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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高分辨率的再分析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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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纬向平均状态下北半球不同尺度的定常波对西风动量沿经

向输送的气候态及其年变化#结果表明!对流层中定常波对西风动量输送最强的区域位于中纬度对流层的中上

层!定常波在该区域长年向北输送纬向动量!且输送中心随季节有南北移动和强弱变化#此外!在高纬度地区的

对流层中上层以及赤道对流层顶附近还有两个相对较弱的输送中心#前者对西风动量的输送长年向南!其垂直

范围从对流层低层一直伸展到平流层下层!中心位置相对固定!强度有明显的季节变化#后者位置也相对固定!

但输送方向随季节改变#平流层中定常波对西风动量的输送主要位于中高纬度的平流层中上层!定常波在该区

域长年向北输送西风动量!中心位置非常稳定!而强度则随季节变化明显#行星尺度定常波的输送作用与总波动

的输送作用非常一致!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波动对动量输送强度的季节变化#天气尺度定常波和
"$

波以上的

短波的输送作用主要集中在中纬度对流层的中高层#前者与行星尺度定常波共同决定了该区域内的输送强度!

并主导了输送中心的南北移动%后者的作用很小!除夏季外均可以忽略#作者给出的不同尺度定常波对西风动量

输送的气候态分布不但可以作为日后研究其年际变化的基础!而且还可以为大气环流模式对大气环流模拟能力

的评估提供重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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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常波又称定常涡旋"定常涡动!通常是指物

理量的纬向不对称部分#大气中的定常波对大气环

流的维持和变化都有重要作用#郭晓岚(

"

)的理论研

究证明!定常波的输送特征!尤其是定常波对纬向

动量的南北输送对平均经圈环流的维持有重要作

用$定常波的输送特征决定的大气内强迫可导致三

圈环流产生%如果没有外源作用和定常波动对动

量"热量的输送!将不会有经圈环流出现!而且由

波动对动量的输送作用产生的经圈环流比由太阳辐

射和波动对热量的输送作用之和产生的经圈环流要

大两个量级#这一结论已得到
J3+33+0

(

#

)数值分析

结果的支持#

定常波的输送作用对于纬向行星风带的形成也

有重要作用#气象学家们最早研究这个问题是为了

解释地表风如何克服地表摩擦而维持#

-+330+

>

,

(

!

)

最早指出这必须依赖于跨纬度的角动量输送#

95100

(

@

)发现!天气系统南北向轴线的水平倾斜能够

实现上述输送#

K)P

G

+0

(

&

)的计算表明!存在从热带

指向中高纬的定常波动量通量!支持了
95100

(

@

)的

结论#此后的很多研究也表明!热带和高纬度地区

是角动量的源区!中纬度地区为角动量的汇

区(

?

"

C

)

!而各个纬度角动量的平衡正是由定常波跨

纬度的角动量输送来维持的(

"$

"

"#

)

#

在年际和逐月变化的尺度上!北半球大气存在

着纬向对称"中高纬度间反位相的大气质量(

"!

)和

动量(

"@

)的振荡现象!前者称为北极涛动 &

4085)8

Y,8)2215).*

!

4Y

'!后者称为北半球环状模 &

<.05(E

+0*4**/210=.P+

!

<4=

'#许多研究(

"@

"

"%

)都发

现!伴随着
<4=

的变化!在对流层中存在着南北

方向的波动对西风动量的输送 &波动动量通量'!

而这种波动动量通量与西风距平间的相互作用正是

<4=

维持的原因#但是这些研究多是从时间滤波

的角度!考虑叠加在时间平均流上的扰动与时间平

均气流的相互作用#最近!陈文等(

"B

!

"C

)从空间滤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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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叠加在纬向平均流上的冬季

准定常行星波的活动!发现北半球对流层中准定常

行星波的年际变化可以产生与
<4=

相似的风场!

