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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取 1 9 5 1一 1 9 9 1 年中的长江淮河流域夏季旱涝各 10 年
,

对它们前期的中高纬大型环流

形势
,

低纬环流特征
,

垂直环流强弱
,

热带海洋状况等进行了对比诊断分析
,

其结果如下
:

长江

淮河流域夏季旱年前冬 (12 一 1一2 月 )
,

欧亚中高纬呈经向型环流
,

东亚大槽较常年强且南

伸
,

乌拉尔山及鄂霍次克海阻塞形势发展
,

寒潮活动频繁
,

东亚沿海中低纬冷涌活动强烈
,

至

使该经度带上的跨赤道气流加强
,

而且使南海至菲律宾地区的对流活动趋 于活跃
。

而涝年前

冬则基本上为相反形势
。

本文的分析清晰地揭示了旱涝年前冬东亚冬季风环流存在着明显

的差别
,

促使我们寻找冬夏季风活动的可能联系及物理机制
。

关键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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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气环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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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夏季旱涝是我国主要的自然灾害之一
,

它的发生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严

重的损失
。

因此
,

研究夏季重大旱涝过程的成因和年际变化规律成为众所瞩目的课题
。

气

象学家们对夏季我国东部长江淮河 流域一带的旱涝或江淮梅雨 的成因进行 了大量研

究 [l 一 , 〕
。

对于夏季旱涝这种异常的天气气候现象
,

人们通过研究旱涝前期的环流形势以进

一步 了解旱涝成因
,

从而有效地进行旱涝的预报
。

吴仪芳等闭
、

杨广基川用多个旱涝年的

月平均资料来研究江淮旱涝前期环流特征及其演变过程
。

发现江淮流域旱涝发生期及前

期平均季节环流均有显著差异
。

近些年来
,

人们更注意大气下垫面热状况
,

如海温
、

地表面

冰雪覆盖
、

土壤水分等的年际变化对大气环流及旱涝的影响
。

如黄荣辉等困
、

Ni rt a [;] 通过

研究西太平洋暖池海温演变来建立它与未来副热带高压位置的关系以预测江淮流域降

水
。

关于 EI N in 。 现象或赤道东太平洋海温距平对北半球大气环流及旱涝影响的研究也

很多 [s.
’〕

。

陶诗言
、

朱文妹等 [3] 还指出长江中下游梅雨的年际变化受冬季亚欧 52
O

N 以南积

雪面积大小的影响
,

两者存在反相关变化的趋势
。

上述研究表明了旱涝年的前冬
,

东亚大

气环流特征确实是不同的
。

冬季风控制东亚大陆可达半年之久
,

从长期天气过程演变角度

看
,

对其后期的大气环流必然有重要影响
。

而东亚的冬季风或冷涌又有明显的年际变化
,

所以冬季风异常必将造成后期大气环流及天气的异常
。

因此
,

冬季风的研究对提高长江中

下游地 区
、

江淮流域的旱涝预报有积极的意义
。

为了更好地研究冬季异常的环流形势对后

. 1 9 9 3 年 7 月 28 日收到原稿
, 1 9 9 3 年 12 月 13 日收到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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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环流的影响
,

