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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8年酷暑与副高
一

活动

向元珍

( 沈苏省气象合 )

提
一

要

’

19 7 8年长江中下游初夏出现空梅
,

盛夏连续干早
,

并延续到 9 月大丰月
,

以致6 月下 旬至 9 月上旬其间连续 出现三段持续 高温
,

为近百年来所 未有
.

由于

副热带高压的异常发展
,

50 0 毫巴一个几乎 围绕整个北丰球的侯平均副 高环 带

不稳定崩解
, ;

在西太平洋形成一个强 大的副高单体
,

逐候向西移动
、

琦强和扩

展
.

同时
,

伊期 ~ 青藏 高原有强暖高压东移
。

两个副高单体合并
、

增强并控制

我国 大陆
,

造成江 淮流域7 月上旬和 9
.

月上 旬的两次特珠异常高温
,
低纬环流表

明
,

副 热带长 波的异常发展也是造成 1 9 78 年副高特择和酷署的另一个原月
。

分

析还发现
,

副高活 动及特续高温有一个 月左右 的准周期性 变化
。

19 7 8年夏季
,

我国东部地区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奇早酷暑
.

江淮流域春早接空梅
,

伏秋又连早
,

尤以夏季伏旱为最严重
.

长江下游的安徽
、

江苏
、

浙江和赣北等地6 ~ 8月

总雨量都比常年平均雨量偏少3 、 5成以上
,

部分地区偏少 7州 8成
.

如南京 1 ~ 1。月总雨

量仅有47 2
.

0毫米
,

比1 9 0 5年有资料以来的70 年间
、

雨量最少的 19 13 年同期雨量 52 8
.

8 毫

米
,

还少56
.

8毫米

二
与此同时

,

江苏省出现了高温酷热天气
.

4 ~ 9月
,

每月平均气温高于常年同期平均

值约 1 ~ 3度
,

而且 日最高气温) 35 度 的高温天数
,

在有记录的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

如南

京的高温天数达35 天
,

虽比最多年份的 19 3 4年51 天为少
,

但也接近最多的 19 6 6年(37 天)
.

19 7 8年高温酷暑天气的最显著的三个异常特点是
,

高温开始特早
,

气温特高
,

而且结束

特迟
。

19 78 年.6月下旬提前进入盛夏(提早 10 、15 天)
。

从6月25 日~ 7月 10 日半个月内
,

长江

中下游大部分地区
,

日最高气温多 35 度的持续高温达 11 ~ 巧天 :
上旬有2‘3天 日最高气

温达39 ~ 40 度
,

平均气温达33 ~ 34 度
,

比常年偏高5 ~ 7度
.

到了9月上旬
,

本应很少出现

) 35 度的 日最高气温
,

但却 出现了反常的持续高温天气
.

以南京为例
,

9月 l~ 8 日内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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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竟达 4 天
。

夏季高温天气出现之早
、 一

结夷之迟
、

持辣之久
、

范围之广
·

是长江中下

游地区有记录以来所罕见的
。

从历史资料来看
,

在 19 5 4 ~ 19 7 7 年 7月上旬 ~ 9月上旬共 1 68 个旬中
,

江苏省有 40 个

旬属于高温少雨(旬平均气温比常年值偏高 1度 以上
,

旬内少雨或基本无雨)
.

其主要原因

在于有不同强度的副高单体或副高脊(》58 8位势什米)控制
,

从而造成江苏省高温 少 雨

的有38 个旬
,

占95 帕
,

其中有6个旬的旬平均气温明显偏高(旬距平值 ) + 3 度 )
.

这6个

旬的5 88 线都进入我国东部地区
,

副高中心就在长红 口至南京
、

杭州
、

南昌一 带
,

中 心

强度都高达5 89 ~ 5 92 位势什米
.

1 97 8年的高温干早
,

同样是副高三次直接控制所造成的
.

该年高温季节 的 异 常提

早
、

异常酷热以及异常延迟
,

则是与副高的异常变化密切有关的
.

二

副高是一个稳定而强大的行星尺度天气系统
.

它的位置和强度变化
,

对夏季早涝有

极其密切的关系
.

