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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多咫风月 (或季) 和少腮风月 (或季) 的大尺度环流系统进行了对比

分析
,

得到大西洋咫风形成频率与下列大尺度环流条件有关的结论
:

在多咫风月或季
,

副热带高压有明显发展并向北移
,

冰岛低压加深
,

极地涡

旋较强并且有一深的长波槽沿美国东岸南伸
;

在美国和加拿大西部有一 强高压脊

发展
,

相应的高空急流移向北
;
在 2 0。毫 巴

,

在副热带大西洋上盛行异常反气旋

环流 ;
高空东风气流较强和海面温度为正距平

.

而少咫风季的情况在许 多主要方

面与上述情况相反
.

.

统计检验表明
,

这种差异从统计上是 显著的
.

最后
,

我们 比

较了大西洋和西太平洋有利于咫风或台风形成条件的差异
.

一
、

引 言

不少人 〔‘一
竺
] 研究 了中高纬度大尺度环流型与咫风活动的关系

.

例如
,

Na m i as 指 出
,

由西风带低槽侵入热带的极地冷空气和气旋性涡度能够引起热带大气的不稳定性和促使小

尺度气旋性涡旋增长和形成
,

这对以后咫风的生成和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

以后在解释 19 68

年大西洋 出现异常少的赐风的原因时又强调 了海气相 互作用的重要性 〔
”
1

.

B al le nz w ei g 用

70 o lu b高度距平图指出
,

在咫风形成最多和最少季节间的距平分布有明显的差别
.

更 早
,

N aJ 口las 和Du
n n 〔

‘
] 也指出

,

在 19 5 5年 8 月
,

当两个风暴 (co
n n ie和D i a n e ) 形成时

,

绕极的

西风带涡旋异常收缩
,

副热带反气旋和东风带相应地向北移动
.

应该指出
,

上述研究主要限于中高纬度大尺度环流的作用
.

对热带环流本身的作用研

究得不多
.

近年来
,

热带高空观测有明显改善
,

飞机测风报告和卫星测风资料已被用于热

带分析中
,

因而现在比以前能更好地分析大尺度热带环流的特征及其与咫风形成的关系
.

本文 1 9 8 2年 7 月 l吕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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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研究中高纬和热带大尺度环流与北大西洋膊风发生频率关系的主要结果
.

二
、

资料和个例的选取

风场是取 自廷国国家气象中心(N MC )的热带风分析和世界月平均气候资料
.

北大西洋

腿风频数取 自 〔5 〕及美国咫风貂心(N Hc )发表的资料(见M o n th 份 w ea ,he
r

Re vi e w )
.

我们用综合法得到多咫风月 (季 ) 和少咫风月 (季 ) 的长期平均图
.

表 l 给出从 22 年

(1 9 5了一 1盯 8年 ) 中选取的个例
.

一般是对耳个月 ( 7 一 10 月) 选取 了头 5 个咫风最多的

月和头 5 个咫风最少的月
.

1日于资料关系只在少数情况下是例外
.

如果 某两个月赐风数 日

相同或接近
,

我们就取近年的月份
.

多腿风月和少赃风月的腿风数差值很大
,

对整个咫风

季 ( 7 一 10 月) 两种情况下咫风数之比为4
.

2: 1 (理 : !协 (见表 l )
.

如N o m i。 仁
6

, 以前指 出
, ‘

由于在研究中选用 了较多的个例 (每种情况下为 , 个 月)
,

表 l 名咫风月和少咫风月所选的个例 (1 9 5 了一 19 7 8 )

一一一- - 一- - - - 一- , - 一一一- - 一- 一一一一- -

多 咫 风 月 少 腿 风 月 ~ 。 *
l

曰 科
‘ IH 口乙

月 份
’

-

一一一
-

一

—
一 - 一 - 一一

-

一——
- - - - - 一

-
-

年 份 咫 风 数 { 每 月 总 数 年 份 咫 风 数 每 月 总 数 的 平 均 比 率

一 }

1 9 5 9

1 9 6 0

1 9 6 6

1 9 了3

1 9 7 5

{

: {
2

{
l _ 一

{
-

!

