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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平洋夏季赤道反气旋

形 成 过 程 的 探讨

陈光玉 梁汉明 黄建平
’

提 要

夏季 (主要是 1 97 9主 )的 资杆分析表明
,

当北丰球 西太平洋地 区有一个获几

个低 压 系统 形成并在其南侧 10
’

N 附近 出现 大 片热带西风时
.

即使南丰球没有寒

潮爆发
,

赤遗 附近偏 东风 没有加 强
,

也会 使低压 南侧 。
`

一 10
’

N地 区 ( 一 八u/ 八y )

出现很 大的 负值
,

有利于赤道 缓冲带或赤道 反气旋的 发生发展
.

相反
,

当北丰球

热带及副热带地 区受高压影响 时
,

赤道 两 侧 都 盛 行 偏 东 气 流
,

赤 道 附 近

( 一 、 u / 、力 值很 小
.

此时即 使南丰球有寒潮爆发
,

也不 会形 成赤道竣冲带和赤

道 反气旋
.

膝田 【’ !等把赤道反气旋的形成分为六个阶段
,

最重要的起始阶段称为推进阶段
,

有

一股大尺度气流从南半球越过赤道向北半球推进
.

国内学者认为 ’ 2 ]
,

当澳洲有冷空气 .

发时
,

低层冷高压北侧 的东南风加大
,

这股较强的东南气流在某些相对固定的通道上越

过赤道
,

然后在北半球转向成西南气流
.

使西北太平洋上西南季风加强
。

但是常规观测

事实表明
,

冷空气进入 15
.

以内的热带洋面后 冷空气迅速减弱变性
。

冷锋云系向北移过

1 0
0

5以后一般都迅速减弱消散
。

夏季
,

在 1 00
’

一 1 6 0
O

E地区常常维持两条辐合区云带
,

南

支在 0
’

一 5
’

S
,

北支位 于 5
’

一 1 0
’

N
,

赤道附近云量较少
,

看不到辐合区云带存在季 节性北

移的现象 151
.

在西北太平洋地区
,

赤道缓冲带或赤道高压是暖性的
。

该地区大于 5 0米 /秒

的强台风最多发生在南半球冷空气活动较弱的秋季
.

而不是南半球冷空气活动最强的夏

季 14]
.

有时南半球呈纬向气流
,

冷空气活动很弱
,

或者冷空气虽强
,

但冷锋云系还位于

赤道以南时
,

在北半球仍然可以出现大片的热带西风和赤道缓 冲带
.

我们认为
,

热带西风
、

赤道缓冲带或赤道反气旋的形成和加强
,

主要是由于北半球

热带地区有一个或几个低压系统发生发展引起的
,

而 与南半球是否有强冷空气活动没有

什么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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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基 本 观 测 事 实

1
.

赤道反气旋涡度的形成

据文献
’

给 出的 1 9 9 7年 6一 8月
、

10 0
。

一 1 50
’

E 地区赤道反气旋的统 计资料
,

用 1 0 0 0百

帕格点风计算每天反气旋中心涡度 (以下均指相对涡度 ) 之~ 久岌
一

份
计 3 “次

,

“ 了比

较
,

我们计算了 1 9 7 9 年 6 月 1一 10 日
、

1 50
’

一 18 0
’

E 区域的涡度共 30 次
,

结果见表 1
,

表 1 赤道反气旋中心和信风赤道槽地区相对涡度

的计算结果 (△ x 一△ y ~ 5 个纬距 )

赤道反气旋中心 信 风 赤 道 槽

相对涡 )变平均 几

、 、

、 x

一

1
.

7 x 1 0
一 几

/秒

一

0
.

5 又 1 0
一 、

/秒

0
.

2 x 1 0
一 、

/秒

八 u

、 y

一

1
.

2 又 1 0
一

丫秒 0
.

2 : < 2 0
一

丫秒

: 。 、
(反气旋北侧一0

’

N ) 7
.

4米 /秒
一

7
,

2米 /秒

t1 { ,
·

(反气旋南侧 0
.

)
一

5
.

3米 /秒
一

4
.

