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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退过程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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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气象科李研究所)

提 要

本文对 1 9 , 8 年 8 月 4一12 日中国大陆上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诚退过程作了分

析
。

精果指出 : 它的诚退是从 2 0 0一钧 。毫巴层次中开始
,

然后向上向下传递
,

最大变

化戈生在 2 00 毫巴层上
,

50 0 毫巴以下高度姆的变化是很小的
,

这是由于对流层值附

近的动力因子所决定的
。

文中还指出
,

大型环流发展所引起的握圈环流和东风急流

显著的变动
,

是造成高压孩退很主耍的因案
.

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东风急流减退的

物理机制和高压本身桔构的演变特点
,

以及这种变化对商压城退所起的作用
.

一
、

引 言

夏季副热带高压的活动对我国天气的影响
,

是我国天气工作者很关心的阴题
.

它的

西进并稳定
,

将会带来我国广大地区持蔽的晴热干早天气 ; 它的诚退
,

常常造成天气的显

著林折
.

因此
,

对副热带高压活动的研究具有很大的意义
.

过去的研究大多是从总枯天气

形势 出发
,

得出一些有用的预报规AI]
.

其中主要是把西风带系就和热带系枕同副热带高

压联系起来【1】,

此外
,

也有从分析副热带高压的拮构入手的 I2]
,

但对副热带高压活动的机

制分析衬洽得很少
.

我们献为对机制简题的研究
,

更有助于从本盾上献藏副热带高压(以

下蔺称
“副高与演变的物理过程

,

并由此可得出一些预报副高的着眼点
.

本文想通过对一次低释度典型的趣向流型t3l 期简
,

副高械退过程的个例分析
,

了解东

风带和西风带如何影响它的崩清
,

它的本身拮构演变对械退过程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

并

进而提 出了预报的着眼点
.

二
、

天 气 过 程

1 9 5 8 年 8 月 牛 日
,
日本

、

朝鲜上空 出现副高中心
,

此后这个高压中心逐渐向西移进我

国大陆
,

然后南移并且弦度显著减弱
.

到 10 一 12 日高压中心自上层到下层先后消失
,

最

后在长江以南形成东西向的高压脊
.

这时西风槽的活动对长江中下游的影响 显著地加

大
.

在上述这段时期内
,

这个副高单体的活动
,

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 (1 ) 4一8 日是

高压单体援慢西移
、

张度少变时期 ; (2 ) 9一 12 日是高压单体南移并崩溃时期
.

现将其一

般天气过程叙述如下
:

.
本文 1 9 62 年 1 1 月 2 日玫到

,
1 96 4 年 l 月收到修改稿

.

** 王景尧
、

姜兆风
、

寿致和等四位同志参加 了本文部分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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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4 日 2 0 0 毫巴和 , 00 毫巴上(图 1a 一l b )
,

日本东侧的西风槽开始向南加深
,

同时

副高单体也开始向西移动
.

西风带系扰在苏联只加尔湖西侧有一个长波槽
,

具加尔湖东

侧有一个长波脊
.

这两个关波系就都表现得非常深厚
,

从 8匆一 100 毫巴都很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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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a 1 9 5 5 年 s 月 斗 日 0 0 2 2 0 0 毫巴等压面图 图 lb 1 9 5 8 年 8 月 斗 日 0 0 2 5 0 0 毫巴等压面图

地区有一个低槽
,

它在强大的长波育后部
,

向东北方向移动
,

并迅速减弱消失
.

在我国

30
O

N 以南地区处于副高南椽的东风控制下
。

在菲律宾地区
,

40 0 毫巴以上有一冷性低

压
,

50 0 毫巴以下AlJ 为冷性高压脊区
.

我国西藏高原上
,

刻存在一个张大的暖高压
.

8 月 6 日起
,

副高单体逐渐向西移
。

在 8 月 8 日副高单体中心在 20 0 毫巴上已移至

淮河流域
,

在 40 0 毫巴以下高压中心AlJ 位于黄海(图略 )
.

