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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雨异常年大气非绝热加热场的比较分析卞

王建德 凌士兵
(南京气象学院气象学系

,

南京 2 1。。4 4)

摘 要 利用 ECMW F / W MO 客观分析格
.

点资料
,

分析 了多梅年和 空梅年大气昨绝

热加热场特征
。

结果表明
,

梅雨期降水与大气昨绝热加热场有密切联系
,

梅雨各阶段

的加热场具有不 同的特征
,

丰梅年与空梅年的加热场有显著差异
。

关链词 柞绝热加热
,

梅雨异常

分类号 p 4 3 4
·

5

梅雨是东亚大气环流季节转换的产物
,

它的出现及其活动特征与亚洲夏季风及其各成员

有密切联系
。

由于季风系统具有一定的年际变化特征
,

这就必然导致长江中下游地区各年梅雨

的起始时间
、

维持时间以及总降水量有所不同
,

如 1 9 8 6 年
、

1 9 9 1 年是典型的梅雨持续时间长
、

降水量大的年份
,

而 1 9 8 8 年则是典型的空梅年份
,

长江中下游地区当年 6~ 7 月降水较少
。

大气中的不均匀加热场对大气环流的形成和演变有着重要的作用
,

如季风的形成和维持

就与大气不均匀加热有密切的关系
。

K rish n am u r t i和 R a

ma
n a tha n (1 9 8 2 )“ ,

指出
,

季风流场纬

向风动能的加强是海陆和地形引起的不均匀加热所造成的
。

据建华
〔幻
曾揭示 出东亚夏季风酝

酿阶段大气非绝热加热场有明显增大的趋势
。

有关大气非绝热加热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梅雨

的关系也有不少研究
,

丁一汇
〔3,
曾分析了 1 9 8 3 年梅雨期热源和水汽汇的分布特征

,
Luo H B

(1 98 4) 〔。
利用 FG G E 一 I b 资料分析了我国各主要降水带夏季降水与加热场的关系

。

本文试

图对梅雨异常年份大气非绝热加热场的特征及差异作一些比较分析
。

1 资料和计算方法

1 9 8 6 年是丰梅年
,

梅雨期从 6 月 14 日起至 7 月 22 日结束
,

共持续了 38 天
,

1 9 8 8 年为空

梅年
,

长江中下游地区 6一 7 月降水较少且出现了罕见的高温酷暑天气
。

本文利用这两年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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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垂直速度 。是利用连续方程积分而得
,

上下边界条件的选取采用文献〔7〕中的方案
,

计算

时采用中心差格式
,

将资料在垂直方向插值成 10 层
。

资料为每日一个时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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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丰梅年

2
.

1 梅雨降水及 Q
: 、

Q
:

演变特征

图 1 为 1 9 8 6 年梅雨期长江中下游 7 个测站 (黄石
、

九江
、

汉 口
、

安庆
、

南京
、

南通
、

上海 )逐

日总降水量时间序列
。

从图中可以看出
,

该年梅雨期主要有 6 次持续降水过程
,

其中以 6 月中

旬至 6 月 25 日的三次降水过程为最强
, 7 月上旬末的降水过程次之

,

后期梅雨的降水相对较

弱
。

在 6 月末至 7 月初出现一段降水间歇期
,

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普遍较少
。

图 2 为上述时段内长江中下游地区平均 Q
,

和

�巨�喇书世钧

Q :
时间

一

高度剖面图
。

从图中可以看到
,

Q
l

的高值区

主要位于 50 0一 4 00 hPa
层

,

低值区主要出现在较低

层
,

Q
Z

的高低值中心都位于较低层
,

高层 Q
:

很小
。

这

主要是由于高层水汽含量少而造成的
。

对 比降水时

间演变特征 (图 1 )
,

可以发现两者有密切的联系
,

几

次强降水过程均有 Q
l 、

Q
:

较强中心与之相对应
。

如 6

月中旬至下旬初的三次强降水过程
,

在图 2a 上清晰

地反映出该时段内 6 00 一 3 00 hPa 上有一片 Q
,

的高

值区
,

其中心值出现在 4 00 hPa ,

最大中心值在 3 ℃

.

d 一
‘

以上
; 7 月上旬末的降水过程持续时间较长

,

对

3 2

2 4

0 1 0 2 0 3 0 4 0 5 0

时间 (d )

图 1 1 98 6 年梅雨期降水时间序列

F ig
.

1 T im e se r ie s o f th e 1 9 8 6

M e iyu Prec ip it at io n

应图 2a 上有一个维持时间较长的正 Q
;

区域
,

中心值

在 4 ℃
·

d 一 ’以上
,

中心出现在 4 00 一 500 hPa
层

。

其余几次相对较弱的降水过程与 Q
、

也有良

好的对应关系
,

只是 Q
;

的强度有所下降
。

从图 1 可知
, 6 月末至 7 月初是一段梅雨 间歇期

,

在图

2a 中可以看到该时段 内恰好有一个对流层高低层均为负值的区域与之相对应
。

Qz (图 Zb) 的

演变特征与降水也有较好的对应关系
,

不同之处在于 Q
:

的正负中心出现高度较低
,

Q
l

和 Q
:

的

中心值大小相差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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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长江中下游平均 Ql (a)
、

Q : ( b) 时间一高度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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叼认n g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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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降水和加热场的演变特征
,

还应该注意以下两个间题
,

一是 Q
, 、

Q
:

大值中心出现

的时间与强降水出现时间不完全吻合
,

有时先出现加热中心
,

紧接着出现强降水
,

而有时先出

现强降水
,

紧接着出现强加热场中心
;
二是加热场的强度不完全与降水量成正比

。

这些现象实

际上反映出大气非绝热加热场与大气环流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反馈作用
,

即加热场的加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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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大气环流形势朝着有利于降水形成的方向发展
,
降水过程的出现也可能促进加热场的加

强
。

2
.