9米 /秒

由表 1可以看出
:

( 1 )反气旋中心南北两侧纬向风速的负涡度比东西两侧经向风速的负涡度约大一倍
。

( 2 )赤道反气旋和信风赤道槽南侧赤道附近的偏东风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

但是 在 北

侧 10
’

N 附近
,

前者是西风 7
.

4米 /秒
,

后者是东风 7
.

2 米 /秒
,

两者明显不同
。

可见
,

在

1 0
.

N 附近 由东风转变为西风是产生负涡度
、

形成赤道缓冲带或赤道反气旋的一个 重 要

条件
。

2
.

赤道缓冲带或赤道反气旋北侧热带西风的成因

( l) 印度季风区 50
。

一 1 2 0
’

E
、

1 0
O

N 附近地区
,

冬季盛行东北风
,

夏季盛行西南风
,

这是 全球最著名的季风区
.

夏季在南印度洋有一个较稳定 的马斯克林高压 l ’ 1
.

这个高压

从 1月到 7月季节性变化不大
,

中心地区以及 1 0
0

5一O
’

地区只有几个百帕的升压
,

它的强

度比南大西洋高压还要弱些
,

但北大西洋夏季是一个高压
.

而印度到阿拉伯地区夏季是

一个半永久性的大陆热低压
,

从 1月到 7 月季节性降压常达 20 一30 百帕
。

从赤道到 15
O

N

形成很强的由南向北的气压梯度力
,

因而有利于这一地区形成稳定持续的偏西风
。

可见
.

阿拉伯一印度地区半永久性的大陆热低压是印度地区夏季风形成和维持的最 夔要因水

.

范班 君
,

西北太平汗赤道地仄 中低 冬 赤苍 : 仄的 」刃军
.

云 图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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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南海地区 它在欧亚大陆的东南侧
,

这里既受大陆热低压的影响
,

又直接 受 到

南海台风的影响
,

有时还会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控制
.

所 以
,

岌季这里虽然 以偏西

风为主
,

但远没有印度季风稳定
。

西风的演变与 1 5
’

一 2 0
’

N 附近气压场的形势密 切 相

关
· ,

而和赤道附近的气压场几乎没有关系
。

取 1 9 7 8一 1 9 7 9年 6一 8月计 1 20 次观测资料计算

结果
,

西贡西风风速和海 口
,

古晋 8 5 0百帕等压面的高度值相关系数分别为
一 0

.

6 5和零
。

( 3 )西北太平洋地区 由文献 [ 2 〕看出
,

1 9 7 8 年 7 月 17 日前后
,

西 北太平洋地区

( 12 0
。

一 1 5 0
0

E
,

1 0
’

N 附近 ) 出现了全年中最强的一次热带西风过程
,

由于南半球 1 6 日

才 由纬向环流转为经向环流
,

1 7 !」川 时南半球冷锋云系还在 赤 道 以 南 : 1 7 日以 前
,

1 0 0
’

一1 5 0
0

E范围整个赤道上都没有 出现过明显的越赤道气流
,

但在北半球 7月 1林 1 7 8 0 5

号台风 已经形成 ( 23
.

9
O

N
,

1 4 2
.

2
’

E )
.

所以
,

这次热带西风增强过程主要是北半球台风

发生发展的影响
.

同年 7月 26 日
,

8月 1 2 口
,

9 月 1 月等出现的西风相对高谊及次高 f八
,

在

西北太平洋相应地区都有两个 以上 台风 同时发展
.

相反
,

在 7 月底到 8月初
,

尽竹南半球

盛行经 向环流
,

由于西北太平洋热带地区少 台风活动
,

所以热带地区仍然以东风为主
.

同样
,

1 9 7 9 年 7 月 5 日
,

8 月 5 日
、

18 日分别出现三次西风高谊和次高位
,

都有两个

以上合风和西风高值同时发生和增强 (图略 )
.

因此
.

对酉北太平洋而言
,

1盯 8 一 7 9 这

两年交季
,

热带西风主要是 山于台风发生发展引起的
.

3
.

