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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南海季风活动的诊断分析

谢 立 安

提 要

本 文通过诊断分析研完 了初互和盛夏南海季风的 活动情况
.

结果表明
.

由

于初互和盛夏加热场特征不同导致南海季风 活动 在初夏和盛 现具 有 不 同 的 特

点
.

初复南海季风 系统和印度季风 系统之间的 相互作用是重要 的
,

而盛夏则南

海季风系统与南半球环流的 相互作 用更重要
。

K r is h n a m u : ti
,

T
.

N
.

在文献〔I J中研究了印度季风爆发对非均匀加热的响应问题并

讨论了季风活动期间的劝
·

x
.

相互作用
,

指 出恰在印度季风雨爆发之前
,

无辐散气流 的

动能 I勺 有迅速的增加
。

{li 另一些研究 t川
二‘’
中又指 出

,

应用一般的大气环流模式
,

不能

模拟季风环流的大尺度特征
,

也不能模拟季风区外环流系统的许多实测特征
。

但是
,

若

在这些大气环流模式中适当地 引入海
、

陆地区的加热作用
,

就能成功而逼真地模拟出季

风的许多大中尺度特征
。

可见
,

加热场特征是左右季风活动的震要因素
。

为此
,

本文养

重讨论初夏和盛 夏的冷热源分 布对南海季风活动的影响
。

一
、

诊断方程与方法

水平风 V 可 以分解为无旋分量 V
、

(辐散风)和无辐散分量V .
(无辐散风)

,

三者之间

的关系为

+ V
:

x V 中

= 一 V X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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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表示令场 和 x 场的 劝能转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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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b是 7月 18 日整层平均的加热场
.

梯度
,

在 5
’

一1 5
’

N 范围内为强加热中心

(计算区域内)地区都为热源

可见
,

在 1 05
’

E 附近存在一个明显的经向加热
,

而 。
’

一1 0
’

S范围内为强冷却中心
。

北半球热带
,

加热场的纬向梯度不大
,

向型
.

2 2 日以后
,

南半球冷源区向北半球扩展
,

南海地区加热梯度主要表现为经

季风开始在南海南部出现中断
.

导致南海南部加热梯度减小
,

使南海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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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辐散流场与无辐散流场的演变特征

我们计算了这两次过程逐 日逐层的水平散度场 (图略)
。

在 8 50 百帕上
,

6月15 到 16 日

南海大部分地区辐合加强
,

而其西部辐散加强
,

7月份
,

从 18 到 19 日
,

在 10 5
’

一 1 1 0
’

E

范围内辐散辐合的经向对 比达到最强
,

这里也正是南海辐合中心和澳大利亚北部辐散中

心的经度位置
.

辐散流场 的上述特征在速度位势 x 场上的表现也是十分清楚的
。

图4a
、

b 是两次过程

二为睡一草二 叼了一 矿 犷 矿

一
材

,

岭

图 4 a 1 9 8 2年 6月 1 6 日5 5 0百帕速

位势场(单位
; 1 。‘米 2八

图 4 b 一9 8 2年 7月 1 。日 5 5 。百帕速 度

位势场(单位
: 1沪米2 / 秒 )

前期的 8 50 百帕 x 场
.

图中箭头所指的方向为 x 场极大梯度方向
,

它反映了辐散凤 的方

向
.

由图可见无论在初夏或盛夏在季风活跃前期辐散风均有利于南海季风发展
.

另外也

发现在季风活跃以后辐散风又往往转为不利于南海季风发展的形式(图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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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中
·

x 相互作用的计算结果

从计算两次过程逐 日逐层的 小 x 相互作用项
,

发现中
·

x ( I )比其它各项大得多
.

因

我们主要关心发生于低空 的南海季风
,

所以只讨论 85 0 或 7 00 百帕上的 中
·

x ( I )当中
·

x

( I )大于零
,

表明辐散风动能向无辐散风动能转换
,

我们称这种转换为正转换
,

否则为

负转换
.

图 5 表示 6 月 16 日 8 5 0 百帕的 小
·

x ( I )仇
,

可以看 出在南海西部有一明显的

正转换区
.

在整个过程中南海地区的 中
·

x ( I )值以 16 lJ 最大
,

17 日以后便开始减弱
.