我们把副高活动运用于夏季长期天气预报时
,

曾定义一个月平均副高

综合指数1
. ,

将几个主要的副高特征值(副高面积指数G
、

120
.

E 的副高脊线位 1 2
、

副

高西伸脊点W )按不同的权重组合为副高综合指数

I = G + Z + W

以便较全面的表示副高的位置
、

强度
。

结果发现
:
I及其距平 △I有明显的准周期性和持续

性
; △I有周期性的持续偏高和偏低现象

,

多数偏低偏高期可持续 1 ~ 2年 ;
在出现 △I) 16

的极高值后4 ~ 9个月内
,

副高仍然较强
.

根据副高综合指数的长周期分析
,

19 73 年 10月 ~

19 7 6年9月为持续偏低期
; 19 7 7年 1月开始进入持续偏高期

,

而且 19 7 8 年 2 月的
4

△I= 19

(略小于 1 9 6 4
、

1 9 7 3年2年的 八I值)
,

故 19 7 7年 ~ 19 78 年副高处于较强的周期之 中
.

事实

上
,

19 7 8年副高活动都是较强的
.

入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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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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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 9 了8年 (实线 ) 和 1 9 了7 年 (虚线 ) 120
‘

E 副高脊线位里演变曲线
.

实
、

虚双 偏头线为副高单

体控制江淮流域时期

.

向元珍
,

副高综合指数及其应用
.

副高的长 期变化及其与长江下游汛期早涝关系的初步研究 (第一辑 )
,

中气央象局
, 19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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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副高持续偏强的长周期中
,

副高脊线位置的逐 日变动
,

仍具有明显的周期性
、

阶

段性和跳跃性I’]
。

如图 1所示
,

19 78 年夏季
,

1 20
.

E 处的副高脊线有三次明显的 北 跳 (6

月下旬
、

7月下旬和 8月下旬)
,

而江淮流域也有三次受副高中心控制(即 7月上旬
、

8月上

旬
、

9月上旬 )
.

这正是该年夏季江淮流域出现三次持续高温过程的时段
。

在图2中
,

1 9 7 8

年南京逐 日最高气温曲线图上也清楚的显示出这一点
.

逐 日最高气温曲线演变和副高脊

线的南北进退都反映出极有规律的准一个月周期(图 1
,

2中还附上 19 7 7年的演变 情 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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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 97 8 年 ( 实线 ) 和 1 9 7 7年 ( 虚线 ) 夏季南京逐 日最高气温变化曲线

其演变趋势与1 9 7 8年的过程几乎完全相似
,

年比 19 7 8 年低得多)
.

因此
,

19 78 年夏季的高温是在一个较 !—

只是7月上旬和9月上旬的日最高气温
,

1 9 7 7

强的副高活动的长周期中
,

江

淮流域三次受副高中心控制而

造成的
。

但是为什么早在 7 月

上旬就出现39 ~ 41 度的酷热
,

以及迟到 9 月上旬还 出现反常

的 35 ~ 36 度高温呢 ? 这 可 从

5 00 毫巴图上副高的异常变 化

来解释
.

在盛夏 7 ~ 8月
,

北半球副

高发展到最大强度
,

不仅太平

洋和大西洋副高的强度增强
、

范围扩大
、

西伸北上
,

而且在

亚洲
、

北非和北美大陆上也出

现强大的副高单体
.

在发展最

强时
,

这些副高单体可 以在短

期内相互连接
,

形成一个几乎

围绕整个北半球副热带地区的

5 88 位势什米线的闭合副高 环

场

/

\

谈铸\ 分

阁 3 1 9 7 8月 6 月1 1一1 5 日5 0 0毫 巴候 苹为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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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

(只是由于印度季风低压的发展
,

带状高压在南亚通常是中断的)
。

这种现象在7 、 8月

逐 日5 00 毫 巴图上时有出现
,

但业不能 持续很 久
。

在候
、

旬平均图上这种几乎环绕北半球

的副高环带还是不多见的
.

副高环带的出现
,

既代表着整个北半球副高势力的增强
,

也

蕴藏着副高发生突变的可能性
。

如果将副高的气压—高度值沿纬圈展开
,

就将成为一

条几乎平直的纬向曲线
,

这显然是不能持久的
.

