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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过渡带暴雨回波归类分析
’

陈少平 龙利民

(宜 昌地区气象台 )

撰雨回波的主要类型

1
.

涡旋状暴雨回波

这类暴雨回波生命史约20 h
,

主体呈明显的涡旋状结构
,

内含多个强对流回波 区
,

此起彼落表现为多极分布
.

外围(大多在南部 )有一至几条对流单体组成 的入流回波
.

受

过渡带西部高山阻挡
,

除强 冷空气外弱冷空气均从东向西倒灌
。

地形影响使该区域低层盛

行东南气流
,

该气流受山岭阻挡绕流形成一个准定常的中小尺度地形涡
。

事实表明
,

触发

产生的新生回波也是 由进入过渡带和地形涡叠加而迅速发展组成涡旋结构的
.

由于宜 昌

东 4匕方向存在一个地形辐散区
,

使回波移入时减弱消散
,

其它方向都可成为它的初生源

地
.

而宜昌西南向的桑植
、

龙山一带新生回波北上时
,

受山岭抬升有利于发展
,

不致于

中途夭折
,

所以在该地初生移来发展成为涡旋类的个例最多
.

回波发展成为涡旋状结构

后步入稳定少变阶段
。

平显上表现为尺度为 Zo o k m 左右的片絮或絮状 回波
,

移动变慢
,

并呈现气旋式转动
。

此时最强回波和高度比初 生期都略有下降
,

强度40 d B z ,

高度在 7

至 1 0 k m 之间 ; 立体扫描揭示最强回波分布在 1 至 4k m 云层中
。

此阶段 以入流回波 为 主

体输送了大量的能量
,

使这种降水效率 比较高的混合性降水回波长时间维持
,

由于它的

尺度比较大
、

覆盖面积广而容易造成一定区域的强降水
。

新生单体并入作用 消失
,

入流

带减弱断裂或反转辐散后
,

主体大都在 2 至 5h 内开始减弱分裂
.

表现为气旋组织破坏
,

成为片絮状或破絮结构
,

移动加速
.

如果主体减弱后移动仍不明显时
,

周 围新生回波还

可能赶上并入
,

使它再度发展
.

因此要待别 注意减弱后的移动
。

从移动路径看
,

它们主

要从宜昌的西南
、

西部与西北 3 个方向移入过渡带
,

然后从东偏南移出
.

在原地消亡的

个例较少
,

还没有见到从其它方 向移出的个 例
。

其共同点是进入过渡带后都要停留一段

时间
,

上述路径也概括了除 内陆台风低压外 的各类暴雨回波的移动规律
。

2
.

带状暴雨 回波

带状回波是移动较快的系统
.

虽伴较强降水但 因时间短累计雨量并不大
。

下面初步分

析它的演变特征
,

并揭示其造成暴雨的原因
。

过渡带有很多山岭山脉
,

在天气系统的影响

下很容易触发产生对流回波带
.

初生时主要为带状排列 的块状对流单体
,

对 流 一 般 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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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

随单体发展 回波带逐步弥合为一体
,

宽度增加到 5 0一l ook m
,

长儿十到 几 百k m 不

等
.

它们造成 暴雨的原因有 3 个
:

¹ 合并 由于高山屏障使回波带移过该区时变慢或停

滞
,

后面的带赶上并入出现强降水
;

º 多带 不断有带新生移入
,

路过时减速带来阵性

强降水
;

» 转动 回波带停滞时一般 左右移动或两头小幅度摆动
,

有几例脱离了摆动的

范畴
,

表现为转功
,

有时还一度变成涡旋状结沟
,

使回波长时间维持
.

上述作用消失后

暴雨天气也将随之结束
.

3
.

雷暴复合体类暴雨回波

这里的雷暴复合体指中小尺度无组织的对流群体
.

它们大多呈块状和絮状
,

对流强

盛高度可达10 多k。
,

强度在 10 一50d B z 之间
。

降水主要集中在几小时内
,

有时还 伴 有

大风和冰雹
.

从收集的过程看
,

它是 由多个方位的回波向过渡带汇合
、

滞 留
,

与原地生

成的单体一起组成不规则运动的群体结构的
。

曾出现过东南气流涌向长江谷 口沿山抬升

形成 回波环带的例子
。

单体的新生补充是群体维持出现暴雨的原因
;
反之新回波代替旧

日波的方式消失
,

将导致群体逐步衰弱
、

原地消亡或东移消失
.

叭内陆台风低压类暴雨回波

能深入内陆的台风低压较少
,

仅收集了两个实例
,

它们均 田东部平原西进到过渡带

后停滞再折向西南移 出
。

从降水回波模式看它仍有台风的一些特征
,

如螺旋结构
、

前沿

弧状回波带等
,

但 强度弱一些
,

入流角也大得多
.

在台风低压云 团到来之前
,

最 先出现

的是与台风前胞线及外螺旋带相似的弧状回波带
.

主体紧随其后
,

开始由数条辐射状弧

带组成
。

它们在移动中发展
,

在交汇区合并
,

与其后赶来的回波一起组成有数条入流带

的螺旋状结构
.

变为完整的螺旋状后
,

主体开始维持少动
、

少变状态
,

形态上呈絮状
.

顶高上升并维持 10 多 k m
,

不过强回波核还是分布在sk m 以下
.

外围入流中 与5 0 o h P a辐

合线对应的前后两条入流带最活跃
,

是主体的主要能量来源
.

由于每个入流往往对应一

个强值区
,

所以主体为多极性
.

不过强值 区有时还比较集中
.

另外隐含在强值区的强单

体具有悬挂回波
、

弱回波区等超级单体的一些特征
.

它和西风带系统产生的涡旋回波一

样
,

入流带的减弱和断裂将直接导致主体减弱解体
.

二
、

几点结论

各类暴雨回波在各阶段都有一些指示性特征
,

其规律对该地暴雨短时预报有重要意

义
。

1. 除内陆台风低压类外
,

其它各类初生源地基本相同
。

地形作用使龙山一带移来的

个例最多
.

2
.

单体的补充 (涡旋类 则为入流带)是主体维持的主要因素
,

这种作用消失后主体大

都在 2 一5h 内开始减弱并加速移动
.

3
.

高山屏障滞缓了回波的移动
,

对累计降水有 利
.

另外 由于地形涡的存在
,

使该地

多涡旋类的暴雨回波
。

4
.

内陆台风低压回波仍具有台风的许多特征
,

但它的入流角要大一些
.

它和西风气

流产生的涡旋回波有很多相似之处
,

而最大的区别在于入流带并不局限在南部
,

另外它

还可以形成一个比较集中约强值区
,

强度也较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