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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 用 1 9 7 2一 19 8 0年 4 一 8 月平均的 5 00 百帕候平均高度场 资料研 究了

我国东部地区雨带北进时的环流变化特征
。

分析表明
,

不仅在雨带北进 的跳跃

期
,

即 使在停滞期环 流的季节变化也非 常显著
。

虽 然
,

雨带的季节性北进与环

流 系统的季节性北移有密切关 系
,

但雨 带的跳跃与停滞却主要决 定于亚洲 l 波

波槽(相 当于环球 4 波 )的 西退
。

50 年代以来
,

很多学者研究了我国东部汛期泽水的季节变化及其环流特征
,

陶诗言

等 「‘
, 2 , ”I对此进行了总结

.

这些研究指出
:

由春到夏我国东部雨带的向北位移 具 有 2 个

突变和 3 个停滞阶段
,

3 个停滞阶段对应着 3 个地区的汛期 (或雨季)
,

4 月上旬至 6 月

上旬为华南前汛期 ( 5 月中旬降水增强)
,

6 月中旬至 7 月上旬为江淮梅雨期
,

7 月中旬

至 8 月下旬为华北汛期
; 3 个停滞阶段之间的过渡时间极为短促

,

表现为雨带向北跳跃

式的移动
; 雨带位移与副热带西风急流

、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脊及南亚高压的季节变化

有着密切的联票
,

在不同阶段具有各 自的环流特征
。

但是 几乎所有这些研究总是把各个

汛期(即雨带停滞期)的高空环流看成为一种或儿种类型为稳定状态
,

并针对
‘

艺们的特点

进行了环流分型 [4]
。

然而
,

陈学溶 [ 5 1根据14 年资料指出
,

入梅时南支高空西风急流已不

存在
,

无突然北撤的现象
。

章淹 :61 分析了16 年资料后指出
,

入梅时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脊向北跳动的幅度不见得 比 5
、

6 月份跳动的帜度大
,

而且 副热带高压脊逐渐北移而不

北跳的入梅年份并不少见
。

这可能与所使用的资料年份不同有关
。

若果真如此 那末在

环流无南北位移突变的情况下
,

是什么环流因子使雨带北进时产生停滞和跳跃呢 ?

以上研究都是对个别年份而言的
,

在多年平均的气候情况下表现如何 ?高由禧等枢? 1指

出
,

在11 0一12 0o E 各纬度多年候平均雨量分布图上仍有雨带的两次跳跃和 3 次停滞期
。

但是
,

对与其相应的环流季节变化特征至今还没有系统的研究
。

本文的 目的 就 是利用

1 9 7 2一1 9 8 0年 9 年平均的 4 一 8 月 500 百帕候平均高度场
,

揭示雨带北进时期的 环 流变

化特征
,

进而探讨雨带跳跃和停滞的环流因子
.

分析计算的特征量有
:

我国东部汛期的

50 0百帕西风指数
、

长波振幅
、

位相以及自然正交分解的各特征向量 等
.

同时
,

为了更

1 0 5 7年 s 月 1。日收到
, 1 9 8 5年 1 月 2 6 日收到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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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刻划各个汛期的不 同特征
,

许多特征量在时间上是分段
、

空间上是 分 区 进 行计算

的
,

计算方法为常用的
,

这里不再赘述
。

一
、

500 百帕西风指数特征

我们主耍讨诊欧亚上空的坏流
,

为此计算了有限区墩的西风指数‘计算范围的选取

见表 1
.

计算结果绘于图 1 中
。

由图可见
,

无论是欧亚范围还是亚洲 范 围
,

在 45
O

N与

55
O

N 上四风指数的变化趋势几乎一致
,

但4 5
O

N上的指数大于55
’

N 上的指数
,

这可能说明

阻塞形势经常出现在较高的纬度
,

4 5
’

N 往往处于相对平直的西风 气 流 中
.