在副高西移 的过程中
,

在 日本东

部有一个高空槽强烈地加深
.

在这个期简
,

低律度地区的系就无大变化
.

9 日
,

高压单体的中心张度开始械弱 (图 2

一2b )
.

日本东侧到我国台湾之朋的洋面

上
,

几乎都在西风低槽的痊制下
,

槽内有独立的冷性低压生成
,

西风带中的长波槽移过苏

联具加尔湖后便开始加深
,

而其东部的长波脊在东移时开始减弱
.

舞舞
》》

几
,,
沙
.诊

图 Z a 1 9 5 8 年 8 月 9 日 0 0 2 2 0 0毫巴等压面图 图 Z b x 9 5 s 年 s 月 9 日 0 0 二 5 0 0 毫巴等压面图

10 日 (图 3a 一3 b )
,

原来西移的副高单体在 2 00 和 30 0 毫巴面上均已解休消失
,

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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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旅高原的暖高压枯合成一高压育停留在长江以南地区
。

4 00 毫巴以下各层的高压

单体稚撰诚弱南移
,

但阴合中心仍旧推持
.

日本以东的低棺显著东移并诚弱
,

仅在日本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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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a 1 9 5 5 年 8 月 1 0 日 0 0 二 2 0 0 毫巴等压面图 图 3 b 1 9 5 8 年 8 月 1 0 日 0 0 , 5 0 0 奄巴等压面图

部的洋面上留有一冷性低压区
.

移过只加尔湖的长波棺稚按东移发展
,

过去是长波脊的

位爱现已完全为长波摺所代替了
.

12 日(图略)
,

副高单休在各层上都已完全崩演
,

只在长江以南存在一个高压脊

三
、

桔构演变的分析

1
.

砚离的沮压场变化

在高压单体四周范围内
,

我们作了若千台站从 85 0一1 00 毫巴的 24 小时变高
、

变温时

朋 曲城图
.

现用南京各标准层上 8 月 5一12 日的变高和变沮曲桂 (图 心 作为例子
,

来魏

明高压的温度
、

高度变化特征
.

从图 4 上看出 :

1
.

8一9 日简
, 2 00 一4 00 毫巴的等压面高度开夕翻隆定下降

。

但在 1 00 毫巴和 4 00 毫

巴以下
,

却在 9一10 日简才开始下降
.

因而可以欲为 : 这个副高的械弱是先从 20 。一初。

毫巴上开始的
,

然后向上向下传递
.

但有人首趣分析过副高东退械溺是从低层开始的例

子
.

除了这两种减退方式外是否还有其它方式
,

需要进一步分析研究
.

2
.

高度的下降在 5 00 毫巴以上才有明显的反映
,

尤以 1 00 一2 00 毫巴变化最大
,

, 00

毫巴以下各层高度的变化很微弱
.

3
.

7一8 日简 加。一4 00 毫巴层中开始有食变温出现
,

有趣的是这一降温现象出现后

24 小时
,

高度场才开始下降
.

从这一现象可以献为
,

高压的械弱首先反映在温度锡上
,

然

后在高度场上也跟着表现出来
.

4
.

当食变高急剧发展时
,

20 0一40 0 毫巴层中的负变温却推持着原来的弦度
,

因而可

以想象这时必定有动力因子在对食变高的发展起着作用
.

这一点将在后面加以衬洽
.

5
.

8一n 日 10 0 毫巴 (平流层底部 )始格是在增温
,

四天内共增温 12 ℃
,

而在相同时

朋内 2 0。毫巴及其以下的整个对流层
,

却在速摘地降佩 这种对流层顶附近温度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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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速疲现象
,

后面将进一步研究
.

2
.

副离单体的相对涡度塌变化

为了了解副高单体中涡度锡在械退时期前后的变化
,

我们制作了通过 5 00 毫巴高压

中心东西向长轴的垂直剖面图
.