1 9 5 7

1 9 6 5

1 96 8

1 9 了2

1 9了了

19 5 8

1 9 6 9

1 9 7 1

1 9 7 4

1 9 7 6

1 9G I

1 9 6 2

1 9 6 6

1 9 6 了

1 9 G 8
{_ _ _

1 9 6 3

‘9 6 6

1 9 G 9

1 9 7 1

19 了4

1 9 6 5

1 9 7 2

l{)了3

1 0 7 6

19 了了

1 0 月

1 9 6 7

1 9 6 9

1 9 7 0

1 9 7 3

19? 8

飞9 6 6

19 7 2

1 9 7 4

19 7 5

19 7 6

4
、

了: l

4 个 月

咫 风 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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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所作出的大尺度环流和距平场综合图不大可能受到热带气旋本身的明显影响
.

因后者

在给定地区只出现在少数几天内 ; 也只 占较小的区域
.

故可以相信
,

大气环流的异常特征

与制约热带气旋形成的大尺度流型的重复 出现或持续性有关
.

这点对于中高纬度的环流距

平尤其是如此
,

因为该处没有或很少有热带气旋活动
.

在热带地区热带气旋与大尺度热带

流型之间有相当的反馈作用
,

这种反馈作用是通过潜热释放和感热作用进行的
.

因而在解

释热带环流
,

尤其是热带气旋生成区的环流条件时
,

应该特别谨慎
.

翼翼攀攀
罐罐郭郭_

图 1 夏季85 o m b平均流场 (7 一 9 月)

(a
)
—

多咫风季 (b)
—

少咫风季

表示以后发展成咫风的扰动的初始位置

表示达 到咫风强度(风力大于34 海里 /时 )时热带气旋的位置:

咬咬鑫鑫
一乞拭拭丫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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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少咫风季与多咫风季间8 6 om b纬向风的差(即少咫风季平均的 u减去多咫风季的tl)

实线代表有较强的西风
,

虚线代表有较强的东风 (单位
:

米/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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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热带大尺度流型与北大西洋咫风频率变化的关系

图 1 为夏季 (7 一 9 月) 8 50 毫 巴综合流场
一

个明显的特征是亚速尔高压位置 的 变

化
.

根据北大西洋地区稀少的高空测站
,

虽然难以确定这个高压的准瑰位置
,

但我们可以

估计这个高压脊线的近似位置
.

副高平均在多账风季比少雌风季偏北 5 一 10 个纬度
.

这样

的一种向北移动能够使东大西洋的剧热带区建立较宽广的东风带
.

图 2 清楚地表明在该地

区在多咫风季有更强的东风或较弱的西风
.

但是在 20
.

N 以南的热带地区
,

尤 其 是 中
、

西 加

勒比海和小安的列斯地区
,

多咫风季的东风 比少咫风季要弱
,

当东风强时
,

由图 lb可见
,

没

有眼风在这些地区形成
.

咫风少生成的原因之一与这里有强垂直切变带有关
.

图 3表明
,

在

少咫风夏季有一条强垂直切变(2 00 毫 巴和 85 0毫巴纬向风差 )从中美洲向东延伸 到 4 5
O

w
,

其最大平均风速差为22 米 / 秒
.

而多咫风夏季在同样地区的切变值却 大 大 减 小
.

由此 看

来
,

咫风主要形成在小安的列斯群岛附近和美国东南部海区
.

因为这些地区的垂直切变值

为 5 一 10 米 / 秒
,

十分接近热带气旋发展的临界值
.

在多甩风季盛行在Z o
.

N 以南的较弱 的

东风
、

可能与来 自巴拿马IT CZ的低层涡旋进入鱿地区有关
,

也可能与延伸槽或减弱的 冷锋

习 不书习

乙夕

一 一
一一一 ~ ~ ~

~

门门州
11

于牛老戴
_ 一一一一了一

一- - -

一\
!

/ 二户 一

/ /
/

/
/ 厂

产 尹 州夕 4 ,

~ 一

一

工C介了二

负值表示在高层有更强的东风

(a)
—

多甩风拳 (b)
—

少陇风季

(单位
:

米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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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南 侵 入 此地区有关
.

上述两种过程都能减少低纬地区低层东风的平均强度
.

由图 la 可

见
,

在多咫风季巴拿马以南有ITC z 存在
.