我们从 1 9 5 1一 1 9 9 1 年选取夏季江淮流域旱涝各 10 年
,

对它们前期的中高

纬大型环流形势
、

低纬环流特征
、

垂直环流强弱
、

热带海洋状况等进行了对比研究
,

从中找

出旱涝前期环流特征的差异及其演变过程
。

在此基础上
,

对冬夏季风间相互联系及其可能

机制进行了探索
。

2 资料及处理方法

本文所分析的江淮流域旱涝年
,

是根据中国 33 6 个站夏季降水距平百分率 (1 9 5 1 一

1 9 9 0 年 )的分布
,

综合考虑江淮流域及长江中下游两地区降水距平的年际变化而选取的
,

共计旱涝各 1 0 年
,

其 中旱年为
: 1 9 5 9

,

1 9 6 1
,

1 9 6 6 , 一9 6 7
,

1 9 7 1 , 1 9 7 2
,

1 9 7 8
,

1 9 8 1
,

1 9 8 4 和

1 9 8 8 年
;
涝年为

: 1 9 5 4
,

1 9 5 5 , 1 9 6 2
,

1 9 6 9
,

1 9 7 9
,

1 9 8 0
,

1 9 8 2
, 1 9 8 3

,

1 9 8 7 和 1 99 1 年
。

高度场

资料取 自N MC 的月平均值
,

风场取自欧洲中期预报中心的七层全球资料
,

从 1 9 8 0 年至

1 9 8 9 年
。

3 江淮流域旱涝年前冬大范围环流特征

东亚东北季风是北半球冬季最活跃的环流系统
,

它的活动可影响全球范围的大气环

流的变化
,

这种大范围的长周期的异常必然对后期天气有极大的影响
,

我们以冬季风变异

时北半球环流形势的特征为出发点
,

研究它对后期环流的影响
。

3
.

1 平均环流形势的差异

众所周知
,

10 月下旬以后
,

东亚地区开始盛行冬季风
。

这时该地区的高空西风急流分

为南北两支
,

急流强度逐渐加强达全年最强程度
,

西风带的平均大槽位于东亚沿岸(从鄂

霍次克海伸向日本及我国东海 )及欧洲东部
,

而青藏高原北部为脊区
。

这是冬季东亚中高

纬平均环流形势
。

但是对应于未来夏季为大旱大涝年
,

其前冬的环流形势则有极大的差

异
。

我们用 10 个旱年与 10 个涝年前冬 (12 月
,

1 月
, 2 月 )的平均高度场来对比研究它们

之间的差异
。

图 la
,

b 分别为旱年及涝年的冬季平均 soo hP a
高度距平 (对 1 9 5 1一 1 9 9 1 年

的平均值 )
。

十分明显
,

两类冬季的高度距平场出现了几乎相反的配置
。

对于旱年前冬的

平均场 (图 la )
,

在 1 35 oE 附近的东亚大槽位置上
,

为极强的负距平中心
,

表明大槽 比平均

形势强而深
,

负值区向南可延伸至 3 0o N
,

而 6 0o N 以北的阿拉斯加地区则为正距平
,

指 出

该地区高压脊比平均状态要强 ; 另一个极强的正距平中心出现在 9 0o E 以西的中高纬地

区
,

该处正是冬季欧洲阻塞高压的平均位置
,

可见该处阻塞高压要 比正常偏强
,

且位置略

为偏西
。

所以就中高纬度的行星尺度系统而言
,

旱年前冬的平均槽脊较强
,

阻塞高压强而

向北发展
,

大槽位置略偏西而向南延伸
。

因此
,

欧亚环流经向度较大
。

而涝年平均形势则

几乎相反
。

从图 lb 看
,

在平均欧洲阻塞高压位置上为一大片负距平值
,

尤其在 60
O

N 以北
,

负值更大
,

这说明涝年欧洲阻塞形势较弱
,

更少向极地发展
;
东亚大槽区则为一个强正距

平 区
,

最大正距平中心在 40 oN 左右的中纬地区
,

而零线则一直扩展到副热带地区
。

可见

大槽弱而北缩到高纬地区
,

45 oE 以东为一片负距平区
,

说明这时极涡较强
,

中高纬环流较

为平直
。

总之
,

从多年旱涝前冬 的平均形势看
,

旱年前冬东亚大槽在中纬加深
,

位置偏西
,

阻塞形势发展
,

欧亚中高纬经向环流发展
。

而涝年则相反
,

东亚槽弱而北缩
,

鄂霍次克海出

现偏心极涡
,

阻塞高压较弱
,

中纬环流平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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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冬季 ( 12
, 1 ,

2 月平均 ) s ooh Pa
位势高度的平均距平场

(a
,

旱年前冬 ; b
,

涝年前冬 )

旱涝年前冬 ( 12- 1
一

2) s oo hPa 欧亚关键区高度距平

D 年 份

位置 1 9 5 9 19 61 1 9 6 6 1 9 67 1 9 7 1 19 7 2 1 9 78 1 9 8 1 1 9 8 5 1 98 8 M

4 0 N
,

1 3 5 E 5 5
.

0 一 4 0
.

3 一 8
.

3 一 15
。

7 一 1
.

