渡方程模型研究了行星尺度扰动对实侧天气尺度扰动涡度

强迫的响应
,

指出在 1 9 6 7 / 1 9 6 8 至 1 9 7 7 / 1 9 78 年的 n 个冬季期间
,

大西洋地区所得到的

阻塞流型与实际情形相近
;
但太平洋地区却远弱于突际情形

。

由此看来
,

在大西洋地区
,

时

变扰动的涡度强迫作用的确是阻塞高压维持的一个重要机制
;
但在太平洋地区

,

这种强迫

作用的贡献则相对较小
。

因此
,

北半球阻塞高压的维持机制很可能存在地域性差异
。

另外
,

纪立人等[lv 〕的一些研究表明
,

地形和下垫面热源强迫对于阻塞高压的形成和

维持十分重要
。

这更增加了阻塞高压维持机制存在地域性差异的可能性
。

为进一步了解北半球阻塞高压维持机制的地域性差异
,

本文的第一部分将着重分析

不同地区的 4 个阻塞高压期间时间平均准地转位涡低值区的维持机制
。

然后
,

将对其中的

2 个个例进行等嫡位涡分析
,

以检查准地转位涡分析的准确性
。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另文 )
,

将分析大西洋和东亚阻高中时变扰动涡度输送强迫的形

成过程以及太平洋阻高的维持机制
,

并由此探讨阻高维持机制地域性差异的形成机理
。

2 准地转位涡低值区的维持
2

.

1 基本方程

考虑到大气的大尺度运动具有准地转运动的特征
,

本文将讨论在准地转情形阻塞高

压的维持情况
。

气压坐标中准地转位涡方程为

匆
. 二

_

。
_

_ 。

二二 , 广 U h . v 甘 一 口
(芯

(1 )

式中准地转位涡
,

.

。
.

, J
,

,
,

q 一 J 十 ‘十 J 而叨 / 塑
、

d P
’

芯
;

为沿等压面的地转风
,

f 一 2撬in 少
,

套一 是
·

甲
x

认
,

犷一 8 一 氏(P)
,

60 (P) 为标准位温分

布
,

d 60 / dP 为静力稳定度
,

S 为位涡源
、

汇项
。

阻高期间时间平均位涡方程为

匆
1

竺
_

。 : _ 。
_

竺 _ .

万

不
, 厂 U 而 . V 甘 一 一 V . U h甘 州广 口

〔月舀

(2 )

式中
, “
一 ”
代表时间平均

, “ , ”

代表相对该平均的时变扰动
。

因此等压面上时间平均准地转位涡的维持是由沿等压面的时间平均流位涡平流
,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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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扰动位涡输送的辐散(合)以及源汇项所决定
。

本文将着重分析前两者的作用
。

由于平均流的位涡平流和时变扰动的位涡输送含有较强的小尺度分量
,

为便于分析
,

作如下变换‘
、
的下标已略去)

人 一 V 一 2
(一 v 甲 q )

— (3 )

如 ~ 甲 一 , (一 甲 芯丫)

如 等的物理意义为对时间平均
“

高度场
”
倾向的强迫

。

在实际计算准地转位涡和位涡输送时
,

水平风场和温度场均用实测值
,

而不按准地转

缪缪冬冬
NNNNCC00

1 80
.

12 0
.

W 60
o

w 60
.

E 1 20
o

E 1 80
。

娜娜豁豁
N叹叹N团no�11

6 0
.

E 1 20
o

E 1 80
。

鹭鹭墓墓
80’N60’40N’N20’N

关系由位势高度求得
。

计算时
,

水平和垂直

方向的差分均用中央差
。

为探讨其上游区

域对阻高区域的影响
,

计算范围均为 20
。

N 一82
·

soN 的北半球区域
。

静力稳定度也

由上述区域平均求得
。

在南
、

北边界
,

取 汽

~ 八 ~ O
。

使用的资料是 E CMW F 的逐 日初始

化格点资料
,

包括每 日 12 时的等压面高

度
、

水平风速和温度
,

水平格距为 2
.