有些人 t门 强调 了ITc z 在产生加勒比海 咫 风 中

的重要性
,

如果环流条件是有利的
,

从这条切变线移出的扰动以后可以发展成 大 西 洋 眼

风
.

在少咫风季
,

在 巴拿马以南似乎没有ITc Z 存在
.

在北大西洋
,

十月份仍可观测到许多咫风形成
,

而在西太平洋地区
,

在十月份台风数

明显减少
.

因而我们另外也给出北大西洋十月份热带的流场 (图 4 )
.

可 以看到
,

多咫风

和少咫风在 8 50 毫 巴气流上也有一些显著差别
.

在咫风形成频繁的月份
,

在美国东南 部 出

现一反气旋单体
,

这可以使东风带向北移动 5一 7 个纬度
.

图 5 给出2 00 毫巴流线分析
.

差别似乎并不十分显著
.

在少咫风季
,

大洋中部槽 T UTT
向西伸展到中美洲 (95

’

W )
,

而多咫风T UTT 只到达 75
’

W
.

此外
,

少咫风 季T UTT 的 平

均位置略偏北 5 个纬距
.

结果
,

在 T U TT 前 (以东) 的高空西风范围更大
,

强度 更 强
,

造

成更强的垂直切变
.

在多咫风季高空西风的范围小一些
,

强度也弱一些
.

咫风主要形成在

两个地区
: T U竹后部弱高空东北或西风区和T U TT 前方 1 0- 15 个经度区

,

在后面这个地区

急流轴以南的高空质量流出可能是热带气旋经常在这里形成的一个原因 〔。’
.

在T UTT 槽线

附近垂直切变较强
,

只有很少的咫风形成
.

另外
,

一部分咫风也形成在副热带低层和高层

西风区中(靠近美国东南沿岸)
,

这可能由移入此区中的冷锋尾部上的扰动 演 变 而成
L“’

.

在小安的列斯群岛附近
,

一般是北大西洋热带气旋的一个源地
,

但在少咫风季几乎没有什

么咫风在那里形成
.

可能的原因是该区有较强的高空西风和垂直切变
,

以此抑制咫风的形

成 (图 6 )
.

在少咫风季
,

西经 60
。

有一高空槽
,

这能使较强的高空西风扩展到近赤道地

aaaaa

颤颤
J 目. .

.

J 命卜 口州, , . . . ...

郭郭斌斌斌斌
. 目匕. 口口口口~ 一

,
.

一一一

巧巧巧巧万补补补
翻翻翻翻翻

、、一了了

缪缪篆篆于铆舞荞华华
卜
···

lllll
.....

⋯⋯⋯⋯⋯
匕匕 ’ ...

二又‘‘
尸尸二

.

声一{{{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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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子二二裘岑岑...

丈公二二
』 .

夕
尹

声了了
产产‘‘尸一 训训》传止查查才才一一一一

一一一
二二二云云

图 4 10 月 8 5 o m b平均流场

(a)
—

多咫风季
一

(b)
—

少咫风季

表示以后发展成庵风的扰动初始位置

. 表示达到咫风弧度(风力> 34 海里 /小时)时热带气旋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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夔夔篡篡
卜卜二钾气气

图 5 夏季20 om b平均流线分析( 7 一 9 月)

(a )

—
多咫风 (b)

—
少胆风

二表示似后发展成服风的扰瀚初始位置

. 表示达刻咫 风强度(风力> “海里 /小时)时热带气旋的位置

区
,

有时甚至到南半球的热带地区
.

这种情况也会抑制热带气旋的增长和加深
,

尤其是对

来 自西非并沿 IT C Z 向西移动的扰动 (非洲波 )
.

图
,

6 也揭示出
,

在
、

多赐风 夏 季
,

在 1 5
’

N

一 5
’

S地 区有较强的高空东风存在
,

而在少咫风夏季
,

这些东风明显减弱
,

并且 为 40
‘

一

6 5
O

w 地区南侵的西风所断开
.

10 月份 2 00 毫巴的流场表明
,

频繁的咫风的形成似与墨西哥高压向东移动25 个经 度 有

关 (图 7 )
.

