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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2 年夏季东亚季风环流

准双周振荡的分析

刘 兴 中 李 京 笃
.

提 要

本 文利用 19 8 2年 7 月的格点风资针
,

分析 了夏季东亚季风环流的 准双周振

荡过程
,

寻求了引起振 荡的 天气 系统
,

研 究了季风环流
、

高低空过赤道气流 的

振荡过程
,

发现均和台风 的生 消及移 动 有关
.

西 太平洋地 区和南海地 区的李风

环流的振 荡过程有明显 的差异
.

我国是季风盛行的地区
,

因而对季风环流的研究历来受到重视 !’
一 2 !

,

他们大多 从 平

均状态来研究季风环流的特征
,

这些研究对认识东亚季风环流的特征无疑是有很大帮助

的
.

近来不少工作表明 [”川
,

低纬大气环流变化存在准 40 天
、

准双周 或更短的周 期振荡
,

所 以用月平均
、

季节平均就不能很好地揭露季风环流的特征
。

为此
,

我们试图探讨东亚

季风环 流准双周振荡的特点
,

以便对进一步认识季风环流的中期变化过程有所帮助
。

为 了研究季风盛期的环流变化特点
,

选了 19 8 2年7月的一次过程
,

限于资料
,

只 计

算 了7 月5 日至 18 日涡度
,

垂直速度
.

分析经圈环流的中期变化过程
,

计算范围为 3 5
’

S一

3 5
’

N
,

1 00
’

一 1 60
’

E
.

资料取 自欧洲气象中心提供的格点风资料
。

一
、

影响东亚地区准双周振荡的天气系统

对于造成东亚季风环流振荡的夭气系统
,

一般认为有副高及赤道辐合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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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和副高的经 向振动有关
,

但此外有无其它的天气系统也和季风环流振荡有关 ?为此
,

我们在南海取一点(15
‘

N
.

1 1 5
’

E )
,

用 19 8 2年 5一8 月85 0百帕上的东西风分量随时 间的变

化以观察其振荡过程
,

寻求造成振荡的天气系统
,

为了消除短周期的影响
,

对东西风作

了五夭滑动平均(图 la )
。

从 曲线 a 看出
,

其变化有明显的周期性
,

只是周期长短相差较大
,

最 长21 天
,

最短

、, 5 4年 1 2 } l 口收至!l
,

一9 5 5年 6 {! 1 0 日收到修改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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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天
,

多数为 13 天
,

即所谓的准双周振荡
.

查阅夭气图发现
,

引起这种振荡的夭气系统是

西移台风和西风槽
,

在该年的四个月中共有八次振荡过程
,

6 月的两次是西 风摘引起的
,

图 1 1 9 2 2年 3 挽一引 )朴。百帕 乍西 风 寸 很五 天滑动平均曲线

a
.

1 5
.

N
.

1 飞几
’

E b
.

飞5
.

N
,

r 2 5 .

E

其余六次是台风西移造成的
.

为了比较西太平洋地区和南海地区季风环流振荡的同异
,

又在马尼拉附近取一点(1 5
’

N
,

1 25
r

E )
,

同样用 8 50 百帕上 的纬向风进行五天滑动平均
,

作出曲线(图lb )
.

发现振荡规律是相似的
,

在盛夏完全一致
,

6月稍有差异
,

原因是南海

地区直接受到西风槽的影响
,

而在纬度较低的西太平洋地区受西风槽的影响较 小
.

进入

盛夏
,

南支槽 消失
,

这时造成两地振荡的天气系统是西移台风
,

所以引起季风环流准双

周振荡的天气系统除了副高
、

辐合带以外还有台风
,

过渡季节在南海地区还有西风柑
。

二
、

准双周振荡的流场形式

为了解季风盛期准双周振荡流场形式
,

我们将 7 月6 日至17 日的过程按图 1曲线
a把流

场分为南海无 台风影响期(7月 9 日)
、

台风影响期 (7 月 1 5 日)
,

并给 出85 0百帕的流线图
.

