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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 IAPAGCM 模式证实了大气对南极冰异常的强迫遥响应是激发产生全球大气季节

内振荡的重要机制, 进而着重考察了候平均偏差结果的时间序列, 并且通过带通滤波处理,特

别分析了响应场中 30～60 d 低频振荡的特征及其活动。通过分析发现:大气对南极冰减退的

响应是一种具有 30～60 d 周期的低频遥响应, 并呈现出清楚的二维 Rossby 波列特征; 强迫

场中的 30～60 d 季节内振荡具有着同实际大气中的低频振荡相类似的垂直结构和传播特

征。大气响应场中 30～60 d 振荡能量在垂直方向上随高度的增加而增加,在纬向上表现出明

显的区域性特征, 即季节内振荡的最大动能区 (由于 CISK 机制)分布在大洋内; EU P, PNA ,

ASA 和 RSA 波列可能是全球大气低频扰动传播的主要路径, 30～60 d 低频扰动在波列路径

上的传播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和系统性,从而使中高纬和热带地区、以及南北半球的 30～60 d

大气振荡相互联系起来, 而且可以认为, 赤道中太平洋和赤道中大西洋地区是南北半球 30～

60 d 低频振荡间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重要通道。

关键词: 大气环流,遥相关波列, 季节内振荡。

1　引　言

自 20世纪 70年代初Madden 等从热带风场的分析研究中发现了 40～50 d周期振荡

现象[ 1]以后, 人们对大气低频振荡, 尤其是大气季节内( 30～60 d)振荡的资料分析研究越

来越多,并且指出了 30～60 d低频振荡与ENSO 现象可能的内在联系
[ 2]
。这样,无论对于

短期气候变化还是年际气候变化机理,大气低频振荡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随后,人们

逐步了解到积云对流反馈在激发和维持热带大气 30～60 d低频振荡的重要作用。而且,

针对热带大气 30～60 d 低频振荡既东传又西传的情况, 以及能量频散特征,李崇银提出

了 CISK -Rossby 波理论
[ 3]
,明确了大气中 30～60 d低频振荡的动力学机制。

随着中高纬地区 30～60 d 大气低频振荡的揭露
[ 4] , 人们已普遍认为 30～60 d振荡是

全球大气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并且进一步开始了有关的数值模拟研究。肖子牛和李崇

银[ 5]通过 IAPGCM 上实现的数值模拟,发现了大气对赤道东太平洋地区暖 SST A 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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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30～60 d周期的低频特征, 并且认为 PNA 流型与 30～60 d 大气低频振荡密切相

关,赤道东太平洋的海温异常激发出 30～60 d 的低频波向中高纬传播, 然后再向西传播

影响到东亚地区的大气环流,这也是赤道东太平洋 SSTA 造成夏季中国长江和黄河流域

降水导常的可能机制。他们接着研究了当北半球亚洲大陆存在一个类似“寒潮”的异常强

迫场时, 大气系统在南半球的遥响应,指出强迫场中 30～60 d 低频振荡的特征, 并说明

ASA 型和 RSA 型遥相关波列路径可能是南半球低频扰动传播的重要特征
[ 6]
。最近,杨芳

林和袁重光 [ 7]发现,夏季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负异常时也能在全球不同地区激发出不同

