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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夏季风系统准 4 0天振荡与中国南方

降水的联系

林 春 育 徐 建 军

(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

摘 要

本文选取了 19 8 3年 4 月 1 日到 9 月30 日的E C M W F的2
.

5 x 2
.

5
,

网格点资料
,

采用了 1 00 0
、

85 0
、

50 0
、

2 0 0 b P a
等层的范围为30

、

一 1 6 0
,

E
,

35
0

5 一 40
“

N 的
u 、

D
、 ‘ 三 个要素

,

引用了T
.

M u ra k a m i等人的方法
,

将各要素场消除季节变化趋

势后
,

对所选定的各等压 面上季风系统特征区的要素场进行了谱分析
,

从而得到

了 19 83 年亚洲夏季风系统的风场和气压场普遍存在着的准40 天
、

准两 子 和准一周

的振荡
.

在低层85 0 hP a 上
,

经向风 40 天 周 期振荡在东亚季风区
,

位相有从南向

北传播 的特征
,

赤道对于南北半球的40 天振荡的传播具有陷波现 象
.

纬 向风 40 天

振荡的位相传播
,

西太平洋到南海是向西传播 的
,

其传播速度为 7 一 10 个经 度/

天 ; 印度到南海是向东传播
,

其传播速度为 5 一 8 个经度厂 天
.

而中国南方各特

征 区降水和其南侧经向风的40 天振荡却有很好的位相关系
,

一 般 滞后 4 一 8 夭
.

近年来
,

国内外学者对亚洲夏季风系统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

提 出了东亚季风 系统和

印度季风系统是相互独立的系统 〔l一 3 〕
,

但对两个系统之 间的相互关系还没有得出一致性

的结论
.

研究还指出
,

亚洲季风的变化存在着准两周和40 一 50 天的振荡周期
,

并得出了准

两周振荡的印度季风各系统间的变化具有一定的位相 关系〔
4 〕

.

但到 目前为止
,

对于 40 一

50 的周期振荡在亚洲季风 系统中表现的研究还不够完善
,

所采用的资料大多是 19 7 9年全

球观测资料
,

而对于其他年份
,

特别是大气异常 年份 (如 1983 年 ) 的夏季风系统变化特征

还没有作过详细的研究
.

本文考虑到 40 一50 天周期振荡系统具有球面尺度的空间特性
,

故选取具有典型天气学

意义的区域内气象要素的平均值来反映季风 系统的变化
,

把研究范围从热带扩展到我国副

热带的长江流域
.

着重分析了印度季风 系统和东亚季风 系统的相互关系及其振荡特征
,

详

细讨论 了东亚地区各个季风系统40 天周期振荡的位相 关系
,

得出了东亚季风环流的经向和

纬向的传播特征
,

并且提出了影响我国南方 中期降水的可能途径
.

本文于一9 59 年 l 月 10 日收到
.

修改稿于 19 89 年 5 月15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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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和 i
一

t算方法

本文选取 了 19 83 年 4 月 1 日到 9 月30 日的E C M w F的2
.

5 ‘ 2
.

5 网格点资料
,

运用

了] 00 0
、

85 0 50 0
、

2 0 0 h P a
等层

,

范 围为 30 16 0 E
、

3弓 5 4o N 的 u 、

沙
、 : 三 个要素

.

在方法上
,

鉴于资料的限制
,

引用了 M u ra ha m i等人的方法
·

恳一 6
,

对
一

个时间序列

翅 、 : ) 可以概括 为月 (t )
二 (月 ) 十 才

*

(l )
。

式中
。 月 、 是气象要素变量的 6 个 月

平均
,

月
’

( l ) 是对 (月 ) 的偏差
,

且

A
六 ( l 飞 二 a 一 b ‘了

一
l

。

) + c 、 : 一 了
」

止 一
4

、 厂 ,

式中
, , 。

对应于 6 个月的中心 日期为 6 月30 日
.

前三项之和表示 A
泛

(i “ 的季节趋势
,

系

数
a 、

b
、 c

由最小二乘法确定
.

因此 A’ ( : )表 示 了消 除季节趋势以后的偏差量
,

以后

便对 A
一

( I 、组成的序列进行谱分析
.

