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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冷涡持续活动时期的北半球

500 hPa环流特征分析*

            刘宗秀
(中国气象局，北京 100081)

畔 白

廉 毅 高极亭 孙 力 沈柏竹
(吉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长春 150062)

摘 要 分别对5月和6-8月东亚东北冷涡活动典型的多寡年份北半球500hPa高度距

平场进行合成，频次累积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东亚东北冷涡持续性活动不仅与前期.同

期和后期北半球的大气环流异常密切相关，而且也是异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500 hPa 5月

和6-8月东北冷涡活动多寡年的同期500 hPa高度距平合成场差异显著:6-8月东北冷涡

典型多寡年的同期距平场均与前冬 〔12-2月)的主要异常区反位相，存在半年尺度的遥相

关，与北太平洋涛动(N PO)类同的500 hPa高度距平场，如前冬呈正位相 预报6-8月
东北冷涡持续活动弱，反之，冷涡持续活动强二合成场和相关场通过信度检验的关键区主要

位于东亚中高炜度至阿留申群岛及其以南的副热带地区.青藏高原接近巴基斯坦一侧和北非

乍得盆地与撤哈拉大沙漠等地区，由此可以认为东亚地区中高纬度5月和6-8月东北冷涡

持续性活动是北半球大气环流异常持续或调整的重要表征

关扭词:冷涡;北太平洋涛动;遥相关;大气环流

1 引言

    自1950年以来，国内外著名学者已关注北半球的阻塞形势这个问题，并相继在海

陆分布与天气、阻塞形势建立和崩溃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谢义炳先生川
曾就北美高空冷涡进行过详细的研究，并得出天气概念模型。东亚中高纬度的阻塞形

势，往往造成北半球大气环流持续性异常，以往的研究一般是以阻塞高压为核心 (包括

偶极子)，如罗德海[21通过导出KDV方程，讨论了其中这一解孤立波的凸凹性，指出

当Rossby孤立波振幅在极值点取极小值，即Rossby孤立波下凹，反之，上凸。这分
别相当于中高纬大气环流中出现的切断低压和阻塞高压，而对其南侧的高空切断冷涡的

研究甚少.近些年来，东北地区的学者对这方面的问题做了一些探讨、在研究东亚东北

冷涡的时空分布特征及中期内动力过程机制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13,41
    本文试图通过对典型的5月和6̂-8月东亚东北冷涡活动多寡年的北半球500 hPa

高度距平场进行合成、频次累计和相关统计，以揭示东亚东北冷涡持续性活动的月、

季、年际间 (半年)尺度变化的特征与北半球大气环流异常和北太平洋涛动 (N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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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互关联的前期强信号场，发现了冬季NPO对6-8月东亚东北冷涡持续性活动的

隔季相关事实_其相关的机制将在另文中公」论

2 选取资料的计算方法

    根据孙力等[51有关500 hPa高度场东北冷涡的定义:Cl在500 hP}，天气图上至少能分
析出一条闭合等高线，并有冷中心或明显冷槽配合的低It环流系统:心冷涡出现在 《35

-600N,  115-145-E)范围内;③冷涡在上述区域内的生命史至少为3d或3d以上

以此对东北冷涡逐年 门956-1997)逐月活动天数进行统计

    由随机变量方差

              D(c)= Y_(x一。1)2p

式中D忙)是参数为m时的随机变量方差:

率;ni=l, 2,⋯，31或m二1,  2,·⋯

(- 1. 2·⋯ ) 咤1)

x为1956-1997年的冷涡活动天数;n，为概
920 31和92分别为5月或6-8月总天数

即假设冷涡活动的最多天数;n=42 为1957--1997年的冷涡天数的样本数。

若随机变量亡为有限的方差，则对任意正数:，有

Pk一mI>-:)(D(}) (2)