并且由此产生的风场可以解释全部风场
&$Z

左右

的变化#这些研究都表明!波动对纬向动量的南北

输送对全球特别是北半球大气环流的维持和变化有

重要作用#

有关定常波对纬向动量输送的资料分析比较

少!目前还只是基于吴国雄等(

#$

)的工作!但当时的

资料时间比较短 &只有
&

年'!垂直高度也比较低

&只到
!$(J1

'#近年来资料的质量和时空范围均

有长足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研究定常波对纬向动

量输送的气候态分布及其变化#研究与波动对纬向

动量输送性质相关的大气现象!有必要首先搞清楚

定常波对纬向动量输送的基本分布特征#同时!这

样的气候态分布也可以为大气环流模式对大气环流

模拟能力的评估提供重要的参考#因此!本文将利

用高分辨率的
DI4@$

再分析资料来分析北半球不

同尺度定常波对西风动量经向输送的气候态及其季

节变化#

@

!

资料及计算方案

本文采用的是德国马普气象研究所 &

=1UE

J21*8XW*,5)5/5+3.0=+5+.0.2.

G>

'和欧洲中期天气

预报中心 &

D'=KV

'共同提供的
DI4@$

全球逐日

高分辨率再分析资料#该资料经向方向
!#$

格点!

分辨率为
"H"#&[

%纬向是
"?$

格点的高斯网格!格

距近似为
"H"#&[

%垂直从
"$$$(J1

到
"(J1

共
#!

个气压层%资料时段从
"C&%

年
C

月
"

日到
#$$#

年

B

月
!"

日#原始资料为每天四个时次 (

$$

时"

$?

时"

"#

时"

"B

时 &国际协调时')!我们将一天的四

个时次做平均!得到日平均资料#本文的计算只采

用了北半球的两个要素$风的纬向分量
3

&

6

*

,

'和

经向分量
=

&

6

*

,

'#

对大气中的任何一个变量
4

!我们可以将它分

解为纬向平均以及对纬向平均的偏差(

#"

)

4E

"

4F

4\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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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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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4P

!

!

为
4

的纬向平均!

"

4

为纬向偏差!

!

为经度#于是

在纬向平均状态下!速度
=

对物理量
4

的输送可以

表示成

=4

E$

=

"

4

F

=G4G

!

其中!右边第一项为平均经圈环流的输送!第二项

为定常波动的输送#如果对
=

和
4

做傅里叶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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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由三角函数的正交性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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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纬向
"

"

!

波为行星尺度波!

@

"

C

波为天气尺

度波!这样
=G4G

"!

和
=G4G

@C

就分别表示行星尺度和天

气尺度的定常波对物理量
4

的输送#

'

&

"

'为
"$

波

以上的短波对物理量
4

的输送#用西风动量来代

替
4

!我们就得到了定常波对西风动量的经向输

送#按照习惯!我们考虑纬向平均状态下定常波对

单位质量气块所携带的西风动量的输送
=G3G

#

首先!用逐日的风场计算得到逐日的波动动量

通量!然后对所得的逐日通量做时间平均!分别得

到月平均和季节平均的波动动量通量#这相当于不

作时间滤波而去掉瞬变波的作用!只保留定常波的

动量通量#本文取
"C%"

"

#$$$

年
!$

年中各月平均

和各季节平均的波动动量通量的平均值作为气候平

均态#季节的划分采取
!

"

@

"

&

月为春季!

?

"

%

"

B

月为夏季!

C

"

"$

"

""

月为秋季!

"#

月和次年
"

"

#

月为冬季!并约定某年的冬季指的是该年
"#

月至

次年
#

月的冬季#

A

!

不同季节中定常波对西风动量的输

送

AH?

!

春季定常波对动量输送的气候态

图
"

给出了春季不同尺度定常波对西风动量南

北输送 &以下也简称动量通量"动量输送'的气候

平均态#可以看到!不同尺度定常波向极动量通量

的空间分布差异很大#总波动 &图
"1

'在对流层

"&[<

"

&$[<

之间的输送是向北的 &即通量大于
$

!

下同'!最大中心强度为
&%HB6

#

*

,

#

!位于
#$$(J1

"

!$[<

附近#在中高纬度的平流层中上层!也存在

一个向北动量 &动量指西风动量!下同'输送的极

大值!中心位于
&%[<

"

"(J1

附近!最大强度达到

?$H%6

#

*

,

#

#在高纬度地区 &

&$[<

"

B$[<

之间'从

C%!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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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流层低层到平流层下层存在向南的动量输送 &即

通量小于
$

!下同'!中心位于
!$$(J1

"

?&[<

附近!