同时还可注

意到欧亚范围和亚洲范围西风指数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

因此
,

以下将着重分析亚洲范

围的西风指数
。

表 1 西风指数计算范围

范 围
‘

经 度 纬 度
·

平 均 纬 度 时 段

1 0一1 8 0
O

E 3 5一 5 5
O

N 4 5
O

N 候一 8 月第 G 候
欧 亚

上上上同 上 45 一 3 5
O

N 5 5
”

N

4 月第 3

同

同同8 0一 1 5 0
.

E 3 5一 5 5
O

N

亚 洲
同 上 45 一65

O

N

4 5
O

N

5 5
O

N

华 北 同 上 3 5一 4 5
O

N 4 0
O

N 7 月第 1 候一 8 月第 6 候

江 淮 }司 上 2 7一37
‘

N 32
O

N 6 月第 1 候一 7 月第 6 候

华 南
‘

同 上 2 0一30
’

N

{

2 5
“

N 4 月第 3 候一 6 月第 2 候

图l b显示
,

4 月中旬至 5 月上旬45
O

N上西风指数较强
,

但变化 较 平 缓
,

5 月中旬

开始下降
,

至 7 月上旬降至最低
,

较低的指数维持到 8 月中旬方开始持续回升
。

华南前

汛期强降水 (一般 5 月中旬开始 )和梅雨皆发生在指数减小阶段
.

指数减小意味着西风带

减弱和北退
。

但指数曲线变化与雨带北移不同
,

它并没有相对停滞的阶段
,

而是持续下

降的
。

华北汛期有所不同
,

西风指数变化平缓
,

后期转为上升
,

这意味着西风带加强和

南移
。

由图I c 、

l d可见
,

两地区上空的西风指数季节变化特征极为明显
,

华南和江淮地区

上空指数从汛期开始直线递减
,

到汛期结束时环流指数接近子零
,

南高北低的形势几乎

消失
。

显然
,

这与副热带高压的北进有关
,

汛期结束时
,

副高控制了这一地区
,

西风指

数达最低值
,

雨带也随之北移
。

而华北上空西风指数没有明显的趋势性变化 (见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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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西风指数较大
,

并具有明显的约为 4 个候的周期振荡
,

8 月底指敬趋于嗜大
,

这表

明副高和西风带南移
,

汛期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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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
,

无论是欧亚和亚洲中纬的西风指数或各地区上空的西风指数在华南前汛

期和江淮梅雨期均是减弱的
; 在华北汛期无季节性变化趋势

,

而有 明显周期振荡
,

后期

指数回升
。

这种现象与西风带和副高的南北位移有密切的关系
.

二
、

波 动 特 征

由于在夏季 5 00 百帕上 4 波最显著 t”l
,

同时为了突出我国东部汛 期 雨带上空的 4 波

特征
,

我们取 60 一1 50
’

E 范围内40
.

N
、

35
.

N
、

30
O

N和 2 5
.

N 4 个纬带上 9 年平均的候平

均高度进行谐波分析
,

其结果绘于图 2 和图 3 中
.

由于所取经度范围相当于全球的 1 / 4
,

因此
,

这里的 1 波相当于全球的 4 波属长波
,

2 波相当于全球的 8 波
。

又 因 3 波以上的

波动振幅很小
,

仅有几个位势米
,

因而只给出了各纬带上 1 波和 2 波的振幅和位相变化

曲线
。

图 2 表明
,

在所有的纬带上 1 波振幅皆大于 2 波振幅
,

40
’

N和35
”

N上更 为 显著
。

在这两个纬带上 1 波振幅变化大致可以分为 3 个阶段
,

这 3 个阶段的时间恰好与 3 个雨

带停滞期相对应
。

第一阶段
:

从 4 月上旬到 6 月上旬大致与华南前汛期相对应
。

本阶 段 1 波 振 幅 较

大
,

5 月上旬前为高振幅时期
,

40
‘

N和 3 5’ N上空平均振幅分别达到1 00 泣势米和60 位势

米左右
,

无季节变化的趋势
,

但具有大约 3 候的徽小周期振荡
,

本 时期华南前汛期降水

较弱
.

