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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 Ni 五。 事件对不同区域风场异常影响的差异卞

王 盘兴 王建新 陈 艳
(南京气象学院气象学系

,

南京 21 。。4 4)

摘 要 利用 N MC 85 0 hPa 月平均风场资料
,

对赤道太平洋
一

印度 洋区域
、

热带两大

洋过渡 区域
、

东亚
一

西大平洋区域环流异常受 EI Ni 茄 事件影响程度 作了话计
。

结果显

示
, 3 个 区域环流异常受 EI N i五。 事件影响 差异明 显

,

从而 揭示 出某些 区域环流异常

成因的多元性
。

关键词 EI Ni 而 事件
,

区域环流异常

分类号 P4 3 4

E lN i五。 事件是一种可以引起全球环流异常的海洋热状况异常
〔‘〕 ,

但其影响程度随区域不

同存在明显差异
〔, 〕。

例如
,

我国东部夏季长期天气异常与 El N i五。 事件间的显著相关联系主要

表现为我国东部夏季早涝和东北冷害
,

但这种联系又远不如赤道太平洋地区降水与 EI Ni 而

事件之间的关系密切
。

因此
,

分析 EI Ni 而 事件对不同地理区域环流异常的影响程度
,

对于理

解区域气候异常的成因是有利的
。

本文用美国国家气象中心 (N M C )的85 0 hPa 月平均风场 (简记为 Vs
s。

)格点资料(1 9 79 年

1 月一 1 9 8 7 年 12 月)
,

借助于风场的 E OF (经验正交函数 )分析方法即
,

对赤道太平洋
一

印度洋

区域
、

热带两大洋过渡区域和东亚
一

西太平洋区域的逐月85 0 hPa 距平风场 (简记为 丫
8。。

)时间

序列作了分析
。

在此基础上
,

比较了 EI N i五。 事件对这些区域环流异常的影响程度
。

1 分析区域与资料矩阵

1
.

1 分析区域

区域 A
:

赤道太平洋
一

印度洋区域 (45
O

E一 90
O

W
,

6
O

N 一 6
0

5 )
。

众所周知
,

该区域环流和长期

天气异常与 EI N i五。 事件关系密切
〔们 。

区域 B
:

热带两大洋 (太平洋
、

印度洋 )过渡区域 (1 0 0 ~ 14 0
0

E
, 3 0

0

N 一 3 0
0

5 )
。

该区域海陆分

布复杂
,

赤道及 lzo oE 经线将其划分为面积相等的 4 个区域
,

东北
、

西南以太平洋
、

印度洋洋面

为主
,

西北
、

东南以东南亚
、

澳洲陆面为主
。

近年来季风研究表明
,

该区域是南北半球季风相互

作用的重要区域(5j
,

环流异常的成因 比较复杂
。

区域 C
:

东亚 (含东南亚 )
一

西太平洋区域 (100 ~ 1 60 oE
, o ~ 40

O

N )
。

它包含了我国东部大部

分地区冬季大陆冷高
、

夏季西太平洋副高的异常活动
,

直接与我国东部长期天气异常有关
。

1
.

2 资料矩阵

卞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收稿日期
:
1 9 9 5一 0 3一 2 7 ;

改回 日期
:
19 9 5 一 0 7 一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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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 Ni 而 事件对不同区域风场异常影响的差异