赤道反气旋与热带低压系统的关系

( l) 据文献
’

给出的资料
,

19 7 9 年 7一8月生成赤道反气旋 11 个
,

约占5一 10月生成总

数的 6 0 %
。

在赤道反气旋生成时
,

其北侧 已经生成热带低压 ( 3次 )和台风 (了次 )共10 次
,

仅 7月 15 日的反气旋 ( 中心在 5
’

N
,

1 20
’

E )生成时
,

其北侧没有热带低压生成
.

从 85 0 百

帕等压面图上可以看出
,

7月 15 日形成的赤道反气旋象是一个位置偏南的副热带高压
.

其北侧的偏西风是 由西风带系统 引起的
.

( 2 ) 1 9 7 9 年 6一 8 月南海及西北太平洋地 阿生成序 号 (劝一 (阳 ) 计 11 个热带低压 或

台风
,

其中有 1 2个在其生成后 平均两天
,

其南侧 出现赤道反气旋
: 仅有两个在南海生成

的热带低压
,

在其南侧没有形成赤道反 气旋
,

只有赤道缓冲带
.

( 3 ) 1 9 7 9 年 5一 10 月西北太平洋 100
’

一 1 8 0
0

E地区生成赤道反气旋 1 9 个
.

其中有一

半以上集中在 1 2 0
。

一 ! :30
。

卜;
,

o
“

一 1 0
O

N 地区
:

在其北侧
.

正 是西北太平洋台风发生发

展最集中的地区
,

二
、

一个赤道反气旋的形成过程

1
.

信风赤道槽时期

1 9 7 9 年 6 月 1 0 日5 5 0百帕等压面流线图上 (图 l ) 在一0 0
’

一
8 0

’

F 一有北半球副热带地区

都是高压
,

在南北方向上气压梯度力都指向赤道
。

直到 6月抓 日以前
.

1 2 0
’

l二 以东的北半

球热带地区都没有热带低压系统发生发展
,

赤道两侧盛行偏东气流 ( 图 2 )
。

在卫星云 图

上赤道附近 以散乱的对流不旺盛的积云 为主
.

没有涡旋状稠密云系发展 (图 3中 1一 17 )
。

2
.

赤道缓冲带建立 和增强过程

一 1 4 5



G月托一之6日
,

s
.

N
,

一4 2
’

E 附近 (图 3中一8一 1 9 )
,

逐渐发展成具有涡旋状结构的扰动云系
.

在扰动南侧
,

在 1 20 一 11 。
’

E 赤道地区出现弱的赤道缓冲带 (图 4)
,

度
,

低压南侧西风风速增强到 12 米 /秒
,

此时在 12 0
`

略 )
.

在北支辐合区的云带上散乱云团

6月 2 5日出现 6 米 /秒的偏西风
,

绍 日扰动云系发展到热带低压强

一 15 0
0

E 形成强赤道缓冲 带 ( 限

杯
下缸瑞户撰 ,助飞 月舀飞 巧 O于 姗 上

图 1 1 9 7 9年 6月 1 0 日 8 5 0百 帕流线图

乙月心 12 心 z公

代厂
,

, , ~ ~ ` 尸

13 2口 之之

, , , , , 权

D
-

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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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uz 一易一旅一 3『̀

一

乏一 乙一
少

一
,

“ L ` 匹 L ` 如 少 ` 心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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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一月
- - - - - - -

一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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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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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一9 7 9 年 6 月 1 0 日一 7 月 10 日 12 0
一

1 3 0
.

E
,

0
’

一 1 0
’

N 附近

最大偏 西 风 (
u N

) 及 0’ 一 1 0’ S 最大偏 东风 (
u s

) 演 变 图

T
、

D
、

g
、

A 分别 为热带扰动
、

热带低压
、

台风
、

赤道反气

旋时应 的生 成 日期
,

9 5 、

g `
表示 台风号

3
.

赤道反 气旋形成

7 月 1一 飞日
,

在 飞2 0
’

一 1 5 0

其南侧 以 5
’

N
,

1 2 5
O

E 为 中心
,

E
,

1 0
’

一Z o
O

N 地区
,

先后形成 7 9 0 5号和 7 9 0 6号 台风
。

原来一片散乱云区开始消散
,

4 日形成一 片色调暗黑 的

晴空区 ( 图 3 中 2 4一 2 8 )
,

在 85 。 百帕流线图上

形成一个典型的赤道反气旋 (图 5 )
.