5 月上旬振幅突然减弱
,

而后保持在中等振幅的水平上
,

40
O

N 和 35
’

N上平均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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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分别约为70 位势米和 40 位势米左右
,

同样无季节性变化趋势
,

但具有 3 候左右的微小

周期振荡
,

本时期在时间上与华南前汛期的强降水期相对应
.

十4文势米

1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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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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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_ - - - - -

一
户、 、 、

一

拭狱成飞币 i 泣丘压弓乙i 乏 3 魂 5 6 1 2 3 4 5

4 月 5 月 6 月 7 J]

1 之 3 刁 5 6 候
水 月

! 之 亚洲 区域
一

各
.

度 1 ( 几)和 2 波(虚么 )‘咨

幅
; 。

(
\ :

弓
一

位筑米 )

征 (图 3 )
: 4 一 6 月 1 波波槽位置 比较稳定

,

第二阶段
:

从 6 月中上旬到

7 月上旬大致与江淮梅雨期相对

应
.

在本阶段中
,

存在明显的季

节趋势变化
,

1 波振 幅 连 续 减

弱
,

一个月内下降了 40 位 势 米

(4 0
’

N )和 2 0位势米 (3 5
O

N )
,

在

下降过程中并作 3 候左右的微小

周期振荡
。

第 3 阶段
:

从 7 月中旬到 8

月底大致与华北汛期相对应
。

本

阶段 1 波振幅己降到最低值井趋

稳定
,

在 4 0
’

N 和35
O

N上平 均 振

幅分别为 30 位势米和20 位势米
,

同时具有 3 候左右的微小周期振

荡
。

由上可见
,

在 3 5
O

N 和 4 0
0

N上

空 1 波振幅除在华北讯期中无季

节性变化趋势外
,

在其它两个汛

期都趋于减弱
,

在华南前讯期急

剧减弱
,

在整个江淮梅雨期间连

续减弱
。

再看与其箱应的位相交化特

无季节性变化趋势
,

花 1 3 0
0

E (40
.

N ) 和

1 2 0
’

E (3 5
’

N )附近作很小灼振荡
; 7 月明显西退

,

至 8 月达到最西处
,

西退约 2 0 个经

度
,

在 1 04
O

E (4 0
0

N )和 1 00
’

E (3 5
’

N )附近作较明显的东西振荡
。

由上可见
,

1 波位相的

变化 与振福变化正好相反
,

在华南前汛期和江淮梅雨期变化平缓
,

而在华北汛期变化激

烈
,

这是一个故得注意的现象
。

在30
O

N上 1 波振漓季节性变化趋势不明显
,

从 4 月到 8 月仅下降 5 位 势 米 左右
,

但仍存在 3 一 4 候的周期振荡(图 2 )
。

1 波季节性变化的阶段 特 征 主 要反映在波动位

相上(图 3 )
,

从 4 月上旬到 6 月初 1 波位相偏东
,

波槽在1 1 0
’

E 附近作微小的东西 摆动
;

从 6 月上
、

中旬到 7 月初位相连续西退
,

一个多月波槽西退了20 个经度
,

到 达 90
’

E 附

近 ; 从 7 月 中旬到 8 月底 1 波位相偏西
,

波槽稳定于85
O

E 附近作显著的东西振荡
。

在 2 5
’

N上
,

1 波位相变化特征与30
’

N 相似(图 3 )
,

华南前汛期位相 偏 东
,

波槽在

1 00
’

E 附近作微小的东西摆动
;
江淮梅雨期位相连续西退约14 个经度

;
华北汛期在8 6

O

E

附近作显著的东西振荡
.