大多数咫风形成在这个高压的北部和东北部
,

该处高空气流具有 辐 散 的 特

征
.

而在少咫风的 10 月
,

由于墨西哥高压 向西移动
,

大西洋热带和副热带地区高空出现一

致的较强西风
,

尤其在小安的列斯地区
.

这表明
,

十月较强的高空西风 (纬向风分量
“
的

分布未给出) 是热带大西洋热带气旋发展的阻碍因子
.

这个结果与D v or ak 〔。】的结论很一

致
,

他指出
,

对流层上部单一方 向 (直线 )
·

的气流是不利于热带气旋形成的
.

由多咫风季和少咫风季的 2 00 毫巴平均流场减去12 年 2 00 毫巴长期平 均 流 场 (19 6 8一
‘97 9 )

,

可以得到异常的平均气流图
_

(图 8 工
.

无论是夏季还是 1 0月
,

在多咫风条件下
,

4 0
‘

w 以西的北大西洋上空都为一大面积反气旋距平区
、

这种天气形势有利于上部对 流 层

的质量流出
,

有耽于热带气旋的发展
,

一

与上述分布相反
,

在少咫风季和1 0月
,

在主要咫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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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Zo o m b 。分量分布
(a)

—
多咫风夏季 (b)

—
少咫风夏季

虚线表示东风 实线表示西风(单位
:

米/ 秒 )

鬓鬓鑫鑫
纂纂篡篡

图 7 10 月 2 。。m b平均流线分析
(a)

一
多庵风 (b)

一
少咫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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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区可以发现一异常气旋性环流
,

这种环流的作用能抑制高层质量流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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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夏季2 00 m b异常环
‘
祝

(a)

—
多咫风 (的

—
少咫风

四
、

中高纬度大尺度环流条件和海温场与

北大西洋咫风形成频率的关系

图 9 给出多咫风季和少腿风季 J。。笔 巴高 度 偏 差 的 综 合 图
.

在 许 多 方 面 它 们 与

Na m ia 、 七门 和Ba ll en z w ei g 〔
:
1 得到的结果相似

.

在两种咫风活动情况下
,

距平分布 的 差 别

是很明显的
.

例如多咫风季的特征是
:

有一条中心在 5。
。

N的正距平带从北美东岸 一 直 伸

展到欧洲
.

在少魁风季
,

这条带被两个负距平中心代替
,

一个在加拿大
,

另
一

个在中欧
、

只有 小 ;
三

!
一

弱正距平区位于美国东南海区
.

在多魁风季
,

北大西洋热带和副热带地区的负

距平区 比少腿风季大而且强
,

因而有利于在副热带地区建立深 厚的东风层和强 的 经 向 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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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大西洋咫风季 (7 一 10 月)50 om b的平均高度距平

(a)

—
多咫风季 (b)

—
一少咫风季 一为负距平

—
为正距平 A

.

代表至少80 肠的个例

高度距平有相同符号 . 表示至少90 呱个例距平有相同符号(单位
:

位势什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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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

这些条件有利 犷腿风的发展 仁
’ ‘门

.

多台风月
,

冰岛和格陵 仁的强负颧平区在少咫风季

被一强正距平中心代替
.

这个结果也被Na m ias 所揭示
,

健琢1协n z w ei g的综合距 平图并不

完全与我们的分析 致
.

他指出
,

在少咫风季有一负距平区从冰岛一直向南伸 入 东 大 西

洋
.

在少眼风季冰岛地区出现的正距平 区表示该处有高压脊重复 出现或阻塞高 压 持 续 维

持
,

这强迫一支西风气流南移入副热带地区
,

以此阻止热带气旋的形成
,

在多咫风季
,

加拿大和美国西部为正高度即平区
,

而在少咫风季强负距平区位于哈得孙

湾
.

Na m ia 。
指出

,

加拿大西北的正距平区可能是估计美国东北部是否会有热带风暴影响的一

个关键系统
.

在这种情况下
,

其下游在美国中
、

东部会有深槽发展
,

这通常是有利于热带

气旋形成的
.

如果这个事实是正确的
,

则引
三

起频繁的热带气旋形成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有更

多的起源于中纬度的扰动能移入热带地区
.