,

缓冲带 内出现一个反气旋性环流中心
,

1 1 6





于于于旎瑞若斋形黯瑞去命共蠢图 5 1 9了9年 7月 4 日 8 5 0百 帕 流线图

三
、

赤道反气旋系统负涡度发生和增强过程

1
.

利用涡度方程说明负涡度发生和增强

在 p坐标中涡度方程为

d ( f + 乙 )
(
; t

( z )
一

( f + 屯 )勺
·

V

一 ( f + : ) v
.

v + ( 乡。 乡
u 一

分
.
旦

v

\ O了 O P O X O P

为散度项

夏季当北支辐合区云带上有低压系统发生发展时
,

在辐合区内有很强的辐合 ( V
·

V

< 0 )
,

在辐合区南北两侧有补偿性的辐散 ( V
·

V > o )
。

此时在 。
’

一 1 0
`

N 区域
.

如果 f手 。
,

且 屯乡 。
,

或 屯< 0
,

但 }创 久 f
,

则 一 ( f 十 屯) 、
·

V < o
,

这样有利于 d( f十 七)/ dt < 0
.

由

于赤道反气旋主要作纬向运动
,

即 d f/ d t 二 o
,

故有 d ( f + 屯) / dt “ d 乙/ dt < 0
,

所以当 o
’

一
1 0

’

N 地区负涡度还没有形成
,

或者还很小时
,

辐散有利于负涡度产生和增强
。

6月28 日
,

当 7 9 0 5号台风还没有形成
,

刚刚发展到低压阶段时
,

低压南侧 5
’

N 附近 屯> o
, 一

( f 十 乙)

V
·

、 ~ 一 1
.

o x l o
一 ’ “

/秒
: ,

有利于负涡度加强
。

7月 1 日
,

当台风形成以后
,

5
`

N附近负涡

度 已经很强
,

一 ( f + 之) V
·

V ) o
,

不利于反气旋性环流继续增强
.

为了满足 ( f + 之) > 0
,

必须 f子 0
。

经计算
,

1 9 7 9年 5一 10 月赤道反气旋的形成位置平均在 6
’

N
,

这与当年赤道反

气旋形成的实际纬度 ( 0一 1 0
O

N )是相吻合的
。

`.z) (劣 :公
一

;兴石) 为倾侧项

在中纬度地区由于 。 值较小
,

此项比其它项小一个量级
,

常略去不计
.

但在热带由

于台风低压内上升气流很强
,

台风南部 低层偏西风很大
,

上层盛行偏东风
,

可以出现较大数值
.

7月 1 日和 7月 3 日
,

在 7 9 0 5 号和 7 9 0 6号台风形成之后
,

6田 Ou

Oy O P

.

N
.

1 2 5
O

E

附近
,

” ”
`

”
,

比
· `

招
一

;少 :言 达到 一 o
.

78 x 1 -0 ’ “
/秒

2 ,

与方程中其它项同级
,

1 4 8



说明倾侧项对负涡度的形成有重要贡献
。

因此在北支辐介区 云带
_

匕热带低压
、

台风等发

生发展之后
,

有 利于。
。

一 1 0
’

N 区域负涡度加强
,

有利于赤道反气旋或赤道缓冲带形成
.

2
.

热带西风形成和增强
,

引起 。
`

一 1 0
O

N 地区负涡度产生和增强

。
’

一 l o
O

N 地区没有赤道反气旋发生发展之前
,

热带地区 以纬向 平直
’ 又流 为 主

,

这

时曲率半径 R 一二
。

在 自然坐标中
,

相 付涡度 几二 V l/ 之
一 。 V /而 二 一 。 V /。

n

一
、 t ;

/ 入 y
.

因此 只要北半球热带地区有低压系统发生发展
,

1 0
`

N 附近就有西风形成并 增 强
。

即

使 o
。

附近东风风速没有 变化
,

也会使 。
。

一 1 0
’

N 地区 一
\ll / 八y 产生负仇

。

低 !卜越强
,

西

风越大
,

这个负值也越大
,

因而越有利 犷赤道缓冲带或赤道反气旋的形成
。

3
.