不同的是在此纬带上 1 波振幅的季节变化趋势已转为上 升 (图



1 期 朱乾根等
:

我国东部雨带北进与长波西退的联系

泛 度 (
’

E )

、、户沪‘ 、 , , 一

一\
, 尸- - -

、
- - , - ·

一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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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一阵陈鑫

忿升 4 一 5 月平均振幅约在20 位

势米附近作 3 一 4 候的周期振荡
,

6 一 8 月平均振幅上升到30 位势米

左右
,

其中江淮梅雨期内的振幅较

华北汛期内的略大
.

由图 3 可 见
,

在同一时间内
,

随着纬度的增加 1 波波 槽 位 置 偏

东
,

亦即 1 波的槽线呈东北一西南

向
。

下面分析 2 波的特征
。

在所有

的纬带上
,

2 波振幅季节变化不明

显
,

在4。
’

N上略为下 降
,

2 5
’

N 上

略为上升
。

在 30
’

N 和25
’

N 上
,

整

个时期内 2 波振幅与 1 波振幅相差

不大
,

差值在10 位势米以内
,

因此

2 波占有较大的比重
.

而在40
‘

N 和

3 5’ N上
,

4一 6 月 2 波所 占比重较

小
,

但由于 1 波振幅随季节减小
,

至 7 一 8 月 2 波振幅与 1 波振幅已

较接近
,

因而 2 波比重随季节性变

化是增大的
。

总的看未
,

2 波振幅

就

3 0’ N

泣几万全扮沈
礴

约00别60

3 4 多 6 1 2 3

一月
一

吞月 右月 穿

图 3 亚洲区域各纬度 1 份叹实线)和 2 波弋虚浅)波槽 专置演变

既无季节性趋势变化
,

也无阶段性特征
。

在各纬带上
, 丁

2 波波槽总是位于 1 波波槽以西

的 7 0一90
’

E 之间
,

亦无明显的季节变化趋势和阶段特征
。

三
、

自然正交函数特征向量的变化特点

为了更好地反映 3 个汛期雨带上空环流的特点
,

我们分别对 4 一 5 月
、

6 一 7 月和

7 一 8 月 3 个时段的 5 00 百帕亚洲地区(20 一70
O

N
,

60 一 1 4 0
’

E )高度场进行 自然 正交展

开
,

展开时已将高度场减去 5 千位势米
,

并对特征向量作标准化处理 [ 9 1
。

表 2 列 出了前

5 个特征向量均方差值的拟合精度
。

由表可见
,

第一特征向量的拟合率已达98 肠以上
,

因此
,

第一特征向量反映了环流形势的基本特征
,

其余特征向量只是相对基本环流形势

的偏差
。

前两个特征向量拟合率达99
.

2 %一99
.

6 肠
。

第三特征向量以后拟合率很小
,

且

时间系数接近于零
,

这里不予考虑
。

下面我们讨论前两个特征向量及其时间系数
。

(1 )第一特征向量及其时间系数

在 4 一 5 月第一特征 向量场(图4a) 上
,

总形势为南高北低型
,

中高纬度经向环流明

显
,

以东亚大槽由日本伸向我国云南
,

呈东北一西南向
,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在 2 0
‘

N 南的

洋面上
。

槽后西北气流与青藏高原南侧的偏西气流在华南汇合
,

形成华南前汛期澎水
.

在 G 一 7 月的第一特征向量场 (图 4 b) 上仍为南高北低型
,

但中高纬度经向环流减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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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大槽变浅西退
,

收缩到30
‘

N 以北地区
,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脊北移登陆
,

印 度 季 风

低压建立
.

东亚大槽后的西北气流与副高
、

季风低压之间的西南气流交汇于江淮流域
,

形成江淮梅雨
. :

表 2 各时段前 5 个特征向量均方差值 的拟合精度

方\
一项

4 一 5 日 第
n 项

前 n 项

0
.

9 8 7 8 0
。

0 0 4 4 0
.

0 0 2 1 0
.