的低频波。上述模拟实验清楚地表明,无论是对于赤道附近地区还是中纬度地区的外源强

迫,无论是对于 SST 冷暖异常还是东亚寒潮的异常,在全球大气中都有明显的低频遥响

应,这种低频遥响应不仅主要有与观测相一致的低频波列结构,而且 30～60 d 周期振荡

也极为清楚。

众所周知,热带海洋作为大气热源在大气年际变化过程中占有突出地位,已引起人们

的普遍关注。那么, 极冰作为大气最大热汇(冷源)的气候效应也不可忽视。南极大陆的总

面积为 14. 16×106 km
2, 几乎终年为冰雪所覆盖, 冰盖的平均北界位置可达 60°S, 是世界

上最大的冰库。南极是全球最冷的地方,无疑是启动大气热机最大冷源所在。无论是南极

冰的范围还是季节变化和年际变化都远远大于北极海冰。因此,不难想象南极海冰对大气

环流和气候的影响应该更显著。最近,英国南极考察队的地质学家发现,由于南极地区气

温上升,导致冰山开始脱离南极大冰原[ 8]。南极冰的异常变化已经引起气象学家的关注,

但是,南极冰异常是一种南半球高纬热力强迫。它影响全球大气活动的物理机制将是什么

呢?是否也能激发出以 30～60 d 振荡为主的遥响应呢?这种低频扰动的结构、活动以及可

能传播路径又如何呢? 本文将应用 IAPAGCM 模式的研究南极冰消退的低频效应,期望

了解上述提出的有关问题。

2　试验及资料处理方案

本文所用的模式是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设计的两层大气环流模式 [ 9] , 该模式

已通过了比较系统和严格的检验,并进行了气候平均态、季节变化、低频振荡和遥相关的

模拟以及一些敏感性试验。

由海冰伸展范围的时空变化[ 10]可知南极海冰的各月值变化较大, 最小值在 1月至 3

月期间。所以, 为了突出遥响应, 本文的数值模拟采用两个试验, 其控制试验用 IA-

PAGCM 稳定积分 3 a后第4年的输出结果,记为CF 场。另一个试验是理想的异常试验,

在平行于控制试验的数值积分过程中, 我们将 1月、2月和 3月的南极海冰北界位置分别

向南减退 4个纬度(南极冰面积平均减少 25%左右) ,在积分 1 a的其余时间,极冰北界位

置同控制试验完全一样。我们将异常试验的 1 a 输出结果记为 GICEA,再把异常试验的

积分结果与控制试验的积分结果之差记为 $FICEA= FICEA - CF, $FICEA实际为大气
对南极冰异常消退的强迫响应。本文主要分析每 5 d(候)的 $FICEA平均结果,从而讨论

这种响应的性质及活动特征。

为了突出响应场中 30～60 d振荡的情况,文章在必要时还对 $FICEA资料作了带通
滤波处理。主要采用Murakam i构造的一个基于一级 But terw or th 函数的带通滤波器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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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频率响应曲线中心的相应周期为 45 d, 响应值为 0. 5时所对应的周期分别为 30 d 和

67. 5 d,因此带通滤波结果仅保留了 30～60 d 振荡。

图 1　500 hPa 位势高度距平沿不同纬圈的时间经度剖面

(等值线间距: 4. 0×10 gpm ,阴影区小于 0. 0 gpm,纵坐标数值代表月份,纬度值标在各图右下角)

3　遥响应中的 30～60 d 低频振荡的纬向传播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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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和图 2是一组逐候 500 hPa 高度距平场在几个不同纬度上的经度时间剖面图。

图中纵坐标数值代表月份,单位刻度为候。由于图 1未经滤波,所以认为, 500 hPa 高度响

应沿 66°N 的经度时间剖面在滤波前就已显示出明显的正负相间振荡形式, 周期主要为

40 d左右,并表现出一定的西传特性。在中纬度地区( 42°N) , 30～60 d的低频振荡不是十

分显著,而且由于北半球海陆地形比较复杂,传播方向也不是非常一致。进一步考察带通

滤波后的时间经度剖面图(图 2)。可以发现沿 42°N, 30～60 d的低频波动在西半球仍以

西传为主,而在东半球出现较明显的东传现象。本文将在第 6节中探讨造成这一结果的主

要物理机制。沿22°N,滤波前后形式基本一致, 120°E～180～120°W 的太平洋区域主要以

55 d 左右的周期振荡为主,而传播性不是很明显。但在以 60°E 为中心的亚欧大陆和90°W

的北美大陆附近则出现明显的东传特征,尤其表现在夏季。这样的现象可能与夏季风扰动

有关。在热带和赤道地区( 10°S) ,则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振荡,但无明显的波动传播现象(见