哈得来环 流的变化对赤道反
’

毛旋发生发展的影咧

当北半球热带地区没有低压系统发生发展时
,

较弱的信风辐合区 云 带及 L升
’

(流主

要分布在 O
。

附近地 区 (图 3中2
,

图 6 a
)

。

潜热的释放有利于对流层中高层 变暖
,

使地面降

压
,

不利于赤道反气旋性环流系统生成
。

l哥沉气流分别与南北半球高压对应
。

洲洲产 吃二二`

一
、 、 ~ 一二一

目

~ ~ ~
~ 一---

/// / 分
尹

二之) ( 之之= 二= 二卜一~ ~~~

牛牛而弃弃
··

伙 、 `

下今
、

.J 二
, . ,

小
入仪七丫丫

图 6 a 19 7 9 年 6 月 1 0 日 1 2 5
“

E
,

图 6 ! ) 19 7 9年 7 月3 日 12 5
O

E
,

2 5
0

5一2 5
O

N 经圈环流 2 5
.

5一 3 0
。

入经 圈环流

0
.

1 5毫米代表
: 。 一 1 百 帕 /秒

x 1 0
一 , ,

V 二 1术 /秒

当北半球 1 0
。

一 2 0
O

N 地区北支辐合区云带形成
,

并且有一个或 儿个热带低压系统发

生发展时(图 3中 2 3一2 8 )
,

较强的哈得来环流上升区在 15
O

N 附近
。

主要
一

l; 沉气流北支在

2 5
’

一 30
O

N
,

南支在 2 5
。

一30
“

S
,

分别对应袱北华球丙个人高压
。

此外
,

在赤道附近还有

一支较弱的下沉气流 (图 6飞, )
,

这此下沉气流引起低层辐散下沉增温
,

使中低层等压面抬

高及暖性反气旋发生发展
。

北支辐合区云带
_

L低压系统的发生发展
,

儿 乎同时可 以在其

北侧引起北半球副高增强
,

在其南侧 。
。

一0]
’

N 区域引起赤道缓冲带或赤道反气旋形成

并增强
。

赤道反气旋的生成过程
、

物理特性
、

云图特征等和副高基本相似
。

在西北太平

洋地区
,

赤道反气旋的北侧热带西风主要是 由热带低压
、

台风
、

大陆热低压引起的
。

这

支西风是浅薄的
,

所以赤道反气旋的厚度
、

空间尺度
、

生 命史等都远比副高弱得多
。

1 9 7 9年 6月 1 7 日南海生成序
一

号 ( 7 )热带低压 (图 3中3 )
,

西太平洋州d高 6 J1 2 2一 2 3日
,

在 5 0 0百帕等压面上表现较强 (图 3中 22 一 2 3 )
,

在低玉南侧同时也形成一个较弱的赤道反

气旋
.

7月 1 日在 13
.

5
`

N
、

1 3 1
.

S
O

E
,

7月 3 日在 9 一
。

训
,

一1 3
.

3
,

E先后有 7 9 0 5
一

号和 7 9 0 6号两

个台风形成
,

7月 3一 4 日在台风西北侧的副高 (图 3中26 一 2 7 )及 4 日在台风南侧的赤道反

气旋 (图 5 )均很强
; 同时 6月22 一 2 3 日

,

7月 4 日澳大利亚高压 也增强 (图略 )
.

1 4 9



4
.

关于越赤道气流成因的讨论

北半球夏季在 50
.

E 和 1 50
O

E等通道上常 出现很强的向北越赤道气流
.

我们认为越赤

道气流 产生的条件有两个
,

一是在这些通道上北半球热带地区有季节性低压系统生成并

因此产生较强的 由南向北的
’
毛压梯度力

,

二是在这些通道的东狈J常有赤道反气旋或赤巡

缓冲带生成
,

这些反气旋性环流系统加强
,

可以在其西侧引起赤道上偏南风增强
,

因此

向北越赤道气流是北半球热带地区低压
、

赤道缓冲带
、

赤道反气旋等系统发生发展的结

果
.