0 4 4
.

7 一 8
.

0 一 5 0
.

3 一 1 3
.

1 12 一 2
。

5

5 0 一
6 0N

,

60 E 一 2 1
.

3 4 4
。

5

一 4
.

4

3 5
.

2

1 8
.

3

3 2
.

7

2
。

3

一 2 4
.

3 一 6 3
.

8 一 18
.

0 8 2
。

0 1 1
.

6 30
。

0

2 0 N
, 1 1 0 E 一 9

。

1 一 1 8
.

7 一 2 2
.

1 4
。

6 一 9
。

4 一 1 0
.

1 14
.

7

1 0
-

一 3.

19 5 4 1 9 5 5 1 9 6 2 1 9 6 9 1 9 7 9 19 8 0 1 9 82 1 9 8 3 1 9 8 7 1 9 9 1

4 0 N
,

1 3 5 E 5 4
.

0 3
.

3 一 1 9
.

3 2 8
.

0 5 5
.

0 4
.

7 9
.

3 3 2
.

4 14 0 19

5 0
一

60 N
,

60 E 一 3 3
.

7

2 0 N
,

1 1 0 E 2 2
.

3

6 9
.

6

1 9
.

6

2 2
.

4

4
.

3

一 10
.

7 一 3 0
。

9 10
.

2 一 1 5
.

2

0
.

6 2 0
.

6 8
.

6 一 2
.

7

一 2
。

l

一 6
.

8

一 58
.

9 一 2 8
.

0 一 7
.

7

1 7
.

7 6
.

9 9
.

1

为了进一步说明旱涝年前冬环流型的差异
,

给出 10 个旱涝年前冬几个关键地区的

so o h Pa
高度距平值 (附表 )

。

它们分别代表东亚大槽 ( 4 0
0

N
,

i 3 5
O

E )
,

乌拉尔高压 ( 5 0一 6 0

。

N
, 6 0

0

E )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西北端 ( Zo
O

N
,

1 1 0
0

E )
。

表中 D 列代表 1 0 个旱年
,

F 列

代表 10 个涝年
,

M 表示 10 个个例 的平均
。

可以看出
,

对于旱年前冬
,

东亚大槽向南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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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oN 地区平均为负距平
;而涝年则北缩

,

该处为正距平
。

乌拉尔地区的高度距平值正相

反
,

涝年平均为负值
,

而旱年为正值
。

这与图 1 所给的环流形势分布是一致的
。

副热带高

压西北端的位置在旱涝年前冬也是有差异的
。

对于旱年
,

它在大陆沿海地区为负值
,

而涝

年则为正值
。

这说明
,

由于旱年冬季东亚大槽的南伸
,

使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位置略偏

东南
;
而在涝年

,

副热带高压伸向大陆
,

与大槽北缩的形势一致
。

值得说 明的是
,

这里只讨

论了副热带高压西北部分在大陆沿海所达到的纬度和强度
,

并不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整体的强度及位置
,

至于后者与夏季旱涝形势的关系
,

则较为复杂
,

将在另文中详细研究
。

3
.

2 高空急流强度的差异

我们再来考察与中高纬环流形势密切相关的高空急流的特征
。

作平均旱年与平均涝

年高空急流分布图
。

由于风场资料的限制
,

这里 以 1 9 81
,

1 9 8 5 和 1 9 8 8 年及 1 9 80
,

1 9 82
,

1 9 8 3 和 1 9 8 7 年分别作为旱涝年的代表
。

计算它们 20 0h Pa
平均 U 分量场

。

可见 (图略 )
,

江淮流域旱涝年前冬高空急流的轴线都是东西走 向的
,

且位置也差不多
,

在 31 一32 oN 附

近
,

急流的最大中心都在 1 50 oE 的日本列岛以东上空
。

但两者的大风速等值线所包围的区

域范围不一样
。

以 7 o m s 一’

等风速线为例
,

旱年它东伸至 1 60 oE
,

并向西扩展到 130 oE
,

平均

最大风速达到 72
.