s x

2
·

5
0 ,

垂 直方 向共分 7 层
,

即 10 0 0
,

8 5 0
,

7 0 0
,

5 0 0
,

3 0 0
,

2 0 0 和 1 0 0hP
a 。

本节的分析将在 3 00 hP a
进行

,

这主

要是因为阻高为相当正压分布
,

并且在该

层附近
,

时间平均流和时变扰动的位涡输

送相对其它层次较强
。

2. 2 个例概况

本文中阻塞高压定义为
: ( a ) 5 0o N 以

北存在闭合的高压中心 (等值线间隔为

6 0 g p m 时)
,

(b ) 高压中心持续时间在 10 d

以上
,

(c) 该中心呈准静止状态
,

1d 内
,

纬

圈方向的移动速度不超过 5 个经距
。

该定

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
,

阻高持续时间较长
。

根据 上 述 标 准
,

从 1 9 7 9一19 83 年

SO0h Pa
图上

,

得到了 4 次阻塞高压过程
,

它们是
,

1 9 8 0 年 2 月 5一 1 7 日和 1 9 5 3 年

12 月 1 7一29 日的两次太平洋东北部阻高

过程
,

1 9 8 3 年 2 月 5一 2 0 日大西洋东北部

阻高过程和 1 9 8 2 年 6 月 19 日一30 日的

东亚沿岸鄂霍次克海阻高过程
。

图 1a 一 d 分别是以上 4 个阻塞高压期

180 . 12 0 .

w 6 0
.

W 60
.

E 12 0 ,E 18 0

魂魂蒙节节
习习六矛厂

厂

理粼攀笋笋
1 80

.

1 20
.

W 6 0
.

W 6 0
.

E 120呢 1 80
0

图 1 阻塞高压期间平均的 3 ooh Pa

准地转位涡分布

( a
.

1 98 3 年 2 月 5一 2 0 日大西洋阻高
,

b
.

19 8 2 年 6 月 19

一3 0 日东亚阻高
, e

.

1 98 0 年 2 月 s一1 7 日太平洋阻高
,

d
·

1 98 3 年 1 2 月 1 7一 2 9 日太平洋阻高
。

等值线

间隔为
:
5

.

o x 10
一 5 5 一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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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平均的 30 0h Pa
位势涡度分布

。

由图可见
,

在北大西洋
,

东亚沿岸以及北太平洋阻高区

域均为位涡极小值
。

不同的是
,

北大西洋和东亚沿岸高压区域位涡低值区呈明显的 N E 一

SW 倾斜
;
而两个太平洋高压区域位涡低值区则呈明显 NW 一SE 倾斜

。

以下
,

我们将着重

讨论这些位涡低值区的维持机制
。

2
.

3 大西洋与东亚阻离个例

图 2 。是 1 9 8 3 年 2 月 5一20 日大西洋阻高期间的时间平均流的位涡平流 (芬
·

甲奋)的

分布
。

由图中可以看出
,

阻塞高压东部为大范围的正值区
,

3 个中心分别位于 (75 oN
,

10
O

E )
,

(6 5
o

N
,

Zo
o

w )和 (4 5
o

N
、

s
o

w )附近
,

强度为 1 0
.

o x lo 一‘
0 ,

6
.

o X lo 一
’0

和 4
.

0 X 1 0 一 ‘
。s一 ’。

脊西部为负值区
,

3 个中心分别位于 (7 5
0

N
,

3 0
0

w )
,

(6 2
o

N
, so

o

w )
,

(4 7
.

5
0

N
, 4 5

o

w )处
,

强

度与东部正值中心相当
。

因此
,

平均流的位涡平流将使得低位涡场东移
。

这一现象在汽

(图 Zb )上更为清楚
:

人 在脊东部为正变高
,

西部为负变高
。

由此看来
,

平均流的位涡平流

不利于位涡低中心的稳定维持
。

NNNN000nU

1 80
.

1 2 0
o

w 6 0
O

W 0 6 0
O

E 1 20
o

E 18 0
.

NNNn�00�乙心UJ悦

20
.

N L韭二
1 80

。

洲(竖照;
1 20

.

W 60 .

W 0 60
.

E 1 20
O

E 18 0
。牛牛扭⋯⋯12 0

o

w 6 0
O

W 0 6 0
.

E 1 2 0
o

E 180
6

1 8 0
0

图 2

1 2 0
.

W 6O
.

W 0 6 0
.

E 1 2 0
O

E 1 80
。

扭扭扭
索求衡{

一一

公公公汗娜界;;;

NNNN0000只��O连介�

1 8 0
0

1 2 0
O

W 6 0
O

W 0 6 0
o

E 1 2 0
o

E 1 80
。

大西洋阻高期间时间平均 3 00 hPa
平均流位涡平流 ( a)

,

汽 (b)
,

时变扰动位涡翰送散度 ( c )
,

扰动相对涡度‘送散度 (d ,
,

‘动差动热量‘送散度 ( 甲公
‘

b
‘ ,

”一 了
暴“

/

聋
, ‘·,

,

如 “,

(图中等值线间隔
: a

. , e
. ,

d
. , e

.