2 梅雨期各阶段加热场与垂直运动的配里
.

“
降水的形成是与大范围环流形势尤其是水汽条件和垂直运动相联系的

,

因此有必要进下

步分析梅雨前后各阶段 Q
, 、

Q
:

和 。 的垂直配置情况 (图 3 )
。

从图中可以看到
,

梅雨建立前 (图

、。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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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 9 8 6 年梅雨前后 Q ;
、

Q : 和 。 垂直廓线

a
.

入梅前
, b

.

入梅后
; c

.

梅雨间歇期
; d

.

出梅后

Fig
.

3 Q I ,

Q Z a
nd 0 a t all le ve ls of a ra

嗯
e of p ha s es o f the 1 9 8 6 M e iy u s ea so n ,

w it h a ) im m ed ia te ly a hea d o f t h e s ea son
, b ) M e iyu s t a rt i叱

, e ) b r e ak o f t h e r a inf all
‘ d ) M e iyu t er 而nat i雌

3a )
,

60 0一 7 0 0 hPa 层 Q
,

为弱负值
,

其余各层均为正值
,

但数值不大
。

Q
Z

在低层为较大的负值
,

在对流层中上层数值较小
。
。 最大值出现在 3 00 hPa 层附近

。

入梅后 (图 3 b)
,

Q
,

和 Q
:

的数值

显著加大
,

30 0 hPa 以下都为正值
,

Q
,

的峰值出现在 50 0 hPa
,

Q
:

的峰值出现在 80 0 hP a 。

垂直

上升运动也有很大加强
, 。峰值出现在 50 0 一 60 0 hPa 层

。

梅雨间歇期 (图 3 。) ,

各层 Q
,

和 Q
:

基

本为负值
,

垂直运动在对流层上层及中低层为下沉运动
。

出梅后 (图 3 d )
,

低层 Q
l

和 Q
Z

为负值
,

对流层中高层为正值
,

但数值较梅雨期有所减小
。

低层表现为下沉运动
,

中高层为上升运动
。

通过对比可以看到
,

梅雨期前后及梅雨期内各阶段大气非

r、
·

l
。

,
. 2,,、曰

卜.‘r||卜卜l‘se|卜刀,卜
,

3005()0900700
绝热加热场及与其相关的垂直运动有较大差异

。

加热场及上

升运动的加强对应着梅雨的开始
,

而减弱对应着梅雨降水的间

歇或出梅
。

因此
,

深入了解大气加热场对梅雨降水的预报有一

定的指导意义
。 心

乏
气

.。

:
打声3 空梅年非绝热加热场特征

1 9 8 8 年是一个典型的空梅年
,

长江中下游地区 6一 7 月降

水偏少
,

气温偏高
。

在 6 月 10 日至 7 月底近 50 天内
,

仅在 7 月

2 5一 2 6 日出现一次较强降水过程
, 6 月 2 0一 2 3 日

、

6 月 2 8一 2 9 图 4

日
、

7 月 1 3一 1 4 日
、

7 月 2 2~ 2 3 日
、

7 月 2 7一 2 8 日以及 7 月 3 0

一 31 日分别出现少量降水 (以南京站为例
, 7 月最大 日降水量 Fi g.

仅为 14 m m )
,

其余时间内均为炎热无雨天气
。

℃
·

d 一 1

19 8 8 年 6 月 10 ~ 30 日平均

Q l 、

Q :
和 。垂直廓线

He ig ht一p r o file of Q l ,

q
a
nd

. ,

Ju ne 1 0 ~ 30
,

1 9 8 8

图 4 为 1 9 8 8 年 6 月中下旬长江中下游地区平均 Q
l 、

Q :
和 。 垂直廓线图

。

由图可见
,

各层

Q
, 、

Q
:

均为正值
,

中低层 Q
l

数值较小
,

在 3 00 hPa 层出现一个较强的峰值
,

中低层Q
:

数值不大

且各层变化较小
,

无明显峰值
,

中低层上升运动较弱
,

在 3 00 hPa 层出现较强的峰值
.

对比丰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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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空梅年大气加热场的分布特征可以发现
,

两者有一定差异
,

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

一方面
,

空

梅年 Q
,

和 。 的峰值出现在较高层次
,

另一方面
,

空梅年 Q
, 、

Q
:

和 . 在中低层数值较丰梅年小一

些
,

空梅年的特征表明该年长江中下游地区水汽辐合较弱且缺乏有利的垂直运动
,

因而不利于

该地区形成降水
。

4 结 论

(l) 长江中下游地区梅雨降水与该地区大气非绝热加热场有密切关系
,

梅雨期前后及梅雨

期内降水各阶段的加热场表现出不同特征
。

(2) 丰梅年与空梅年大气非绝热加热场有一定差异
,

空梅年低层 Q
l

和 Q
:

较弱
,

丰梅年加

热场在中低层有明显的峰值
,

不同形式的加热场与这两年完全不同的梅雨天气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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