强度为
"?H&6

#

*

,

#

%低纬存在以
"&$(J1

"

@[<

为中

心的微弱的向南输送!强度约为
@H!6

#

*

,

#

#

图
"

!

春季纬向平均状态下不同尺度定常波对西风动量输送的纬度 高度剖面图 &单位$

6

#

*

,

#

'$&

1

'总波动%&

T

'行星尺度&

"

"

!

'波%&

8

'

天气尺度&

@

"

C

'波%&

P

'

"$

波以上的短波#向北通量为正!向南通量为负

V)

G

H"

!

M15)5/P+ 125)5/P+

7

0.3)2+3.0R.*12E1S+01

G

+P6+0)P).*12501*,

7

.05.3F+,5+02

>

6.6+*5/6T

>

P)33+0+*5,812+,515).*10

>

F1S+,)*,

7

0)*

G

1S+01

G

+P30.6"C%"5.#$$$

&

/*)5,

$

6

#

*

,

#

'$&

1

'

422,515).*10

>

F1S+,

%&

T

'

7

21*+510

>

E,812+,515).*10

>

F1S+,

%&

8

'

,

>

*.

7

5)8E,812+,515).*10

>

F1S+,

%&

P

'

,(.05F1S+,F(.,+F1S+*/6T+0,10+210

G

+05(1*"$H<.05(F10P501*,

7

.05),P+3)*+P1,

7

.,)5)S+1*P,./5(F10P501*,

7

.051,*+

G

1E

5)S+

行星尺度定常波对动量输送的分布 &图
"T

'与

总波动输送的分布非常一致#对流层中!行星尺度

波对动量的向北输送主要位于
"&[<

"

@&[<

之间!

最大中心强度为
#@H"6

#

*

,

#

!位于
#$$(J1

"

#C[<

附近#在中高纬度平流层的中上层存在着以
&%[<

"

"(J1

为中心!强度
&CH!6

#

*

,

#的向北输送#

&$[<

以北地区!从对流层低层到平流层下层存在向南的

动量输送!中心位于
!$$(J1

"

??[<

附近!强度为

"#H#6

#

*

,

#

%低纬赤道附近有微弱的向南输送!中

心位置和强度与总波动的输送一致#

天气尺度定常波对动量的输送 &图
"8

'主要表

现出以中纬对流层上层为中心的向北输送#它主要

位于对流层
"&[<

"

@&[<

之间!中心强度为
!#H@6

#

*

,

#

!位于
!"[<

"

#$$(J1

附近#平流层中几乎没有

动量的南北输送%高纬和赤道地区存在向南的动量

输送!但非常弱#

可以看到!春季中纬度地区对流层的向极动量

通量主要由天气尺度和行星尺度波动决定!天气尺

$B!

大
!

气
!

科
!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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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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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波动的作用更大!约占
&$Z

!行星尺度波约占

@$Z

%而平流层以及高纬度地区的动量输送几乎完

全由行星尺度波动决定#

"$

波以上的短波 &图
"P

'

对动量输送的贡献很小!可以忽略#对总波动和行

星尺度波动的输送而言!对流层中三个输送中心的高

度随纬度的升高而逐渐降低!基本在对流层顶附近#

图
#

!

同图
"

!但为夏季

V)

G

H#

!

916+1,V)

G

H"

!

T/53.0,/66+0

AH@

!

夏季定常波对动量输送的气候态

图
#

给出了夏季不同尺度定常波对动量输送的

气候平均态#可以看到!夏季定常波对动量的输送

在整个北半球几乎都是向北的!但只在中低纬度地

区对流层的中高层有闭合的输送中心!高纬度地区

和平流层的中心不再存在#总波动对动量输送的最

大强度为
!%H!6

#

*

,

#

!位于
#$$(J1

"

!B[<

附近#

与春季相比!该中心北移了近
"$

个纬度!且中心

的南北范围变大!而垂直尺度变小!整个输送中心

的垂直高度呈现南高北低的狭长形态#赤道对流层

顶附近有一强度为
#?H!6

#

*

,

# 的向北输送中心!

这与春季赤道地区的动量通量向南有显著的不同#

高纬度地区在
!$(J1

以下的动量输送仍然是向南

的!但没有闭合的中心!最大值强度为
BH!6

#

*

,

#

!