由于我们所选用的 时间序列的样本数只有 18 0 天
、

为 了能较好地分辨出4。一 50 天的振

荡周期
,

采用了最大嫡 谱法进行计算
,

而研究系统之间关 系时用了经典的交叉谱方法
.

二
、

亚洲季风系统及环流变化特点

要了解 19 8 3年夏季风系统的周期振荡特征
,

有必要对这一年各个季风 系统的位置及强

度变化进行一些观测事实的调查
.

分析表明
,

在 1 00 Oh P a
高度场上反映出四个典型的气压系统 (如图 1 )

.

一是出现在

15 一 20 N
、

10 0一 12 0 E 之间的低气压系统
,

称之为南海
一 西太平洋赤道辐合带 ( I T

C Z )
:

二是出现在 20 一 30 N
、

60 一90 E 之间的低压系统
,

称之为印度季风槽
,

它的位

置比 I T C Z 偏北 5 一10 个纬度
,

强度也强
; 三是出现在南半球澳大利亚南部 昭O 一40 5

,

l:3 『一16 O E ) 的高压系统
,

称之为澳大利亚冷高
; 四是出现在30

、

一35 5
、

45 一90 E

之间的高压系统
,

称之 为马斯克林高压
.

在 50 0 h P a
高度场上 一 个突出的 系统便是西太平

洋副热带高压
.

它的变化表现为三次显著性的北跳过程 (图略 )
.

在 20 0 h P a
高度场 上有

一很强的高压系统在 15 一 30 N 之间 (如图 2 )
,

称之为南亚高压
,

且 6 月 3 0 日左右
,

南

亚高压中心位置的活动维持在 30 N 附近的高原上空
。

分析 4 月 1 日到 9 月30 日85 0 h Pa 上赤道地 区 的经向风可看出
,

印度洋至西太平洋区

过赤道气流通道有四处最为显著
,

即40 一 50 E
、

了5 一卯
丁

E
、

1肠 一 12 S E 和 14 5 一

15 5 E 四处
,

其中45 E 附近 的 过 赤道 气 流最为强大和稳定
,

它从 6 月上旬开始稳定少

变
,

风速达 6 一 13 米 / 秒
,

对印度季风爆发起了主要作用
.

其他三个通道较弱且不稳定
.

如1 1 0
一

E 附近的过赤道 气流
,

风速为 2 一 5 米 / 秒
,

它对东亚季风的形成和维持有重要的

影响
。

在分析8 5 0 hP a 的 “ 、 。 风场还表明
,

4
、

5 月份
,

东亚季风区的风速要大于印度季风

区
.

南海夏季风开始在 5 月中旬
,

而印度季风爆发却在 6 月巧 日左右 ; 并且随着印度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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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蒸蒸
图 1 1 0 阴 hPa高度场分布特征

西 南风的增强
,

东亚地区 的西南风也

有一个显著增强过程
.

这 充分说明 了

东亚季风的发生要早于印度季风
.

且

三 印度季风爆发后对东亚季风将会产生

明显的作用 r 3 〕
.

而东 亚夏季风的 变

化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活动的影响

很大
.

当副热带高压西伸扩展时
,

南

海地区的季风就 明显的 减弱
.

同时
,

南北 半球间的相互作用也

很突 出
.

当澳大利亚高压增强后
,

l、0

E 附近的过赤道 气流
、

南海地区 经向

风增强
.

这说明澳大利亚高压对东亚

季风的作 用
.

但必须注意
,

东 亚季风

的每次增强不完全都是受到南 半球 气

流的影响
.

它还将受到本半球其他方

向气流的作用 〔7 〕
.

另外
.

当马斯克林

(左图 为 6 月2 0 日
.

右图 为 7 月 15 日 )

赞赞若若... .

⋯
「 1

二
,

二二

半半蔡蔡
图 2 20 0 h Pa 高度场分布特征 (上图为 6 月 10 日

,

「图 为 7 月 10 日 )

孟 高压增强时
,

45 E 附近的过赤道 气流
、

印度地 区的西南气流都增强
·

三
、

亚洲季风 系统的振荡特征

通过 以 上对 19 8 3年 4 月 l 日到 9 月30 日间热带地区环流形势的实况分析
,

本文选取了

能反映大气活动的特征区域的要素场
u 、 。 、 : 的平均量表示各个季风 系统的变化

.

