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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 1983年～1985年 9月～11月份 850 hpa 的经纬向风场进行了 15 d～25

d的带通滤波分析。结果表明, 110°E经向风低频振荡波存在阶段性地从南半球(北

半球)越过赤道向北(南)传播,低频越赤道气流存在阶段性地明显向东、向西传播,它

们在 5天平均低频风场中表现为低频气旋、反气旋环流的周期性振荡变化,并都与长

江中下游地区的连晴、连阴雨天气的时间分布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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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中的低频振荡和它的传播现象一直受到很多人的重视, 关于准 40 d低频振荡传播特

征的研究早已开展
〔1～3〕
。就低频振荡的传播与东亚大尺度天气关系,何金海

〔4〕
认为澳大利亚南

部的低频冷空气冲击引起的低空经向风从澳大利亚高压西北侧向北传播到北半球影响东亚夏

季风和梅雨。施宁〔5〕、王秀祥等〔6〕分别就春季 30 d～60 d OLR低频振荡与传播、100 hpa南亚

高压的准两周东西振荡与长江中下游连阴雨的起、止、维持作了分析, 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密

切的关系。最近孙照渤等〔7〕指出冬季青藏高原及其附近地区还存在着 15 d～25 d周期的低频

振荡和向东传播现象。以上系列工作主要针对春、夏、冬 3个季节, 本文着重讨论低频振荡在秋

季的传播特征以及与秋季大范围连晴、连阴雨天气的可能联系。

1　资料及计算方法

取用 30 °S～50°N 的东半球区域,网格距为 2. 5 °×2. 5 °的 ECM WF/ WM O 850 hPa 和

200 hPa 层 U、V 风场资料。计算时将原始资料消去季节趋势后用 M ur akami( M W R, 1979,

994～1013)的一阶Butterw orth 滤波器,滤出 15 d～25 d的低频分量。对特征时段进行5 d平

均低频风场合成,分别分析了连晴天气年型 1983年和连阴雨年型 1985年的情况。表 1为这 3

年以扬州地区为代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大于等于 15 d的连晴、连阴雨天气时段。



表 1　3 年连晴、连阴雨天气时段分布

Table 1　1983～1985 intervals of continuous f ine and rainy day s

based on data of Yangzhou r epresent ing the condit ion of the mid

to low er v al ley s of the Yangtze river

天气类型 天气时段 长度( d) 出现范围

连晴 1983年 9月 19日～10月 3日 15 28 °N～33°N, 114°E～120 °E

1984年 10月 14日～11月 7日 25 30 °N～37°N, 110°E～120 °E

连阴雨 1985年 10月 10日～31日 22 30 °N～35°N, 105°E～120 °E

2　东亚地区经向风低频振荡的经向传播特征

图 1a、b、c分别是 3个年份9月～11月 850 hPa 经向风, 15 d～25 d 低频振荡沿110°E 的

时间经度剖面图,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振荡的大值中心均位于南北半球的副热带地区,反映了