由此可见，D(动愈小，在试验中七的取值与其数学期望之差大于:的机会愈小，就是

说，f以较大的概率在m附近出现 这就表明睿的分布愈集中在m的附近[61
    由 (1)式利用1956̂ 1997年5月和6̂-8月的冷涡天数可计算得5月和6-8月冷

涡天数的均方差值 (表1) 由表1可见，当。分别为13或39时，D优)最小，表明5

月和6-8月的冷涡天数的分布分别集中在13d和39 d 以此可以判定5月和6-8月

冷涡天数的多寡。分别选取了5月 (表2), 6-8月 (表3)典型的东北冷涡活动多寡

年的天数，相差均在10d以上 6--8月相差在30 d以上

    本文利用国家气候中心整理的500 hPa高度场资料计算其距平场(以1956--1997
年的平均场为背景场) 分别对5月和6-8月东北冷涡多寡年的前期、同期和后期月、

季的500 hPa高度距平场进行合成分析，并累计了相应格点的正距平频次，分析】956

表1  5月和6-8月冷涡夭数的均方差值

5月 {} 6-8月
刀」 D(s) 用 DQ ) m D咬寸)}一朋}一。(‘)}同 DQ) m}D(}) 刀刁 D(O 一m D(})
1

2

3

4

5

6

7

8

166_98

143.93

122.88

103_83

86.79

71.74

58_69

4764

  9

10

11

12

13

14

15

16

38.60

31.55

2650

23.45

22.绍月】

23.36

26_31

31.2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38.21

  47.17

  58 12

  71_07

  86.02

10298

121 93

142.88

25

26

27

28

29

30

3l洲
  3

  6

  9

12

]5

18

21

24

1431.93

122679

103964

870.50

719.36

586.21

471 07

373.93

27

30

33

36

39

42

45

48

294.79

233.64

190.50

165_36

158.21

169.07

197.93

244.79

St

54

57

60

63

66

69

72

  309.64

  392.50

  493.36

  612.21

  749_07

903.93

1076.79

1267.64

75

78

81

84

87

90

93

1476.50

1703.36

1948 21

2211.07

2491 93

2790.79

310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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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5月东北冷涡典型多寡年活动夭数

多年

>Ild

寡年

《 13d

1975

  18

1978

  6

1982

  23

1984

  6

1988,0
1990

  2()

]986

  6

19919

19856

表3 6-8月东北冷涡典型多寡年活动天数

多年

>39d

寡年

< 39d

1957

  6N

1973

  22

1959

62

】9，5

  22

96360
199咬!

64

1988

  1飞

199157

，}; 199419

一1997年的5月和6-8月东北冷涡活动天数与500 hPa高度距平场的相关特征

3         5月东北冷涡持续性活动北半球环流特征分析

3.1 同期合成和正距平频次分析

    图1,图2分别给出了5月东北冷涡活动典型的多.寡年份500 hPa距平合成场及其

正距平频次分布 从图la与图2a对比分析可见，5月东北冷涡活动多寡年的500 hPa距

平合成场差异显著的有4个区域:东亚中高纬度、北太平洋、欧洲和北非。冷涡活动多

的年份，东亚500N以北的贝加尔湖到鄂霍次克海为宽广的正距平区，显然有阻塞形势相

对应，500N以南的宽广地区与北太平洋区域连成近半球尺度的负距平带;而冷涡少的年

份，距平场分布正相反，东亚高纬度几乎为负距平区，贝加尔湖以南的东亚地区、西北

太平洋也与北美洲的大部相连接呈近半球尺度的正距平带.冷涡活动多的年份另一个显

著分布特征是，欧洲几乎为正距平区，北非大部为负距平区，形成南北向的’‘+、一”波
列;而冷涡活动少的年份，在欧洲形成纬向的“一、+”波列，西欧与北非还构成经向的

900w 900w

蕊

900F

图1  5月东北冷涡活动多的年份500 hPa同期硕平合成场 (的 与正即平频次分布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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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W ，0a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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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5月东北冷AM动少的的年份500 hp.同期距平合成场 (a)与dl RE平频次分布(h)