南半球寒湘爆发不是形成 向北越赤道气流的必要条件
,

更不是充分条件
。

5
.

北半球热带低压
、

热带西风
.

向北越赤道气流
、

南半球寒潮爆发等演变过程的实

例
:

( 1 ) 1 9 79 年 6 月10 一20 日
,

在澳大利亚北部儿乎每天有一条冷锋云系存在 (川 3中 3一

1 3 )
,

其中 1 5 日(图 3中 8 )最强
,

冷锋云系已北抵 5
’

S
,

在中部 ( 5 0
’

一 2 0
’

s
.

x 3 o
’

一 ; 谁。
“

I二)

8 5 0百帕等压面高度达 1 57 位势什米
。

但在 6月25 日以前
,

120
’

E 以东北半球热带地区一

直以偏东气流为主
.

( 2 ) 19 7 9年 6月21 一30 日
,

澳大利亚北部冷空气活动较弱
,

而中部 85 0 百帕等压面高

度一直小于 1 57 位势什米
.

在 1 20
’

一 1 7 0
`

E
,

1 0
。

一。
’

S 地区或强或弱始终维持一条东西

向的南支辐合区云带
。

这表明南半球冷空 飞的活动范围在此云带以南
,

冷空气没有推功

或超越这条云带进入北半球
。

但北半球 如前所述
.

自 6月 2 5 日起
,

热带扰动
、

热带西风

和赤道缓冲带已经形成并逐渐加强
.

( 3 ) 1 9了9年 7月 6 日
,

在 10 5
`

E 附近出现入夏以来最强的向北越赤道气流间
,

而此时冷

锋云系还在 12 0
`

E 以东
,

5
’

5 以南 (图 3中 3 0 )
,

7 日南半球冷锋云系已经和 7 9 0 6 兮台风南

部的跨赤道输送云带连接
,

此时澳大利亚中部85 。百帕等压面高度达 159 位势什米
,

但是

北半球 7 9 0 5和 7 9 0 6号两个台风于 7一 8 日相继消亡
.

120
’

E 以东及南海地区
,

西风风速都

开始减弱
,

西太平洋在 7月中旬又出现信风赤道槽
。

可见 南半球强寒潮爆发以及 1肠
’

E附

近强越赤道气流的发生时间恰恰是北半球热带西风开始减弱的时间
.

( 4 ) 1 9 6 7 年 g 月 8 日东北太平洋地区有一个里拉咫风 ( L I L 、 ) 达最大强度洲
,

1 2 日

在 8
’

N
,

1 34
O

W 形成的赤道反气旋 A ,和 1 3 0
0

W 以东所形成的赤道缓冲带
,

即推进阶段 } ’ :
,

都是发生在这个咫风减弱之后
.

9 月 20 日在 g
O

N
,

1 2 5
’

W 形成赤道反气旋 八
:

.

在 。
。 ,

95
.

W 出现最强的向北越赤道气流
。

此时热带风暴 M
、

N 都已开始减弱
,

随后近半个月

内
,

这一地区没有热带气旋发生发展
.

( 5 ) 1 9 7 6年 6月 21 一 30 日
,

南海地区 出现一次赤道缓冲带建立和增强过程
1了:

,

由义中

表 1 可知
,

南半球东南信风 23 日
,

27 日达到相对高值
,

其中27 日最强
。

北半球西南风于

22 日
,

25 日分别出现高值
,

其中 25 一26 日最强
,

比南半球东南风最高值提 前 1一 2 天出

现
.

此外在天气图上
,

北半球 9 6 4 6 5站 (文莱 )于 6月 15 一 19 日出现强达 12 一 16 米 /秒的西南

风
.

在南海地区 6月 15 一 18 日
、

6月 20 一 23 日先后有两个热带低压活动
。

2 5 日以后
,

7 6 0 7

号强台风西移进入南海地区
.

可见北半球的西南风及其南侧的赤道缓冲带主要是北半球

热带气旋发生发展造成的
.