图 1)。一直到 18°S, 低频波开始出现东传现象。在南半球中纬地区( 30°S) ,带通滤波前的

500 hPa位势高度场经度时间剖面图不仅在形式上与滤波后(图 2)的一致,有明显的 30

～60 d准周期振荡,而且振荡都表现出十分清楚的东传现象。另外,振荡的东传在冬季

(北半球夏季)比夏季(北半球冬季)更为明显。在南半球高纬地区(图 1中的 70°S ) ,低频

扰动开始出现缓慢西移。

图 2　带通滤波后 500 hPa位势高度距平沿不同纬圈的时间经度剖面

(等值线间距: 1. 5×10 gpm,虚线代表负距平,纵坐标数值为月份,纬度值标在各图右下角)

大气低频遥响应在风场上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图3给出了沿 6°S- 6°N 纬带 400 hPa

纬向风响应的时间经度剖面图。图 a 和b显示出滤波前后的形式基本一致,而且都有缓慢

东传的趋势, 这一结果反映了模式大气季节内振荡在赤道热带地区的纬向传播特征。

以上分析表明,南极冰减退可以激发产生 30～60 d大气低频振荡,这种强迫响应的

30～60 d振荡在不同地区和季节有其不同的纬向传播特征。在南北半球高纬地区基本上

为西传,而赤道附近则表现出东传趋势。在南半球中纬度地区,模拟所得的低频振荡呈明

显东传现象。而北半球中纬度地区表现较为复杂,在东西半球的传播不是很一致。上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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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沿 6°S- 6°N 纬带 400 hPa 纬向风距平的时间经度剖面

( a.滤波前,等值线间距: 1. 6 m /s ; b.滤波后,等值线间距: 1. 2 m/ s。纵坐标数值为月份)

些结果同实际大气资料的分析结果很类似。

4　低频扰动能量的空间分布和时间变化

研究表明,大气对外源强迫的遥响应具有 30～60 d准周期低频特征。由图 1可以看

到大气对南极冰异常强迫的响应有极为明显的准周期振荡现象。但这种振荡能量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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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和时间变化如何呢?本文计算了滤波后不同高度( 400 hPa 和850 hPa)上纬向风距平

的平方随纬度的变化(图略)。这从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扰动动能的垂直和经向分布。我们

发现,低频响应的扰动动能随高度增加而增加, 扰动动能的峰值出现在中纬度地区。但是

考虑到中纬度地区有最强的总扰动动能。所以, 低频扰动动能在中纬度地区不一定显得重

要。

图 4　沿不同纬带 400 hPa上 30～60 d 振荡动能的经度分布

( a.沿 50°S 纬圈; b.沿 10°N- 10°S纬带。点连线表示 7月份,直线表示 2月份。纵坐标单位: m2s- 2)

图 4分别给出了沿 50°S 和 10°N - 10°S纬带上 400 hPa 的 30～60 d振荡动能在 2月

和 7月的经度分布。首先可以看到 50°S纬带(图 4a) 7月份动能大于 2 月份动能, 即南半

球冬半年 30～60 d 振荡动能比夏半年大,这种明显的季节变化是由南半球基本气流的强

度决定的。另外, 从夏( 2月)到冬( 7月)南半球沿 50°S 纬圈的最大动能区向南印度洋、东

南太平洋和南大西洋移动。

由图 4b 可以清楚看到,热带模式大气冬季( 2月)的 30～60 d 振荡动能最大值(或峰

值)在赤道中东太平洋( 130～170°W)、赤道西太平洋( 140～160°E)、赤道大西洋( 10～30°

W)和南亚热带地区( 50～80°E)。如此地域特征的出现,与全球大气环流形式有关,也同热

带大气 30～60 d 振荡的形成机制——积云对流加热反馈( CISK)有关,尤其表现在南亚

季风区和赤道西太平洋地区。此外, 在大部分热带地区, 30～60 d 大气振荡动能没有明显

的季节变化。只是冬季在中东太平洋的最大动能区到夏半年西移至西太平洋,这是由于在

夏季,西太平洋有较强的夏季风扰动,大范围的积云对流活动通过 CISK机制可以激发出

较强的 30～60 d大气振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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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分析表明,大气对南极冰异常的响应表现出 30～60 d的低频性,但这种振荡能