“一、+’’波列 上述4个区域的正距平出现的频次大多数为5-6次(共有7年样本)。

3.2 前期环流异常和调整分析

    对比分析图3a和图4a可发现，5月冷涡活动多寡的当年1月北半球合成平均距平

场差异依然很明显，东亚至太平洋区域尤为显著，少的年份阿留申群岛为中心的负距平

区和太平洋副热带地区呈经向“一、+”波列，多的年份则以堪察加半岛为中心的东亚高

纬度地区与西太平洋中纬度区呈“一、+”波列。多的年份当年2月距平场则开始发生形

势的突变，从图3b可见、东亚至阿留申群岛以西的太平洋地区转为正距平所控制，3

-- 4月缓慢西移，到5月演变成东亚中高纬度的阻塞距平形势 (图la);少的年份2月

份东亚和西北太平洋距平场分布没有明显变化 (图略)，4月才发生较明显的变化

(图4b),  1月份原在鄂霍次克海经日本至俄w斯宾海区及朝鲜半岛出现经向的fl; Vp Ir-

900 W

90"F 明loF

图3  5月冷涡多的年份当年500 hPa距平合成场

                (a) 1月;(b)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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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900E

5月冷涡少的年份当年500 hPa距平合成场

        (a) I月;(b) 4月

带转为正距平带控制。

3.3 后期环流特征分析
    冷涡多的年份，5月的距平场仅持续到6月份，7月份在东亚地区则出现了正负距

平倒置的分布，即高纬度为负距平控制;冷涡少的年份，5月份距平分布同样只持续到

6月份，7月份在东亚区则均为负距平所控制 (图略)。

4 6-8月东北冷涡持续性活动北半球环流特征分析

4.1 同期合成分析
    比较图5a与图6a可见，冷涡活动多寡年份500 hPa距平合成场差异还是比较显著

90 N 900N

90"F

图5 6-8月冷涡多的同期500 hPa距平合成场 (a)与正距平顺次分布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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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6-8月冷涡少的同期500 hPa距平合成场 ( a)与正距平频次分布( h)

的，只是距平中心值没有5月的大 (因为是季节合成)，但在距平波列分布呈明显的反

位相:东亚从极地至副热带地区，多的年份呈“+、一、+’波列，少的年份相反，为

“一、+、一”波列.从物理意义上讲还是很清楚的，多的年份东亚高纬度地区为阻高占

据，较强的副热带高压位于中国江南和台湾以东的太平洋地区，其位置较偏北;少的年

份则相反，极区为负距平，长江以北的中、高纬度地区为强大的正距平区，即副热带高

压很弱，在海南岛一带为狭窄的正距平带。另一个显著区是欧洲和乌拉尔地区，多的年

份为.‘+、一”波列，少的年份为 一、+”波列，以上距平场的正距平频次均在4次或4次

以上 (见图56、图66)

4.2前期环流异常和调整分析
4.2.1 前冬 (12-2月)

    从图7a和图8a相比可见 冷涡活动多寡年份前冬 (12-2月)500 hPa平均距平

场在下列区域分布呈反位相:多的年份从北美的太平洋东岸至亚洲大部分均为正距平

而且以阿留申群岛为中心与南侧对应的中太平洋副热带区呈“+.一”波列，这种距平场

类似于北太平洋海平面气压场涛动 (NPO)的反位相;少的年份则相反，以阿留申群

岛为强大的负距平中心，沿40-60'N往西至咸海附近为宽广的负距平带，与其南面的

亚洲大陆和太平洋副热带地区呈“一 +’’波列，这种距平场很类似于北太平洋海平面气

压场涛动 (NPO)的正位相、正频次均达5次 (图略)。另外一种经向波列差异则位于

大西洋区域:冷涡多的年份，冰岛和亚速尔地区的500 hPa高度距平场呈“+、一”波

列，为类似北大西洋涛动的反位相，而冷涡少的年份500 hPa高度距平场呈“一、犷波

列，为类似北大西洋涛动的正位相毛乌拉尔地区多的年份为负距平区，少的年份为正距

平区;多的年份北非为负距平区.少的年份为正距平区 另外，冷涡多的年份，前秋的

距平场与前冬相似，冷涡少的年份则主要在前秋，并不典型 (图略)。

4.2.2 当年春季 (3--5月)