由于高压中心和长轴位置每天都有变动
,

因此剖面的地

理位置也随时简而变化
,

但是对高压中心和长轴来靓是固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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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简曲钱图

图 5 1 9 , 8 年 8 月 6 日 0 0 2

沿 5 0 0 毫巴高
压东西向长轴涡度垂直剖面图温高变变

(- 为 24 小时变温袋
,

单位为 ℃ ;

—为
2 4 小时变高筱

,

单位为位势仆来)

(实袋为正涡度等值袋
,

虚袋为真涡度等值

抉
,

每隔 2 x 10 一
‘

秒以一条; 祖点划袋为高

压中心垂道轴)

偶度的升算方法是采用实测风分量法
.

针算公式为
: K

·

v 八气 ~
口y ’ 其中

二 , y 是沿肆裁和子午技的距离
,

网格简距取 2 个翘距和律距 ; “ , 。
分别代表

x , y 向的风

分量
。

8 月 6 , 8一 10 日的涡度分布
,

觅图 , 一8
.

从这几幅图
,

发现如下几点事实
:

1
.

高压单体东西两侧各 夕Do 公里内
,

上下各层都和真涡度区相拮合
,

最大食涡度中

心位于高压中心东侧的对流层上半部
,

魏时高压单体表现稳定
.

2
.

最大食偶度中心移至 500 毫巴高压中心以西弦度减弱时
,

在 500 毫巴高压中心上

空的 10 。和 2 00 毫巴处有正偶度出现
,

随后此正偶度往下斡移
,

这时高压中心开始解体消

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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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了解高压单体内涡度变化在各层上的情况
,

我俩分析了 5 00 毫巴高压长

轴上离高压中心东西两侧各 30 0 公里处的各层祸度时简变化曲枝图 (图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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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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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9 , s 年 s 月 , 日 0 0 2

沿 5 0 0 毫巴高压东 图 5 1 9 5 8 年 s 月 一。 日 0 0 ,

沿 5 0 0 毫巴高压

西向长帕涡度垂直剖面图 (砚明同图 5 ) 东西向长朝祸度垂值剖面图 (锐明同图 5)

食偶度的减弱首先发生在 20 。毫巴上
,

然后向上
、

下棘移
.

涡度变化最大处也位于 20 0 毫

巴上
.

3
.

副离单体的垂直速度姗
*

垂直速度舒算公式采用

.
对垂道速度的舒算

,

我俩着重在符号的准确性
,

并加以衬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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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符号和一般所用的相同

,

书牛 用 2 4 小时简隔的向前差分代替
, v

·

v T 的针算所用
一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O t
’ - 一 ’ 一 ”

甲’ 一 ’ 一 ’ - -

一一
’

一
‘

的网格距离取 5 个挫释距
.

剖面的选取同上节
.

从 6 日的剖面图(图 9 )可兑
,

在高压中心东西两侧的 30 0一90 。公里简的下方为小片

上升气流外
,

其它地区都是下沉气流占优势
.

夕一8 日
,

高压中心东侧 (在 20 0一40 。毫巴

.

目日件
沉运.

上

升

动 j 动 、 !动

期柳翔

上 )和中心附近(在 2 00 一 8 50 毫巴上 )

先后开始出现上升气流
.

10 日(图 1 0) 情况又有急剧改变
,

高压中心附近(指长江北岸)的上升气

流向东西两侧扩展
,

而原来的下沉气

流却大为削弱
,

至此高压区几乎全在

上升气流按制下
.

值得注意的是
,

高

压中心地区由下沉气流蒋为上升气流

后
,

接着发生高压崩清解体现象
,

这和

黄士松等 [21 的拮希—
高压中心区或

高压脊区均存在上升气流是一致的
.