Zm s一 ‘ ;
而涝年前冬的高空急流 7 o m s一 ‘

等风速线东西跨度只有 巧 个经

度左右
,

东亚大陆的急流平均强度只有 6 o m s 一 ’

左右
。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差别
,

我们给出

图 2
,

表明旱涝年高空风速的差值
。

在中纬中国大陆的 3 0o N 以北广大地 区及西太平洋都

为正值
,

大陆上最大值达 8
.

om s 一 ’

旧本海以东洋面上则为负值中心
。

12 月
,

1 月
,

2 月逐

月的情况也完全一样
。

这说明在旱年由于大槽的加强南伸
,

而使急流也有所增强
,

这一点

在中纬地区尤其明显
。

5 0 ,N

舜舜辫终终
9 0 ,E 1 0 0 1 1 0 1 2 0 13 0 1 4 0 1 5 0 1 6 0 1 7 0 1 8 0

图 2 旱年前冬 Z ooh Pa

平均纬向风速与涝年前冬的差值(单位 m s 一 ‘)

总之
,

对于旱年前冬
,

东亚高空急流强度大
,

尤其在东亚大陆地 区高空急流西伸南

压
,

而涝年则较弱
。

高空急流强度的差异使它们南侧的下沉支强度也有所不同
,

从垂直环

流看
,

东亚沿海的局地 H ad ley 环流在旱年较强
,

涝年则较弱 [l0 〕
。

4 旱涝年前冬热带流场及对流活动的特征

前一节已经看到江淮流域夏季旱年前冬欧亚 中高纬地区环流经向度较大
,

有利于冬

季风活动
,

寒潮向南爆发
。

为了进一步研究这种特定的形势对低纬流场及对流活动的影

响
,

我们计算了旱涝年前冬季节平均的 X 场变化及低纬流场的特征
。

下面分析它们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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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0 0 hPa X 场分布的差异

用Z Oo hP a
的水平风场计算了速度势 X

甲
Z
X ~ d iv

.

V

异4.

为了更好地突出低纬大尺度运动场的特征
,

资料除进行月平均外
,

还进行了滤波
,

滤去了

波数大于 5的短波
,

留下。一 5波
。

图3为旱年 (a) 前冬及涝年(b )前冬的平均 Z 场分布
,

与平

均场 [l ‘〕类似的是
,

热带大洋中部为冬季最大的 X 负值区
。

而在其两侧则为正中心
。

这些正

负中心分别对应着高层的大尺度辐合与辐散中心
。

但是对比图
a ,

b 可以看出
:

旱涝年前冬

这些大尺度散度中心的强度与位置有明显的差别
。

涝年的西侧正值区与中太平洋的负值

区 皆较为偏东
,

旱年的辐散中心大体位于 1 00 5 的 1“oE 附近
,

而涝年则在 1 6 5
“

w 附近
。

北

半球的强辐合中心
,

涝年更是明显偏东
,

达到 9 0o E
,

而旱年的最强辐合中心则出现在45
O

E

的低纬地区
,

中心数值也明显强于涝年
。

这种配置使得从印度尼西亚群岛至南海地区广阔

范围内
,

旱年的辐散风要大于涝年
。

42 O0

0 4 5 00 13 6 ,E 18 0 13 5
.

W 日0 4 6 0

4 0

2 0

E Q

2 0

EQ,4D眺60’N

0 4 5 9 0 1 3 5 ,E 18 0 1 35
.

份 9 0 4 5 0

图 3 早 (a )涝 (b )年前冬平均 Z 场分布(单位
:
1 0 6 m Z s 一 ‘)

另外
,

旱年的高层散度中心较涝年偏西
,

说明东亚地区的局地 H ad ley 环流较强
。

从

图 a
看

,

1 30 oE 经度上最大辐散风出现在 10 一2 5oN 之间
,

而对涝年
,

则要偏南
,

且偏北风分

量也要小得多
。

这个结论与我们所给出的旱涝年 H ad lcy 环流之差异的描述[l0 〕是完全一致

的
。

个别年份之间的 比较更能突出它们之间的差异
。

图4a
,

b 分别给出1 9 8 5年 1月与 1 9 8 7年

1月的ZOOhPa X 场分布
: 1 9 8 5年夏长江及江淮流域为较强的旱年

,

而 1 9 8 7年夏则为涝年
,

尤

其以江淮流域最为明显
。

从图4a 看
,

旱年前冬的低纬辐散中心位于赤道以北
,

辐散区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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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延伸至 2护N
, 1 1 0o E

