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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海温异常与天气系统的若干统计事实

罗 树 森

(国家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
,

北京 )

海气间题是长期天气预报研究的重要领域
.

近 30 年来
,

东太平洋赤道冷水带 发 生7次

埃尔尼诺现象后
,

引起全球大气环流的反常
,

造成大范围的旱涝
、

严寒
、

酷暑
,

成为各国

气象和海洋学家所关注的大间题
.

本文主要目的是揭示热带海气新的长期振荡事实
,

寻找

它们与埃尔尼诺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
.

一
、

热带海洋的主要特征

我们运用关国国家气候中心 194 6一 1 9 7 8年全球 5
’

x s
’

经纬度网格点月平均海表面温度

(以下简称海温) 资料
,

每幅图有2 5 9 4个网格点
.

参照全球平均海流图
〔‘’ ,

将热带海洋

划分为 9 个主要海流区
,

并用该海流区所有网格点的月平均海温距平平均值来表征该海域

内海温 的平均状况
.

这 9 个主要海流区按下列范围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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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海流区仅指明各海流所跨越的大致范围
.

本文侧重讨论各海区海温变化特点
,

以便了解热带海洋各海流区海温变化概况
.

对海温和气象资料进行功率谱计算时
,

最大后

延系数取该资料长度的1/ 3
.

功率谱红噪音定义为置信度95 呱的红噪音 谱 密 度值
.

5呱
、

1肠置信度临界相关系数分别是。
.

1 7 79
、

。
.

2 3 24
.

东太平洋赤道冷水带与北太平洋赤道暖流区
、

北大西洋赤道暖流区
、

北印度洋季风暖

流区
、

北太平洋赤道逆流区
、

圭亚那暖流区
、

南太平洋赤道暖流区
、

南印度洋赤道暖流区

的月平均海温距平平均值的相关系数 值 分 别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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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两个热带海流区之间月平均海温距平平均值的相关系数一般都超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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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

本文于 19 8 6年 2月24 日收到
,

修改稿于 19 8 7年 3月 30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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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表明全球热带各洋流区之间月平均海温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 (表 1)
.

表 1 1 9 61 一 1 9 78 年全球热带各洋流区间海温月距平平均值的相关系数值和后延月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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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号内的数字为后 延月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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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个主要洋流区月平均海温距平平均值功率请平均密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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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西洋赤道暖流区
、

南大西洋赤道暖流区
、

北印度洋季风暖流区
、

东太平洋赤道冷

水带海温分别存在着4 0
.

8
、

4 8
.

8
、

4 1
.

7
、

41
.

。个月的周期
,

它们都有准 。年振荡现象 (图

1 )
. _

_

”
’

一

近 30 年来
, 1 9 5 7

、

1 9 6 3
、

1 9 6 9
、

1 9 7 2
、

] 。了6
、

1 9 8 2年东太平洋赤道冷水带里发生了埃

尔尼诺现象
.

这些年份
,

热带各洋流区海温月距平平均值都为 正 值
.

其 中 1 95 7
、

1 9 6 3
、

]9 69
、

1 9 72 年南印度洋赤道暖流区增温最 明显
,

海温月距平最大平均值 分 别 是 1
.

50 ℃
、

。
·

”9 ℃
、

‘
·

0 2 ℃
、

。
.

北℃
.

1 9 弱
、

1 9下6年南大西洋
、

北大西洋赤道暖流区海温月距平最大

平均值分别为0
.

7 3℃和 1 : 3 3 ℃
.

与此相反
,

1 9 65
、

1 0 6 4
、

2 9 6 8
、

1 9 7 1
、

1 0 7 3
、

1 0 7 5年都是

冷水年
, ’

急剧的降温分别出现在南印度洋赤道暖流区
、

南太平洋赤道暖流区
、

圭亚那暖流

区 (出现两次)
、

北印度洋季风暖流区
、

北太平洋赤道暖流区
.

