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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一50 天低频振荡和准双周振荡对持续异常的影响
‘

孙永是 陈久康
(燕龙江省气象台 ) 《南京气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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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预振荡
,

准双周振荡

匆年代以书大范颤
气候异常席卷全琳严重的早涝和低温

、

酷署频繁妙体
们

十分关心这种异常夫气
、

气候的物理原因和机制
。

大气环流持续异常是气象学家十分感兴

趣的何题之一
,

对它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加深对大气低频变化性质的了解
,
另一方面也可为

超过一周的天气预报提供线索
.

D ol e
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多有意义的研究

,

并首次提出了

持续异常的客观标准
,

指出持续异常多发生在三个地区
〔卜幻 .

周琴芳等研究了冬季月平均

大气坏流异常的垂直结构
,

指出环流异常具有相当正压性闭
.

关于大气环流的演变
,

除准双周振荡外
,

Mad de n 和 Ju lian 在 70 年代初期发现了大

气运动的 30 一5 0 天低频振荡现象
〔”

.

其后的研究表明
,

这种振荡具有全球性
‘

在大气随时

间演变的宽广时域内
,

30 一50 天低频振荡的方差对大气变化总方差的质献超过天气尺度

扰动方差的贡献
,

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强的低频讯号
.

人们对 30 一50 夭低频振荡的研究

已不再是作为大气运动的一种周期变化现象来看待
,

而是被视为大气运动的一种
“

实体气

, 本工作得到 7s 一帕- O1 经费资助
收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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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
“
实体

”
与长期天气变化和短期气候异常关系密切

。

1 资料和方法

本文所用的 SO0h Pa
高度候距

平资料是根据中央气象台整理的逐

日 5 0 OhP a 网格 点高度资料计算

的
,

时段为 1 9 7 1一 1 9 8 4 年共 14

个冬季 (12 月一下一年 2
.

月 )
,

区域

为整个北半球
,

网格距为 10 纬度 又

2 0 经度
,

共有 10 一80 叹 的北半球 8

X 18 共 1“ 个网格点
,

每个格点样

本长度为 14 年火招候共 2 52 个
.

在对环流异常现象的分析中
,

我们首先用方差分析研究了冬季

50 0h Pa
候平均高度场的地理分布

,

而后以方差大值区的四个 中心为基

点
,

分别统计了不同基点的持续异

常正个例和负个例
。

选取持续异常

个例采用 D ol e
定义的标准“ , :

对于
_

给定的振幅临界值 M 和持续时间
图 1 北半球冬季 S O0h Pa 高度方差分布图 等值线间隔 1 0g Ptu

l右

界值 T
,

某点上的企持续异常是指此点上的距平值大子或等于 M (对 为正值 ), 并至少保

持 T 夭
;
某点上的负持续异常是指此点上的距平值小于 M (M 为负值)

,

并至少保持 T

天
。

正 (负 )异常个例的持续时间 D 定义为
:

距平第一次大于 (小于)M 值的时间到下一次

小于 (大于 )M 值的时间
。

为简明起见
,

只给出方差大值区之一的阿拉斯加 (6 0 0N
,
1 6 0o w )

为基点的持续异常正个例的计算结果
,

其中选取 M一 1 0 og p m
,

T = 10 夭
.

为了讨论 30 一50 天低频振荡和准双周振荡的特性
,

采用 Mur ak
a
mi 设计的带通时间

滤波器
,

分别选取 。。=
2犷

8 (候 )
, 业与=

2才

3 (候 )

2 环流异常的地理分布特征

要素随时间变化的强度一般用方差表示
.

这里
,

我们首先用 14 个冬季的 50 0h P a
高

度候距平资料计算冬季 sooh P。高度场方差分布 (图 1 )
.

由图 1 看到
,

北半球冬季环流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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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a
.

建立前 5天
,

未挂彼的距平场 b
.

建立前 5 天
,

经 30一50 天德波的距平场

。
.

建立前 5 天
,

经准双周诊波的距平场

常的早著 区有四个
,

它们分别位于阿拉斯加( 6扩N
·

16 少w )、大西洋东部沿岸(

500N
,

幕粼粼墨缨粼羚黔粼默跺{粼
有

常

翼翼嚣器嚣宾默瓷湍髯翼馨翼桨翠霎纂于哗
杯
孺黑器兰潺黔箕荔鬓纂笔默黔

也”行了

~ 掀
“

:态蒸缪翼鄂薰撇蠢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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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 ‘ 建立第。夭
.

未健波的距平场 石
.

建立第 。天
,

经 3 0se 的 天德波的距平场

‘
.