出现在
??[<

"

!$$(J1

附近%平流层不再有明显的

动量输送#

夏季行星尺度波对动量的输送很弱!中心强度

只有
"&H!6

#

*

,

#左右!位于
#C[<

"

"&$(J1

附近!

赤道地区
"&$(J1

高度上存在一个向北的输送中

心!最大强度为
##H&6

#

*

,

#

#天气尺度波对动量输

送的中心强度为
#"HB6

#

*

,

#

!位于
#$$(J1

"

@#[<

附近#与春季相比!

"$

波以上的波动对动量输送

的强度有显著的增加!中心最大值达到
%H$6

#

*

,

#

!

位于
!&[<

"

#$$(J1

附近#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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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表明!与春季相比!夏季波动对动量

的输送除
"$

波以上的短波输送加强外!其余各个

尺度波动的输送都有明显的减弱#输送中心主要位

于中纬度对流层高层!平流层中定常波对纬向动量

几乎没有输送作用#中纬度地区对西风动量向极输

送起主要作用的波是波数为
@

"

C

的天气尺度波!

强度约占总波动输送的
?$Z

%行星尺度波的输送强

度大大减弱!但仍占到总波动输送强度的
@$Z

左

图
!

!

同图
"

!但为秋季

V)

G

H!

!

916+1,V)

G

H"

!

T/53.01/5/6*

右%

"$

波以上的短波的输送作用大大加强!与春季

相比增加了
#$$Z

#需要指出的是!夏季定常波对

纬向动量输送的中心位置有明显的北移!而这种北

移主要是由
@

波以上的波动造成的%行星尺度波的

输送中心位置仅北移了约
#

个纬度!而天气尺度波

和
"$

波以上短波的输送中心位置分别北移了
""

个

纬度和
B

个纬度#

AHA

!

秋季定常波对动量输送的气候态

图
!

是秋季不同尺度定常波对西风动量输送的

气候平均态#可以看到!秋季定常波对西风动量的

输送比夏季有了较明显的加强!强度和形态与春季

比较相似#各个尺度的波对纬向动量的输送主要存

在于赤道外地区!赤道地区的输送中心不再存在#

具体来看!总波动对动量的输送 &图
!1

'在对

流层
&&[<

以南都是向北的!主要位于
#$[<

"

&&[<

之间%最大强度为
&BH!6

#

*

,

#

!位于
#$$(J1

"

!@[<

附近#中高纬度地区的平流层中上层也存在

着很大的向北动量输送!其最大值达到
"$%HB6

#

*

,

#

!中心位于
&B[<

"

"(J1

附近#在高纬地区的对

流层以及平流层下层均存在向南的动量输送!中心

位于
!$$(J1

"

??[<

附近!强度为
"&H?6

#

*

,

#

#

行星尺度定常波对动量的输送 &图
!T

'在对流

#B!

大
!

气
!

科
!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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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中主要位于
#$[<

"

&$[<

之间!最大中心位于

#$$(J1

"

!"[<

附近!中心强度为
#BH&6

#

*

,

#

%平

流层中输送中心主要位于中高纬地区的平流层中上

层!其强度和位置与总波动在平流层的输送几乎一

致#

&$[<

以北的对流层和平流层下层的动量输送

都是向南的!中心位于
!$$(J1

"

?%[<

附近!强度

为
""HB6

#

*

,

#

#

图
@

!

同图
"

!但为冬季

V)

G

H@

!

916+1,V)

G

H"

!