副热带环流 20 d振荡的显著变化特征。另一显著特点是低频振荡的传播存在年际差异, 在

1983和 1984年多为向赤道低纬地区传播汇合,而 1985年却以向南传播为主。尤其是低频振

荡在不同阶段的传播方向有着显著的差异, 1983年 9月 1日～30日(图 1a)和 1984年 10月 3

日～11月 10日(图 1b) ,低频振荡中心明显地由南半球 30°S 附近向北一直传播到北半球 20 °

N～30 °N 地区,而其余时间则同时向赤道低纬地区传播汇合。1985年 9月 25日～10月 8日

期间,振荡中心由北半球 50 °N 附近向南传播到赤道附近减弱, 然后再向南一直传播到 30 °S

(其间传播速度和方向为不连续) , 其余时间也是由南、北半球同时向赤道低纬地区传播汇合。

把秋季低频振荡传播方向的变化阶段与表 1对照分析发现,在低频振荡由南半球向北半球单

向传播以后的 1周～2周时间对应一段连晴天气, 在由北半球向南半球单向传播以后约 2周

时间对应一段连阴雨天气, 在南北半球同时相向传播汇合时期对应正常天气。

经普查, 低频振荡在其他各经度上不存在(或不明显存在)单向传播特征,因此可以认为在

连晴、连阴雨期间, 110 °E 附近是南北半球大气环流相互作用的唯一通道。另外试取滤波频宽

为 28 d～58 d时,虽然低频振荡的振幅较强, 但是没有上述的传播特征,可见在秋季低频振荡

中 15 d～25 d振荡分量的传播作用比较显著。

3　低频越赤道气流的传播特征

图 2a、b、c是这 3年东半球低频越赤道气流时间-纬度剖面图。由图2a、b 可见振荡波排列

比较有序, 在印度洋赤道地区 75 °E～100 °E 振荡中心较清楚, 西太平洋赤道地区振荡中心呈

阶段性变化, 东非赤道 40°E 振荡中心范围较小, 说明两大洋赤道地区的低频振荡活跃。对振

荡传播分析发现, 40 °E 以东各经度上低频越赤道气流振荡中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显地表现

出一致地向西传播,但是传播的起始点与连续性各阶段有明显的不同,考察两图中两个最明显

而又有连续性的传播过程, 传播均始于赤道新几内亚140°E～160°E区域(虚线箭头所示) ,传

播到西太平洋赤道地区( 120 °E～130 °E)振幅有所加强,然后减弱再向西传播, 进入印度洋赤

道地区后再次加强,最后传播到东非赤道 40 °E 附近终止。这两个传播过程的开始时间 1983

年为 9月 1日, 1984年为 9月 20日,约经过 20 d 左右的时间传播到 110 °E～120°E时,对应

包括扬州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大范围的连晴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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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850 hPa 110 °E低频经向风时间-经度剖面图

a. 1983年;　b . 1984年;　c. 1985年

等值线间隔 1 m·s - 1;箭头为传播方向

Fig. 1　Time-lon gitude sect ion of 850 h Pa low -f requency meridional w ind

at 110 °E , w ith contour interval of 1 m·s- 1 and propagat ion

di rection sh own by arrow head

a. 1983; b. 1984; c. 1985

图 2c 与连晴年的特征明显不同,低频越赤道气流振荡中心偏弱且分布比较散乱,只有 80

°E～90 °E 印度洋赤道地区有振荡中心排列。振荡的传播特征只有在 9月 10日左右始于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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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850 hPa 110 °E低频越赤道气流时间-纬度剖面图

a. 1983年;　b . 1984年;　c. 1985年

等值线间隔 1 m·s - 1;箭头为传播方向

Fig . 2　T ime-longitude sect ion of 850 hPa low -f requency

cros s-equ atorial fl ow at 110 °E, w ith contour in terval of

1 m·s- 1 and propagat ion direct ion show n by arrow h ead

a. 1983; b. 1984; c.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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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非海岸 30 °E～40°E地区的振荡波向东传播到 100°E附近是比较明显的(虚线箭头所示) ,

当这一传播过程发生 20多天后,包括扬州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即出现了大范围的连阴雨天气。

以上事实说明,秋季低频越赤道气流振荡存在着两种阶段性相反方向的传播,并且与大范

围异常天气存在着可能的联系, 连晴天气与 20 d 前赤道新几内亚低频越赤道气流振荡波向西

传播相对应,连阴雨天气与 20多天前赤道东非海岸低频越赤道气流振荡波向东传播相对应,

这一结果对预报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4　中低纬低频振荡传播与低频涡旋活动及连晴、连阴雨天气的形成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15 d～25 d低频经向风振荡传播,在某一时期从不同方向沿 110 °

E 和赤道的传播与连晴、连阴雨天气在时间上存在着对应关系,但之间的内在联系值得进一步

图 3　1983年连晴天气过程开始前( a)、后( b) 5 d平均低频风场合成

图中 A 代表反气旋; C代表气旋

Fig. 3　Comp os ite pen tad low -fr equency w ind b efore ( a) and af ter a sp ell of fine weath er beg an ( b)

b as ed on 1983 data, w here A denotes ant icyclonic an d C the cyclonic circu lation

探讨。现仅以 1983年连晴天气过程开始前、后 5 d的平均低频合成风场(图3a、b)予以分析。由

图可见,赤道低纬地区 IT CZ 非常活跃、由低频振荡引起的低频涡旋变化主要发生在 80 °E～

140°E之间。在(图 3a)北半球位于华南 20 °N , 113 °E的低频反气旋 5 d后位于其北部的河套

( 40°N, 105 °E )附近(见图 3b) ,其右侧的辐散气流经华东地区向南汇合,成为连晴天气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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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环流;南半球位于( 5 °S, 100 °E)的低频反气旋被低频气旋取代后, 从位于澳大利亚以西