但我俨献为这种拮构可能是副热带高

压减退前夕所特有的
,

至于这类高压

在它稳定或加弦期简是否具有这种拮

构特征
,

那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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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东风急流和西风急流的演变

通过对 s 月 6一1 2 日沿 1 1 3 o E 东

西向实侧风的垂直剖面分析
,

发现在
8 日以前等凤速袋的分布都是非常相

似的
.

5 日 (图 1 1 )
,

在 4 5 “

一5 0 “
N 简

存在着一支西风急流
,

而在 2 8o N 附

近有一支东凤急流
,

由于缺乏 1 00 毫

巴以上高空风青料
,

故对这支东风急

流的高度就难以精确确定
。

这张剖面

图也代表了 8 日以前的情况
.

但到 9 日(图 12 )
,

情况就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
:
西凤急流突然由 48

“

N

南移到 40
“

N
,

而东风急流 (1 00 毫巴

附近)也同样地从 2 5 “
N 南移到 2 2 o

N
,

并显著减弱
.

下 以退动

吮瑟
犷夕

助期

下沉污云朔翔

劝65O靶

犯I1q翔
3 r N

10 了【 113 与.
11‘夕

七的 30 0

习.

盆2扩

6巾心

犯
.

, 2 了

西2的公里 东〕的公里

习
.

料
. 3夕

l洲, 扭2口 巧2

创沁 绷幻 , 2的

图 1 0 1 9 5 5 年 8 月 1 0 日 0 0 二 沿 5 0 0 毫巴高压东
西向长轴垂值速度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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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和 11 日以后的情况是
:
西风急流仍稚按南移到 3 7 “

N
,

东风急流 的位置趣过
8一 9 日的突变后

,

在新的位置上开始德定下来
,

但毽度推按减弱
.

东风急流地区的祸度锡枯构也有明显的改变
‘).

9 日前
,

我国华南地区上空 1 00 一3 00

毫巴都是正偶度
, 3 00 毫巴以下却是食偶度

.

但 9 日以后
,

情况就急剧改变了
,

10 。一30 0

毫巴明显地斡为食拐度
,

以后散地区上下各高度上几乎都为负祸度
.

可晃在 9一 10 日简
,

东风急流附近的偶度锡性质有显著斡变
,

这种棘变与东风急流位置明显 的南 移 是 一致

的
。

l) 我们制作了 8 月 5一12 日沿苏联阿锡一日本息岛一 19
O

N
,

13 5
O

E一我国湖南郴县等站 2 00 毫巴涡度时简剖面

图(图略)
。

从图上清楚地看到这种牌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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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樱 圈 环 流 的 演变

我们制作了 8 月 6一n 日沿 1 15 oE (接近高压单体中心 )的垂直剖面
,

以了解副高减

退时期题圈环流的演变
.

在 7 日(图 1 3 a) 和 7 日以前
,

朽
。

N 附近有一个反环流
,

25
“

N 附

近有一明显的正环流
,

35
O

N 低层有一很弱的正环流
,

这些主要正反环流分别位于高压垂

直轴南北两侧
,

因而下沉气流和高压垂直朝相拮合
.

但从 8 日起(图 1 3 b )
,

情况就有了很大的变化
,

反环流突然南移到 35
“

N 附近(比 7 日

豹南移了 10 个律度 )
,

而原来在 25
“

N 处的正环流移至 20
“

N 附近
,

并显著减弱
,

50
“

N 附

近新发展出一个正环流
.

由于反环流的迅速南移
,

使得敲反环流和高压垂值轴桔合起来
.

利刀训划了卜,入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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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图略)
,

低律度正环流已消失
,

其它两个环流圈AlJ 推按南移
,

这时反环流已移过

高压垂直轴
,

因而上升气流区就和款轴相桔合
.

10 日起
,

这些环流圈的急剧变化就停止了
,

在 9 日的位置上稳定下来
.

当 7一8 日握

圈环流突然南移后
,

接着 (自 9 日起 )副高单体就逐渐崩清
,

我们献为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

重要现象
.