由笑国册风中心发表的咫风起源的 统计 结 果

(19 6 7

一
9 ; 8 ) 趋于支持这个看法

,

在多咫 风 季 (例 如 , 9 6 9 (1 3 )
,

1 9 了{ ( 1 3 )
,

, ”7 6

( 8 或 1。” ) 和 19 7 8年 (1 1) )
,

总腿风数的61 肠 ( ( 3 一 6 ) 个腿风 / 每季 ) 是起源 于

具有斜压能源的扰动
,

而在少腿风季 (如 19 68
,

1 9 了4和 1 9 丁7年) 平均只有 2 3 0/0 ( 1 或 2 个

腿风 )
.

197 2年是例外
,

这一年咫风很少
,

基本是山中纬度抖压扰动发展而来
,

图 9 也揭示 出多咫风季与少赐风季极区的距平分布有明显的差别
.

北大西洋更频繁的

咫风活动与负距平或偏强的
,

略收缩的极地涡旋有关
,

少咫风季则与正距平或偏弱的极地

涡旋有关
,

这可能部分与上述大西洋阻塞形势的发展和伸入极区有关
,

如前面所指出
,

在这

种条件下
,

平均纬向西风被迫移到比常年偏南的位置
,

从而不利于腿风的形成
.

A n d re w L’ 门

曾比较了 1 9 5 5年 8 月和 1 9 5 6年 8 月大尺度行星环流分布的差别
,

前者在北大西洋赐风活动

多
,

后者在北大西洋咫风活动少
,

发现从 1 , 5 5年 8 月到 l。沁年 8 月在极区有大范围的正趾

平变化
,

并 巨纬向西风带向南移动
.

值得指出
,

这种关系 与西太平洋台风极地涡旋的关系是相反的 “
.

偏弱的极地涡旋强

度对 应于较频繁的台风形成
,

目前还不倩楚为什么在两大洋会出现这种相反的关系
.

但是

从极地涡旋中心位置与热带气旋形成的关系上可 以部分解 释这种关系
,

当西太平洋台风多

时
,

极涡中心趋于移向大西洋一侧
;
而少台风季

,

极涡中心位 于太平洋一侧
‘ ,

其结果
,

在

多台风时
,

太平洋地区的中纬度西风带和副热带高压带也向北移功
;

与此同时
,

在大西洋一

侧
,

西风带和亚速尔高压则被迫向南移动
,

因而造成
一

f不利于北大西洋聪风发生的形势
.

丧 2 是对极地涡旋中心强度的统计结果
.

它多少也能说明上而所述的关系
.

在图中的北半球其余部分也有许多差别
.

主要特征可列举如 『
:

( 1 ) 欧洲地区在多

腿风季为正距平
,

在少咫风季变成大片的负距平
;

( 2 ) 在西伯利亚地区
一

也有类似的由正

距平到负距平的变化
;

( 3 )阿拉斯加湾的负距平区减弱或变成正距平区
.

由这两张图的比较可知
,

大西 不磁风的发生频率与整个北半球中纬度行星波分布都有

一定的遥相关
.

对上述的距平差我们也做 介检验
.

在冰岛
,

加拿人北 部
,

美国东岸和英国等 地 区 显

著性水平在。
.

05 到 0
.

10 之间
.

十分意外
,

美国西岸的显著性水平并没有指 刁、出该区有高的

显著性差异
.

日根据 〔5 皿
,

l , 7 6年咫风季发生 10 个咫 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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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北大西洋咫风形成的大尺度环流条件

表 2 多咫风 (台风)和少咫风(台风)季极地涡旋的强度

(资料取自中央气象台长期组)

台 风 (赐风)

活 动 情 况

的高度值) (位势什米 )

{ { 太 平 洋 1太 平 洋 } 大 西 洋

一一

多 台 风 或

咫 风 季
平 均

5 4 3

5 4 3

5 2 6

5 3 7

月月月一了八石O心

月月月
, .89

少 台 风 或

咫 风 季
平 均

5 4 1

5 3 8

5 2 5

5 35

最后我们绘 出不同活动时期的北大西洋海温距平分布 (图 10)
.

在多赐风季
,

在中加

勒比海和小安的列斯群岛附近的西大西洋地区出现略偏高的正距平
,

而在少咫风季冷水区

处于 3 5
.

w 以西的热带大西洋地区
.