T/53.0F)*5+0

天气尺度波对动量的输送 &图
!8

'主要表现为

对流层高层
#$

"

&$[<

之间的向北输送!中心最大

值为
#BH%6

#

*

,

#

!位于
#&$(J1

"

@$[<

附近%而在

其他地方的输送都非常弱#

"$

波以上的短波对动

量的输送主要位于对流层
"&[<

"

@&[<

之间!中心

强度为
?6

#

*

,

#

!位于
#&$(J1

"

!![<

附近#

与夏季相比!中纬度地区对流层上层总波动和

行星尺度波动的动量通量显著增强!分别增加了约

?$Z

和
"$$Z

!天气尺度波动的通量也有一定的增

加%秋季行星尺度波和天气尺度波在中纬度对流层

的输送作用各占
&$Z

左右#高纬度地区对流层中

的向南动量输送和平流层中上层中向北的动量输送

仍然由行星尺度的定常波决定!它们都比夏季有显

著的增强!与春季的输送强度相近#

"$

波以上的

短波对动量的输送强度变化不大#各尺度波动动量

输送中心的位置比春季偏北!比夏季略偏南#

AHB

!

冬季定常波对动量输送的气候态

图
@

给出了冬季不同尺度定常波对动量输送的

气候平均态#可以看到!冬季定常波对西风动量的

输送较秋季有显著的加强!是四季中最强的#总波

动 &图
@1

'自对流层中低层至平流层下层
%$(J1

以下呈现出南北+

]^]

,的三极分布#在
"&[<

以

南的低纬对流层顶附近!存在着以
"&$(J1

为中

!B!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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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最大强度为
#BH?6

#

*

,

#的向南输送中心%

&&[<

以北的高纬地区!存在着一个从对流层下部一直到

平流层中下层的最大强度为
"CHC6

#

*

,

#的向南通量

中心!该中心位于
?$[<

"

%$[<

之间%在
"&[<

"

&&[<

之间是相对比较大的向北动量输送!中心最大强度

达到
%BH%6

#

*

,

#

!位于
#$$(J1

"

!$[<

附近#平流层

中上层则有很大的向北的动量通量!主要位于
&$(J1

以上%平流层动量通量的最大值出现在资料的顶层

"(J1

!位于
&![<

附近!最大强度达到
!%BH%6

#

*

,

#

#

行星尺度定常波的动量输送分布 &图
@T

'与总

波动的输送非常一致#在对流层中!行星尺度波向

北的动量输送主要位于
"&[<

"

&&[<

之间!中心最

大强度达到
@!H&6

#

*

,

#

!位于
#C[<

"

#$$(J1

附近#

&$(J1

以上的平流层也存在很大的向北输送!其最

大值出现在资料的顶层!位于
&![<

左右!最大强度

达到
!?@H#6

#

*

,

#

#在
"&[<

以南的低纬对流层顶附

近!存在着以
@[<

"

"&$(J1

为中心!最大强度为

#&H%6

#

*

,

#的向南通量中心%

&&[<

以北的高纬地区!

从对流层到平流层下层存在着向南的输送中心!主要

位于
?$[<

"

%$[<

之间!最大强度达到
"%H#6

#

*

,

#

#

天气尺度波对动量的向极输送 &图
@8

'主要位

于对流层中上层
"&[<

"

&$[<

之间!最大强度达到

!?H%6

#

*

,

#

!位于
!#[<

"

#&$(J1

附近#

%(J1

以上

的平流层存在以
!?[<

为中心的最大强度为
#$H&

6

#

*

,

#的向极输送#高纬度和赤道地区有非常弱的

向南动量输送#

"$

波以上的短波 &图
@P

'对动量

的输送几乎可以忽略!中心强度只有
#HB6

#

*

,

#

!

位于
#![<

"

#&$(J1

附近#

由此可见!冬季平流层中向北的动量输送以及

高纬度和赤道地区向南的动量输送基本都是由行星

尺度波决定的!而中纬度对流层的向北输送中心则

由行星尺度波和天气尺度波共同决定!二者分别占

总输送的
&&Z

和
@&Z

左右#

AHC

!