    从图7b可见，冷涡多的年份当年春季 ((3--5月)的500 hPa合成平均距平场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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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6-8月冷涡多的500 hPa高度距平合成场

(a)前冬 门2-2月);(b)当年春季 13-5月)

900W 90"\V

900E 900F

图8 6一8月冷涡少的

(a)前冬 (12-2月);(b)

500 hPa距平合成场

  当年春季 (3一5月)

冬 (图，a)在东亚和太平洋区域分布类同 只是原在阿留申群岛的正距平中心分裂为

日本海和北美太平洋东海岸两个弱中心，另外，东亚极区开始出现负距平，这种距平分

布形势与6-8月多冷涡的同期形势位相是相反的(见图5a);从图8b可见，冷涡少的

年份当年春季 (3-5月)的500 hPa合成平均距平场与前冬 (图8a)相比，原在东亚

极区的正距平区已被负距平区替代，正距平区已位于雅库次克至鄂霍次克海一带，南界

已压到了500N，表明东亚的距平区分布已在春季发生了重大调整.即盛行东亚高纬度

的阻塞形势

4.3 后期环流调整分析

    冷涡多的年份当年秋季和冬季，东亚从极区到中国的东部一盲维持0宁的正UP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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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冷涡少的年份却维持着‘+、一、+’’的波列 (图略)几冷涡多的年份下 年春季东业

大陆除了俄罗斯的宾海地区外仍继续维持]‘’大的正距平区.而冷涡少的年份则反位相.

东亚大陆为负距平区(图略); 从图9a与图5“对比可见，冷涡多年份的下一年6-8月

距平合成场与冷涡多的同期距平场相比，在东亚地区的“一、+、一波列出现明显的向南

错位 从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至中国的黑龙江省均为广大的负距平，30--500N为正距平
区 300N以南为负距平区。图9b与图5a对比亦可发现，冷涡少的年份下一年的6--8

月距平合成场则与冷涡少的同期500 hPa距平合成场呈明显的反位相波列分布 为

90、、

 
 
b

 
 
 
 
 
 
 
 

O锐
郊

O  A,1117。00;一

    图9 次年6-8月500 hPa高度距平合成场

(a) 6-8冷涡多的年份;(b) 6-8月冷涡少的年份

5  500 hPa高度距平场的相关分析

5.1 相关显著地区

    表4和表5分别给出了1956-1997年5月和6-8月东北冷涡活动天数与500 hPa

前期和同期高度距平场相关系数通过:= 0.05或:=0.01信度检验的区域 从表4可
见，极圈、中东太平洋和北非乍得盆地为5月冷涡前6个月中为正，负相关通过

a = 0.05信度检验的最多区域，尤其是北非乍得盆地的负相关区域曾出现在5个月平均

的高度距平场中，特别引人注意

    从表5可见，与6--8月东北冷涡活动天数相关通过。= 0.05信度检验的500 hPa

高度距平场区域，集中在北非乍得盆地的负相关区(前3个季)、青藏高原西南麓的正

相关区域(出现两季)和西北太平洋和中东太平洋副热带的负相关区 值得注意的是，
前冬的北太平洋涛动区 (NPO)，阿留申群岛经日本北部到中国东北地区东部的正相关

区和中太平洋副热带地区的负相关与当年6-8月东北冷涡活动相关检验均通过了0.01

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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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5月冷涡活动天数与500 hPa高度场相关通过x= 0.05信度检验区域