但是这些距平值太小
,

以致我们无法认为这些结 论是

可靠的
,

其原因在于我们所选的 20 个月在不少地区
,

距平的符号不十分一致
.

但是
,

在两

种情况下海温距平分布的反向仍是很明显的
.

另外
,

也可以看到
,

少咫风季时
,

东大西洋

为暖海水
;

多咫风季为冷海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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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北大西洋海温距平的分布

(a )

—
多陇风季(7 一 10 月 ) (b)

一
少踢风季 虚线为负距平 实线为正距平 单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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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上面的讨论揭示 」
’

许多大尺度环流的特征与北大西洋咫风的生成频率的变化有关
.

主

要结果总结在表 3 中
.

我们看到
,

实际上这种制约咫风生成频率的大尺度环流系统的变化

并不是十分显著的
,

这里研究的大多数大气活动中心
,

尤其在热带只具有 1。一 3 0个经度和

5 一 10 个纬度的位置变化
.

但正是这种变化可以引起热带气旋对正常值的显著差别
.

这表

明大尺度环流在决定咫风的生成地区和生成时期上是非常重要的
.

最后我们简略地比较一下北大西洋咫风和西太平洋台风形成的大尺度环流 条件 的 差

异
.

首先西太平洋
,

I T C Z和印度西南季风对台 风 形 成 起 着 主 要 作
‘’” ’ ;

而 在 北 大 酉

洋
,

一般
,

ITc Z 不明显
,

咫风主要在东风气流中发展起米
,

尤其是在副热带 地 区
,

深 厚

和宽广的东风气流有利于腿风形成
,

这在西太平洋恰恰对应于少 台风形势
.

由于这种低层

大尺度环流条件不同
,

发展成台风或咫风的 y)] 始扰动也不同
,

西太平洋以 I TC Z 中的涡旋 为

上
,

北大西洋以来 自北非的热带波为主
;

第二个差异表现在T U TT 的位置和作用 上
.

在 西

表 3 多咫风期和少咫风期海气系统各部分之比较

海 气 系 统 的 部 分 多 咫 风 期 少 跟 风 期
系 统

不资 地 涡 偏 强 偏
一

扮

l

高 纬

长 波

冰岛低压软深
,

长波槽沿北关

东岸南伸
,

阿拉斯加为 深治
,

欧洲为脊
.

为的冰岛低压或冰岛地区为高压

区
,

冶舟几湾为 沫淞
.

阿拉斯加

湾为括槽或脊区
,

欢洲为脊
.

中的

西 风 带 收 缩 和 北 移 膨 提长 和 南 移

北 大 西 ; 丫 副
北 移 片 纽 奴 强 牡 位 挂 偏 南

热 带 高 压

流 系 统

副热带地区低层东风偏强
,

但

加勒比海和小安的 列 斯 群 岛

低层东风弱
‘

Z u 。; n b 高层为狗

西风或东风
.

T U T T
,

偏东偏

南
.

比月份20 o m b墨西哥高压

明显东移
,

在 2 。。。b 咫风区上

空为异 书反气旋环流
.

副热带地区低层东 风偏少
, ;儿加

勒比 海和小女的钾 斯新岛低层东

风强
.

2 00 m h 高 层 西 风 较 强
.

T U T T 偏西
、

淤北
、

咫 风 区 之

上在匀utl
l卜为 异爪气 友耗

_

环流
.

洋环带西大热

海 息认

分 布

东大西洋
.

小女的列

斯群
,

说
,

中加
)油比海

.

略 偏 暖 的 海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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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多台风期
,

T UTT 偏北
,

因而近赤道脊可以北上 以位于台风形成区之上
;

而在北大西

洋
,

T U T T 偏东偏南
,

有利于赐风发展
,

这使 T U竹 前的强西风区或强垂直切变区将远离

咫风形成区
:

第三
,

在北大西洋
,

大陆东岸深槽的向南发展对应于多咫风期
:

而在西太平

洋
,

除过渡季或南海地区外
,

情况恰恰相反
.