从图 2a 可见
,

在南海无台风影响时
,

副高西伸南海北部
,

印度西南季风从中南半岛侵

胡

仁尹/ / 了一\
‘

~
_

_

队
,/ z / 万弃李\ 入 了

图 ? 8 5 。百帕流线图
a

.

‘1 1 、 、_

二
1 g R Z年 7月 9 日 20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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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我国西南
,

赤道辐合带较弱
.

计算 1 0 5
‘

一1 5。
’

E 辐合带上平均涡度只有 o
.

58 x l。
一 5
/ 秒

,

比起全过程的辐合带上平均涡度 o
.

76 x l。
一 ”
/ 秒要小得多

.

缓冲带西伸到南海南部
,

这时

南海南部的气流来 自南半球较弱的过赤道气流
,

主要在新加坡 以东的 5个经度 以 内
,

澳

大利亚为一弱冷高压
.

当台风影响南海时(图Zb)
,

辐合带最强
,

平均涡度达到 1
.

04 x l0
‘ 5

图2 5 5 0百帕流线图 b
.

一。5 2年 7月 1 5 日20 时

/秒
.

从25
’

S 的 8 50 百帕高度时 间廓线(图略)看 出
,

澳大利亚高压也强
,

缓冲带发展强

大
,

西伸到 85
’

E
,

此时南海南部气流来 自两地
,

主要的一支是印度西南气流
,

风速多

在 12 米/ 秒以上
;
另一支是相对较弱的过赤道气流

,

风速只有 4一6米/秒
,

但过赤道气声

的通道 已宽达25 个经度
.

由上可知
,

在南海无台风影响时
,

辐合带
、

缓冲带
、

澳大利亚

高压均较弱
,

在台风影响期这些系统均较强
,

因而在准双周振荡中这些系统均为强弱变

化
.

三
、

过赤道气流的准双周变化

1
.

低空过赤道气流

图 1表明热带环流的变动和台风有关
,

台风作为一低压系统
,

在低层必有大量 空 气

被卷入
,

台风越强卷入的空气就越多
,

这气流一部分来自南半球
,

从而形成一股较强的

过赤道气流
,

当台风西移时强的过赤道气流也应西移
.

为了证实这种想法
,

作出图 3
.

在

图上不但见到通常所说的 1 05
’

E
、

1 30
’

E 和 1 50
’

E 通道
,

还见到过赤道气流最大风速 轴

线随时间自东向西移动
.

9 日以前最大风速轴线位于 13 。
’

E
,

10 日开始西移
,

12 日移 到

120
’

E
,

1难日移到90
’

E
,

表明过赤道气流最大风速轴线在准双周振荡中 自东向西移
.

除

了最大风速轴线西移外
,

在赤道上的风向也应发生变化
.

在一般情况下
,

南半球的东南

信风越过赤道后
,

在地转偏向力的作用下转成西南风
,

即使澳大利亚冷空气爆发只能使

过赤道气流加强
,

也不能使赤道上的气流转成西南风
.

但当台风西行时
,

台风南侧有大

片的西南风
,

其南缘可达赤道
,

当台风越强西南风向南扩展越远
,

甚至可达南半球
.

从

图 Zb可见
.

因南海台风的作用
,

在85
’

一1 1 0
’

E 范围内的赤道上就转成西南风
,

7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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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较强
,

在南半球 1 1。
‘

一 1 20
’

E
,

5
‘

S范围内就转成西南风
.

从赤道上 8 50 百帕风的时

间剖面图(图略)
_

L看出
,

西南风的出现是从东向西扩展的
.

上述讨论表明
,

在准双周报

必
/

化人记守l协亡仃诊入劝漂
。

|厂卜|卜包\/心\
。

申
l’.

扁掣
.’

少尸叱必

.

少

肖价丙一

沂‘
一 / 3刃

.

必
’

袱介
圈5 10 . 2年7月 5一一日8 5 0百帕过 赤道气流的 经度一时 111 1剖论i图

南 风为 正
.