反环流和副高中心区相桔合的现象 [2]
,

仅仅是反环流由高压垂直轴的北侧移到

南侧过程中的一种过渡现象
.

我们孰为这些现象对副高的减退是有一定的指示意又的
.

四
、

副高减退的机制分析

以上两节
,

我俩仅仅是从一般的天气过程和副高单体三推枯构的演变以及与高压减

退有关的系就进行了分析
.

通过这些分析把副高械退时期的一些主要现象揭露出来
,

而

从这些砚象中可以提出豁多有意又的朋题
.

例如
: 为什么副高诚退现象首先在对流层上

半部发生
,

而且变化最大的地方也就在这些层次上 ; 副高单休枯构的变化是和什么因子有

关 ;西风急流的突然南退和东风急流嵘械和南移
,

是什么原 因 ; 西风带系枕的活动和东风

带的变化
,

它们对副高的减退起了怎么样的作用
.

作为对这些阴履探尉的尝献
,

我俩作了

如下的初步分析
.

1
.

日木东部低一的弥烈发层和东风公流念剧女化的关系

日本东部低槽的张烈发展是在 4 日 (图 l) 开始的
.

从各层等压面上 24 小时变温分

析和温度平流分析 (图略 )
,

发现在槽后有一股冷空气
,

在 加。一4 00 毫巴简沿着 14 oo E 南

下到 日本扁岛后
,

再沿着副高南徐的偏东气流折向西而注入东风急流中
,

在 100 毫巴上

(平流层底部 )HlJ 件有明显的暖空气一同进入我国华南上空 1)
.

在 8 日
,

当冷空气进入东南

沿海上空的东风气流中
, 9 日以后那里原来一直稳定的正涡度开始明显械弱

,

并搏变为 食

偶度
.

比较图 1 1
、

12 可知
:
东风急流的碟然械弱

,

与 日本东侧大槽植后冷空气注入东风

急流后所引起的变化有密切关系
.

那么
,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 从这股冷空气所携带的涡

度性盾来看 (图略)
,

在屯移到 日本南部的洋面时带有明显的正祸度
,

但这些正偶度属性没

有象冷空气属性那样沿着东风一直注入到东风急流中去
,

而是停滞在洋面上(反映在等压

面上为稳定冷性低压 )
.

这种现象表明
,

在我国台湾以东的洋面上(东风急流地带中 )似乎

有一种
“
过滤装置

”
在起作用

.

这种
“
装置

” ,

它对冷属性是开放的
,

而对正涡度却是关阴

的
.

这又是什么样的
“
装置

沙

呢 ? 握过分析指出
:
在我国台湾以东地区 2 00 一斗00 毫巴简存

在着一个稳定的幅散区
.

现在
,

我们用我国台湾桃园和日本冲视两站各层的散度时简剖

面图(图 14a 一1 4 b )来祝明这个周题
.

从图中可觅
:
在 8一n 日期简

,

代表这个地区的两

个侧站上空在 20 0一4 00 毫巴简稳定地推持着辐散
,

因此这个稳定辐散区起到了涡汇的作

用
,

它使得上游来的正涡度受到械弱
,

并且制造食涡度
.

由于它的下游处于东凤急流的南

侧
,

因而使得敲地区上的正偶度开始械弱
,

食涡度也就增大
.

东风急流南侧地区
,

祸度爆

性盾作这样的改变
,

必定要有东风急流位置变动来和新的祸度场相适应
.

这种变动只能

使急流翰向南作位移
,

与此同时
,

敲地区的风锡也就会有较大的改变
.

l) 我们曹作 了8 月 5一12 日沿苏联阿锡一日本 良岛一1 go N
,

1 3 5
O

E一我国湖南郴县站的 2 00 奄巴沮度千流时简

剖面图(图略)
.

从图上
,

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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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台湾桃园和 日本冲绳散度时简剖面图
(单位为 10 一‘

秒一)

在一般情况下
,

散度爆是不很稳定的
,

而现在辐散之所以这样稳定
,

一定会有某种机

构来推持它
.

