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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8 3 年埃尔尼诺期间海气热交换分析

朱 亚 芬 杨 大 升

(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 )

摘 要

本 又 利用19 8 3 年欧洲甲 期天 气 烦报 中心 (E C M w F ) 的客观分析资料与美国

气候分析中心 (C A C )月平均海温 网格点资料
,

计 算 了45
O

E 一 75
O

w
,

35
O

N 一 35
0

5

范 围内太 平洋 和印度洋海气交界面 上的感热
、

潜热通量
,

着重分析埃尔尼诺E I N in o

事件发展最盛 的19 8 3 年 l 月和结束约12 月所呈现的不同特征
,

并与19 8 1年 1 月的

情况作 了对 比
.

结 果指出
:

在E l N in o
年

,

在 日 界线以西 的中太平洋赤道 附近低

纬地区海气之 间的热交换比正 常年份强烈
,

但在1 7 0o w 以东的中
、

东太平洋赤道附

近及南侧 g 刃
,

的强增暖区 为热通量的低值区
,

而印度洋上感热
、

潜热通 量 的强度

分布类似于正 常年份
.

这种热通量的强交换区 的空间分布与海表温度的高温 区 和

强增暖区及强对流区和O LR 的负距平区 的付应关 系较为复杂
,

但与1 00 Oh几 的风

场 有着十分 良好的对应关 系
.

这 种强交换随着E l N in 。
过程 的衰退和结束而减弱

.

大气和海洋环流系统
、 是通过海气的热力和动力相互作 用祸合在一起的

.

海洋输送给

大气的感热和潜热
,

是大气热量的主要来源之一 同时
,

大气作用在洋面上的应力向海洋

传输动能
,

是海洋环流的主要驱动力
.

最近研究表明
,

海洋与大气间最有效的联 系发生 在

热带
.

因此
,

分析研究热 带广阔洋面上的感热
、

潜热通量的时空分布
,

对 了解海气系统之

间热力和动力的相互作 用
,

以及对进 一步探 讨大气和海洋环流异常和模拟其气候状况 都是

需要的
.

众所周知
,

1 9 82一 19 8 3 年的埃 尔尼诺事件是近代最强的一次E N 以〕事件
.

从 19 81 年 后

半年开始
,

高5 5 1, 和强对流区逐渐在印度尼西亚附近形成 并向东发展
,

1 9 8 2年夏季 到达 日

界线附近
,

在 5
‘

、

N 和5
0

5之间的中
、

东太平洋 出现 S S T 的正距平区和O L R的负距平区
.

自此以

后对流明显加强
,

到1 9 8 3 年初达 到最盛期
,

在 12 。 一 J3 0 w
,

s 引, 的正距平最大达 到 4
“

C
,

而O LR 的负距平达到负 75 w
·

m
一 ’ ,

至19 83 年夏逐渐减弱
,

到1 9 83 年 10 月整个过程基 本 结

束 〔1 〕
.

本文 用 19 8 3 年 1 月和12 月平均情况分 别代表这次EI N in o
事件的最盛期 和结束 期

,

如名州

本文 于19 87 年1() 月19 日收到
,

修改稿 于 t, 8 8年 11 月3。日收 到
.



海 洋 学 报 12 卷

着重计算分析太平洋 和印度洋上的感热
、

潜热通量 的时空分布
,

讨论这两个不 同时期这些

物理量分 布的基本 特征和其主要差异
.

文 中重点讨论太平洋
、

印度洋赤道及其南北两侧范

围内的特征
,

配合了相应的l o 00 hPa 流场
,

O LR 场 和S S T 场
,

还 与19 8 1年 (可代表一般年份 )

l 月的情况作 了对比
.

一
、

计算方法和资料

海气交界面上感 热 (H
:

)和潜热 (F
,

)通量分 别 由下列两式计算
L Z ! :

月
, 二 夕

、

C o C , V
,

(T
、 一

界 、 ( l )

f
: 二 夕

;

CD 月
。

V
:

(穿
、 一 穿

、

) ( 2 )

由海洋向大气输送的通量 为正
.