对上述每个区域
,

丫
: 5 。

的时间序列可以用如下形式的资料矩阵记录

扭加翩
丫护V’铭22翩Vl侧V’V ‘2 1

V ‘
= }V

‘2 ,

V , , l

其中
,

m 为样本的时间长度
; n
为空间格点数

。

对 A
、

B
、

C 三 区
,

m 均为 1 08 (月 )
, n
分别为 1 80

、

14 4
、

1 43 点 (空间格点距 △沪
、

△又分别为 4a
、

5o )
。

矩阵元素 V) 。
是第 i个月

、

第 j场点上月平均

85 0 hPa风的距平 (滤去季节变化 )
,

故是向量
。

2 解释方差分析

按 E OF 分析常规
,

八 给出了 X
*

解释方差占 Vl 总方差的比例
,

是 X
*

在拟合 V’ 总方差中

所起作用大小的相对度量
; 尸*

是前 h 个 凡 的和
。

表 1 给出了各区 凸
、

尸
* , h 一 1 ~ 8 的值

。

由

表 1 中 八 随 h 增大而递减的趋势看
,

A
、

C 区的前两个 X
*

及 B 区的前三个 X
。

在解释方差中的

作用突出( Ph 大于或近于 10 % )
,

且其余 八 均明显小于它们
,

故可认为各区主要变化均可用少

量(2 或 3 个 )特征向量描述
。

由 p l

的大小看
,

A 区明显高于 B
、

C 区
,

说明赤道太平洋
一

印度洋区

域 Vl 中
,

存在特别重要的环流异常分量
。

表 l 各区 护 的 八
、

八

T a ble l 八 a n d P * o f v
‘

fo r th e p r o
j
e e t re g io n s e x p r es se d a s p e r ee n t a

罗 %

A 区

八 几 P̂ Ph 八 几

OJ任口�乃」0
,d,�11内勺月该

�
上,口3 6

17

3 6

5 3

l6

1 1

3 7

4 3

8
。

9

7
.

3

4 3

5 0

0月O内h一h

6 9

7 2

4 9

5 3

5 5

6 0

8 2
.

1 7 7
.

1 3
.

2 6 0 0 3
.

3 6 7
.

2

3 A 区 v
‘。s。
与 E I N i五。 事件关系

由 A 区第一特征向量 ( x
,
) 的时间系数 ( T I

) 与 EI Ni 而事件关系 (图 l) 可见
,

T
,

曲线的

峰 (谷 )与 EI N i五o( 反 EI N i五o) 事件近于同步变化
,

T
,

曲线的小尺度扰动 (时域上的 )能量甚

小
。

因此
,

从 T
,

看
,

X ,

应是 Vl
, 5 。

中与 EI Ni 而 事件关系密切的流型
。

由X
, (图 Za) 看出

,

在 El

Ni 而 事件期间
,

太平洋 (印度洋 )区域
,

一个异常的西 (东 )风分量将附加到多年平均环流 (图 2b

~ e )上
。

这意味着多年平均图上春
、

夏
、

秋三季赤道太平洋上的信风 ( u < 0 )和赤道印度洋上

的西风 ( u > 。 )在 EI Ni 五
。
事件期间均将减弱

,

即赤道垂直剖面图上位于太平洋
、

印度洋上的

两个W al ke r 环流均被削弱
。

由此引起 W al ke
r 环流上升支的减弱

,

导致印尼附近的降水较正常

年减少
。

因此
,

从时空两个方面看
,

A 区 X I

确是 V1
8 5 。

中与 EI Ni 茄 事件关系密切的分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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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A 区第一特征向量的时 间系数曲线

沿时间轴的粗实 (虚 )线是 EI Ni 而 (反 EI N i石o) 时期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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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C区 V‘。,。与 ElNi五 。事件 关系

既 然A区 T,与EI Ni五o(反 EINi五o) 事件关系 密切,就 可以将它 看作表 示EINi石 o(反ElNi五o) 事件的指 数。要研 究B、C 区丫:5。与 EINi五 。事件的关 系,粗略 地可以 通过研究 B、C区Vl,5。诸 时间系 数爪与 A区T,的 线性相 关系数来 实现,其计 算结果 见表2。

表2区域 A的T, 与区域B 、C的几间 的相关系数Table 2Corre lationeoeffi eientsbetw eenT;an dT‘ofreg ionsAand B/C,res peetively

h 1 2 3 4 5 6 7 8B 0.184 一0.574 0.442 0.244 0.178 0.3l 00.2 700. 047

C 一0.127 一0.752 0.262 0.250 0.106 0.22 60.0 96一0 .007由 表2可 见,一方面 ,B、C区 主要特征 向量的 时间系数 (B的T Z、T3,C 的T:)与 A区T;

存在强 相关关 系,因此, B、C区环 流异常与 EINi五 。事件有关 ;另一方 面,B、C 区最主要 的特征向量的 时间系数 (T,)与 A区T l的相关又 较弱,因 此,B、C 区环流异 常与EI Ni五。事件 相关的密切程 度,应当 有所区别 。对B区 而言,下 界面的非 均匀性以 及它作 为南北半 球相互作 用的重