0 0 1 4 0
.

00 1 1

0
.

9 8 7 8 0
.

J 9 2 1 0
.

99 4 2 0
.

9 9 5 5 0
.

9 9 6 6

一 7 月 第
n
项

前 n 项

0
.

9 9 3 8 0
.

0 0 1 7 0
.

0 0 1 1 0
.

0 0 0 9 0
.

0 0 0 5

0
.

9 9 3 8 0
.

〕9 5 6 0
.

9 9 6 6 0
.

9肠7 5 0
.

9 9 8 0

一 8 月 第
n 项

前 n 项

0
.

9 9 4 7 0
.

0 0 1 3 0
.

0 0 1 1 0
.

0 0 0 6 0
.

0 0 0 4

0
.

9 9 4 7 9 9 6 0 0
.

9 9 7 1 0
.

9 9 7 7 0
.

9 9 8 1

在 7一 8 月 的 第 一 特 征 向 量 场

(图 4 c
)上

,

仍维持南高北低型
,

中高纬度

经 向环流进一步减弱
,

东亚大槽继续变

浅西退
,

收缩到40
O

N 以北地区
。

西太平

洋副高脊线北移至 2 5
’

N左 右
,

印 度 季

风低压维持
。

东亚大槽后的西偏北气流

与副高和季风低压之间的西南气流交汇

于黄河流域
,

形成华北汛期降水
.

这 3 个时段的第一特征向量实际上

反映了环流为季节变化
。

在 季 节 变 化

中
。

环流系统一万面向北移动
,

如西风

带
、

副高等系统
:

另一方面向西移动
,

诊
一

4 a 4 一 5 月
一

马一
‘

,

征向旦场

如东亚大槽
。

从 3 个时段第一特征向量的时间系数曲纹 (图5a
、

5b
、

sc
)可以看到

,

在汛期的内部环

流也发生明显的变化
,

这些变化具有两个特征
:

(l) 各时段时间系数都为正值
,

这说明在各

汛期中整个等压面随时间只是高度发生变化
,

环流系统是稳定的
,

形势不变
;
(2 ) 4 一 5

月和 6 一 7 月时间系数曲线存在明显的上升趋势
,

这说明从 4 一 7 月等压面升高
,

实际

上
,

7 月的上升趋势 已趋缓慢
,

8 月中旬开始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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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瞬州了

6 一 7 月 特
趁

王白苍
:

场 例 4 c 7 一 8 月第一特征向量场

卜位势米 十位势朱

⋯暇
:二

候

4 月 5
,

月 6 月 7 少J

卜位势米 t
一

位势米

⋯卜一
候

魂
月 5 月 6 月

一

月

十位势来

::
卜~

;:{
.

⋯
,

⋯ ⋯
l 艺 3 4

7 月

十位势米

2 3 4 5 6

月

片
-

3 J S 石 了

国 5 ,
一

侍征白 景的廿间系数(s a
、

几b
、

s c 分晰与洲遮a
、

4 b
、

4 C 士怪对 花)和竺二牡征

向量的时门系数 ( 图云d
、

s e
、

5f 分别与因6a
、

6b
、

c 。对应)

(2 )第二特征向量及其时间系数

在 4 一 5 月时段
,

第二特征向量场(图6 a) 上已出现负值
,

零值线位于 40
O

N附近
,

北

负南正
,

形势与同期第一特征向量场相似
。

当时间系数为正时
,

将加强第一特征向量的

环流
,

为负时
,

将减弱第一特征向量场的环流形势
。

在 6 一 7 月时段第二特征向量场 (图 6 b) 形势与同期第一特征向量场基本相似
,

只是

印度为正值区
。

零代线呈西北一东南向
。

当时间系数为正值时
,

加强了基本环流上的东

亚大槽及其后的高压脊
,

同时加强了副高
,

削弱了季风低压 ; 反之减弱了东亚大槽
、

新

疆高压脊和副高
,

加深季风低压
。

因此
,

季风低压与副高及中纬系统的强度变化具有反

位相的关票
。

7一 8 月时段第二特征向量场(图 6 c
)与同期第一特征向量场的形势有明显不 同

,

中

高纬呈东高西低型
,

在基本环流形势上的东亚槽区为正值区
,

乌拉尔脊区为负值区
,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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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在季风 低压与副高中为负值中心区
。