时 }司 } 相关区域及相关信度 _
前一年II月

那海北部堪察加半岛

正相关区1!0.01- 001

中东太'Ì洋北邵

正相关区 义!0.01- 001

加勒比海Il:域

正相关区1=口05

前 年坦月
北欧至北冰洋极圈

负相关区义二。05

中东太平洋副热带

正相关区。-0.05

饰 骊 巴尔喀什湖与里海
  正相关区+=0仍

当年 1月
极圈北大凶洋与北欧

负相关区，一0.05

地中海牵北非

正4n关区x-o.05

当年2月

银圈阿拉斯加与亚洲

接坡邵及北冰洋

止相关达x =0.05

北美加拿大巾部

负相关区x=005

加勒比海

正相关区a = 0.05

北非乍得盆地

负相关区a -0.05

当年3月
印度半岛中部至孟加拉湾

正相关区。-001

塑西哥湾与相连的东太平洋

正相关LA，二001

当年4月
极圈泰米尔半岛南部

正相关区a-0,05

中国东北区至日本海

负相关区二!0.05

北非乍得盆地

负相关区仪=0O5

当年5月
堪察加半岛

负相关区z=005

中太平洋副热带

正相关区z二。05

北非乍得盆地

负相关区“二0.05

表5  6-8月东北冷涡活动天傲与500 hPa离度距平场相关通过x= 0.05信度检验区域

时 间 1 相关区城及相关信度 _

前一年秋季

(9--11月)

北非乍得盆地

负相关区x=0_01

青报高原西南麓‘

巴基斯坦、印度北部

正相关V< a二0.01

西太平洋暖池 非律宾

负相关IX x=0.05

北欧斯堪第纳维亚半岛

正相关区崖=0O5

大n洋30- 600N
正相关m-0.05

地巾海

正相关区+--0.05

前 」年冬季

n2--2月)

北非、撒哈拉沙澳

负相关Cx +-0.01

青蔽高原的西南脱、

巴基斯坦 印度北部

正相关x = 0.01

中太平洋副热带地区

负相关区+=0.01

加拿大高纬地区

负相关区- 00t

西北太平洋阿留申群岛经日

本北部到中国东北区东部

正相关区+=0.01

美国中部地k

正相关区二!0.05

前一年春季

(3--5月)

北非与地中海相连

负相关区x = 0.05

雅库次克以北

负相关区x二0.01

中东太平洋副热带

负相关区。=0.01

日本海至华北.长江以北地区

正相关区+=0.05

北欧斯堪第纳维亚半岛

正相关区:=0.01

  同 期

(6-8月)

青截高原西部

正相关区。= 0.05

雅库次克以北的高纬度

正相关区+=0 01

西北太平洋300N以南的副热带

正相关二=0.05

中国东北华北至180"E以西

负相关区+=0.01

大酉洋(30- 600N)

正相关区+=0.05

5.2 相关波列
    分析6-8月东亚东北冷涡与500 hPa高度场相关系数的分布 (图10)可见 东亚

东北冷涡活动6-8月的天数与同期500 hPa高度场相关系数超过0.05以上信度检验的

区域在东亚从极圈到副热带地区呈+、一、+’’的经向相关波列，在与之相对称的西半球

也呈“十、一、+”的波列 从图106中可见，东亚东北冷涡活动天数与后期秋季500 hPa

高度场相关系数超过。.05以上信度检验的区域从西北太平洋经北美洲东海岸跨跃加拿

大的东北部到加拿大的东部大西洋沿岸，呈“一、+、一、+”的纬向为主高相关波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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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8月东亚东北冷涡卜，50(1 hPa高度场相关系数分布

    (a)当年里季 叹6一8月):(b}当年秋季 (9-11月}

到冬季结束了这种持续相关的波列分布 (图略)