要通道 ,有其更 复杂的环 流异常的 成因。 从v‘。5。的 均方差图 (图3)上 可以看 到,B区的 赤道部

30O N.么 、/ 」. ,日 ‘_ . ,曰尸月夕 .、、、 、1ZO ON氏二刁乙 己必‘J口日 口工.】.‘》‘ 〔五三匕一上 --‘二二立 东 伙‘ -司10 。丫团2茸刁一 二丫众之二 洲柱兰获二二石 象州七二口 巴,‘一习‘ 二匕‘一 1习巨ee 一--一曰已 =曰

0卜一 ‘编月吸,4H 弃4丹月斗刊二 与认吹二与J 》、...~, 习篇舀二二耳二沪 已甘二 二‘二知‘二卜 卜-一口卜一一 -刁10 “51.、二己二 一=,J一石 斗一-一 U,落-,口 、.,口动‘ 二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币.. 1司

20 05阶we各一 一盏,泛三洲 注岁L一-, 产甲乙品枯斗 一压早一一 声一一一斗一 一一一—二 二一一一尸味 ‘==,30 05卜户~夕工 J 一 I、 、、I 口r叫户.、 、叫450E 90oE 135 ,E 180 135ow 90OW

图3VI 、。。的均方 差(m·s一’)Fig. 3Mean闪 uaredeviati onofV,日50(rn ·s一l)

分是一 个低中心 。而对 C区来讲 ,由于平 均纬度增 高,它既受 到低纬 大洋的影 响(在夏 半年,它是主导 的),也 受到中、高 纬大陆的 影响(在 冬半年 ,它是主导 的),因 而环流异 常的成因 也趋于

复杂化 。5讨 论

虽 然热带太 平洋、印 度洋中的 EIN币 。、反EIN i五。事件 的不规则 年际振荡 是一种最 强的海洋状况 异常的 信号,它对 其上大气 环流的 异常有着 深刻的影 响(如与 之密切相 关的南方 涛动是该地区 大气中 最强的异 常信号)〔 ‘〕,并被认 为对热带 外大气环 流也可 造成巨大 影响〔2〕。 但是,本

文的研 究结果 表明,对于 特定地理 区域的 环流异常 ,EINi而 事件的影 响未必 是最重要 的,这些区域的 环流异 常成因可 能是多元 的。

受 850hPa 风场资料 限制,本 工作仅对 80年代 进行讨论 ,故结论 的普适 与否,在资 料允许时应作 进一步 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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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乾根
,

罗会邦
,

等
.

东亚季风
.

北京
:

气象出版社
,

1 9 9 1

E Nso 监测小组
.

厄尔尼诺事件的划分标准和指数
.

气象
,

19 89
,

15 (3 )
:

37 ~ 38

D IFFE R E N C E IN W IN D F IE L D A N O MA L Y E FFE C T

O V E R T H E ST U D Y R E G IO N S D U R IN G E I N in o E PISO D E

W a n g Pa n x in g W a n g Jia n x in

(众Pa rt me
n t o f M e teo r l〕lo g y ,

MM
,

N a n jin g

C h e n Y a n

2 1 0 0 4 4 )

A b stra c t In th e e o n te x t o f N W C 8 5 0 hP a m o n th ly m e a n w in d d a t a , e st im a t io n 15 m a d e o f the

d e g r e e t o w hieh the E I N i五0 e x e r ts in flu e n e e o n e ir e u la tio n a n o m aly in th e e q u a to r ia l p a e ifie
一

the

In d ia n ()e ea n , th e tr a n si tion be tw e e n the Pa ci fie a n d In d ia n ()e e a n a n d E a s t A s ia 一w e st e r n Pa e if
-

ie
.

R e s u lt s sh o w tha t g re a t d iffe re n e e e x is ts in the d e盯ee am on g th e r ese ar e h a r eas
, th e r e by d is

-

e o ve r in g tha t the e a u s e s o f s o m e o f r e g io n s a re m u ltip le
.

K eyw o r d s E IN i五0 e v e n t ,

re g ion
a l e ir e u lat io n a n o

ma 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