( 30°S, 80 °E)的低频反气旋右侧产生一支向东北汇合的辐散气流。这两支方向相反的经向辐

散气流的变化和加强正是图 1a中低频经向风振荡中心的加强和向北传播。图 3a 中棉兰老岛

( 5 °N, 120 °E)和关岛( 15 °N, 140°E)附近的低频气旋, 在上述南北两支辐散气流的汇合作用

下也得到了发展加强, 特别是前者西移到加里曼丹岛( 5 °N , 110°E)后的异常发展, 对应图 2a

中从 9月 14日～23日低频越赤道气流振荡中心的加强和向西传播,反映的正是其侧向低频

经向风的加强西移。从它产生的上升气流到达 200 hPa 再转为低频南风辐散气流(图略)向北

传播,在河套上空下沉, 使河套低频反气旋加强稳定并使连晴天气持续,说明这个低频气旋的

发展使这一经区的哈德莱环流稳定, 因此它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它从一开始出现西移现象即

为 20天后连晴天气的预报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

1984年连晴期间的 5 d平均低频风场具有与上述完全相似的变化特征。在连阴雨天气开

始前、后的低频合成风场中(图略) , IT CZ 被纬向排列的赤道低频反气旋所取代, 并且以约 2

个经度·d- 1的速度从赤道印度洋中部东移, 其东西两侧低频经向风也随之东移即图 2c中看

到的低频越赤道气流振荡波的东传。另外, 蒙古低频反气旋的东移与后来西太平洋副热带低频

反气旋的加强北抬,使其左侧的低频南风中心从 45 °N 南移到 25 °N ,同时又与向北的低频越

赤道气流汇合成急流,起了水汽输送带的作用,是形成连阴雨天气最重要的因素, 这就是图 1c

中 110°E低频经向风振荡波向南传播的实际天气意义。

5　结果与讨论

( 1) 110 °E 秋季 850 hPa 经向风 15 d～25 d低频振荡的传播方向有阶段性变化,由南半球

向北半球传播后 1周～2周时间, 长江中下游地区即出现 15 d～25 d 的连晴天气, 反之,则出

现连阴雨天气。由南北半球同时向赤道低纬地区传播汇合的时期为正常天气过程阶段。

( 2)低频越赤道气流振荡波的传播方向有阶段性明显向东或向西的不同和年际差异。一般

连晴天气前 20 d由赤道新几内亚北部向西传播,连阴雨天气前 20多天由赤道东非海岸向东

传播。

( 3) 110°E华南低频反气旋易位到河套, 其右侧的辐散气流控制华东,蒙古低频反气旋东

移与西太平洋副热带低频反气旋北抬到 20 °N,其左侧的低频南风中心的加强和南移与中低

纬地区低频振荡经向传播相联系,并与形成长江中下游地区连晴、连阴雨天气有直接关系, 赤

道低纬地区 ITCZ 活跃或存在与否及与这一带低频气旋(反气旋)的发展或持续西移(东移)决

定了低频越赤道气流振荡波的纬向传播方向,对产生连晴(连阴雨)天气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要

和明显的。从低频振荡传播中找到与上述对应的特征可作为预报信息。

( 4)经过 15 d～25 d 低频滤波的经向风分量, 能较好地反映秋季低频振荡的传播特征, 并

且与实际天气有较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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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MID LATITUTE LFO PROPAGATION FEATURES

RELATED TO PARTICULAR AUTUMN WEATHER TYPES

IN CHANGJIANG BASINS

Wang Xiux iang　Zhai Xiaoling
( Yan zhou Meteorological Bureau, Yan gzhou　225002)

Abstract　15～25 day bandpass filtering w as undertaken of 1983～1985 Septem ber- Novem-

ber 850 hPa zonal w ind. Results suggest that 110 °E m eridional w ind LFO ( low -frequency

oscillat ion) w ave exhibits no rth- ( southw ard) propagat ion f rom the Southern ( Northern)

Hemisphere acr oss the equato r in a phasic manner and low -frequency cr oss-equatorial f low

displays salient pr opagat ion east-and w estw ard, show ing periodic oscillat ion as cyclonic and

ant icy clonic cir culation in the pentad mean w ind. They are asso ciated w ith the t ime-varying

distr ibution of long spel ls of f ine and overcast / rainy w eather in autumn over the Changjiang

basins in east and centr al China.

Keywords　LFO pr opagation featur es, spell of f ine w eather, spell of overcast and rainy

w eather , f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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