为 1
.

S X 10 一 ‘0 5 一 2 ,

b
.

为 5
.

0 又 z o m Z s一 2 ,

f
.

为 2
.

5 又 1 0 m Z s一 2
.

)

图 2c 是 300 hPa
时变扰动位涡输送的散度分布

。

一个显著的特点是
,

它与平均流的位

涡平流有很好的相互抵消作用
,

因此
,

时变扰动的位涡输送有利于位涡低中心在原地稳定

维持
。

这与以前人们对其它大西洋阻塞个例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

图 Zd 和 e
是时变扰动位涡输送的两个分量 (涡度输送和热量输送 )的分布

。

可以看

出
,

时变扰动位涡输送的上述作用主要是由于其涡度输送所致
。

从图 2f 还可以看出
,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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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阻高区域为一显著正变高区
,

其中心位于阻高中心偏西处
。

这表明
,

时变扰动的涡度输

送使阻高西移
,

并可部分抵消平均流所引起的阻高东移
。

东亚阻高与大西洋阻高相似
。

图 3a 是 30 0h P a
平均流位涡平流分布

。

在阻高西部
,

有

两个很强的负中心
,

分别位于 (1 3 0
0

E
,

6 9
0

N )和 (llo
o

E
, 4 8

o

N )处
,

强度为 6
·

o X lo 一 ’o和 4
·

o

x 1 0 一 1 0 5 一 2 。

该脊东部则有两个较强正中心
,

分别位于 (1 4 5
0

E
,

4 5
0

N )和 (1 8 0
0

E
,

6 0
0

N )处
。

汽 图上(图 3b) 则相应表现为脊西部有两个负变高中心
,

东部有一很强的正变高中心
。

因

此
,

本例中平均流位涡平流也使位涡低值区东移
。

图 3c 是 3 00 hPa 时变扰动位涡输送散度分布
。

它有显著抵消平均流位涡平流的作用
,

尤其是在阻脊北部
。

这与大西洋阻高也是相似的
。

此例中
,

扰动位涡输送的作用主要也
NNNN0CU八口0

1 8 0
0

1 2 0
0

W 6 0
o

w 6 0
o

E 1 2 0
o

E 1 8 0
。

0oN州0oN州

60
O

E 1 20
o

E 18 0
0

80o口纷旋汽胃叶浅从L1NNNN

C00八甘

是由相对涡度输送所致
,

热量输送的作用

则相对较小 (图略 )
。

综上所述
,

在大西洋与东亚阻塞高压

个例中
,

时变扰动位涡输送的作用可以显

著抵消时间平均流的位涡平流所引起的位

涡低值区和东移
,

从而有利于位涡低值区

在原地稳定维持
。

2
.

4 太平洋阻离情形

1 9 80 年 2 月 5一17 日太平洋阻高期

间 3 0 0 hP a
时间平均流的位涡平流示于图

4a
。

可见
,

阻高北部有一个大范围正值区
, 3

个正 中心分别位于 (6 0
o

w
, 7 0

o

N )
,

(1 2 0

O

w
,

6 5
O

N )和(1 5 0
0 ,

6 5
o

N )
,

在此区域南侧
,

即阻高的中部和东南部
,

有两个强度与之

相当的负中心
。

因此
,

以上位涡平流将使阻

高北部位涡减小
,

南部位涡增大
,

亦即将使

低位涡区向北移动
,

这将有助于阻高经向

度加大
,

从而有利于阻高维持
。

时变扰动的位涡输送的作用正好与平

均流位涡平流的作用相反 (图 4 b )
,

它使阻

高北部及中心地区的位涡增大
,

从而对阻

18 0
0

120
.

W 60
一

W O

; 七 X
‘

了 氏, 、 2 1

6 0 . E 1 20
.

E 1 80
0

图 3 东亚阻高情形
,

余同图 2a 一
c

(等值线间隔
a

. , c
.

为
:
1

.

5 x 10
一 105 一 2 ,

b
.

为
:

5
.