它必然产生动力不稳定而崩解为一个个

波动
,

即形成一个个副高单体
.

19 78 年夏季就出现了两次这种异常的发展过程
.

从图3可见
,

早在6月第 3 候
,

在 20
O

N纬圈上出现了一个几乎围绕全半球的 副 高 环

带
。

从 135
O

E 往东经整个北太平洋
、

北美
、

北大西洋
、

北非直至60
‘

E 伊朗高原的副热带

地区
,

为一 5 88 线包围的副高环带
,

最大中心值大多在58 9 ~ 59 1位势什米间(仅北美出现

59 2 ~ 59 3位势什米)
.

南海地区还有一较小副高单体
,

只是在印度附近才断开
.

这种 副

高环带只维持了 1候就崩溃了
,

表现在西太平洋地区 有 一 强 大副高单体形成和 发 展
.

6月第 4候
,

西太平洋副高单体58 8线的东西范围约在 13 0
。

~ 180
’

E
,

其中还出现59 2 闭合

等高线
.

以后5 88 线逐候向西扩展移动
,

6月第6候已进入我国大陆的江南地区
。

7月 1 ~ 5

日5 8 8线迅速西伸到 1 05
’

E
,

业北抬到35
’

N
,

同时伊朗高原有副高脊东伸与之 合 并
.

因

此
,

7月第2候和第3候
,

强大的副热带高压已经控制9 0
’

~ 14 0
0

E
,

2 0
。

~ 35
’

N的我国淮河

以南和 日本以南洋面的广大地区
,

候平均副高中心高度达 5 90 位势什米
.

我们再考察一下副高环带崩解后的副热带高度场形势
.

邹月第3候出现 副 高 环 带

时
,

在全半球 2 0
。

~ 3 0
O

N
,

副热带纬度的5 00 毫巴高度廓线相当平直
,

变化于58 8 ~ 5似 位

势什米之间
,

只有印度地区为一低压
,

高度为58 4 位势什米
.

从 6月第4 ~ 5候起
,

副高环

带崩解
,

副热带纬度的高度场廓线出现明显的波动
。

如图4所示
,

北非为一异常强的副高

LLL lll
丁丁 lll卜

,
、. ‘碑 (((夕夕夕

芝盗戮么二二
、、

/////////////////////// 勺 砧口_________

lll 一一一一一一一

袱袱二双之之
之、、 22222222222
丈丈丈卜、、、、、、

气气梦梦、\
,,

扮彩彩 / /// 扩甲 )
’’’