其中p
:

为1 00 0h Pa 上的空气密度
,

c , 为空气的定压 比热
,

志为水的汽化热
,

T ,

和的分别为海表 温度 (即 5 5 1
,

)和饱 和比湿
,

Ts 和qs 分别为 1 0() 0 h P a

上的气温 和比湿
,

v
,

为 1 0 00 hPa 风速认的模
,

等 于几不灭
, “ :

和、分 别为护
,

的纬向和经向

分量
,

C D
为拖曳系数

,

本文中C D 的取值不仅 与v
,

有关
,

而且
.

与海气之间的温差有关
.

在决

定 c D
时

,

风速被分成 9 个等级
,

海气温差被分成 7 个等级
.

具体见表 l 〔3 〕
.

计算中使用了19 8 1年和 19 8 3年两年欧 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E C M w F) 的全球网格点

资料
,

即 1 O00 h Pa 上的高度
、

温度
、

相对湿度
、 u :

和 。 : ,

格距为2
.

5
。 只 2

.

5 经纬度
.

同时也

使 用了这 两年 美国气候分析中心 (C A C )的 月平 均S S T资
.

料
,

格距为2
‘) / 2 经纬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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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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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计算结果和分析

(一 )

图 l

1 9 8 3 年 1 月 E l N in o 最盛期

( a ) 是 19 8 3 年 1 月1 0 0 0 h Pa 气流图
.

东太平洋 IT C Z 位 于 85
、

一 12 o w 的赤道 附



2 期 来亚芬等
:

19 83 年埃尔尼诺期间海气热交换分析 16 9

声洲

近
,

呈东北至西南方向
; 中部太 平洋IT c z 位 f l洲 w 一 16 5 E 的10 5 两侧

; 印度洋 IT C z

位 于50
、

一 9()
O

E 的10 5北 侧
.

其中东部太平洋 IT C z 位置比多年平均 (图略 ) 位 置偏南 5

个纬距以 上 而另外两条 IT c z 位置与多年平均位置基本
一

致
.

值得注意的是 在17 0
‘

E 附近

明显存在一股向南的越赤道气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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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 ) l()(}Oh p a 老毛流 图

19 83 年 l 月各种月平均物 理量的分布 ( l 、

( b ) 射出长波辐射O I R 火w
·

m c ) 海表温度 (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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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b )
、

( c ) 是 19 83 年 l 月月平均的 O L R 和 S S T 场
,

高梅温区东伸至中美洲及

秘鲁沿岸
,

东太平洋上大部分 s s T 高值区位于 IT C别匕侧力L R 低值轴线大致与 IT C z 相

合
,

中太平洋 S S T 高值与O L R低值轴线都位于相应的IT C Z 北侧
,

故太平洋上高温轴线位于

东北和西北信风区域
.

而在印度洋上IT C Z 和高值 S s T
、

低值O LR轴线大致相合
.

图 1 (d
·

) 是 19 83 年 1 月海气交界面上感热通量分布
.

由图可知
,

两大洋上绝大部分

为正值区
,

表明低纬洋面上感热主要由海洋向大气输送
.

太平洋 17 0
O

E 赤道南北两侧
,

20
O

N

至 10
0

5 之间为高值区
.

这片高值区东至日界线 附近
,

向西伸至菲律宾东部洋面
,

中心值可

达 50 一60 w
·

m
一2 .

另外
,

太平洋上另有几处感热通量的高值区
,

但数值都低于中太平洋
.

分

布范围较广的有接近墨西哥沿岸的东北太平洋和在南美沿岸的东南太平洋
,

在澳大利亚东

北海域上也有一小片感热通量的大值区
,

它们中心区的值均约在30 一40 w
.

m
一 , 。

此外
,

南

择地区 以及孟加拉湾中部
、

阿拉伯海和南印度洋也为感热通量高值区
,

但中心值约在

30 W
·

m
一2
左右

.