0 X 1 0 m 2 / s一 2 )

高维持起耗散作用
。

显然
,

这与大西洋和东亚阻高个例的情况正好相反
。

图 4c 是平均流的位涡平流的相对涡度平流的分布
。

对比前图可以看出
,

位涡平流的

作用主要是通过其相对涡度平流实现的
。

1 9 8 3 年 12 月 17 一29 日的太平洋阻高个例的情况与上例十分相似
。

从 30 0 hP a
平均

流的位涡平流分布 (图 sa )来看
,

该例一个显著的特征是阻高西北部有一个很强的正值

区
,

中心位于 (1 6 5
0

w
, 6 8

o

N )处
,

中心强度为 1 2
.

o X lo一 ‘0 5 一 ’。

另外
,

阻高北部(1 4 0
o

w
,

7 5

oN )处还有一个较强的正中心
。

与之相反的是阻高区域内负值区不明显
。

因此
,

平均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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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 9 8 0 年 2 月 5一 17 日太平洋阻高期间

3 0 0 hP a
上的平均流的位涡平流 ( a )

,

时变扰动位

涡输送的散度( b)
,

平均流的相对涡度平流 (。 )

(等值线间隔为
:
1

.

s x i o 一 ‘。s 一 2 )

图 5 1 9 5 3 年 2 2 月 x 7一2 9 日太平洋阻高情形

(余同图 4)

(等值线间隔为
:
3. O x 10

一 ‘0s 一 2 )

涡平流将使阻高西北部位涡减小
,

从而低位涡区将向阻高西北部移动
。

这与前一个太平洋

阻高相似
。

不过
,

在阻高南部
,

平均流位涡平流仍有使位涡场东移的作用
。

扰动位涡输送的作用主要是使阻高北部位涡增大 ( 图 sb )
,

从而也有抵消平均流位涡

平流的作用
。

平均流位涡平流的作用主要也是通过相对涡度平流实现的 (图 5。 )
。

总之
,

在这两个太平洋阻塞高压个例中
,

阻高区域位涡低值区的维持是通过时间平均

流的位涡平流 (其中主要是相对涡度平流 )实现的
,

时变扰动的位涡输送则对位涡低值区

的维持起耗散作用
。

这与大西洋和东亚沿岸阻塞高压的情形正好相反
。

3 等嫡 E rt el 位涡场的维持
以上从准地转位涡维持的角度研究了北半球不同地区阻塞高压的维持机制

,

然而
,

准

地转理论在这里的应用有一些不足之处
,

如没有考虑静力稳定度在水平方向的变化和穿

越等压面垂直运动的影响
。

等嫡面上的 Er te l位涡分析则可以避免上述问题
,

在这一节中
,

将分析 1 9 8。年 2 月 5一 17 日太平洋阻高和 1 9 8 3 年 2 月 5一20 日大西洋阻高期间时间平

均等嫡 E rt el 位涡场的维持
,

以检查准地转位涡分析结果的准确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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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诊断方程

时间平均 E rte l位涡方程可写为 (参见 H os k in s
等 ) [ls 」

零+ 芬
, ·

二万一
二 (几厂) + 瓦

‘毛

(4 )

式中 E r t el位涡

。 _
_ , , . , 、 /

助尸 - 一 g (了+ 如)/ 器。 、J ’ , 口 产 ‘

韶

条一 轰
·

甲 , x 芬
,

6 为位温
,

甲 ,
为 a 坐标中

的三维梯度算子
,

脚 为等 6 面的水平风速
,

庵为垂直于 。面的单位矢量
。

可以看出
,

时

间平均 E rt el 位涡的局地变化是由平均流

E rt el 位涡平流
,

时变扰动 E rt el 位涡输送

的散度
,

以及源汇项决定的
。

下面将着重分

析 3 3OK 等嫡面上时 间平均 E rt el 位涡场

的维持情况
,

因为该等嫡面在高纬度与

3 0 0 hPa
位置较为接近

。

3
.

2 太平洋阻商个例

图 6 a
是 1 9 8 0 年 2 月 5一 1 7 日太平洋

阻高期间的时间平均等嫡位涡和风的分

布
。

可见
,

阻高区域为 E rt el 位涡低值区
,

其

分布与 3 0 0h Pa
准地转位涡的分布大致相

似
。

图 6b
、 c
是该例平均流 E rt el 位涡平流

和扰动 E rt el 位涡输送辐散 (合 )的分布
。

可

以看出
,

平均流的作用使得位涡低值区向

北移动
,

而扰动的作用则与之相反
。

这与准

地转情形十分相似
。

这表明对大尺度阻高

系统而言
,

可 以用 3 0 0h Pa
等压面的位涡

分析去近似地表示 33 oK 等嫡面上的 Er tel

位涡分析
。

、
、

_
_

毛 : 2

NNNN扩扩0o护
八6�‘UJ怡,妇

1 2 0
o

E 18 0
.