6 结论和讨论

    门)s月份和6-8月份东亚东北冷涡活动多寡年份的同期北半球500 hPa距平合

成场和频次分布表明，差异均是显著的 5月同期环流形势场的根本差别地区在于东

亚，多的年份贝加尔湖至鄂霍次克海为宽广的强的正距平区，显然有高纬度的阻塞形势

相对应，以南为宽广的负距平区与北太平洋地区连成近半球尺度的负距平带，而少的年

份则相反，东亚高纬度几乎为负距平区所占据，贝加尔湖以南的东亚区与西北太平洋至

美洲大部分构成半球尺度的正距平带 另一个地区则为欧洲，多的年份为 犷距平区，

少的年份形成东西向的“一、君波列 这表明东北冷涡的持续性活动不只是区域尺度而

是整个北半球环流异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冷涡活动多的年份 异常的中心是

以东亚高纬度的阻塞为主要特征，少的年份只是异常区的一个末端(从图2a, b可见

是美洲大西洋沿岸跨太平洋至中国“三北”和蒙古的正距平带的西端)6-8月同期环流

形势与5月有些类同.主要特征为经向分布 多的年份东亚地区从极地至副热带地区距

平场是“+、一、+’波列 而少的年份为“一、+、一”波列 另外，欧洲地区多的年份为

  +、一波列，少的年份为“一，+”东西向波列

    (2) 5月份冷涡活动少的年份，1月份500 hPa距平场上，阿留申群岛为中心至东

亚大陆中高纬度的负距平区和太平洋副热带地区呈‘’一、+’南北向波列，一直到3月

份、4月份才发生较大的调整，先从鄂海至朝鲜半岛开始呈现南北向的弱正距平区，到

5月份移到中国东北地区和蒙古一带.5月份冷涡活动多的年份，1月份500 hPa高度

距平场上，则以堪察加半岛为中心的东亚高纬度地区与太平洋中纬度区呈“一、+’’南北

向波列，2月份距平场就发生厂突变，东亚大陆至阿留申群岛以西的太平洋地区整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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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负距平区变成正距平区，这个距平区经3-4月缓慢西移，并有所加强而后构成5

月份的同期形势场 从5月份东亚东北冷涡活动多寡的前冬 春季的北半球环流形势调

辕，表明原为东亚大槽活动的平均位置 ( 130-- 1600E)在少的年份前期表现为突出，

而多的年份则很弱，似乎预示前期冬季风活动的强弱与5月东北冷涡持续性活动强弱可

能存在某种对应关系，有待于进一步在另文中证明

    (3) 6-8月东亚冷涡持续性活动多寡的年份在前冬(12--2月)500 hPa距平场r

差异与同期环流形势一样仍呈反相关;多的年份从北美的太平洋东海岸至亚洲大部均为

正距平区 而且以阿留申群岛为中心与其南侧对应的中太平洋副热带区呈“+、一’波

列，前秋已开始这种形势;少年份则相反，以阿留申群岛为强大的负距平中心沿40--

600N往西至咸海附近为负距平带与太平洋的副热带地区呈 一、厂波列，正距平频次均

达到5或以上 由此表明，前冬500 hPa距平场类似于北太平洋海平面气压场的涛动

(NPO)，对东亚东北冷涡夏季的持续性活动影响很大，正位相则预示东北冷涡持续活

动弱，反位相则预示东北冷涡持续活动强 两种情况半年后距平场均发生突变，少的年

份在春季有迹象

    (4) 5月或6-8月东北冷涡持续性活动是北半球大气环流异常的持续或调整到另

一种阶段的重要表征，只是或早或迟;关键地区与东亚中高纬度环流存在着某种半年尺

度或季节尺度的遥相关 如阿留申群岛至堪察加半岛的海域及太平洋副热带地区与东亚

东北冷涡持续活动区存在着显著的反相关以及反相的东西和南北向的波列活动，以及欧

洲至乌拉尔、亚洲地区的东西向的一、+”或+、一”波列 赵振国、廖荃荪[8在分析冬
季NPO和中国夏季降水时曾指出:“冬季副高偏强，则夏季也持续偏强.‘’本文中的图8a