而在 17 0
O

w 以东的 SS T 高温区为感热通量正 的低值区和 负值区
,

感热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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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值轴线从中美洲沿岸开始沿着 IT C Z 自东北向西南延伸
,

与中
、

西太平洋和印度洋 10
’

S

附近的低值区连接
.

图 1 ( e ) 是 19 83 年 1 月海气交界面上平均潜热通量分布
,

两大洋上各处均为正值
,

而且其高
、

低值区分布基本上与感热通量分布一致
,

最大值区在 5
0

5 以北和 12 0
。

一 18 0
0

E

范围内
,

中心值可达 25 0w
·

m
Z 以上

.

所不 同的是东印度洋赤道 以南附近有闭合低值中心

出现
.

李月洪等 〔‘
沐IJ用 19 86 年 2 月 8 一 1 4 日中美联合考察期间

,

在大约 13 。
。

一 1 5 8
O

E
,

12
O

N

一13
0

5 范围内的逐 日直接观测资料并利用别的计算公式 算得的区域平均潜热通量的最大值

( 2 月 1 0 日)约达 40 OW
·

m Z ,

最小值约为 IOOW
·

m “ ,

观测期间 7 天平均值约为 Z1 0w
·

m 2 .

而感热通量 区域平均值的最大值 ( 2 月 l
_

O日) 约为 sl w
·

m
一 2 ,

最小值为负值
, 7 天平均约

为 10 w
·

m Z ,

与我们 的计算结果差不多
,

都是潜热通量大于感热通量
,

感热和潜热通量的量级

也与我们的十分相近
.

(二 ) 19 8 3 年 1 2 月 E I N in o
结束期

从图 2 ( a ) 可知
,

12 月印度洋上的气流场与 1 月十分相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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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 83 年 12 月各种月平均物理量的分布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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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 ’) ( e ) 潜热通量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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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 洋上
,

除 了流场 强度明显弱于 l 月外
,

特别是东太平洋
_

创IT C Z 的位置 也发生 明显的

变化
.

东太平 洋上 IT C Z 位于赤道 以北 5
一

1『 N 之间
,

接近多年平均位置
;
中太平洋 rr C Z

在 15 5 两侧
,

西太平洋 仁IT c z 出现在印尼和菲律宾 一带
.

另外
,

由图 2 ( b ) 看出
,

两大

洋上 IT C z 与 O L R 低值轴线相合
.

比较图 2 ( b )
、

( e ) 和图 1 ( b )
、

( e ) 可知
,

随着 E I N in o
过程结束

,

O L R 和

S S T 场也有较大变化
.

在中太平洋赤道两侧oL R 的大片低值区已消失强对流区西移
,

使原

印度尼西亚一带的对流加强
.

印度洋北部没有变化
,

仍维持O L R的低值区
.

东太平洋O L R

分布整个北移
.

由图 2 ( c ) 看出东太平洋赤道附近又恢复冷水区控制
,

冷水带沿赤道西

伸到中太平洋附近
,

高S S T 区在中太平洋西部有所扩大
.

对比图 2 ( d )
、

( e ) 和图 l ( d )
、

、 e ) 可知
,

从 E I N in o 强盛期到结束期
,

在印

度洋上感热和潜热通量仍非常类似于 1 月的分布
,

无明显变化
.

而在低纬太平洋上感热和潜

热通量分布则发生显著的变化
:

中太 平洋赤道南侧热通量的高值区已消失
,

赤道北侧虽仍

维持热通量的高值区
,

但强度明 显减弱
,

分布范围也显著缩小
.

海气之间热量强交换 区出

现在由台湾以东 向东北延伸的黑潮主干区 日本海以南区域
.

同时
,

原在日界线 以东中
、

东

太平洋感热通量的负值区消失
,

其低值区随着高s s T 区在中太平洋向西北扩展而从南半球

过赤道向西北伸展印尼以东一带洋面
,

潜热通量的低值区也有类似的变化
.

为了得到定量的概念
,

在两大洋上取 3 个有代表性的区域
,

对感热和潜热通量进行区

域平均
,

其值列 于表 2 中
.