丫丫沐⋯⋯

12 0
。

丫V 6 0
.

W 6 0
o

E 1 20
o

E 1 80
.

图 6 1 9 8 0 年 2 月 5一 17 日太平洋阻高期间

33 oK 等摘面上时间平均 Er tel 位涡及风速分

布( a)
.

平均流 E rt el 位涡平流 ( b)
.

时变扰动

E r t e l位涡输送的散度 ( e )

(等值线间隔为
: a ,

1
.

o x l o 一 6 m Z s一‘K k g 一 , ,

b
,

1 0
.

o X l o 一 1 2m Z s一 ZK k g 一 l , e ,

5
.

o x l o 一 l o m Z s一 2 )

3. 3 大西洋阻高个例

该例时间平均位涡场
、

平均流位涡平流及扰动位涡输送的辐散 (合 ) 示于图 7a
、

b
、。 。

由图可见
,

阻脊区域也为 E rt el 位涡低值区
,

平均流的作用使该低值区东移
,

而扰动的作用

则使得位涡低值区西移
,

这与准地转情形也很相似
。

因此
,

从以上两个阻高个例来看
,

等压面上准地转位涡分析可 以近似地代表等嫡 Er
-

te l位涡分析
。

4 结论

对北半球不同地区的 4 个阻塞高压个例的分析表明
,

阻高区域时间平均准地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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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rt el 位涡的维持机制存在显著的地域性

差异
,

其中
,

在大西洋和东亚阻高个例中
,

位涡低值区是由时变扰动的位涡输送维持

的
;
在太平洋阻高中

,

低位涡区则是由时间

平均流的位涡输送维持的
。

由此看来
,

北半

球阻塞高压的维持确实存在显著的地域性

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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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同图 6)

B la ek

man
M L et aL T ha

elima to域盯 of bloc kin g

ev en t s in a 碑月祀t
ual Ja n u田叹 S m u la tio n of a 5 1犯c t ral G C M

,

J Ai
t n o‘

Sc i
.

1 9 8 6
,

4 3 ; 13 7 9一1 4 0 5
.

K o nr ad C E an d C七In cc i 5 J
.

袅阳叩tic elima to lo盯 of 坛ge sc ale e ir e u la tion
e ha n g e s d u ri n g e

即los ive eyc lo 罗n e sis
,

Mon W ea R e v
.

1 9 8 8
,

1 16 : 14 3 1一1 4 4 3
.

N a
ka m u ra H 胡d w 目坛

e e J M
.

o b 肥四曰 e
ha

n g e s in b a roc li ni e w a v e ac tivi ty d u r yin g th e li fe e y ele s o f fo w fr 叹ue
n e y

eire侧巨tio n a n o m ali es
.

J A tm os 反1
.

1 9 9 0
.

4 7
:
1 10 0一 1 1 16

.

G ree n J 5 A. T he w ea the r d俪雌 Ju ly 1 9 7 6
:

助m e d y n a r n lcal con si d e r a t
ion of the d r o u g ht

,

W ea the r
.

19 77
,

3 2
:

1 2 0一 1 2 6
.

n la ri L
.

肠.
创份t ic s tud y of the

即te n t ial v o rt lc ity in a w

arm
b玫k i雌 an t iey elo n e

,

J A tm o ‘
Sc i

.

1 9 8 4
.

4 1 : 2 2 5 2一

2 2 4 2
-

H o 】o pe ln e n E 0 a n d F o r t elius C
.

托gh fr闪u enc y tr a n s ie n t ed d ies a n d bloc k in g
,

J A tm os Sc i
.

1 9 8 7 4 4 : 1 6 3 2一

1 6 4 5
-

毕慕莹
、

丁一汇
·

1 98 。年夏季华北干早时期东亚阻塞形势的位涡分析
.

应用气象学报
.

19 92
.

3 (2)
: 14 5一1 56

.

吴国雄
,

刘坏 陈飞
,

赵宇澄
,

卢莹
.

时变扰动锅动翰送和阻高形成一1 9 8。年夏我国的持续异常天气
.