建立第 。夭
,

准双周彼波的距平场

图
·

由于季节内主要存在着 30 一50 天低频振荡和准双周振荡两种低频过程 (对它们在持

续异常中的作用感兴趣) ;所以
,

用滤出这两种波动后的资料又进行了上述的整个工作
·

现

分述如下
。

建立前 5 天 (图 2)
:

-

首先看持续异常建立前 5 夭的未经滤波的距平场 (图 Za)
,

阿拉斯加一带被宽广的纬

向正距平控制
,

最大正距平中心在其上游
,

强度为 8 8gP m
,

加拿大北部至极区一带和西欧

沿岸为较强的负距平控制
,

没有迹象表明持续异常将要在阿拉斯加建立 ;在经 30 一50 天

滤波的距平场中(图 Zb)
,

与未滤彼的距平场分布极为相似
,

但在
‘

阿拉斯加附近有一闭合
{

的强度为 2 8gP m 的正中心
,

有利于异常正距平的增大
,
而在经准双周滤波的距平场(图

2c) 中柯拉缈
口一带
撇

负距平中
‘

合控娜不利于持续异常的建立
。

由于 30 一 5。天低频

振荡和准双周振荡在阿拉斯加的距平符号相反
,

持续异常还不能出规
.

建立第 o 天(图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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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4 ‘建立后 。夭
,

未 . 彼的距平场 b 建立后 5 天
,

经 3
卜50 天健彼的距平场

c
建立后 5 天

,

准双周恤波的距平场

⋯芳谁攀)
{照挺旗舞



3 期 孙永里等
: 3 0州一50 夫低颇振荡和准欢周振荡对持续异常的影响 373

异常的强度有很大影响
.

这也许能对环流持续异常所造成的灾害天气和短期气候变化提

图 5 a
.

崩演前 。天
,

未挂波的距平场 而
.

崩演前 。天
,

经 3 0
,

- 50 天逮波的距平场一

c. 崩演前 O天
,

准双周撼波的距平场

供预报信息
。

建立后 i0 夭 (崩馈前 O天) (图 5 ) :

从持续异常发展到最强(图 4) 到崩溃前(图 5) 的这段时间里
,

持续异常正距平中心已

减弱到 1 7 3 gP m
,

整个正距平范围向西扩大
,

上游负距平也西退
,

这与 R os : by 的长波西退

理论相一致
,

但还没有迹象表明持续异常将要崩溃 (图 5a ) ,
在经 30 一50 天滤波的距平场

(图 sb) 中
,

阿拉斯加正距平中心减弱至 6 4 g p m
,

其上
、

下游负距平出现闭合中心 ; 准双周

滤波的距平场(图 5。 )中
,

原正距平中心 已减弱酋退至阿留申及鄂海一带
,

阿拉斯加处于

正负距平的交界处
,

并将要被负距平所取代
.

由此
,

我们看到
,

在持续异常减弱至崩溃前的

时间里
,

准双周振荡的正距平由最强逐渐变弱而趋于向负距平过渡
,

持续异常的持续时间

便取决于此
。

崩溃后 5 天 (图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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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石 a
.

崩演后 5 天
,

未挂波的距平场 b
.

崩演后 5 天
,

经 3 0ee 50 天撼波的距平场

c
.

崩演后 5 天
,

准双周位彼拒平场

阿拉斯加的持续异常正距平减弱西退而被负距平取代
几

,

崩演十分迅速
,
持续异常消亡

(图 6a ) ; 3。一50 天滤波的距平场(图 6b )中
,

正距平也减弱西退
,

阿拉斯加被纬向负距平

控制
,

负距平中心位于阿拉斯加南部 ;准双周滤波的距平场(图 阮 )中
,

阿拉斯加已处于负

距平控制下
.

由此看到
,

待续异常崩渔后
,

30 一50 天低频振荡和准双周振荡都与持续异常

的距平符号相反
。

4 初步结论
_ _

通过对北半球冬季大气环流异常现象的分析和探讨
,

得到如下几点初步结论
·

(l) 北半球冬季环流黔
的频发地区有四个

·

分别为阿拉斯加型(6 。oN ,1 60o w )
,

大西

洋东部沿岸型(5 oo N
,
2 0o w ), 乌拉尔山西部型 (6 oo N

, 4
0oE 》和巴芬岛型 (7 oo N

,
8 0o w ), 它

们与北半球冬季大气活动中心及超长波活动的槽脊相联系
,

其中
,

阿拉斯加不但是环流异

常的频发地
,

而且也是 3 0we so 天低频振荡的活跃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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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oee 50 夭低叔振荡和准双周振荡在持续异常的生成
、

发展
、

减弱
、

消亡的演变过

程中起着里要作用
。

环流异常持续时间的长短主要受准双周振荡的影响 ,而异常的强度主

要受 3 0~ 5。天低撅振荡的影响
。

持续性环流异常及由此产生的灾害夭气和短期气候异常

接受 30 一50 夭低
熊触

制
· _

_

一一

一—
-

(3 )在持续异常的生成和发展阶段奋石石二5。夭低叔振荡及准双周振荡都与持续异常

的距平同符号
,

且准双周振荡的距平中心位于持续异常距平中心的东侧 ;在持续异常的减

弱到崩溃前阶段
,

准双周振荡的距平由最强逐渐变弱而趋于向负值过渡
,

且准双周振荡的

距平中心处于持续异常距平中心的西侧 ,当 3 0一50 天低频振荡和准双周振荡都与持续异

常的距平符号相反时
,

持续异常已崩演消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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