小结

由本节的分析可以看到!对流层中定常波对动

量输送最明显的区域位于中纬度地区对流层的中上

层!该中心常年存在!且输送方向一直向北%其强

度和位置都有明显的季节变化$冬季最强!位置偏

南!夏季最弱 &不到冬季的一半'!位置偏北 &约
B

个纬度'#此外!在高纬度地区对流层中上层以及

赤道地区的对流层顶附近还存在两个相对较弱的输

送中心#前者对动量的输送一直是向南的!其垂直

尺度可以从对流层底层一直伸展到平流层下层!中

心位置相对固定!强度存在明显的季节变化$冬季

最强!春秋稍弱!夏季几乎为零#后者也是位置相

对固定!但输送的方向随季节改变!夏季为较强的

向北输送!冬季则为较强的向南输送!春秋季输送

较弱!方向向南#平流层中最明显的动量输送位于

中高纬度地区的平流层中上层!其输送方向一直向

北!且中心位置非常稳定!但强度随季节变化很明

显$冬季最强!秋季次之!春季再次之!夏季几乎

为零#总体来说!行星尺度的定常波决定了波动对

纬向动量南北输送的强度和季节变化#具体来看!

对中纬度对流层中上层的输送中心而言!其强度变

化主要由行星尺度波决定!而位置变化则主要由天

气尺度波决定%其余的三个输送中心!其强度"位

置的变化均由行星尺度波决定#

"$

波以上的短波

对夏季中纬度地区对流层的动量输送有一定作用!

其余季节作用均可以忽略#

B

!

定常波对西风动量输送的年变化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无论是强度还是中心

位置!波动对西风动量的经向输送都存在显著的季

节变化#为了更加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我们在对

流层和平流层中分别选取了
#&$(J1

和
&(J1

两个

等压面!对气候平均的逐月资料作时间 纬度剖面#

画图时我们将气候平均状态下
"#

个月的资料人为

拓展为
#@

个月 &后
"#

个月是前
"#

个月的重复'!

以便更清楚地看到波动对动量输送的年循环#

BD?

!

对流层 !

@CE"F(

"中定常波对西风动量输送

的年变化

!!

由图
&1

可以看到!在赤道外地区!总波动对动

量的输送 &图
&1

'在中纬度地区一直是向北的!在

高纬地区则一直向南#总体来说!强度上是冬半年

强"夏半年弱#从
?

月份开始!中纬度地区的向北

输送中心有明显的北移和减弱!到
%

月份最大中心

移至
@#[<

附近!并达到全年最弱的
!#H&6

#

*

,

#

%

B

月份向北输送的零线到达最北端的
?$[<

附近!

"$

月份最大输送中心到达最北端!此后一直到
"#

月!

中心逐渐南移并加强!

"#

月时已经移到
!#H&[<

附

近!强度也达到全年最强的
B$6

#

*

,

# 以上%

"#

月

到
&

月!中心继续南移到
!$[<

附近!强度也逐步

减弱到
?&6

#

*

,

# 左右%如此完成一个年循环#

&$[<

以北的向南动量输送位置相对固定!基本以

@B!

大
!

气
!

科
!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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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J1

等压面上气候平均的不同尺度定常波对动量输送的逐月变化 &单位$

6

#

*

,

#

'$&

1

'总波动%&

T

'行星尺度 &

"

"

!

'波%&

8

'天

气尺度 &

@

"

C

'波%&

P

'

"$

波以上短波

V)

G

H&

!

4**/128

>

82+.36+0)P).*12501*,

7

.05.3F+,5+02

>

6.6+*5/6T

>

P)33+0+*5,812+,515).*10

>

F1S+,15#&$(J11S+01

G

+P30.6"C%"5.

#$$$

&

/*)5,

$

6

#

*

,

#

'$&

1

'

422,515).*10

>

F1S+,

%&

T

'

7

21*+510

>

E,812+,515).*10

>

F1S+,

%&

8

'

,

>

*.

7

5)8E,812+,515).*10

>

F1S+,

%&

P

'

,(.05F1S+,

F(.,+F1S+*/6T+0,10+210

G

+05(1*"$

?&[<

为中心%强度上从
%

月到
"

月逐渐增强!在
"

月份达到最大值
#$6

#

*

,

#

!此后一直到
?

月!强度

逐渐减弱#在中纬度向北动量通量较弱的月份 &

&

"

"$

月'!赤道地区波动对动量的输送是向极的!