,

而图4b 中所示的涝年的情况则有很大不同
。

X 大值区位于赤道以

南
,

呈东西向带状分布
。

赤道以北至 2 0o N 区域虽然也是辐散区
,

但强度 比 1 9 8 5年 1月要弱

得多
。

以上讨论说明旱年的前冬从南海的东南部至菲律宾附近海域也即西太平洋暖池地

区
,

有较为活跃的对流活动
,

而对于涝年
,

低纬对流活动区位置要偏东偏南
,

甚至在赤道以

南地区
。

下面我们用 O LR 资料进一步讨论
。

4
.

2 旱涝年前冬热带地区 O LR 分布差别

人们在研究冬季风 时已了解

到
,

东亚东北季风爆发后侵入低纬

海洋
,

可以加强该处的对流性活动
。

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江淮

旱年前冬中高纬环流形势是有利于

寒潮爆发的
,

低纬的对流活动如何

呢?我们用射出长波辐射 (OL R )的

强度来表示对流活动的强弱
。

先给

出1 9 8 1年和1 9 8 3年两个典型旱涝年

的情况
。

图 5a
,

b 分别为该两年前冬

1 月的 O LR 分布
。

图中阴影 区 的

O L R < 2月n w m
一“ 。

从图sa
可以看出

在 lo
0

N 一 二u
O

S 范围 内
,

从 1 4 0
0

E 以

西为一个连成一片的O L R 小值区
,

中心强度为 1 9 6W m
一 “,

位 于 l o
0

N
,

1 25
O

E
,

即菲律宾的东南侧地 区
。

另

一个最小值出现在南半球 1 5 05 处
,

它所联系的强对流区对应于西太平

洋冬季风槽辐合带 (IT C Z )
,

从 1 3 0
0

E 向西扩展
。

此外
,

在北半球中纬度

地区
,

从黄淮流域到 日本一带也有

一个 O L R 的小值区
。

对其它几个旱

馨馨几几
蟹蟹笔纂蒸弃弃
rrr

.

了勺 , 冲中 , 仁一二二丝
_ ’ r 一尸, ~ 呜、

. · ,

瓜 , ,

HHH

瘫瘫鬓叁叁
图4 1 9 8 5年 l月 (a )和 1 9 8 7年 l月 (b )Zo ohPa 义场分布

(单位同图 3
,

实线为辐散区
,

虚线为辐合区 )

年前冬的 O L R 分布逐个进行考察
,

发现它们之间极为相似
:

除了南半球赤道附近的 IT C Z

强对流区外
,

自南海至菲律宾东部海域出现另一个 O L R 小值区
,

此外
,

在中纬的我国黄淮

流域至 日本以东的太平洋上也都为一个强对流活动区
。

可是涝年的情况却有很大差异
。

图

sb 为 1 9 8 3年 1月的 O L R 分布
,

可见在南海及菲律宾以东海区的 O L R 值极高
,

平均在

2 9 ow m 一 2

以上
,

很明显该区域对流活动较弱
,

O L R 的低值区位于赤道以南 的。一 1 00 5 的

热带西中太平洋的狭长带内
,

特别是在 日期变更 线 一带 的 O L R 值最 小
,

最小 值达

1 63 W m 一 2 。

另有一个 O L R 低值带出现在中纬30 一 4 0o N 的日本至西北太平洋上
,

比旱年的

位置偏东且北
。

另两个冬季月1 9 8 2年 12 月及 1 9 8 3年 2月的情况类似
。

所以
,

1 9 8 3年冬季在南

海
、

菲律宾周 围没有比较强烈的对流活动出现
,

而在南半球赤道附近的中太平洋对流活动

则非常活跃
。

考察其它几个涝年前冬 O L R 的形势也有类似的特点
。

如 1 9 8 2年前冬
,

只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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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0 一 1 6 0o E 的赤道附近有较强的对流活动
,

1 9 8 7年 1月 自南海至菲律宾一带的 OL R 为一

个大值区
,

平均为2 52 W m
一 ’

(参见图4b X 场的分布 )
。

关于这一点 Y
.