表 2

地 域 少} 份

15

中太平洋
「爪

感热通量

〔W
·

rn Z

潜热通量
} 一

一

斗—
一

111() N 一 l() SSS

印印度洋洋
555 5 一 9 5 EEE

lll ___
一一

.

份一一

1]J一
一
一

l

!
一l
仁

_ _

{
_ _ _ }

世竺
! ! 月份

一

T一一 广丰弃二二一一一一十一一一一
-

上表明显地表示
,

在 E I N in 。
最盛的 l 月

,

除东太平洋外
,

赤道附近低纬地区的中太平洋

和 印度洋上海气之间的热交换强烈
,

尤其是中太平洋
,

就区域平均而言
,

感热和潜热通 量

是 12 月的 2 倍
,

随着 E I N i、 过程 的结束海气之间的热量交换就变弱了
.

(三 ) 正常年和 E I N in o
盛期的对 比分析

为 了突出 19 83年 E I N in o
发展最盛期和结束期的特征

,

我们又给出 19 83 年 l 月和 12 月

的 S S T和O L R相对于多年平均的距平场
,

如图 3 ( a )
、

(b ) 所示
.

从 图 3 ( a ) 上可看

到
,

在 1 月 E I N in o
过程发展最盛期

,

在太平洋上强的O L R 负距平 区和SS T 的强增暖区及

其轴线 自东太平洋沿赤道向西西南方向延 伸至中
、

西部太平洋赤道 以南地区
,

强 S S T 正距

平区在 17 0 E 一 80 w
,

1()
’

N 一 10
〔

S
‘

范围 内
,

其最大 值位于赤道 12 0
一

w 附近
.

强的O LR 负距

平区在 1 7『E 一 90
自

w 的 10
‘)

N 以南
,

南半球大部分在 ]()
’ 、

s 以北
,

小部分延伸至 35
‘)

s 附近
,

O L R



17 4 姆 件 早 5仅

-
- - -

~

‘

一一一
一-

- -
‘

~
.

一
~

一
‘ .

一
.

. - ~ 一 . 一. 夕一
.

~
~

~
.

一
——一一

~

一一
~ ~

,

一 司一
目
~ 一~ , 一一

-
, ~ 一 一

一
一

1 2卷

港港港
许

。 \飞飞

兮兮终终

馨馨
6 刀戈戈份浓浓

000

书书搜搜阮阮沼沼笋
555

未未未未未
二
、洲尸尸尸

、

_____ 一丈丈习从、、
厂、

,,,,

巳才,,

....................... . .
心心心心心心心

之之之之之之之尸牙牙牙牙牙牙牙牙牙牙牙

矍矍矍
.

’

、

火火

暮暮彝彝彝篡篡霎霎
}吧吧

: z 、

一叼叼
.

JJJ

龚龚签签
吸月肠肠

薰薰薰薰薰薰薰薰薰薰薰薰薰薰薰薰薰薰薰
_
习习习习 泛泛尹尹尹尹尹尹尹尹尹尹、、、、、、

睦睦睦睦睦睦睦睦睦睦睦睦睦睦睦彭彭
纂纂纂纂纂

训训训训训训训训训训训训训训训训训

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随
卜卜卜叼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卜、屯一一 ,,,
,, I J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迷迷迷
艺屹

日日

全黔
;;;

‘‘‘‘‘‘‘‘‘‘‘‘‘‘‘‘‘‘‘‘‘
~ CCCCC

:::

廖廖孕返返返返返返返返返返返返返返返返返 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 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 ‘~ 山口【 竺匀脚脚

卜、习习反二月月月月lllllllllllllllllll二七户
、、、、、、

叭叭叭
厄; l

家之之一
、、

苏苏霖霖参参蒸蒸
、\

...

J ,>>>

必必饵饵
、、~~~

节
尸尸

11111 硬
一 l、、

尸尸尸尸尸尸
、 产产

、

洲

爪认认认认
‘

{{{{{弋弋弋 、咋咋咋咋咋咋咋咋 弓弓弓弓弓弓
“““ .