量在全球分布并不均匀。在垂直方向上, 扰动能量随高度增加;经向上 30～60 d振荡能量

主要集中在中高纬地区。在纬向上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 即季节内振荡的最大动能区

分布在大洋内,并有一定的季节性变化。

5　遥响应中 30～60 d 低频振荡的结构特征

K. M . Lau等 [ 12]在分析 30～60 d低频振荡的结构特征时指出,在赤道热带地区的风

场和气压场中, 30～60 d低频振荡的相位在上下对流层反相 180°。李崇银[ 13]的资料统计

分析也证实, 在赤道地区 30～60 d 低频振荡在对流层具有上下反相的“斜压”结构。他进

一步指出,在中高纬地区 30～60 d 振荡的正压结构很明显,仅在南亚和东亚的夏季,有类

似热带的“斜压”结构。

分析带通滤波后的模拟场(图 5)发现,在南半球 14°S以北的热带地区, 无论冬季(图

5f )还是夏季(图 5e) , 30～60 d 低频振荡具有很好的上下对流层反相的“斜压”结构。而在

南半球中高纬地区(图 5g 和h) , 30～60 d低频振荡具有同相的正压结构。这与肖子牛和

李崇银[ 6]在模拟南半球大气对欧亚大陆寒潮的遥响应中得到的结论相一致。

图 5a 和 5b告诉我们,在北半球低纬热带地区,无论冬夏 30～60 d低频振荡具有明

显“斜压”结构。而在北半球中高纬的大部分地区(图 5c) , 30～60 d低频振荡都具有正压

特征,只是在 95°W 附近和 60～90°E的副热带地区夏季(图 5d)才显示出“斜压”结构。这

与夏季北美大陆和青藏高原的热源效应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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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带通滤波后的海平面气压与 500 hPa位势高度沿不同纬圈的经度分布

( a. 2月份沿 14°N; b. 7月份沿 6°N; c. 2月份沿 42°N; d. 7月份沿 30°N;

e. 2月份沿 2°S ; f . 7月份沿 14°S ; g . 2月份沿 42°S ; h . 7月份沿 30°S。

实线: 5 00hPa位势高度,虚线:海平面气压, 纵坐标单位 : $ Ps ( gpm ) )

上述表明,南极冰负异常的强迫所激发产生的大气 30～60 d 振荡在垂直结构上同实

际大气中的 30～60 d振荡类似。在热带地区,振荡具有上下对流层反相的“斜压”结构。在

中高纬地区,振荡基本上为正压结构,只是在北半球东亚地区和北美大陆的夏季, 30～60

d低频振荡呈现出类似低纬热带地区的“斜压”结构。在第3节已经指出,夏季东亚和北美

大陆副热带地区的 30～60 d 低频振荡具有东传性。因此,东亚和北美是中纬度的一个与

夏季风扰动有关的特殊地区, 30～60 d 振荡在那里更多具有热带的特性, 对其活动的研

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6　中高纬和热带地区及南、半球大气季节内振荡的相互传播和作用

分析得到的 $FICEA 的 500 hPa高度场,可以发现全球特别是中高纬地区对南极冰

异常强迫有广范的响应。这种响应即使在异常强迫不复存在后依然长期存在,这一点与大

气对北极冰异常仍有 6个月滞后响应¹ 类同,显然与大气内部过程有关。逐侯考察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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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序列,可以发现大气遥响应呈现出清楚的二维Rossby 波列特征。图6给出第 27侯