即在



海 洋 学 报

1 川川 h Pa 上选有南海
一

西太平洋辐合带 晰。 一 系 ) 编 1,环 一 l外 三 , 、

印度 季风槽 ( 15一

25
一

N
,

7(l 一 85 E )
、

马斯克林高压 ( 2 0 一 30 5 巧 一 7() E )
、

澳大 利亚高压 (25 一
35

0

5
,

13 0
。

一 15 0 E ) ; 5 0 0 hP a 上有西太平洋副高 ( 10一 3 0 N
,

12 0
一

15 汇J E )
.

20 0 h Pa

上有南亚高压 ( 20 一 3『 N
,

75
、

一l肠
。

曰
.

而经
、

纬向气流变化的特征仄域
,

在 85 oh Pa
上取赤道附近的经向风分量来反 映 45 E 处 (5 5 一 S N

,

40 一50
~

E )
、

8 0 E 处 。5

S 一 S N
,

7 5 一 8 5 E )
、

1 1『 E 处 ( 5 5 一矛 N
,

l肠
、

一 1 1彭 E 少和 1加 E 处 ( 5
,

S 一

S N
.

14 5 一 15 5 E , 的过赤道气流变化
.

同时还取 厂中印半岛
一

南海 了10 一 ZO N
.

川。

一 12 (〕 E )
、

华南及沿海 ( 20 一 25 N
,

10 。
一 12 0 E )

、

长江流域 ( 27
.

5 一 32
.

淤N
,

l()0

一12 5
一

E )
、

印度南部 ( 10 一20 N
,

65 一 90 E )
、

西太平洋信风伏、 多一 巧 N
,

13 0 一

15 0 E 、
、

南太平洋信风区 (矛一 15 5
,

130 一巧 J E 、 、

澳大利亚北部沿海 ( 10 一 20

S
,

11 5 一 13 0 E 、 和马斯克林群岛东北部沿海
‘l。 一加 S

,

65 一 75
一 ‘

E ) 等地区的
“ 、

。 场
.

另外还 以 2() () h P a 低纬的纬向风来反映东亚高空东风 急流 ‘5 一 Zt) N
,

10 0 一 14 。

E )
、

印度高空东风急流 ( 5认 2() N
,

书 一 90 F 、
.

最后
,

对以 卜这终特征区域的要素 平均值所组成的时间
.

序列
,

求其最大墒 谱
.

气压系统 的振荡特征

根据最 大嫡 谱的计算和分析可得出
,

各层 季风系统所具有
一

的周期
,

如图 3 所示
.

由图 可以归纳出亚洲季风系统主要存在着三 种周期
,

分别 为 40 天
、

准两周
、

准一周的

振荡 (如表 1 )
.

从 表可 以看出东亚低层 系统的 汀c z
、

澳 大 ;刊亚高压
、

西太平洋副热带

高压都是以 4 0 天周期振荡最为显著
,

而印度季风 系统的马斯 克林 高压以两周荡振最 为显著
,

印度季风槽 以 27 天最为显著
,

南亚高压三种周期 几乎是 同等重要的
.

‘二 ) 过赤 道气流 的振荡 特征

从各经度上过赤道气流的最大墒 谱分析 可看出
,

其振荡 周期 如表 2 所 示
.

表 1 各季风系统的振荡周期

—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系 统 { 周期
。 d )

南海 西太平洋辐 合带 相 川 16

澳大利亚高压
; 40 川 伪

马斯克林高‘玉 16 , 扣

一 一- - 一 一
- -

——一
一~ 一 一一 一

—一

——
一 一
—

一

—
-

一 - 一 - 一 一

印度季风槽
.