北风为负
.

双虚线为南风盈大风速 轴线

荡过程中
,

因台风的影响使

过赤道气流最大风速轴线西

移
,

且使赤道上出现的西南

风也向西移
。

南半球冷空气

只提供了向北的空气质t
,

而强的过赤道 气流位里则决

定于辐合带上的强扰动
.

2
.

高空过赤道气流

为 了解高空过赤道气流

的中期变化
,

我们作 了20 。百

帕上过赤道气流的经度一时

间剖面图(图 4 )
,

发现高空

向南过赤道气流和低空向北

过赤道气流一样也有西移现

象
,

这 种 振 荡 起 源 于 西太平 洋
,

终 于 印 度 洋
,

对 照 2 00 百 帕流 线 图
.

发 现 这

股过赤道气流来 自大 洋 中部槽附近的反气 旋
.

如 7 月 6 口 位 于 15 0
.

E 的 向 南 过 赤

修]‘ 一9 8 2年了) ! 5一
8 1」2 0 0百巾l

‘

l过赤道遥 、流的经 度一11」l川六」11: l图

南风为 !眨
,

.

比风为负
,

双 傀线为北风最大风速抽线

道 气流 源 于 1 0’ N
、

18 0’ E 的 反 气 旋
;

10 日1 30
’

E 的 向 南 过 赤 道 气 流 来 自关岛

附 近 的 反 气 旋
.

随 着反 气 旋 西 移
,

向 南 过 赤 道 气 流 也 西 移
.

和低层流场相对

照
,

这 样 的 高 低 层 配 置 正 是 台 风 的 特 征
,

所 以 高 空 向南 过 赤 道 气 流 也 是

由台风引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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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经 圈 环 流 的 准 双 周 变 化

、

高空向南
、

低空向北的过赤道气流最大风速轴线西移均和台风有关
,

表明这三者是

作为一个锥休出现的
。

在低空通过过赤道气流将南半球的空气输送到北半球
,

由台风辐

合作用把 低层空气送到高层
,

再由高空的向南过赤道气流送到南半球副热带地区下沉
.

这样就组成了季风环流圈
。

既然高低空过赤道气流的轴线均有西移现象
,

那么由它们组

成的季风环流圈 也应有西移现象
。

我们作了逐 日各格点上的经圈剖而图 (图略 )
,

发现 季

风环沐圈在准双周振荡中自东向西移
.

同时也发现西太平洋地区和南海地区的准双周振

荡有所不同
。

西太平洋地区季风环流消失时
,

存在和 A s o a 。户l给出的模式 相 似
,

在 南

半球存在哈得来环流
,

赤道地区有赤道圈
;

但在北半球的哈得来环流很弱
,

只在 50 。百

帕以下而且也不闭合
。

当季风环流形成后
,

由辐合带上升的气流
,

到高空向北的一支在

副高中心下沉
,

组成了哈得来环流
。

向南的一支到南半未副热带地区下沉
,

并和澳大利

亚冷高压下沉气流汇合后返回赤道
,

从而形成季风环流
。

此时南半球哈得来环流 几乎 消

失
,

所以西太平洋地区季风环流为生消过程
。

在南海地区存在季风环流
,

当和台风相连

的季风环流移入南海时才 变得特别强大
,

其下沉支可达 3 0
0

5
:

可 见南海地区季风环流圈

为强弱变化
.

五
、

结 语

1
.

引起南海和西太平洋地区准双周振
;

tt’的天气 系统除了副高
、

辐合带外还有西移台

风
,

南海地区在过渡季节还有南支西风槽
。

2
.

高低空过赤道气流的中期变化为 自东向西移
。

3
.

西太平洋地区季风环流圈存在生消过程
,

而南海地区为强弱变化
,

4
.

和台风相连的季风环流圈在准双周变动中 自东向西移
。

本文只是一次个例分析
,

是否有代表性
,

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在写作中得到 朱乾根副教授的 帮助
,

并提 出了 宝贵的意见
,

作者在此表示 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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