(图 6a )和第 31侯(图 6b) 5 d平均的 500 hPa 位势高度响应分布。很明显,在北半球有类

似 EUP(欧亚-太平洋型)和PNA(太平洋-北美型)波列的遥响应特征。而在南半球则呈现

出 ASA(澳洲-南非型)和 RSA(环南美洲型)波列特征。这 4个波列的位置与观测资料统

计得到的结果 [ 14]极为相近。比较图 6中的 a 和 b, 可以看到两者有较清楚的反相形势,尤

其表现在EU P, RSA 和ASA 波列路径(见图中断连线)上。到模拟的第 34至 35侯,高度

场的响应形势(图略)又同图 6a相当一致。这从一定侧面反映了上述各类二维Rossby 波

列的传播特征。而且又一次证实,大气对南极冰异常的遥响应具有明显的 30～60 d低频

振荡特征,特别是中高纬地区,位势高度场的这种周期性演变相当显著。

图 6　第 27候和第 31 候的 500 hPa位势高度距平场

( a.第 27候; b.第 31候。等值线间距: 3. 5×10 gpm,断连线代表波列路径)

过去的研究已指出,对于大气低频变化( 30～60 d 振荡) ,其水平结构并没有明显的

纬向排列, 而是以二维波列为主要特征。与二维Rossby 波列联系的30～60 d低频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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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比一般的遥相关更突出[ 15]。这使我们考虑到从遥相关波列入手,寻找以上问题的答案。

图 7　500 hPa 位势扰动的时间(候) -空间剖面

( a.沿 ASA 波列路径; b .沿RSA 波列路径; c.沿 EU P 波列路径;

d.沿 PNA 波列路径。等值线间距: 2. 0×10 g pm,纵坐标数值代表月份)

大体沿着 ASA 和 RSA 波列后半段的位置作时间空间剖面图(图 7a 和 b) ,可以看到

清晰的波列传播存在,这表明南半球的低频扰动, 有一支沿着 ASA 波列路径, 从中高纬

南印度洋地区到达澳大利亚附近的低纬地区。另一支则可能沿着 RSA 波列路径,由南太

平洋地区到达大西洋附近的赤道低纬地区。说明南半球中高纬与热带大气季节内振荡的

相互联系与 ASA 和RSA 波列有关。图8给出20～40°W 和155～175°W地区 850 hPa 响

应场扰动动能沿不同纬度的时间变化。首先,无论在什么纬度,动能变化都具有准周期的

低频变化特征。从图 8a中几个波峰的移动可发现,沿 20～40°W 的中大西洋地区,扰动动

能主要表现为从中纬度地区向赤道低纬地区传播,这与 RSA 波列的传播吻合。沿 155～

175°W 地区(图 8b) , 在南极冰异常强迫存在时期,首先把中高纬地区扰动动能向赤道附

近传播,隔了 1～2个月则由赤道地区向中纬度地区传送(如图中箭头所示)。这说明赤道

中太平洋对低频扰动来讲, 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即对中高纬和热带大气的低频振荡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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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运站的作用。ASA和 RSA 波列把南半球中高纬度和热带的 30～60 d大气振荡结成相

互联系的体系。通过 ASA和 RSA 波列,中高纬地区的低频扰动可以影响热带地区,热带

地区的低频扰动同样可以影响中高纬地区。

图 7c与d 是沿着EUP 波列和 PNA 波列前半段的位置所作的时间空间剖面。从该两

图中可以清楚看到北半球的低频扰动,一支沿 EU P 波列路径从低纬东大西洋和中非地

区向欧亚高纬传播,这与低频扰动在东半球中高纬地区沿纬圈东移相一致。而另一支则沿

着 PNA 路径, 在冬季(即南极冰异常强迫存在时期)由中太平洋地区向北美高纬地区传

播,但在夏季,则明显沿 PNA 波列由北美高纬地区向中太平洋低纬地区传播, 这也说明

了模拟所得的 30～60 d 振荡在西半球中高纬地区沿纬圈表现为西传的可能原因。

图 8　850 hPa 响应场扰动动能的逐候变化

( a. 20～40°W 地区; b. 155～175°W 地区。纵坐标单位:m 2s- 2,横坐标数值代表月份)