M iya za ki [lz 〕在分析热

带西太平洋对流活动与日本冷暖年关系时也有类似的描述
。

2 0
.

5

4 0
O

N

哪哪缨肾升片片片片片片片’’’

姗渺终/
一

’

叭
」」

赢赢翩毓
、

少 口 君 一 ;;;

骡骡稽憋孰 一

——撇撇娜置灸己己
撇撇耀缨黔夕夕

1 10 ,E 120 13 0 14 0 15 0 160 1 , (、 180

\\\

哪麟撇澎黝耀些二二

一一
淤望要叹一/ 厂

290
---

///
_

/ /
户你

\ }
_

““

乙乙一
”
、 火~

“2
...

森森犷叹笠二/

态态
2226 。了一一~ \一一一

戳戳黝) 交卿哗彝馨黝彝黝黝
又又夕 ~ 卜 ~ 七乏逛竺捞捞

1 10 ,E 12 0 13 0 14 0 1 50 160 170 180

图 5 1 9 8 1年 l月 (a )和 1 9 8 3年 l月 (b )O L R 分布

(单位
:

W m 一 “; 阴影 区的 OL R < 2 4 ow m 一 2 )

为了进一步说明旱涝年前冬热带地区对流活动分布的差异
,

我们给出多年平均的旱

涝年前冬 O L R 差值图 (图 6 )
。

图中虚线为负值区
,

北半球热带地区从 70 oE 以东至中太平

洋皆为负值区
,

而从孟加拉湾至南海及菲律宾地区各有一个小值区
,

尤以东面的小值区为

最强
,

旱涝年平均差值达 一 44
.

ZW m
一 2 。

这是旱年的强对流活跃区
。

正值区主要位于 1 40 oE

以东的南半球热带洋面上
,

该处正是涝年的强对流活跃区
。

综上所述
,

旱涝年前冬低纬对流活动有 明显差异
。

对于旱年
,

南海
,

菲律宾周围海域对

流活跃
,

赤道附近的加里曼丹岛
、

马来西亚
、

印度尼西亚等对流也很活跃
,

南半球 IT C Z 活

动强烈
;
而涝年前冬相反

,

南海
,

菲律宾周围南部海域对流不是很活跃
。

另外
,

不论旱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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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7

硕硕冲象象
图6 旱涝年前冬 O L R 的差值

(虚线为负值
,

实线为正值
,

单位
:

W m 一“)

冬
,

还是涝年前冬
,

只要低纬出现对流活动强烈区
,

则相应经度的中高纬地 区对流也将趋

活跃
。

4
.

3 低纬地区冷涌活动的特征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
,

北半球冬季东北季风的爆发不仅对中国各地气温的变化而且对

全球范围的环流变化都有很大的影响
。

冷空气主体在向南移动过程中其前沿的东北大风

向低纬扩展
,

形成了自东亚沿岸从 日本海经过东海一直延伸到南海地区的强北风带
,

其中

尤以东海及南海地区的北风最强烈
。

这种与高纬冷空气爆发相联系的低纬地区强北风过

程
,

按照一定的定义
,

统称为冷涌
。

亚洲及西太平洋地区的冷涌过程一般发生在70 0h Pa 以

下的浅薄层 内
,

尤以近地面最为明显
。

研究旱涝年前冬两类冷涌活动特点时发现
,

这两种

类型的冬季
,

低纬冷涌活动也有很大的差别
。

图7a
,

b 分别给出旱年平均的I0 0 0 hPa 风矢量

及旱年与涝年风矢量的差值图
。

前者大致可以代表冬季冷涌过程的平均风场分布
。

这时
,

自60 oN 以南的东亚及西太平洋地区都为一致偏北风
,

偏北风从 日本海向南一直扩展到南

海
,

并在东海及南海地区形成两个强偏北风带
。

这与丁一汇的气候统计
仁‘3〕
结果是一致的

。

从图7a 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大陆上的反气旋环流正好反映了冬季风爆发时大陆强大