印度季风区的 冲
·

x ( I )值 出现相反的变化
,

1 5 日
,

1 6 目主要呈现出负转换
,

17 日开 始逐

渐增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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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也有类似情 况
,

18 日
、

19 日南海地区正转换加强
,

20 日开始减弱
.

且在南海

地区为强转换时
,

印度地区往往为较弱的转换
; 而南海地区为弱转换时

,

印度季风区转

换又较强
.

心
·

x 相互作用的这种演变特征与加热场的观测结果在时 间上和空间上都有较好的对

应关系
。

中
·

x 相互转换值 的正负与强弱同非均匀加热的梯度密切相关
。

在我们所讨论的

个例中从加热场到K 。
场的演变特征是

:

初夏

6 月 1 5 日
、

1 6 日南海指向孟加拉湾的加热梯度加强
,

随之
,

南海地区 辐合加强
,

其西侧辐散加强
,

南海地区出现 由西向东的辐散风
。

6 月16 日
,

中
·

x相互作用在南海地区出现正 中心
.

6 月 1 7 日
,

K 。场能量增加
,

南海季风开始活跃
。

盛夏

6 月 1 8 日
、

1 9 日北半球指向南半球的经向加热梯度在 1 0 5
。

一 1 1 0
0

E 处出现强中

心
.

在相应经度上 出现由南半球指向北半球的散度梯度 (即南半球辐散
,

北半球

辐合 )
。

x 场所指示的辐散风为西南风
。

7月 1 8 日
、

1 9 日南海地区小 x 值增大
。

7月1 8 日开始1 0 5
’

一1 1 0
O

E 处越赤道气流加强
。

7 月1 9一20 !J
,

南海地区 }勺显著增大
,

南海季风随之增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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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讨 论 和 结 论

通过 以上分析
,

我们提出如下看法
,

从 小
·

x 相互作用的角度来说
,

非均 匀加热对南

海夏季风活动的影响是通过下述过程来实现的
:

1
.

在某种物理过程(如凝结潜热释放 )制约下形成了特定的非均匀加热场
.

2
.

非均匀加热增加了全位能并通过释放有效位能转换为动 能 以 推 动 辐 散 气 流
,

K 、
增加

,

形成特定 的辐散场
.

3
.

中
·

x 大于零时
,

辐散流场通过中
·

义相互作用向无辐散流场提供能量
.

4
.

无辐散运动动能增加
,

南海季风活跃
.

与上述相反的过程则导致南海季风中断
.

从

风压场相互调整的角度来看
,

作均匀加热对季风活动的影响可解释为按下述过程实现的
:

1
.

非均匀加热破坏风压平衡
.

2
.

风压场不平衡激发强辐散运动
.

3
.

风压场向平衡方向进行调整
,

中
·

x 相互作用为正
.

4
.

K 、
减小(非平衡分量减小 )

,

K , 增加 (平衡分量增加 )
,

风压场逐渐趋于平衡 (这

平衡允许存在较弱的辐散分量 )
,

季风活跃
。

上面两种解释实际上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

K
、

的大小实际上是风压不平衡 程 度

的一种定量描述
,

小
·

x 相互作用的大小又 正是风压适应过程的一种定量描述
.

通过以上讨论
.

我们得出以下初步结论
。

1
.

南海夏季风活动对非均匀加热的响应是敏感的
。

这种响应从能量变化上讲是通过

伞
·

x 相互作用来实现的
‘

实际上也是在外源 (非均匀加热 )强迫下风压场 的重新 调 整
。

2
.

实际的加热梯度可 以分解为纬向和经向两个分量
,

在南海季风活动的各阶段加热

梯度表现为不同的特征
.

初夏主要表现为纬向型
,

盛夏则主要表现为 经向型
。

初夏的纬

向型加热梯度决定了南海季风系统与印度季风系统 的相互作用
,

这种相互作用是在半球

内进行的
.

盛夏的经向型加热梯度决定了南海季风系统与南半球环流之间的相互作用
,

这种相互作用是在两半球间进行的
,

越赤道气流是这种相互作用的连接机制
。

因此
,

对

于南海夏季风活跃过程来说
,

越赤道气流在初夏不是主要的
,

而在盛夏则可能很重要
。

本文是在导师 朱乾根先生指导下 完成的
,

在此深表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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