最大强度可达
"#H&6

#

*

,

# 左右%而在中纬度向北

动量通量较强的月份 &

""

"

@

月'!赤道地区的动量

输送为向南的!最大强度可以达到
"$6

#

*

,

#

#

行星尺度波对动量输送 &图
&T

'强度的年变化

与总波动是一致的#在赤道外地区!它对动量的输

送也是冬强夏弱#从
&

月份开始!中纬的向北通量

中心从
!$[<

附近开始北移!

C

月份到达
@$[<

左

右%这个过程波动对动量的输送均比较弱!强度在

&B!

!

期
!

<.;!

王林等$北半球定常波输送西风动量的气候态及其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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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

,

#左右#

"$

月份通量中心开始加强南移!

"#

月到达
!$[<

附近!并达到全年的最强值

@$6

#

*

,

#

#

"#

月到
&

月!通量中心基本维持在
!$[<

附近!并逐渐减弱#

&&[<

以北的向南通量中心位

置基本不变!强度在
"#

月和
"

月最强!可以达到

"%H&6

#

*

,

#

#赤道附近的动量通量
&

至
"$

月向北!

其余月份向南!最大强度在
%H&6

#

*

,

#左右#

天气尺度波对动量输送 &图
&8

'强度变化的贡

献明显比行星尺度波要小!但其输送中心的南北移

动比行星尺度波要明显#

&

月份中纬度地区的输送

中心从
!$[<

附近开始减弱北移!

B

月份移至
@&[<

附近!此段时间波动对动量的输送较弱!基本在

#$6

#

*

,

#左右%此后一直到
C

月!输送中心基本维

持在
@&[<

附近%从
"$

月开始到
!

月!输送中心逐

渐南移到
!$[<

左右并一直维持到
@

月份#期间输

送中心的强度在
""

月至
"

月达到最大值
!%H&6

#

*

,

#

!

#

月份略有减弱后在
!

月份再次达到极大值

!&6

#

*

,

#

#高低纬地区和赤道地区的通量全年都非

常弱!强度在
&6

#

*

,

#以下#

"$

波以上的短波对动量的输送 &图
&P

'也存

在南北移动和强弱变化!总体来说是夏强冬弱#

"

到
@

月份短波动量通量非常弱!只有
#6

#

*

,

#左右!

中心位于
#$[<

附近%

&

月到
%

月!通量逐渐北移加

强!到
%

"

B

月已经北移到
!&[<

"

@$[<

之间!强度

达到
%6

#

*

,

#

%此后!通量中心开始减弱南移!到
"

月份再次回到
#$[<

附近#短波对西风动量的输送

强度在夏季相对较强!约为行星尺度波输送强度的

@$Z

!而在其他季节都可以忽略#

上面的分析表明!对流层中总波动对动量输送

的年变化表现为强度变化和中心位置的南北移动!

这些变化主要由行星尺度波和天气尺度波决定的#

行星尺度波对输送强度的变化贡献最大!它决定了

中纬度向北输送中心约
?&Z

的强度变化!并几乎完

全决定了高纬度地区和赤道地区动量输送的变化#

天气尺度波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中纬度地区输送中

心的南北移动!也决定了该中心约
!&Z

的强度变

化#

"$

波以上的短波对动量的输送在夏季与行星

尺度波的输送强度处于同一量级!而在其他季节均

可忽略#因此研究夏季波动对动量的输送时!必须

考虑
"$

波以上的短波的作用#

BD@

!

平流层!

C"F(

"中定常波对西风动量输送的年

变化

!!

与对流层相比!平流层中定常波对动量输送的

年变化更加明显和简单#在
&(J1

高度上!总波动

对西风动量输送 &图
?1

'最明显的信号就是冬半年

&&[<

附近的向北输送中心#从
@

月到
C

月总波动

图
?

!

同图
&

!但为
&(J1

等压面

V)

G

H?

!

916+1,V)

G

H&

!

T/53.0&(J1

对纬向动量的南北输送都近乎为零!