它们的海温月距平最低平

均值分别是一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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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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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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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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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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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咫风
、

热带风暴活动与埃尔尼诺现象

1 9 4 9一 1 9 78 年西北
、

西南太平洋台风 (大于
、

等于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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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数 犷 19 6 6
刊

9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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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 64 节 ) 月频数
〔”

,
1 89 ‘一 1 9 70 年北印度洋热带 风 暴 (大

于
、

等于 34 节 ) 和咫风 义大于
、 ’

‘

等于48 节 ) 月频数钾‘ 甩习49 舟 1日7 9 年北大西洋 咫 风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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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全球热带海洋土咫风 义台风) 和热带风攀月频数的功率谱平均密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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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

等于 6 4节 ) )J频数
〔刁 〕 ,

分别是 3 2
.

7
、

3 3
.

4
、

3 2
.

7
、

3 3
.

1
、

3 0
.

0
、

3 2
.

5个月的周期 (见

图2 )
.

全球热带风暴和眼风活动都有显著的准 3 年振荡现象
.

19 51 一 1 9 78 年西北与 西 南

太平洋台风月
‘

频数的相关系数是。
.

2 1
.

1 9 6 6一 1 9 7 9 年西北太平洋台风与东北太平洋热带风

暴月频数的相关系数为。
.

2 8
.

1 9 5 1一 1 9 了8年西南太平洋台风与北大西洋咫 风月频数的相关

系数是一0. 1 9
.

1 9 6 6一 19 78 年北大西洋与东北太平洋咫风月频数的相关系数值为一 。
.

32
.

19 5 1一 1 9 7 0年北大西洋咫风与北印度洋热带风暴月频数的相关系数值是0
.

1 9
.

‘

1 9 8 。年潘怡航曾指出
,

东太平洋赤道冷水带月平均海温与西北太平洋台风发生频率负

相关显著
〔3 〕

.

19 4。一 19 7 8年东太平洋赤道冷水带海温月距平平均值与西北
、

西南太 平 洋

台风月频数的柑关系数值分别为一石
.

2 5
、

一 。
.

3 7
.

196 6一 19 78 年东太平洋赤道冷水带海温

月距平平均值与东北太平洋咫风和热带风暴月频数的相关系数值分别为一 0
.

2 9
、

一 。
.

2 3
.

相反
,

1 9 4 9一 19 78 年东太平洋赤道冷水带海温月距平平均值与北大西洋咫风月频数的相关

系数值为。
.

1 9 ; 194 9一 19 7 0年东太平洋赤道冷水带海温月距平平均值与北印度洋咫风和热

带风暴月频数的相关系数值分别是。
.

20
、

。
.

1 8
.

19 72 年 11 月东太平洋赤道冷水带海温月距

平和为4 9
.

4 ℃
.

19 7 3年西北
、

西南
、

东北太平洋
,

北大西洋爬风 (台风 ) 年频数的距平值

分别为一 1
‘
3

、

一 2
.

5
、

一 2
.

8
、

。
.

9
.

相反
,

19 6 8年西北
、

西南
、

东北太平洋
,

北大西洋台

风
,

(咫风) 年频数距平值分别为么 7
、

氏 5
、

4. 2和一 1. 1
‘

三
、

副热带高压与埃尔尼诺现象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和陈烈庭分别于 19 7 7年和 19 8 3年指 出
,

东太平洋赤道冷水带月

平均海温和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面积指数均有 3
.

5年周期
,

东太平洋赤道冷水带月平均 海 温

对5 00 百帕太平祥副高特征指数变化的影响冬季最大
,

夏季较小
〔‘

,

”
.

计算了 19 51 一 1 98 1

表2 1 9 6 5一 19 了8年热带各洋流区海温月距平平均值与副热高带压的特征指数相关系数值

月一

|
一

|
!⋯⋯
一
l
一

⋯
热

一
副
一

热带各洋流区
1 0 。百帕北半球 50 0百帕北半球 50 。百帕西太平洋

5 0 0百帕西太 平

洋副高强度月指数

000
.

3 555

000
.

4 444

000
.

2 999

000
.

4 了了

000
.

3 666

000
.

3 444

‘‘ +

O、 2 999

000
.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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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0 。百帕北半球和西太平洋副高面积指数 (大于
、

等于5 88 位势什米 )
,

1 9 5 6一 19 76 年 100

百帕北半球高压面积月指数 (大于
、

等于 1 65 6 位势什米 ) 分别有29
.

3
、

42
.