现在就来探衬一下这个周题
.

~
、 , _ , .

6 留 ~
东习 夕习 a l v V ~ 一 二 , - , IIU 留 一 一

口名

a T / 氏 + v. 甲T

r 一 了

所以 d iv 丫 =

(r 一 : )

除瞪)
+

备(v 一
二

习
+

豁嗜
+ 甲

一T)
(厂一 了)

z

从上式可觅
: di v v 和温度局地变化随高度的改变以及温度平流随高度的改变 等 因子有

关
.

利用
二

来对辐散。
存在
那

进行估礼“
指出 :

”
区

伽
很小

·

所以它对

di v , 的贡献可予忽略
,

分子前二项 尤
以李 (v

口万
v T )占主要

.

在幅散稳定层 20 。一40 0

毫巴简 补算得到李 (,

口君

·

甲T ) > o ,

郎在这些层次中
,

冷平流随高度增张
,

而这股冷平

流就是从日本东侧张烈发展的低槽后部带来的
.

由于这个低槽的强大和稳定
,

所以在这

层中
,

温度平流在垂直方向上的分布特点
,

能较长久的保持
,

从而使敲地区 20 0一40 0 毫巴

层中推持着稳定的辐散
.

由此可以孰为
:
幅散区稳定的机构是由所在地区温压爆精构的

上下分布的特定型式所决定的
,

而这种特定型式是靠日本东侧低槽的孩大和稳定来推持
.

还要指出
,

在日本低槽发展前后
,

菲律宾东部洋面上始籽稳定地停留一个高空冷性低压
.

没有迹象表明
,

此低压的冷空气有向东风急流翰入现象
.

另外
,

在 日本低槽猛烈发展到

25
“

N 时
,

敲低压仍推持原状
,

没有同日本低槽合并
,

因此难以看出它佣之简究竟有什么联

系
.

通过以上的分析
,

拾我佣提供了关于西风带系挑影响东风带的一个例子
.

陶待言 [31

和 份
e ss
二an [4] 等也曾握提出过这样类似的观点

.

关于日本东侧低槽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

我们可从大型环流的斡变上找到钱索
.

根据

7 月 3 0 日到 8 月 5 日
, 7 5 。

一 l s o O E , 4 0 “
N一7 0 “

N 范围内的 3 0 0 毫巴高度律向廓钱 (图略 )

中发现
,

敦槽的发展征兆可追溯到 8 月 2 日
,

在 90
“E 处西凤带环流开始发生一次显著稠

整
.

这靓明了日本东侧低槽的发展不是局部现象
,

而是同大型环流的制整密切相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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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把日本低槽强烈向南发展同东风急流嵘诫和南退联系起来
.

而东风急流的稳定

性是和副高的稳定密切相速的
,

因此
,

东风急流的稳定性一赵遭到破坏后
,

副高的稳定性

随之开始破坏并向南械退
.

2
.

握圈环流的变化对助离渡退的形响

上面首趣指出 : 1 1 5 oE 子午面上的趣圈环流在 7一8 日发生了显著的改变
,

副高北部

的反环流突然南移
,

而南部的正环流也南移并显著诚弱
.

由于副高东西长轴是处于旅两

个环流圈中简的下沉气流地区
,

因而随着这两个环流圈的南移
,

副高的长轴也将向南斡

移
,

并再度同反环流南部的下沉气流区相桔合
.

环流圈的变化在 9 日以后开始稳定下来
,

10 日以后
,

副高长轴也相应从 30
O

N 以北移到 30
“

N 以南的下沉气流区
。

至于 9 日以后东移到东亚沿海 (12 5 “E )发展的关波槽
,

其后部冷空气的南下和正拐

度向南翰送对副高的械退作用
,

是值得研究的
.

在夏季 日常天气预报中有这样的趣毅 :西

风大槽在只加尔湖东侧的发展
,

其冷空气将南侵而促使副高诚退
.

