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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夏季风系统水汽输送的季节平均和低频结构
‘

徐建军 何金海 管兆勇
(南京气象学院气象系

,

南京
.

21 0 0 4 4 )

摘要 应用 欧洲 中期预 报中心 (E CMW F ) 1 9 5 0 ~ 1 9 8 6 年 5 ~ 9 月的 8 5 ohPa 逐 日 资

料
,

分析 了亚洲夏车风来统水汽输送的平均结构和低频结构
。

研究指 出
,

从季节平均

结构来看
,

亚洲季风系统是一个 完整的休 来
.

从低预活 动结构看
,

亚 洲 夏季风来统 中

存在着印度季风和东亚季风来统的相 对 独立性
。

关键词 亚洲
,

夏季季风
,

水汽输送
,

低频结构

分类号 P 4 4 8

亚洲夏季风对整个亚洲地区的夭气气候乃至

全球的大气环流起着重要作用
。

就时间变化而言
,

K ri s h na m ur ti[
, ’
很早就指出

,

印度季风具有明显的

准两周振荡的变化特征
,

Y a s u ha r i〔
2〕
研究认为

,

印

度夏季风系统活动具有 40 夭的周期振荡
。

就空间

而言
.

陈隆勋
L, 3指出亚洲夏季风 系统存在着印度

季风环流系统和东亚季风环流系统的独立性
.

中

国大陆夏季的天气变化属东亚季风系统的范 畴
.

因而搞 清楚印度季风系统和东亚季风 系统 的关

系
,

对于中国天气变化 的准确预测具有很重要指

导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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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夏季风季节平均特征
111 图 la 可以发现

,

在南半球的热带地区有很

明显的向西的水汽输送
。

在北半球有几条纬向的

水汽输送带
,

最为盛行的输送带是从阿拉伯海穿

过北印度洋南部
、

孟加拉湾到达南海以及 中国 气

陆地 区
,

同时由华北向日本及其附近海洋轩
」达 ; 其

次就是沿着西太平洋高压的南侧向西输送
;还有

在高原的北侧由于出现了微弱的东风
,

表现 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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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此 《,
一 1 , 8 6 勺复李平均的水汽愉送待证 (8 5 0 hP

a
)

a .

纬 向输送
.

b
.

经纬向输送矢量

(a 图中 I’M 隔为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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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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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线为正
、

向东输送
,

虚线为负
.

向西输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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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的向西的输送
。

从图 lb 的水汽输送流场可以进一步看出整个亚洲季风区水汽输送的关系
,

图上表明在南半球热带地区的向西的水汽
,

大部分在马达加斯加岛地区转 向赤道向北半球输

送
,

同时沿着北半球大陆南侧沿海穿过印度半岛向东输送
,

并与西太平洋副高南侧向西输送的

水汽汇合
,

然后再向北输送到中国大陆中北部和 日本岛附近
。

可以发现
,

源于南半球的水汽输

送带贯穿于整个亚洲季风区
,

印度季风区和东亚季风区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

2 夏季风低频振荡活动特征
在 1 9 80 ~ 1 98 6 年夏季平均的准 40 天振荡的

水汽输送图上 (图 2)
,

准 40 天周期振荡的纬向水

汽输送 (图 Za) 存在着显著的印度季风系统和东

亚季风系统的差异
,

这在季节平均的水汽输送 图

是没有的
,

在南亚季风区
,

沿着阿拉伯海的北部沿

海向东输送到印度半岛北部地 区
,

在孟加拉湾东

部沿海 (10 5o E )中断
,

在这些地区的南侧又 出现了

向西的水汽输送
。

在东亚季风区
、

南海以及中国长

江中下游地区
、

日本岛有明显向东的水汽输送
,

在

西太平洋副高南侧有向西的水汽输送
,

另外
,

在南

半球表现出较 明显的向东的水汽输送
,

在南印度

洋和澳大利亚大陆出现了极大值中心
。

由经纬向输送流场图 (图 Zb) 可以看出
,

南半

球的南印度洋和澳洲大陆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偏南

方向的水汽输送
,

表现出显著的局地性
,

在赤道上

的 向北输送非常微弱
,

表明北半球受南半球的影

响较小
。

在北半球的印度季风区
,

水汽输送具有明

6 0o N

3护S

6 0 .

N

一一

考衍扮几认认挤火竺分分
, , 产产

髯髯
、、

夕飞毛
; :

代二
--- , , 二: : 二

‘‘

砚砚砚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毛

度度度度环环挂炸炸炸炸炸

燮燮燮缭缭蒸蒸
健男尾三二之, 乙矛矛

,,, ///////////////////////// 彝彝彝彝彝彝
一一已〕〕 b (((护 岑岑二

L

派
飞飞

积积积沙噪噪氰公公牙牙lllllll 曰 、
」」」

李李衣 ,:-
’ 、、 .

, 、 ‘ 廿 , ‘‘

补川川潞潞之之亥飞气气
银 , 卜丫

盯 ‘‘

几
,.; :梢梢梢二二乒

. ‘ ’

.’’
‘‘ 令 ‘ 。 、、、、

‘‘‘ . , ‘卜 卜卜卜卜
..... , 甘 , 今 一一一一

丫丫丫称称该该
方

:
. , ...

公公公公公 : : : .’’

少少少少少:
, ’

:
, ··

户户次次{;{{{{{
::
嘿嘿淞淞:::::::夯毕毕毕

3护E 6 0 9 0 1 2 0 1 50
o

E

显的局地性的反气旋式水汽输送
,

和东亚季风区 图 2 准 4 ”天振荡的水汽输送特征 (8 S OhP
,
) a. 纬向

的水汽输送相 比具有显著的独立性
,

东亚季风区 翰进 (间隔为 0. 2m
· “

一
’

·

kg 一 ’), b. 经纬向输进

的水汽输送路径是从南海向北的枪送和西太平洋的向西输送汇合
,

再向东北方向输送
,

直至中

国北部以及 日本岛附近
。

印度季风区主要来源是阿拉伯海的局地输送
,

而东亚季风区主要是南

海和西太平洋的共同输送
。

另外
,

准双周振荡水汽输送 (图略 )的主要特征与准 40 天振荡的非常相似
.

由此表明
,

亚洲

季风区
,

对低频振荡的活动表现出印度季风系统和东亚季风系统的独立性
,

其分界线在 105 oE

附近
,

这一结果和陈隆勋
‘习
的结果相似

。

3 结论与讨论
从以上分析表明

,

在亚洲季风区的水汽输送
,

对于多年的季节平均活动而言
,

亚洲季风系

统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

源于南半球的水汽活动
,

贯穿于整个季风区
,

影响到印度和东亚地区
。

对

于多年平均的低频活动而言
,

亚洲季风系统中存在着印度季风系统和东亚季风系统的独立性
,

水汽输送在各自的地 区具有明显的局地性
.

因此
,

在讨论具有较长的时间尺度的准定常系统

时
,

应把亚洲季风区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

印度季风区物质量的输送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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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
,

在讨论季节内时间尺度的扰动变化时
,

应把亚洲季风区的印度季风系统和东亚系统

独立开来
,

作中国天气的短时间的预报时
,

应主要考虑东亚局地系统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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