; 二;;;;;;;;;;;;;;;;;;;;;;;;;

___ ,

另另 ,

你你f 拭拭
或或憋黔黔

卜下下
00000

一

板板鑫鑫
。。 ,

奴奴冰式式式式式式
、‘) 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

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入 (((
入入入入入入入入 《《《《《《《《《

宽宽宽;彩彩
一

庆 卜卜

蕙蕙
嚎兰兰犷闪闪扩交

___ 卜~~~
_

_

\\\长长督督督
///////////////////////////////////////

龚犯犯犯犯

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
州

.
.

.

勺. 户户户户户户

巍巍巍巍巍巍巍
夕{{{〔屯屯了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lllllllllllllllllllllll

~ 一一一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
,

州州州
~ r

~

万 ———
‘‘

口口口
、. 曰曰

嘿嘿嘿 淤淤
三夺

户户

蒸蒸琴琴
L
一 ~

一一

夕之之二
“

厂厂
一

,
’

, 、
...

iii

礁JJJJJ

沂沂
\ lllllllllllllllllllll 尹尸、 、、 “

护
、、

一 1555
、、、、、、、、、 -------------

戈
-------

公
。。

一一一 1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

令令令令令令令令
!!!!!!!!!!!!!!!!!!!!!!!!!!!!!

皿皿皿一
J

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

憋憋憋{辫辫芳芳邪邪致致
一

, ‘,,

矛之之东东酥
...

孔孔
‘
碑, . , 、 ...