当时间系数为正舀少
,

减弱了东亚大 槽
、

副高和

乌拉尔山高压脊
,

加强了季风低压
; 为负值对

,

加强了东亚大槽
、

副高和乌拉尔 山
、
一 ,

J压

脊
,

减弱了季风低压
。

因此
,

7 一 8 月季风低压与副高及中纬系统的强度也具有反位相

的关系
。

6 生一 二月 (
。 )

、 6 一 7 只

( c ‘ , 时段 的第二价征向

(朽、和 7 一 只

场

从第二 特征向量时间系数变化曲线

(图5d
、

S C
、

sf) 上可以看到
,

4 一 5 月时

段时间系数是减小的
,

并经历了由正到

负的转变
,

转换时 门 在 5 月 上 旬
.

日

此
,

第三特征 七最 主 5 月上旬前
,

加强了

基本环流
,

但达种加强是逐渐减弱的
,

5 月上旬后
,

减弱了墓本环流
.

论一 7

月第二特征向量时汉系饭也是减刁 的
,

由 : E 泣转负子搜的时 间 在 ‘月 底 至 7 月

初
。

因此
,

第二特征向请在 几 月份加叹

了东亚大槽及其后的高压脊和副高
,

诚

弱了季风低压的发展
,

在 7 月份
,

则有

利于中纬系统的乖节性减弱和季风低压

的发展
,

但不利于副高的加强
,

线附近摆动
,

但数吐很小
,

因比
,

7 一 8 月第二特征向最时间系数变化比较平缓
,

在零值

只能使环流系统强度作微小的振荡
。

四
、

讨论与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

从春到夏
,

环流的演变不仅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

在各阶段

内部也同样存在着明显的变动性
,

这些
一

价段及其转换时间与我国东邻雨带的停滞期及跳

跃相相对应
。

因此
,

环流的季
一

节变化不仅发生在雨带的跳跃期
,

即使在雨带约停滞期也

存在
。

这些变化表现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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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5
.

N和各区上空的西风指数从华南前汛期至江淮梅雨 期连续减弱
,

在华北汛期

作明显的振荡
,

后期指数回升
.

它反映了西风带和副高的季节性南北进退
.

(2 )3 5
’

N和 4 0
’

N上空长波振幅从华南前汛期至江淮梅雨期连续减弱
,

由于热带长波

振幅较中纬的弱(见图 2 )
,

因此
,

振幅的连续减弱也反映了环流系统的季节性北进
.

长

波波槽呈东北一西南向并随季节的推移而西退
.

在40
’

N和35
.

N上
,

7 月份连 续 西退
;

在30
’

N才口2 5
.

N上
,

6 月份连续西退
.

(3 ) 3 个时段 自然正交函数的第一特征向量分别反映 了 3 个汛期雨带 的 基本环流特

征
,

这些环流特征明显不同
,

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西风带和副高等系统的北移
、

季风低

压 的建立和维持以及东亚大槽的减弱西退
.

同时
,

第一特征向量的时间系数表明
,

在华

南前汛期和江淮梅雨期5 00 百帕等压面具有升 高趋势
,

华北汛期等压面具有先升 后 泽的

季节变化趋势
.

第二特征向量时间系数表明在华南前汛期和江淮梅雨期系统强度具有 明

显的振荡现象
.

传统认为只有雨带跳跃期才发生较明显的环流季节性变化
,

而在雨带停滞期环流则

比较稳定
,

无明显的季节变化趋势
,

但以上事实说明这种认识并不全面
,

在多年平均情

况下
,

在雨带冷滞期
,

同样存在明显的环流季节变化
.

