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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通过对1996年7月 17日准河上游地区太暴雨过程能量分析，得出3点认识：① 暴雨区候相 当位埕随 

高度增大．湿层厚，大气处于位势不稳定和湿不稳定状态；@ 由于槽前西南急流的永汽输送．暴雨临近出现了超常的 

增湿增能现象．暴雨区靠近增能中心；@ 在有利的环流形势作用下．系统完成了能量转换机制，支持了强阵永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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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暴雨分布 

惭扣 

1996年 7月 16日，长江中游措江有。_大到暴雨 区。17 

日．随着翻高加强，雨区北移，在淮河上游地区产生了大暴雨。 

大暴雨区从湖北应山到安誊阜阳呈西南～东北向。暴雨中心 

24 h雨量 219 n．位于信阳鸡公山。这是一次副高边缘低涡 

系统影响的暴雨过程。 

2 天气形势 

17日08时，500} 环流副高脊呈西南东北向，主体控制 

到东南沿毒地区。河套东侧有一冷槽南伸并东移向副高逼 

近．副热带锋区在江淮下游加强。与此同时．700和 850} 

也有低涡生成，低涡中心分别在郑州和南阳附近，地面冷锋移 

过了信阳(见图1)。暴雨区落在地面持锋后侧附近和高空玲 

槽低涡前西南气流之中。此形势场十分利于冷暖空气在淮河 

上游地区交绥．完成了能量积累和释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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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7月 17日08时 500I 势 

为700 低涡中乜  为85o 低涓中由 

3 最相当位温垂直分布 

假相当位温( )在干、湿篼热过程中保守性都程好，能 

较好地反映大气稳定度况状。它的分布实质上也是能量场分 

布的另一种形式。从 17日08时垂直于风向的从■|II到西安 

的 空间剖面图(图略)可以清楚地暑到，暴雨区地面至500 

． 一随高度增大，特别是低层更为明曼 地葺 ～g钟 } 

每升高 100m． 增大0．8k 由于 垂直梯度的增大，增加 

当雷暴云系为椭圆形云团且其东北棚出现气旋性弯曲的 

卷云砧时．飑锋应确定在其东南边界上．此处即有明显的低空 

风切变。最大风速出现在红外云图上的雷暴云顶最冷的地 

方．即对流最旺盛的地方。 

5 3 2．2 逗点型云田 

椭圆型云团进一步发展演变为逗点型云团时，如果尾部 

出现活跃的弧状对漉云线．云系发展旺盛。在红外云图上弧状 

对流云线出现较白的小对流单体．则飑锋确定在逗点云团前 

边界和弧状对瀛云线上，膪锋附近即有低空风切变．其后有大 

风；如果尾部的对瀛云线较弱，则大风只出现于逗点云团的前 

边界 

5．3．2．3 雷暴云田前方的弧状云线 

雷暴云团如果处于消亡阶段，弧状云线处于其前方．且距 

离较远．移动较慢，则产生的风较小．但不能忽略低空风切变 

的存在。实践证明．即便处于消散阶段的雷暴，有时也能产生 

危及飞行安全的低空风切变。当弧状云线移动快耐，不但会 

有低空风切变．还会伴有大风。如果弧状云线紧接雷暴云团 

的前边界．则出现大风和低空风切变。 

在卫星云图上．和雷暴云团相联系的甍状云线．一般可持 

续几个小时．移动的距离可达几百 k与甍状云线相伴出理 

的地面大风与低空风切变．和弧状云线的营建有密切的关系： 

移速越快．风速越大，低空风切变越强。据统计．甍状云线营 

速为10m-s 时，地面风速可选 15m·8 以上；当移速为 他 

m—s 时．地面风速可达 26 m-s 以上。 

如果机场上辩出现雷暴云团和甍状云线．除警倡雷暴、强 

降水等恶劣天气外，更有注意低空风切变和大风的产生。因 

为雷暴中的下冲气流形成的雷暴高压的前锋及飑悻，比雷暴 

云的主体移动得更快，远在雷暴云体前方 20～30 hn的地方， 

飑锋已经移到。 

6 结 语 

用卫星云图可以较精确地测定积状云的空间分布状况和 

强度．监测中小尺度天气系统的移动和发展澶壹情况．为作出 

准确的天气预报提供依据。随着卫星探 技术的改进和对卫 

星资料分析技术的提高．气象卫星在保证飞行安全、提高民航 

经济效益中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了系统的净浮力，为对流系统创造了一个有利于能量释放、转 