的冷高压
,

而最大风区即是冷高压的前沿区
。

从 图中还可以看出冷涌活跃期
,

偏北大风从

南海南部海区越过赤道
,

增强了 lo soE 处的向南半球的气流
。

这些基本特征在涝年的平均

图上也反映得很清楚 (图略 )
,

只是强度和分布不同
。

图7b 给出旱涝年之间风矢量的差值
。

可以看 出从 日本海至我国东南部海域
,

也即在冷涌的主要通道上风矢量差都为偏北风
,

南

海的东北部及菲律宾周 围北风最大
,

马来西亚至加里曼丹岛附近 的赤道地区有明显的偏

北越赤道气流
。

这说明旱年前冬冷涌的强度要 明显强于涝年
,

图 7b 中东亚大陆上的反气

旋式风矢也说明旱年前冬平均的冷高压要比涝年的强得多
。

更有意思的是在菲律宾及其

附近海域上出现一个明显的气旋式环流
,

中心大致位于 1 0o N
,

1 20 oE 附近
,

这个气旋辐合

区无疑反映了该处附近的对流活动
。

对照图 6所示的 O L R 旱涝年差值图
,

可见
,

这个气旋

环流区正好与 0 1
一

R 的负差值中心相合
。

这说明旱年前冬 由于较强冬季风以及低纬地区活

跃的冷涌
,

加强了低纬地区对流的发展
,

使热带地区的对流性降水明显加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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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各节的讨论可见旱涝年前冬的低纬环流及天气都有较大的差别
,

不仅表现在

冷涌活动而且也反映在越赤道气流上
。

同时南海至西太平洋热带地区对流活动的强弱也

有明显的差别
,

这也可能就是旱年高空速度势 X 中心 比涝年的要更为偏北偏西的原因
。

5 小结与讨论

(1) 对于夏季长江
、

淮河流域旱涝天气
,

在其前冬
,

大型环流形势 已经存在着较大的

差别
。

对于旱年
,

欧亚地区中高纬度环流经 向度较大
,

东亚大槽较常年强且向南发展
,

乌拉

尔山及鄂霍次克海高压脊较强
,

高空急流的轴线向西扩展
,

中心强度也较强
,

这是东亚冬

季风强劲
,

寒潮活动频繁的环流形势
。

对于涝年
,

其前冬环流则较平直
,

东亚大槽较旱年弱

而北缩
,

寒潮活动弱
,

东亚大陆上的冷高压也较弱
。

(2) 低纬度及热带地区的特征对于这两类冬季也有 明显不同
。

对于旱年
,

冷涌活动强

烈
,

东亚大陆沿海至南海
,

偏北风明显强于常年
,

它不但使该经度带上的越赤道气流加强
,

而且使南海至菲律宾地区的对流活动也大为加强
。

由于上述这种分布
,

使东亚地区局地

H ad le y 环流偏强
,

无论是其上升支或是北侧下沉都比平均状态强得多
;而涝年前冬则相

反
:

对流活动不活跃
,

局地 H ad lcy 环流较常年趋于萎缩
。

从我们的工作看
,

这些差异不仅

表现在某一个典型旱涝年上
,

而且还表现在多年的平均场上
。

由于我们用的是季节平均及

多个例的合成
,

因此
,

在时喊和空间上突出了较大尺度的形势差异
。

(3) 从上述分析中
,

我们清楚地看到
,

对于江淮流域的典型旱涝年
,

无论是夏季或是

其前冬期
,

无论是中高纬的环流形势
,

低纬系统位置
,

海洋状态等各方面都迥然不同
。

既然

不同的夏季形势与不同的冬季状况相对应
,

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

这种不同的环流

形势的建立和演变过程是什么 ?这实际上也就是冬夏季风活动的可能联系及其物理机制
,

这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困难的课题
。

我们曾考察过旱涝年冬至夏的环流变化
,

热带对流活

动区的移动以及与冷涌活动有关的南海海温的差异
,

发现它们的演变对于旱涝年前冬都

有各自的规律
,

以南海海域的平均海面温度为例
,

不论是前冬还是初夏
,

涝年的海温 明显

偏高
,

而旱年则相反
,

这说明海温对于异常变化具有较高的持续性
。

这些结果对我们进一

步探讨冬夏季风相互联系的过程和机制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启发
,

是值得进一步深

入探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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