6
、

39
.

0个月的

振荡周期
.

这些结果与他们的看法一致
.

19 56 一 1 9 76 年 100 百帕与50 。百帕副热带高压月面

积指数的相关系数值为 0
.

9
.

19 6 5一 19 78 年全球热带各洋流区海温月距平平均值与 100 百帕北半球高压月面积指数

5 00 百帕北半球和西太平洋副高月面积指数的相关系数值 为。
.

18 一。
.

4 7
.

1 9 65 一 1 9 78 年 全

球热带各洋流区海温月距平平均值与500 百帕西太平洋副高月强度指数的相 关 系 数值 为

。
.

%一。
.

3 8
.

热带各洋流区海温与副热带高压天气系统的面积和强度特征指数有着显著的

正相关
.

1 9 72 年出现了埃尔尼诺现象
,

1 9 7 3年 8 月西太平洋副高面积和强度指数的距平值

分别为 5 和 12
.

19 7 3年 7 月 100 百帕北半球高压面积指数距平值为 6
.

相反
,

19 68 年是冷水

年
,

19 6 8 年 8 月 50 0百帕西太平洋副高面积和强度指数距平值分别为一 1和一 5
.

四
、

热带太平洋云
、

风
、

气温与埃尔尼诺现象

从所周知
,

新加坡50 百帕月平均纬向风和气温都有26 个月的周期
.

西 北
、

西南太平洋

热带辐合带多云区月面积指数和东南太平洋少云区月面积指数分别为 2 1
.

8
、

20
.

6
、

2 3
.

5个

月周期
〔。

” 〕
.

1 9 6 5一 19 78 年北太平洋赤道逆流区
、

南大西洋赤道暖流 区
、

东太平洋 赤 道

冷水带海温月距平平均值与50 百帕新加坡月平均纬向风和气温的相关系数值是一。
.

21 一一

0
.

4 2
.

除北印度洋季风暖流区和东太平洋赤道冷水带以外
,

19 6 5一 19 78 年热带各洋流区海

温月距平平均值与东南太平洋少云区月面积指数的相关系数值为一 。
.

21 一一 。
.

47
.

1 9 6 5一

1 9 78 年南太平洋赤道暖流区海温月距平平均值与后延两个月西南太平洋热带辐合带多云区

月面积指数的相关系数值为一 0
.

18
.

1 9 72 年是埃尔尼诺年
,

1 9 7 3年 1月新加坡 50 百帕 月 平

均纬向风和气温距平值分别为一 1 8
.

8米 / 秒和一 6
.

4 ℃
.

1 9 7 3年 2 月西北
、

西南太平洋热带

辐合带多云区
、

东南太平洋少云区月面积指数距平值 分 别 是一 2 3
、

一 59
、

一 4 7
.

反 之
,

1 9 68年 3 月新加坡 50 百帕月平均纬 向风和气温距平值分别为 7
.

9米 / 秒 和。
.

5℃
.

1 9 6 8 年 西

北 (9月 )
、

西南 (1 1月) 太平洋热带辐合带多云区
、

东南太平洋少云区 (3 月) 月面积指

数距平值分别为 3 1
、

”
、

88
.

在埃尔尼诺年
,

东太平洋赤道冷水带和秘鲁寒流区增温
,

太平洋海温的纬 向梯 度 减

弱
,

哈得莱环流加强
,

沃克环流变弱
,

西太平洋上升气流支和东太平洋下沉气 流 支 均 减

弱
,

西太平洋上空云量减少
,

东太平洋上空云量增多
,

其结果是西北西南太平 洋 热 带 辐

合带多云区范围缩小
,

东南太平洋少云区面积变小
.

随着哈得莱环流的加强
,

携带更多热

量和动量从热带海洋向副热带和西风带地区输送
,

促使北半球太平洋副高 加 强
、

其 面 积

扩大
,

太平洋热带辐合带活动减弱
,

位置偏南
,

引起太平洋上空热带风暴
、

台风 (咫风 )

年频数减少
.

热带海温异常造成热带大气环流的反常
,

它们密切关联
、

相互影响
,

彼此制

约构成热带海气复杂统一有机体
,

其奥秘尚未被人类所认识
,

有待于不断地去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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