因而在北大西洋观测到更多的由斜压扰动发

展的咫风
;

第四
,

在西太平洋
,

多台风期对应于弱的极地涡旋
,

这有利于副高北上
;

而在

北大西洋
,

少咫风期对应于弱的极地涡旋
.

这是由于北大西洋阻塞高压经常发展和伸入极

区的结果
.

同时
,

西风带分 支深入副热带地区
,

不利于咫风发展
.

以上只重点讨论 了北半球的海洋和大气条件
,

实际上南半球的环流和扰动也有重要影

响t ” 1
,

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

今 考 文 献

( l 〕 N a m ia s ,

J
. ,

P r o e e e d i , 夕 o
f U ”e s e o s夕。P o s iu 二 o 妇 T 夕 Ph o o n ,

T o k y o
,

N o v e m b e r g 一 1 2
,

1 3 5 6
,

2 1 4一 2 1 9
.

〔2 〕 B 。 一le n z

奋
e ig

,

E
.

M
. ,

夕。 t ‘o n a z 万 。 r r ic 。。。 刀。 : e 。r 。。、尸r o je e t ,

刀e 户。 , t ,

N 。 2 1 ,

u
.

s
.

w e a 一he r

B u r e a u
,

19 5 8
,

16
.

〔3 〕 N a m ia s
,

J
. ,

M
o o

.

评
e a

.

R e t,
. , , 7 (10 6 。)

,

4
.

3 46一 3 4 5
.

〔4 〕 N a m ia s ,

J
.

a n d D o n n ,

C
.

R
. ,

M
o n

.

甲
e a

.

R e t,
. ,

5 3 (xo 55 )
,

8
, 1 6 3一 17 0

.

〔5 〕 N e u m a n
,

C
.

J
. ,

C r y ,

G
.

W
. ,

C a s o
.

E
.

L
.

a n d Ja r , in s o n
,

B
.

R 二 T r o P‘c a l C 夕 e lo n e s o
j th e

N o r th A tla n t‘e o e e o n
,

1 5 7 1一10 7 7
,

N a ti o n a l C lim a tie C e n te r
,

A s h e v ille
,

N C
.

in C o o p e r a tio n

W i气h N H C
,

N O A A a n d U
.

S
.

D e p t
.

o f C o m m e r e e , 1 9 7 5
.

( 6 〕 N a m ia s ,

J
. ,

M
o n

.

附
e a

.

R e 口
. ,

. 3 (1 9 5 5)
,

8
, 1 5 5一 16 2

.

〔7 〕 D u n n
,

G
.

E二 M
o ,

.

甲
e a

.

R e t,

⋯
4 (x o 56 )

,

2
,

4 7一S 一

〔8 〕 5 im p s o n ,

R
.

H
. ,

E SS A
,

T e e h
.

M
e m o

. ,

W B T M S R一5 0
,

1 0 7 0
,

16
.

〔9 〕 D v o r a k
,

V
.

F
. ,

M
o n

.

邵
e a

.

R e o
. ,

一o a(1 9 7 5)
, 5

,

4 2 0一 43 0
.

〔一。〕 N o r g l: is t
,

D
.

C
. ,

R e .
k e r

,

E
.

E
.

a n d R e e d
.

R
.

J
. ,

M
o o

.

砂
e a

.

R e o
. ,

1 0 5 (1 97 7 )
,

3 3 4一 3 42
.

〔1 一〕 A n d r e 访s
,

J
.

F
. ,

M
o n

.

甲
e a

.

R e o
. ,

一(一9 5 6 )
, 3 0 5一 3 10

.

〔1 2〕 D in g Y i一 h u i a n d R e ite r ,

E
.

R
. ,

E n t, ‘r o o m e ”ta l R e s e a r c h P a p e r s
.

N o 2 7 ,

C o lo r a d o S ta te

U n iv e r s ity , 1 9 8 0
,

2 6
.

〔1 3〕 丁一汇和 E
.

R
.

莱特
,

影响太平洋台风形成的大尺度环流条件
,

海洋学报
,

‘(19 8 3 )
, 5 , 56 卜5 74

.

〔一4 〕 N a m ia s
,

J
. ,

M
o 二

.

附
e a

.

R e v
. ,

10 一( 1 0 7 3 )
,

2
, 1 7 7一x7 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