和图6a 即6-8月冷涡少的前冬和当年夏季500 hPa距平场的合成场，亦表明了冬季

海上副高偏强 (NPO的正位相)，半年尺度遥相关的夏季不仅西太平洋副高偏西偏北，

而且东亚东北区的大陆高压亦偏强，并与西太平洋副高融为一休，构成当年6-8月东

北冷涡偏少的典型距平场特征，反之，冬季西北太平洋副高偏弱，夏季西北太平洋副高

偏南强度偏弱，东亚东北区呈负距平为低值系统活动区。彭世球等181也揭示了‘'WA,
WP和EU3型还存在18旬的显著半年变化。”

    (5)从通过:= 0.05信度检验相关区域分析可见，无论是5月冷涡活动还是6-8

月冷涡活动天数均与北非乍得盆地500 hPa高度距平场呈负相关，李伟平等[191曾利用两
组不同地表反照率模拟出的高度场，不仅影响到夏季北非副高，还可以通过辐散风环流

的异常，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南亚高压和高层的西太平洋副高 将为另文中讨论这种遥相

关机制提供重要方法 5月份冷涡活动与极圈附近高度场距平相关密切 5月和6--8月

冷涡均与太平洋区域相关密切，尤其是6-8月冷涡持续性活动强场分别与类似北太平

洋涛动‘N PO)的500 hPa距平场区域相关，信度检验也通过了0.01。这与Wallace
和Gutzle尸01所揭示的太平洋侧化美(PNA)和欧亚(EU)型具有极为相似之处。6-

8月冷涡持续活动还与青藏高原西部高度距平场呈正相关;与东亚的同期500 hPa高度

距平场经向波列相关，从极圈到副热带地区呈“+、一、+’’波列，而与秋季的500 hPa高

度距平场从西北太平洋经北美洲东海岸到加拿大东部的大西洋沿岸 呈高信度的纬向波

列“一、十、一、君型 表明东北冷涡持续性活动还滞后影响一个季的北半球大气环流异
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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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es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Circulation Characters
        during Northeast Cold Vortex Persistence

              Liu Zongxiu
(Chino Meleorolugical Adtah,61r an-, 00081)

Lian Yi,  Gao Zongting,  Sun LiBeijingandShen Baizhu

([nstituteo(MerenrologicalScience olJilinProvinte,Chang<hun 130062)

Abstract The composition, frequency cumulation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500 hPa anomaly field

are respectively studied over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in more and fewer years of the cold vortex activi-

ties on the northeastern of East Asia (NCVAEA) in May and summer (JJA).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persistent activities are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to anomalous general circulation over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in the preceding, current and later periods, but also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anomalous

area. The fields in the same period with action of NCVAEA have marked different. The departure field

at the same lime (JJA) has an opposite phase in comparison with the main abnormal areas in the last

winter (DJF); in other words, there is a teleconnection on half-year scale between them, The 500 hPa

departure field is similar to North Pacific Oscillation (NPO). If the field has a positive-of-phase com-

pared with the last winter (DJF), the weak persistence would be predicted- Conversely, the strong JJA
cold vortex would be predicted. The key regions tested are located from middle-high latitudes over East

Asia to the Aleutian Islands and corresponding subtropical areas, the Qinghai-Xizang Plateau close to
Pakistan, the Chad Basin of North Africa and the Sahara etc. It follows from this that the NCVAFA

persistent activities over middle-high latitudes of East Asia ar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orth-
ern Hemisphere general circulation in May and summer (JJA).

Key words: northeast cold vortex; teleconnection; general cir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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