}}}}} /

/ 又又二二二
二二

碑碑

\、
~~~

一/////
、、、~ ___

之之之之之之 {{{lll , . . . . . . . . .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图 4 197 8年6 月2 1日一2 5 日50 。毫巴候平均等 高线图 (数字为距平中心值 )

控制
,

中心高达59 6位势什米
,

比历年平均值高
·

{
一

6位势什米 ; 印度地区为一异常强的低

压
,

中心58 0位势什米
,

距平值一 5 ; 西太平洋上出现 5 92 位势什米的副高中心
,

58 8线南北

伸展
,

从 1 0
‘

N附近直到35
‘

N左右
,

4 0
’

N处距平值在 + 8位势什米以上
。

6月下旬到 9 月

上旬
,

印度地区的低压一直维持异常的强度
,

中心高度都在 58 1 ~ 58 0位势什米以下
,

而

且有3个旬低值达57 9位势什米
,

比多年旬平均值(5 83 ~ 5 84 位势什米 )低3 ~ 4位势什米
,

这表明印度地区低压的活跃与发展
.

同时
,

北非的副高中心高度通常也比多年平均值高

.

杨义文
,

北半球副高 及其 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又系的初步分析
.

副有的长期变化及其与长江下游汛期早涝关系

的 初步研究 (第一辑 )
,

中央气象局
,

1 9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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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2 ~ 3位势什米
.

这种强烈的正负距平的分布
,

就相当于低纬环流 的一种强 振幅
、

波动

—
副热带长波

。

也就是说
,

在副高环带崩溃后
,

出现三个副热带长波槽脊
:

北非 、印

度为第一个长波
;
西 ~ 中太平洋为第二个长波

;
东太平洋~ 大西洋为第三个长波

, 一

其中

以北非~ 印度的长波脊
、

槽最为强大而稳定
。

由于能量的频散
,

下游效应必然导致第二

个长波的加强和发展
,

从而大大加强了西太平洋的长波脊
,

即西太平洋副高的增强和逐

候西进
.

这对于 1978 年盛夏的异常高温是有重票贡献的
。

另一方面
,

从逐 日5 00 毫巴温度场的演变来看
,

了月初
,

斯利那加的 50 0 毫巴面上温

度达 + 4度
,

有一个高温暖中心随伊朗高压东移进入青藏高原
.

7月 7 日
,

拉萨50 。毫巴面

上温度达 + 6度
,

9 ~ 10 日西藏高原上竟出现极为罕见的 + 8度的特暖高温中心(图5 )
,

这

种高原暖高中心东移并入太平洋副高
,

对于7月上旬出现强大副高控制我国广大地 区 以

及酷暑天气起了重要的加强作用
.

在夏季
,

青藏高原作为热源所产生的纬向质量输送
,

对太平洋副高加强
、

维持所起的重要作用
举 ,

也可由此得一例证
。

才 / z 产
.

0 、件丈
户

字
图 5 19 7 8年 7月 g 日 2。时50 。毫巴 温度 场

正是这种北半球副高环带的不稳定发展和崩解
,

以及副热带长波的增强
、

发展
,

使

得太平洋副高单体西移加强
,

加上特暖的伊朗 ~ 青藏高原副高的东移
,

两个副高单体合

并
、

增强
,

使得6月底到7月上半月有一强大副高中心控制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
。

既使

这里出现空梅天气形势
,

也会过早的(6月下旬 ~ 7月上旬 )导致大范围的持续高温 (最高

气温达3 9 ~ 4 2度 )
。

隔了两个月
,

这种副高的异常发展过程又重复了一次(图略)
。

8月第2候
,

再次出现

围绕全半球(从 12 0
0

E 往东经太平洋
、

大西洋
、

北非直到 7 0
’

E )的副高环带
.

8月第 3候副

高环带崩溃
,

在西太平洋发展形成一个副高单体
,

中心逐候西移
.

伊朗 ~ 青藏高原同时

有暖高中心东移并入
.

8月第 6候 ~ 9月第 1候长江流域受副高单体控制
,

结果在正常情况

下本应降温的8月底和9月上旬
,

反而 出现了一次日最高气温达 35 ~ 36 度的持续高温时期
.

8月初的持续高温是历年常见的现象
,

.

19 7 8年业不例外
,

在候平均图上也没 有 出现

上述副高演变过程
.

总之
,

19 78 年6月中旬 ~ 7月上旬
,

8月上旬 ~ 9月初
,

出现了两次特异的副高环带不

.

黄士松
,

副热带高压
,

南京大学气象系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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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发展
,

两个 .lj 高单体合开有傲
,

便伶 , 国入两、二二八 。、 . , 。

6月下旬 ” 7月上旬 以及特迟的8月底 ~ 9月初出现两段持续高温过程

奇早酷热夭气来得早
、

去的迟
、

持续久
、

强度大
、

危害特别严重
.

两个副高单体合井勿直
.

一
, 。 ~ 。二 , 、 * 二、 烈玄地制下

,

结果在特早的

使得 19 7 8年夏季的

三

前已提及
,

从图 1
、

2可知
,

197 8 年 夏季
,

江苏出现三段持续高温过 程
.

12 0
.

E 处

的副高脊线也有三次北跳和三次控制江淮流域