( 6 ) 1 9 7 6 年 9月 5一20 日西北太平洋地区出现一次强热带西风过程 8l[
,

13 日前后 西风

达最高值
.

1 5 0



①9 月 5一 20 日在 1 30
`

一 1 60
’

E 区域西太平洋地区先后生成 4 个 台风
,

有两个生成

在 13 日之前
,

其中最强的 7 6 17号台风于 9月 8 日达到最强
。

可见台风生 消变化和热带西风

强弱变化是一致的
.

②文献 阳二的图 3 表明
,

9 月 4 日在 15 0
’

E 附近出现很强的越赤道气流时
,

北半球

9
.

4
’

N
,

1 4 9
.

2
’

E 处己经有一个较强的热带低压在发生资展
.

并且这个低压于当天 发展

成 7 6 1 7号台风
。

从图上看
,

2 0
`

S一 l o
O

N 南风风速和全风速都是北大南小
,

即越靠近低

压中心风速越大
,

离中心越远风速越小
。

这说明赤道附近的偏南大风 世要是由于北半球

低压系统的发生发展引起的
。

③文献 〔8 ] 的图 2 表明
,

5
’

N 附近范田大
、

持续时间长
、

风速最强的偏南风出现在

9月 1 3一 15 日
。

此时
.

南半球 正是
z

毛压低值 期
, 一

比半球西风己经开始减弱
.

④文献 〔8 〕的图 5表明
,

3 0
’

S 附近 9月 1 5一 17 日气压值最高
,

它出现在北 半球热带西

风开始减弱之后
.

( 7 ) 1 97 9年 6月 1 2 门印变价郊 ( 1。
。

N 阶近 )乖风爆发
,

12 日索马里急流建立
。

在南半球

5 0
’

E 附近于 13 日有一叽强冷空 钾爆发 口
’ ,

显然冷锋到达赤道的日期应在 1 3 日以后
。

四
、

结

飞
.

北半球 1 5
’

N 附近热带及副热带地区受副高影 响时
,

在 0
`

一 1 0
’

N 地区气压梯度力

户川七指向有
,

1 0
`

N 附近以偏东气流为主
。

此时即使南半球的冷空气很强
,

也不能向北半

球推进
,

产生向北越赤道气流和热带西风
。

2
.

当北半球热带地区有大陆性热低压或者热带气旋发生发展时
,

通过哈得来环流的

影响
,

涡度方程中散度项
、

倾侧 项的作用等
,

使得。
“

一 10
`

N 地区有负涡度生成和加强
,

有 利于赤道缓冲带或赤道反气旋的发生和发展
.

3
.

在亦道反气旋性环流系统加强时
,

它的西侧 仃偏南风形成
,

如果同时在北半球热

带地 区有低压系统影响并 产生由南向北的气压梯度力 这 支南风可 以加强到低空急流的

强度
。

4
.

在 。
’

一 1 0
’

N
,

1 20
。

一 1 3 0
O

E 范围内是赤道反气旋生成最染中的区域
,

所 以在其西

侧的 1 05
’

E 附近多出现偏南气流
。

因为台风西移使南海地区气压常常 出现 低 值
,

所 以

1 0 5
’

E 附近 出现最强偏南风经常是在南海及西太 平洋热带西风过程的后期
。

5
.

南海低压系统以及 12 0
。

一 1 30
O

E 地区的赤道反气旋环流系统
,

其强度
、

空间尺度
、

生命史都不及印度地区反气旋环流系统
,

所以 1 0 5
’

E 的向北
.

逃赤道气流的强度
、

稳定性
、

持续性都远比索马里急流弱得多
。

6
.

夏季南海及西北太平洋地区的热带西风发生
、

增强和维持过程常历时 10 多天
,

而

南半球一 次冷空气爆发常为期 3一 7天
。

因此在北半球西风开始
、

增强和维持的过程中可

能会遇到南半球的冷空气爆发
。

故不能仅以此来推断南半球冷空气爆发就是北 半球热带

西风发生发展的原因
。

同样在北半球西风减弱和消失时期也可能遇到南半球有冷空气爆

发
,

故也不能以此推断南半球冷空气爆发就是北半球热带西风减弱
、

消失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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