“一甘甘

极极
~~~

几片片片片片片 椒稼稼稼稼稼稼 书书丫
,,,

{{{{{{{{{{{{{~ 夕
00000000000000000

图 3 1 9 8 3年 一月 ( a )
,
] 2月 ( b ) 5 5

’

T 和O L R 距平场分布

实线代表O LR 距平场 (w
·

m 之)
,

虚线代表 S S r 民卜砰场

负距平的最大值位于赤道 扭 。 w 附近
,

与图 1 ( d )
,

( e ) 相对照
,

在 S S T 和O L R 强距平 区

( 17 0
。

一 I0 0
0

W ) 的感热和潜热通量都属于低值
.

在这一区域
,

感热通量小于 10 W
·

m Z ,

潜热通量也是在 10 0 w
·

m
一 , 以下

.

这与 K h a ls a 订5 〕曾发现 s s T最大距平区上方
,

热通量不 一

定最大相一致
.

在E I N in o 盛期感热和潜热通量最大的区域是在 日界线以西的中太平洋
,

并有两带高值区
,

分别位于沿 10
自

N 和 5
‘

S 处
.

赤道南侧热通量高值带位于 中太平 洋

rr C z 位置的北边
,

此处恰好也是 s s T的高温区和o L R 的低值区
.

与赤道北侧的感热和潜热

通量的高值带相对应的 S S T 则偏低
,

而O L R 则偏于高值和正距平
.

因此
,

在赤道北侧海气

交界面上热交换最强的高值带也并非与高海温区和强对流区相对应
.

值得注意的是赤道南

北两个热通量的高值带与洋面风场有着十分良好的对应关 系
.

赤道北侧高值带对应北半球

强东北信风
,

赤道南侧高值带对应越赤道向南后又转向西北的强气流
.

图 3 ( b ) 上的距平场尤其是 S S T 距平场普遍为零
,

中
、

东太平洋S S T 和 O L R 的强距

平区已消失
,

表示 12 月海温和O LR 的分布已和多年平均情况一致或接近
.

也可 以看到东伸

到秘鲁沿岸的高 S S T区已为不断西伸的沿赤道和赤道 以南的东太平洋冷s s T 区所代替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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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冷舌已西伸到赤道 1 6 0
尸

w 附近
,

同时在赤道 1(} o W 和 11 5 w 附近分别出现 了 2 9 6 K 的闭合

冷S S T 中心
,

而 S S T 的高温区在印尼
、

菲律宾一带洋面扩大
.

图 2 ( b ) 上 O L R 的低值区已

由中太平洋向西移至印尼附近
.

这反映出低纬沃克环流在 EI N in o
期间向东伸而在 结 束

时 又向西退
.

为了更能看 出在 E I N in o
期间海气界面 上热量交换的特征

,

我们又给出 1 9 8 1年 l 月的

感热和潜热通量分布
,

如图 4 ( a )
、

( b ) 所示
.

以 19 81 年作为
“正常年

” ,

比较图4 (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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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9 81 年 l 月海气交界面
_

上月平均值分布图

a ) 感热通量
(W

·

m ’ ) ( b ) 潜热通 量 (W
·

m Z )

(b )与图 1 ( d )
、

( e )
,

可见正常年份低纬中太平洋上感热
、

潜热通量比 E I N in o
盛期普

遍减小
,

原来 19 8 3年 1 月中太平洋赤道南侧高值区消失
,

而东太平洋赤道南北两侧感热
、

潜热通量的低值区到 了正常年份范围有所缩小
,

南
、

北半球如恿量高值区的范围有所扩大
,

并明显地向西伸展
,

东北太平洋潜热通量的高值区与中太平洋赤道北侧的高值区连成一片
,

变成明显 的高值带
.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正常年份海气之间的热量强交换区移到了日本海以

南的西北太平洋上
,

同时澳洲北部海岸及印度尼西亚一带感热和潜热通量的值比 19 8 3年 l

月明显增大
.

印度洋上 19 81 年 1 月感热和潜热分布和 19 8 3年 1 月较类似
,

北部和中部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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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9 83年 l 月IOO0hP a 月平均全风速 ( m

海表面与 10 00 hP a大气的月平均温度差 ( ℃
,

与 10 0Oh P a大气的月平均湿度差 ( g
·

k g
一 , ,

. S a )
,

b )
,

海表面

c ) 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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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8 3年埃 尔 尼诺期间海气热交换分 析

热
、

潜热通量 的强度变化也不大
,

但南 印度洋的潜热通量比 E 、 N in o
年显得较强

.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 以看出
,

在 19 8 2 召 3年 E 1 N in 。发展最盛的 1 9 8 3年 l 月
,

中太平洋

低纬区域海气之 间的热 量交换 明显增强