换的环境场，使对巍上升达到更高的高度。 

4 大气总能量的分布 

17日o8时暴雨区及其附近，总瞻量 地面～50o hPa平 

均场(图略)，呈现西北低东南高形势，绦州附近有一大值中 

心。单从数值上看似乎眩量场技有突出的匣映，但是结合高 

空形势就不难看出，江淮地区高空的一致西南暖湿气流所造 

成的瞻量平流，在短时问内就可以改变能量场结构．使瞻量锋 

区北移，瞻量升级．完成暴雨区大规模能量转换、释放过程 

这一点从 16～17日高空的增能情况就可以看出。 

从 17日08时地面一500 hPa平均变能场(图 2)可以看 

出，在徐州附近有个正变瞻中心，其大值舌伸到暴雨区 可见 

暴雨区上空瞻量是异常晒跃的 

田2 1,7日08对地面～500 hPa平均变能场 

l9I彩寿摹雨区 

分析了17日08时信阳24 h变瞻垂直分布，结果发现， 

增能有从低层向高层递增的现象。地面由于冷空气的侵入， 

瞎量略陴，但上层瞻量迅速增加，&SO～500 hPa平均增加了 

9，1℃，500 hPa剐增加了12 1℃。这种上下瞻量反向变化的 

结果，无疑会加瞎!I了大气的不稳定性，使之更利于产生对巍运 

动。 

为说明高空瞻量增加在本攻暴雨过程中的作用，进一步 

分析了 1996、1997年汛期本区域其它8攻暴雨过程24h850～ 

500 hPa变能分布，结果碍出8攻过程平均增加了21．8℃．而 

本戎增加了27．2℃，比之高出5．4℃，表明高空能量短期的 

急增可使降水强度加大 

5 水汽条件对高空能量的影响 

5．I 暴酮临近一点意增 

分析表明，17日高空瞻皿急增现象与高空温度、湿度平 

漉密不可分 17日8时，850~500I正 平均增温 0．7℃；平均 

露点增高9．3℃，而且露点随高度加速增大，500 hPa露点增 

高 19℃ 如此强烈的增湿现象在厉攻暴雨过程中为数很少。 

5．2 木汽输送对鼍量变他的影响 

分析 l7日o8耐 850、700 hPa术汽通量场看出，牿着副高 

边缘有一条强水汽输送带。18 ln，8以上的强劲西南风，携带 

着大量水汽展警桂林、长沙、武汉、射阳轴线I茸送，暴雨则发生 

在水汽通量轴的左侧(图3)。因而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十结 

论：这一地区暴雨降落减少的水汽，可以从水汽输送带中获得 

补充，从而支持了强降水蛙程。 

田3 17日08时 850、700 hPa平均水1气遗t场 

阴影为暴雨区，箭头袁示木^输适中r0轴 

6 结 语 

本攻暴雨詹江准梅雨后期的一攻梅雨锋暴错过程。其发 

生除与副高脊位置、西风槽(涡)影响有关外，还与地面弱j峄 

空气入侵有关。在这样的环境场翻约和作用下．瞻量垢呈理 3 

个显著特点：①暴雨区上空湿瞻层厚，尤其是在7∞～蜘 hPa 

更甚， 随高度明显增加，气层在较长的时问内处于显不稳定 

状卷之中，使能盈不断地产生和释放，支持了强降水过程；0 

高空快速增能，地面又有冷空气侵入抬升启动，加崩了气层的 

不稳定性；@副热带西南气漉将大量水汽和热量不断地进避 

暴雨区。水汽的充足补给作用，成为瞻量转换的基确。 

南召县汛期暴雨预报指标 

李建珍 
(南召县气象局 474650) 

为做好汛期天气蔼撮服务，利用日本传真圈和天气圈资 

料．建立了南召县暴雨蔼报指标。 

l 预报指标 

① 日本传真图 F'XFE782在 109～115‘ 30～35"N范田 

内，有≤ 一5·10 s的垂直逮度，第22、为 同格点■南风 

速≥10ln， 

0 ~k-'E02图上，i09~115‘E、3o～3s．N艳置内有≥∞ 眦  

的雨区。 

0 当天 08时 aS'N以南，850}曲 圈上有≥1O s的■南 

风，700 hPa图上有≥12m／s的慵南风。 

同时满足上述3条指标，预报南召县未来24 h有≥，0t咖 

的降水 

2 反壹结果 

利用上述 报指标，反查l0年的历史资料，在总共出理 

的 L5次暴雨中，报对13放，漏撮2砍，空撮 3砍，历史拱合率 

7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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