一个月左右
。

,

呈现 明显的准周期性变化
,

其周期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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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盯 R年夏季各旬 5朋线演变图

旬平均5 00 毫巴天气形势(图 6 )也提供了副高活动的准一个月周期变化的证据
.

19 7 8

年7月上旬
,

5 88 线闭合副高单体控制了我国淮河到南海北部
、

1 10
“

~ 1 35
.

E 之间的广大

地区
,

中心已达长江 口附近
,

最大强度为 5 91 位势什米
。

副高面积指数(15 0
“

E 以西》 5 88

位势什米线的网格点数)为 13
,

相应的距平值为 + 6 一 + 7位势什米
.

副高脊线比常 年 平

均值偏北约5个纬距
.

8月上旬副高单体在长江口
,

强度为 5 88 位势什米
,

副高面积指数

为8
,

与历史平均情况相差不多
.

9月上旬
,

副高单体再次出现
,

中心在长江口附近
,

面

积指数为7
.

1 9 7 8 年 夏季其它各旬
,

江淮流域均未出现副高单体控制现象
.

这就说明
,

在 19 7 8年副高较强的情况下
,

副高单体的出现
、

中心的强弱
,

以及中心的东西移动
,

都

具有一个月左右的准周期性变化
.

19 了7年具有完全相似的变化趋势

,

不仅三次持续高温过程
,

三次副高脊线北跳
,

而

且 50 0毫巴旬平均58 8位势什米线的演变(图略 )
,

都有明显的准一个月周期变化
。

只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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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19 7 8年同期相比较
, 1 9 7 7年7月上旬副高单体弱得多

,

8月上旬较强
,

9月上旬则相差不

多
.

必须指出
, 19 7 7年与 19 7 8年同处于一个副高综合指数正距平的偏强周期之中

,
副高

的周期性变化较为显著
。

从历史上多年平均情况看
,

也显示出副高周期变化的若干征兆
。

图7 *

为各区域多年

平均的副高脊线南北位置变化
。

当盛夏7 ~ 8月副高到达最北位置时
,

有一次短时南撤
,

两

次最北位置之间大约相 隔一个月左右
.

这种周期性变化以中国平原地区( 1 00
.

~ 1 20
’

E )

和西太平洋地区(130
’

~ 160
’

E ) 最为显著
.

再从历年 5 00 毫巴旬平均图 上看( 图略 )
,

1 9 5 4 一 19 6 7年共14 年中
,

长江流域受副高单体控制
,

出现一个月准周期性变化的有n 年
.

1 9 6 8 ~ 1 9 7 4年副高较弱
,

每年只有1 ~ 2个旬出现大陆副高单体
,

这7年都未出现一个月周

期变化
.

19 7 5 ~ 19 7 8年 4 年中再次出现一个月左右的准周期性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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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各区域 6 00 毫巴 副高脊线位置 ( 南北变化 )的 多年平均值

以上这些都说明
,

盛夏季节
,

在副高较强年的条件下
,

易出现一个月左 右 的周 期

变化
.

在 19 7 7 ~ 19 78 年的较强副高长周期中
,

表现得最显著
,

7月上旬 ~ 8月上旬 ~ 9 月

上旬重复出现三次
,

而且持续最久
.

四

1 9 7 8年酷暑期间的低纬环流有其自身的特色
.

这年的台风总数较少
,

而且在副高强

盛和长江中
、

下游持续高温时期(7
、

8
、

9各月上旬)
,

关岛附近50 0毫巴面上盛行较强的

偏东气流(图略)
.

热带辐合带纬度位置偏低
,

西太平洋都无合风生成
.

在副高单体控制

大陆持续高温的间歇期
,

低纬热带系统活跃
,

关岛500 毫 巴面上转西 ~ 西南风
,

辐 合 带

北移
,

这时就有台风群连续生成并北上
.

如 7月的 5
、

6
、

8 号台风和8月连续产生的 9
、

1 0
、

11 号台风等
,

台风群之后又出现持续高温时期
.

由此 可见
,

19 7 8年夏季西太平洋副高有三次明显北跳
,

在这三次北跳的前后都曾出

现台风群形势
,

也即出现热带辐合带与台风等热带系统北移的形势
.

副高的北跳与热带

,

黄士松
,

副热带高压
,

南京大学气象系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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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北移之间有着一定的相互关系
.

因此
,

在 197 8年
,

长江中下游盛夏酷热奇早的直

接原因
,

虽然主要是副高的异常发展所致
,

但也受到低纬大气环流和热带天气系统北移

的间接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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