为了进一步研究不同地区低频振荡的相互传播和作用,特别是低纬地区与高纬地区、

南半球与北半球的相互传播和作用, 本文对其经向传播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 30～

60 d的季节内振荡在低纬热带地区广泛存在着南北传播,其中在 140～160°E, 150～170°

W, 0～20°E 和 20～40°W 等 4个带的低纬热带,有最为明显和系统的南北传播(见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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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9a 可以看到, 在冬季低频扰动沿 0～20°E, 首先由南半球中高纬地区向低纬地区传

播,当热带大气有了一定强度的响应后,季节内振荡则由低纬赤道向南北半球中高纬地区

传播。而沿 140～160°E区域(图9b) ,低频扰动主要由南北半球中高纬地区向低纬赤道地

区传播,尤其是表现在夏季。这与大气低频振荡沿 ASA 波列和 EUP 波列的传播特征相

吻合。在 150～170°W 中太平区域内(图 9c) ,低频扰动几乎是由北向南一致传播的,而在

20～40°W 的中大西洋区域(图 9d)则是由南向北一致传播。这种跨赤道的一致性传播标

志着中太平洋和中大西洋很可能是南北半球扰动相互作用的重要通道。这两个区域的经

向传播与低频扰动沿 RSA 和 PNA 闭合波列传播特征是相吻合的。

图 9　低纬地区纬向风扰动的时间纬度剖面

( a. 850 hPa纬向风扰动沿 0～20°E ,等值线间距: 0. 8 ms - 1; b. 400 hPa 纬向风扰动沿 140～

160°E ,等值线间距 : 1 . 2ms- 1; c. 4 00 hPa纬向风扰动沿150～ 170°W ,等值线间距 : 1 . 2

m s- 1 ; d . 4 00 hPa纬向风扰动沿 20～40°W;等值线间距: 1. 2m s- 1。纵坐标数值为月份 )

现将中高纬和热带大气的相互影响以及南北半球的相互作用同低频振荡的纬向和

经向传播联系在一起, 给出模式大气季节内振荡传播示意图(图 10)。南极冰异常强迫产

生的低频响应首先沿 ASA 和 RSA 波列, 由中高纬向赤道地区传播,并通过那里积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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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调整( CISK 机制)产生新的扰源。当赤道中太平洋地区有了一定强度的响应后,低频

扰动一方面沿着 RSA 波列路径由中太平洋地区向东南高纬地区传播。另一方面, 通过

ASA-PNA 波列的相互衔接跨越赤道向北美高纬地区传播。而当赤道中大西洋有了一定

强度响应后, 低频扰动首先沿着 ASA 波列,由中大西洋向南印度洋高纬地区传播。另外,

分别通过RSA -PNA 波列和RSA-EUP 波列的相互衔接跨越赤道传播到北半球中高纬地

区,并发生作用。

图 10　全球模式大气低频振荡相互作用的示意图

(弧线代表大气遥相关波列路径,横线代表低频振荡的纬向传播,竖线代表低频振荡的经向传播)

图 11　滤波后 400 hPa 赤道地区经向风的逐候演变

(等值线间距为 2. 0 ms- 1,但没有给出零线。纵坐标数值代表月份)

上述表明, 南极冰异常通过被激发的大气 30～60 d 低频振荡, 使全球 EAP, P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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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A 和RSA 4个基本低频遥相关波列有机联系起来。从而,中高纬度和热带大气 30～60

d振荡、以及南北半球间大气 30～60 d 振荡都有明显的相互作用, 最终导致全球大气环

流产生异常。

另外,我们还可以发现赤道中太平洋和赤道中大西洋存在着较明显的跨赤道气流。从

赤道经向风的逐候演变(图 11)中看到,沿赤道地区, 经向风及其变化的最大区域是在南

亚、太平洋中部和大西洋中部,特别是冬春两季,越赤道气流最为明显。同时, 对于 30～60

d模式大气低频振荡来讲,其越赤道影响也主要发生在太平洋中部和大西洋中部(图 9和

图 10)。所以,赤道中太平洋和赤道中大西洋地区在一定意义上是南北半球相互作用的主

要“通道”。

7　结　论

本文用 IAPGCM 所作的数值模拟表明,南极冰异常可在全球范围激发出大气低频遥

响应, 进而着重研究了响应场中的重要成分——30～60 d低频振荡的特征及其活动。主

要结果如下:

( 1)全球大气对南极冰减退可以出现较长时间的遥响应, 而且这种遥响应呈现出清楚

的二维 Rossby 波列特征, 是一种低频遥响应, 它的时间演变大致具有 30～60 d的低频周

期。

( 2)大气响应场中 30～60 d 振荡能量在垂直方向上随高度的增加而增加, 在经向上

则主要集中在中高纬,在纬向上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即季节内振荡的最大动能区

(由于 CISK 机制)分布在大洋内,并有一定的季节变化。

( 3) 30～60 d大气低频振荡在垂直结构上同实际大气中的 30～60 d振荡类似。在热

带地区,振荡具有上下对流层反相的“斜压”结构。在中高纬地区,振荡基本为正压模结构,

只是在北半球东亚地区和北美大陆的夏季, 30～60 d 低频振荡呈现出类似热带地区的

“斜压”结构。

( 4)模式大气季节内振荡在不同地区和季节有其不同的纬向传播特征。在南北半球高

纬地区基本上为西传, 而赤道附近则表现出东传趋势。在南半球中纬地区,振荡呈明显的

东传现象。而北半球中纬度地区表现较为复杂,在东西半球的传播方向不是很一致。

( 5) EU P, PNA, ASA 和 RSA 波列可能是全球大气低频扰动传播的主要路径, 30～

60 d 低频扰动在波列路径上的传播具有很大的一致性系统性。从而使中高纬和热带地

区、以及南北半球的 30～60 d大气振荡相互联系起来。而且可以认为,赤道中太平洋和赤

道中大西洋地区是南北半球 30～60 d低频振荡间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重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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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TMOSPHERIC TELERESPONSE TO ANOMALES

IN THE ANTARCTIC SEA ICE AND

INTRASEASONAL OSCILLATIONS

Wang Chenggang

( Meteorological Re sear ch L abor atory , P. L . A . A ir F orc e, Beij ing, 100085)

Sha Wenyu　Zhu Yuxian

( Insti tut e of M eteorology ,P . L . A . A ir F orce ,N anj ing , 211101)

Abstract

By using IAPAGCM , it is proved that the anomaly in the antarct ic ic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chanisms to cause intr aseasonal oscillation in the g lobal atmosphere. T he

t ime-sequence of pontadly mean depature field is analized in this paper using the band-

pass f il tering scheme. With special at tent ion to the characterist ics of 30- 60 day oscilla-

tion in the r esponse f ield, it w as found that : The g lobal atmosphere behaves long-time

teleresponse to an anomalous ex ternal forcing fr om the antarctic sea ice, w hose per iod

ranges f rom thirty to sixty days. 30- 60 day oscillat ion plays an impo rtant role in the

fo rcing field, whose vert ical st ructure and zonal propogat ion characterist ics in the model

atmosphere is sim ilar to that in real atmospher e. 30- 60 day oscillat ion energy in r e-

sponse f ield increases w ith height . Longitudinal variat ion of the energ y appears regional

characterist ics. T he maximum energy of int raseasonal oscillat ion emerges over the ocean

because of CISK mechanism . T he wavet rains of EU P, PNA, ASA and RSA, perhaps,

are the main propogat ion routes of the low-frequency per turbat ion in the atmospheric

circulat ion. Consequent ly the 30- 60 day oscillat ion in the r eg ion o f m iddle-high and low

lat itude or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Hemisphere keeps in contact w ith each other . It

is suggested, that , the middle equatorial Pacif ic and At lantic ar e the paths thr ough which

30- 60 day oscillat ions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Hem isphere interact .

Key words : Atmospheric cir culation, T eleconnect ion-w avetrain, Intraseasonal oscil-

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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