,

这是因为该 月赤道 以北中太平洋上东北信风较强
,

使得洋面风速较大 (图 5 ( a ))
,

并在赤道 17 O E 附近有一股 较强的向南的越赤道气 流

(图 1 ( a ) )
,

同时受东亚大陆干冷冬季 风不断南下的影响
,

洋面附近的温度和湿度梯度

较大 (图 5 ( b )
,

( c ) )
,

故由式 ( 1 ) 和 ‘ 2 ) 计算得到较大的感热
、

潜热通量
.

图 5

表示出赤道北侧热通量高值区受风场影响大 一些
,

而赤道南侧热通量高值区受高S S T 和风

场同时影响
.

在 17 。
‘

以东中
、

东太平洋赤道附近
,

在 E I N in o
盛期的 19 8 3年 l月虽是 S S T 的

高海温区和 S S T 的最大正距平区
,

如在 12 0
一

W 达 滚 ℃
,

从分析结果表示 出S S T 强增暖区的

洋面上没有大量的热量被释放到大气中去
,

而是感热
、

潜热通量的低值区
.

为什么在E 、N i n 〔

年增暖强烈的洋面上反而海气之间的热交换较弱呢 ?当然分析形成的原因还是相 当复杂的
,

它是 19 82 / 8 3年 E 】 N in o
事件中所产生的异常大气环流场和 海洋场共同作用的结果

.

如在

12 0
‘

一 1 4 o w 赤道附近
,

从图 5 ( b )
,
、c ) 显示出由于 S S T 的强增暖

,

使得海表面与

10 00 h P a 上大气月平均的温度差 (T 、

一T
:

) 和湿度差 ( q ,

一 q
,

) 为大值区
,

但由于该 月东

太平洋上 IT C Z 比多年平均位置偏差
,

使得该区域的风速值特别小
, V

,

的月平均仅 Zm
· “ ’

左右 (见图 5 ( a ))
,

同时被 叭和 ( T 、

一了
、

) 决定的 c
。

值也不大
,

因此造成 了在赤道 1t1( 》一

12 0
’

w s s T增暖最 大的 区域热通 量反而 为低 值 区
.

而在 180
‘

一 12 0
’

w 之间的赤道 以南及

20 5 以北的洋面上
,

F
、

的值虽有所增大
,

有些地 区可达到 4 m
·

s ’
左右

,

但该区域海表面

与1 。。0. h P a
月平均温度差绝大部分为 1 亡之 内

,

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气温大于海温的现象 (图

5 ( b ))
,

对于这一现象可以用O L R 的月平均跟 平分布图来解释
.

这 一区域是。 L反的强负即

平区 (图 3 ( a ) )
,

中心值可达 7 5 w
·

m Z ,

而O L R是反 映热带地区降水的良好指标
.

从

O L R 的强负距平分布可 以推断该区域已成为强对流区
,

因而降水比常年明显增加
,

大量的

降水将释放大量的潜热
,

使整个对流层被 加热
,

继而使大气出现 区域性的增暖
,

使洋面附

近的气温与海表温度很接近
,

造成海气温差小
,

甚至出现 气温大 于海温
,

因而在 EI N in o

的强盛期在强增暖的洋面上反而 出现 了感热通量的低值区和负值区
.

三
、

结 论

根据前面对 19 8 3年 l 月和 12月以及 19 8 1年 l 月海气之 间热交换的分析
,

可以得到如下

结论
:

1
.

在E ! N in o
期 间

,

低纬中太平洋海气之间的热交换比正常年份强烈
.

19 8 3年 1 月

E I N in 。
盛期在这一区域海气交界面

_

L的感热
、

潜热通 量是 19 81 年 1月的 2 倍
.

但在 17 0
‘

w

以东太平洋赤道附近及南侧在这 一期间
,

s s T 虽强烈增温
,

因东太平洋上 仃 C z 南移及南半

球东南信风较弱
,

风速 F
、

值较小
,

加上降水增多
,

而使海气之间的温差变小
,

使感热
、

潜

热通量为低值区
.

当恢复正常年份时
,

也是在中太平洋赤道 附近低纬洋面上热通量的变化

最明显
,

故 中太平洋赤道附近低纬洋面对环流异常的响应最敏感
.

2
.

在E I N in o
期间

,

感热
、

潜热
、

S s’T
、

O L R 和风场等要素的空间分布与正常年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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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均有较大的异常
.

但这些量在空间上的相互对应关系比较复杂
.

如 S S T 距平的极大值区
,

对应的是热通量的低值区
;
而 日界线

1

以西中太平洋赤道以南的热通量高值区对应的S sT 是
强高温区

,

O L R 是强低值区
;
但在同一经度赤道以北的热通蚤高值区对应的S s T偏于低值

,

而O L R 偏于高值和正距平
.

而这些热通量高值区的空 间分布与风速 F
:

高值区有着十分良好

的对应关系
.

所以
,

由观测资料分析得出
,

在E 1 N in 。期间高S S T 区洋面上海气之间的热

交换不 一定强烈
,

而低 s S T 洋面上海气之间的热交换不一定弱
,

感热
、

潜热通量异常的大

尺度分布不仅与 S S T
,

海气之间的温度差 和湿度差有关
,

还与风速有关 撼热
、

潜热通量在

不同的区域与这些要素之间相关程度如何
,

有待进一步探讨
.

3
.

海气之间的热量强交换随着E 1 N in o 过程的衰退和结束而 减弱
.

张饵和周 静亚同志热情关心本文的工作
,

与作者进行 了有益的讨论
,

并详细审阅原稿
,

提出宝贵建议
,

谨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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