根据陈学溶f5 1和章淹 [“l的研究
,

这

种现象在个别年份也会出现
.

那么
,

在环流发生明显的季节变化时
,

雨带为什么会停滞

不动呢 ?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

首先要弄清楚决定雨带南北移动的环流因 子
.

固然
,

副热

带高压
、

西风急流和南亚高压等大型环流系统的南北位移与雨带的南北变动有密切的关

系
,

·

但是
,

看来它并不能完全决定雨带位置的停滞或跳跃
.

从本文第二节可以看 出
,

环流系统的纬向季节性位移同样与雨带的稳定 有 密 切 关

系
。

如果以1 0 5
’

E 作为我国东西部的界限
,

那么
,

1 波槽线位于 1 0 5
’

E 以 东则不利于我

国东部地区雨带的形成
,

位于 1 0 5
’

E 以西至80
’

E 之闰则有利于我国东部地 区 雨 带 的形

成
,

之所以把 8 0
’

E 作为西界
,

是因为 1 波的半波长为 4 5
’ ,

槽线在80
O

E 以东时
,

我国东部

地区才能位于 1 波槽前
。 ‘

图 3 表明
,

在 3 5一拍
.

N 上
,

1 波槽线位置于 7 月上中旬由l o s
.

E

以东急剧退到 1 0 5
’

E 以西
,

此时
,

正是华北汛期的开始 期
。

在 3。
’

N上 1 波脚线位置于 6

月初急剧退到 1 0 5
’

E 以西
,

正好与入梅 期相对应
.

在 2 5
’

N 上
,

从一开始(即 4 月) 1 波渭

线就位于 1 1 0
’

E 以西
,

此时华南前汛期已经开始
。

2 波槽线整个时期位于 7 0一乳
“

之问
,

其半波长为 2 2
.

5经坟
,

因而我国东 、
一

书整个春夏期问皆位于 2 波脊前
,

对我国东郁地区降

水不利
, ‘

之与东部雨带的形成无关
.

因此
,

我们认为我国东部地区雨带的季节性跳跃和 岑滞是由大型环流系统的北进与

西退共同形成的
.

4 月份
,

华南上空 1 波波槽位于l o 5
O

E 以西
,

当环流系统北进时
,

华南前

汛期开始
,

直到 6 月初
,

由于江推流该上空 1 波槽线尚在刊 5
’

E 附近摆动
,

雨带不能在

江淮流域稳定
,

因而雨带停滞于华南
,

形成华南前汛期
。

6 月上旬以后
,

江淮流域上空

的 1 波槽线急剧西退到1 05
’

E 以西
,

与此同时环流系统季节北进
,

两者结合
,

使雨带由

华南跳跃到江淮流域
,

7 月上中旬前华北上空的 1 波槽线位于 1 0 5
’

E 以东
,

雨带不能北

进
,

从而停滞于江淮流域形成梅雨
。

7 月上旬后
,

华北上空的 1 波槽急剧移到1 0 5
’

E 以

西
,

并与环流系统的北迸相结合
,

于是华北汛期开始
,

华北汛期开始后
,

环流系统已基

本停止北进
,

因而雨带在华北维持
,

形成华北汛期
。

但是在华北汛期期间由于 1 波波槽



1 0 南
一

京 气 象 学 院 学 报 1 2 卷

作较显著的东西摆动
,

短时可东移至1 0 5
’

E 以东
,

遂使华北汛期雨带不很稳 定
。

在这两

个环流因 子中
,

环流系统北进是雨带北移的主要因子
,

而环流系统西退则是雨带跳跃和

停滞的主要因子
。

以上是多年平均的结果
,

对于个别年份和每年之中的个别过程
,

可能存在更加复杂

的因素
,

但环流系统的北进
、

西退看来是最关键的因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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