"$

月份开始

出现明显的向北动量输送!此后输送强度一直加

大!在
"#

月和
"

月达到最大!中心强度达到
#$&

6

#

*

,

#左右%从
#

月到
@

月!输送强度又逐渐减弱

至零左右#整个过程中!输送中心的位置几乎都在

&&[<

附近!没有南北移动!只有强度的改变#行星

尺度波对动量的输送 &图
?T

'与总波动的输送几乎

完全一致#天气尺度波对动量的输送 &图
?8

'相对

行星尺度波要小很多!它也是在
"$

月到
@

月间存

在!中心位于
@$[<

附近!在
"#

月和
"

月达到最大

值
"#H&6

#

*

,

#

%而
"$

波以上的短波在平流层中对

动量的输送 &图
?P

'可以认为是零#由此可见!平

?B!

大
!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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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层中波动对动量的输送完全由大尺度行星波决

定!而且只有当冬半年有大尺度波动传播到平流层

时!平流层中才存在波动对动量的输送#因此若研

究平流层与对流层的动力耦合作用也只需考虑有行

星波上传的月份#

C

!

结论

本文主要利用高分辨率的
DI4@$

再分析资

料!对北半球不同尺度的定常波对西风动量经向输

送的气候态及其年变化进行了分析#诊断结果表

明!对流层中定常波沿经圈方向输送西风动量最明

显的区域位于中纬度对流层的中上层!该区域常年

存在向北的波动动量通量%其强度和位置都有明显

的季节变化$冬季最强!位置偏南!夏季最弱 &不

到冬季的一半'!位置偏北 &约
B

个纬度'#此外!

在高纬度地区的对流层中上层以及赤道对流层顶附

近还存在两个相对较弱的输送中心#前者对动量的

输送一直是向南的!其垂直尺度可以从对流层底层

一直伸展到平流层下层!中心位置相对固定!而强

度存在明显的季节变化$冬季最强!春秋稍弱!夏

季几乎为零#后者也是位置相对固定!但输送的方

向随季节改变$夏季为较强的向北输送!冬季则为

较强的向南输送!春秋季波动的输送作用较弱!方

向向南#平流层中最明显的动量输送位于中高纬度

地区的平流层中上层!波动在该区域一直向北输送

纬向动量!且输送中心的位置非常稳定!而强度随

季节变化很明显$冬季最强!秋季次之!春季再次

之!夏季几乎为零#

总的来说!行星尺度定常波对动量的输送与总

波动对动量的输送非常一致!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波动对动量输送强度的季节变化#具体而言!行

星波对中纬度对流层输送中心的强度及其变化起决

定性作用#它对该中心强度的贡献!冬季可以占

&&Z

左右!春夏两季约占
@$Z

!秋季约占
&$Z

#而

该中心不同季节间强度的变化约有
%$Z

是由于行

星尺度定常波对动量的输送强度发生了改变#此

外!其余的三个输送中心!其强度"位置的变化均

由行星尺度定常波决定#

天气尺度定常波对西风动量的输送主要集中在

中纬度地区对流层的中高层!且常年都是向北极

的!它与行星尺度定常波共同决定了该区域的输送

强度#在季节转换中!天气尺度波的强度变化相对

比较小!只有
!$Z

左右的强度变化来自天气尺度的

定常波!但天气尺度波输送中心的南北移动比行星

尺度波明显!它对总波动输送中心的南北移动贡献

最大#

"$

波以上的短波对动量的输送也主要集中在

中纬度对流层的中高层!常年强度都比较小!夏秋

略强!位置偏北%冬春很弱!位置偏南#夏季
"$

波

以上的定常波对动量的输送强度相对较大!约为同

期行星波输送强度的一半!其余季节短波的输送作

用均可以忽略#

本文给出的不同尺度定常波对西风动量输送的

气候态分布不但可以作为日后研究其年际变化的基

础!还可以为大气环流模式对大气环流模拟能力的

评估提供重要的参考#同时!从本文的分析也可以

看到!夏季对西风动量的南北输送起作用的主要是

天气尺度的定常波!而准定常行星波的输送作用变

得很弱!甚至与
"$

波以上的短波作用相近#因此!

在研究夏季与波动的输送性质相关的问题时!应主

要考虑天气尺度波动的作用!必要时应考虑各个波

段定常波的作用!而不能忽略短波的影响%而其余

季节则须考虑行星尺度波和天气尺度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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