为了检软这个忽骤在

这个个例中是否正确
,

我们制作了在沿海岸大槽发展时期沿 1 1。“E 的温度平流和拐度平

流的垂道剖面 图(图略)
.

发现在 8 月 10 日 3 00 毫巴以下才开始有冷空气南伎到 3 so N 附

近地区
。

正祸度向南翰送到 35
“

N
.

但从 9 日起副高已趣开始显著诚退
.

因此
,

这次副高

械退并非是受到簇摺后部冷空气和正祸度的入畏而激发造成的
.

正因为如此
,

所以我们

献为这个西风棺带来的冷空气和正涡度并不是副高诚退的主导因子
,

但并不否抓这个西

风棺发展对副高诚退的作用
.

因为这时弦烈发展的西风槽可以通过其它的方式(例如
,

通

过趣圈环流的变动 )来影响副高的演变
.

3
.

目离单体中冷暇平流的活动对离压木身枯构演变的形响

在高压减退前夕
,

高压中心附近的对流层上半部和平流层底部有显著的冷暖空气活

动的迹象
.

例如在 7 日 (图略 )
,

在高压中心东侧 60 0一90 。公里处
,

30 0 毫巴附近有明显

的冷空气活动
,

而就在它上方 1 00 毫巴附近
,

出现很张的暖平流
.

这种温度平流上下分布

的显著差异
,

使核地区 1 0 0一20 0 毫巴层附近产生孩大的水平幅合
,

并使得原来停留在鼓

地区的最大食涡度中心迅速减弱
,

并向西移过高压中心
.

8 日(图略 )
,

这种温度平流上下

配置形式仍然保持
,

并向高压中心方向移动
,

因此使得高压中心上空的水平幅合发展起

来
.

从 7 日起
,

由于在高压中心东侧上空 30 0 毫巴以上有这种动力 因子的发展
,

使得故地

区高压中心西移的速度远远超过相 0 毫巴以下的移速
,

因而出现高压中
』

乙垂直轴显著的

西倾
.

由于冷空气侵入高压中
』

心上空
,

以及对流层上部动力因子的发展
,

就使高压单休的

枯构首先在 3 00 毫巴以上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
,

从而促使高压单休的衰退
.

这就不难理

解高压的诚退为什么首先在对流层上半部发生
,

而且最大变化又正好在这些层次上
.

五
、

主 要 桔 希

根据以上的分析和尉渝
,

可以得 出下列几点枯渝
:

(l) 副高单休诚退
,

最先反映在对流层上半部
,

那里也是变化最大的层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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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东风急流的骤减和南移
,

是和副高减退相联系的
.

东风急流的这种剧变是由上

游 (我国台湾以东的洋面 ) 的稳定辐散机构所决定
,

而这种机构是靠日本东部低槽的弦大

和稳定所带来的特殊温压塌拮构来推持
.

至于 日本东部低槽的发展
,

可以从西风带大型

环流的显著刹整中找到钱索
.

(3 ) 西风带大型环流进行再一次显著翎整后
,

出现了趣圈环流的显著南移
.

由于副

高是和反环流南部的下沉气流区相拮合
,

故当反环流南移后
,

副高也就接着南移
,

并再度

与反环流南部的下沉气流区相拮合
.

(钓 在高压单体中
,

对流层上部冷暖平流逐渐自东向西活动
,

这是促使高压拮构发生

急剧改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

(助 在本个例中
,

副高北部西风带低植的张烈向南发展所带来的冷空气
,

并非是副高

减退的主导因子
.

由此可以扒为
,

把冷空气作为西凤带低槽直接影响副高的唯一翘带
,

这

是不十分妥当的
,

很可能还有其它的方式
。

比如
,

它可以通过握圈环流的变动来影响副

高
.

本文只通过一个例子的分析
,

其拮渝的代表性
,

必填有其它例子来进一步验征
,

故本

文的拮萧只是初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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