气象学

报 1 9 9 4
,

5 2
:
3 0 8一3 2 0

.

M u
ne

n 5 L
.

T r an si e n t ed d y fo r ein g of bloc k i叱 n o w s
,

J A tm os 反i
·

1 9 8 7 4 4 : 3一2 2
.

M etZ W
.

T r

ans ie n t e ye fo ne sc a le vo rt ie ity forc i雌 of bloc k i飞 hi沙
5

.

J A t

mos Sci
.

1 9 5 6
,

4 5
:
1 4 6 7一 1 4 8 5

.



2 期 刘辉等
:

北半球阻塞高压的维持

〔1 7〕 Ji L R a n d T iba 沛 s. N ur ne‘址 ‘. “巨丘沁 of a

~
of b政七电

: T b e ellec l of o r q 犷 a
曲y a n d la n d

一

sea ~ tr as t
·

M
O n

W ea R e ,
.

1 9 8 3
,

1 1 1 : 20 6 8一2 0 8 6
.

〔1 8〕 H 仪血访5 B T et aL 伪 奴 滋州王沁均优 of 认
n切叩ic 钾ten tld 沙

o rt ieity m aPS
.

Q J R M et SOC
.

1 98 5
.

n l :

87 7一

9 4 6
.

0 N M A IN T E N A N C E 0 F B L 0 C K IN G A N T ICY C L 0 N E S O F

N O R T H E R N H E MIS PH E R E PA R T I :
QU A SI

一
ST R O PH IC

A N D E R T E L PO T E N T IA L V O R T IC IT Y A N A LY SIS

Liu H u i W
u G u o x io n g Z e n g Q in gc u n

r乙月占G
.

八以. 翻阳 of Z吐恻
”
神 . * 尸八, ‘3

,

C h公姆‘e A c“众价夕 of s d 冶忆e￡
,

召司玩g
,

1 00 08 0)

A bs tr皿C t

In thi s
那Pe r

,

m ain te n a n e e of bloc kin g a n tie yelo n e s a r e in v e s te d w it h fo u r o bs e r ved

bloc k in g
ant ic界fo n e s in diffe re nt re gl on

s of N ort he r n H e m is ph e r e
.

It ha s b ee n sh o w n th a t

ther e e劝s t s d is tinc
t r e g lo n 一

d e
pe n d e n t d iffe r e n e e s in th e

ma in t e n a n e e o f tim
e 一

m e a n q u as i
-

s t r o phic p o te nt inl
v or tic ity (PV ) fo w in 3 0 0 hPa w ith in the boc k in g r e g io n s

.

In th e tw o Pa eif
-

ic bloc kin g ca ses
,

the PV ad
vec t io n by t im e 一m ea n ffo w t e n d s t o

fio w the lo w PV to n o r th

we st ern
part

o f the bloc k in g h ig hs a n d thu s 15 be n e fit t o the m a in te n a n e e of th e bloc k in g s ,

s tre n

gth
.

T he P V t r
an sfe

r by ed d y te n d s t o e a n e e l th e PV a d v e e tin n b y m e a n fl ow
.

In th e

A tla n tic a

nd A si a bloc kin g e ase s
,

ho w e v e r
,

the
ad

vec tio n by m ea n flo w t e n d s to flo w the lo w

P V p a t te r n ea s tw ar d
.

T h e P V tr a n sfe r by e d d y h a s a te n d e n ey to ad vec
t lo w PV to w e s te r n

‘

琳
r t of th e r id g e s a

nd t o bala
n e e the a d v ec tio n b y m e a n

flo w
.

T he r efo re
,

in th e s e tw o c a se s it

15 th e
ed dy tha t 15 be

n efi t to th e bloc kin g s ,

m a in te n a n e e a t q u a si
一s t a tion

a ry st a te
.

V er y sim ila r r e sul t s ar e o bt aln e d w ith r e sp e e t to m ai n t e
na n e e o f the tim e 一

m e a n E rt el

P V in 3 3 0K s u r fac e
.

T h e r efo r e
,

in the bloc k in g e a se s
,

th e q u a si
一g
eos

t r o p hie PV a n a
lyse s e a n

be
u s e d to r eP re se n t the E re t el PV a n a ly se s

.

K ey w o r d s : B loc k in g a n tie yelon
e

,

Po te n tial v o r tie ity (P V )
,

N o r the r n H em isPh e r 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