刀
-

-
-

一 茜哀不蔺前庸
-

一 ’ ; ,。

而
- -

一 一

一 一一

一
一 -

一—
一

—
一 一一

—

一
—

一- 一

—
份

,
- ~ ~

-
~

叫

—
一

—南亚高 )1
一

{ 4 ! , l;, 16
一一~ 一

一
-

叫

一一一
书一一一一一~ - - ~ - 一- 一~

表 2 过赤道气流的振荡周期

系 统 { 周期 (d )

拓 卜 处过赤道 气流 !0 27 7

—
一

-

——
-

-

——
一
} 一一 一

—
-

8戈} E 处过赤道气流 jo 7 z f,

扭 自 F 处过 赤道 气流 40 m 了

日 S E 处过赤道 气流 10 了 1 6

由表可以看 出该年 80 E 处的过赤道气流和 1功 E 处过赤道 气流均以 4() 天振荡周期最 为

显著
,

而 4 5 E 处 和 15 『 E 处的过 赤道气流却是以 川天左右振荡周期最为显著
.

因此若 要

把南北半球的 40 天振荡联系起来
,

对于该年来说有可能是通过 8 0
一几

E 和 1 1。 E 附近的过 赤

道气流进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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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期

( a
4 r ( b )

声

0 Lwe J- es 盛一二- 司‘J
.

-
8 0 4 0 2 7 2 0 1 6 1 3

.

5 方洁冷表熟六跳
0

以
I 二 1 , . 。

1 」 巨 1
一 」 一 l一」 二亡 , 生. ‘

8 0 4 0 2 7 2 0 16 1 3
.

5 10 9 8 7
.

2 6
.

6 5
.

5 d

4 卜 (e
4 r- ( d )

0 ! 、 .
_ 怪 ‘ !_ .

8 0 4 0 2 7 2 0 1 6 1 3
。

5 1 0 9 8 7
.

2 6
.

6 5
.

5 d

0匕 l 、
.

【 、 、卜吧亡尸r 」 〕 l 二坦二己二亡当
8 0 4 0 2 7 2 0 1 6 1 3

,

5 1 0 9 8 7
.

2 6
。

6 5
.

s d

石云 4 r ( e
4 卜 ( f

0 1~ 盛」 卜, 了 L

8 0 4 0 2 7 2 0 1 6 13
.

5 10 9 8 7
.

2 6
.

6 5
.

5 d
OL 汪 1. . 凡

.

1 上
_ 」 上 」 J 」二全生. 占~ 盆

8 0 4 0 2 7 2 0 1 6 1 3
.

5 10 9 8 7
.

2 6
.

6 5
.

5 d

图 3 各层季风气 压 系统的最 大摘谱分布

(a ) 南海

( d

西太平洋辐合带

) 印度季风槽 ( e

( b ) 澳大利亚高 压 (c ) 马斯 克林高压

西太平洋副高 (f ) 南 亚高压

盆

《三 ) 经纬向气流的振荡特征

表 3 为 所选定的特征区的平均经向
、

纬向气流的振荡周期
.

从表 3 可 明显地 看出

存在显著的 40 天振荡周期
,

.

亚洲季 风区内8 , )h P a 经向 气流振 荡 除马斯克林特征区外
,

都

尤其是澳大利亚北部至东亚季风区表现得更为突出

这是值得进 一步讨论的问题
。

,

它可能与南北半

球环流的相互影响有联 系
,

外

而纬向气流振荡的显著周期
,

在北半球除华南及沿海特征区以 20 天左右振荡周期为主

其余都是以 40 天振荡周期最为 显著
.

但值得注意的
,

南半球纬向气流 (南半球 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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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风
、

澳洲北部和马斯克林群岛北部的纬向风 ) 的

表 3 经
、

纬向气流的振荡周期

经经
、

纬向减减 周期 (d )))

中中印半岛 一 南海纬向风风 4 0 14 777

华华南及沿海纬向风风 2 0 40 888

长长江流域纬向风风 4() 12 888

澳澳大利亚北部纬向风风 2 7 1 0
吧

1666

马马斯克林东北部纬向风风 8 16 1000

印印度南部纬向风风 4 0 14 777

西西太平洋信风风 40 14 999

南南太平洋信风风 27 10 1666

印印度高空东风急流流 4 0 14 999

东东亚高空东风急流流 40 16 ///

中中印半岛
一 南海经向风风 4 0 16 999

华华南及沿海经向风风 40 10 ///

长长江流域经向风风 40 9 777

澳澳大利亚北部经向风风 40 14 888

印印度经向风风 40 16 1222

马马斯克林东北部经向风风 10 2 7 1666

40 夭左右振荡周期却表现得不明 显
,

基

本上以 27 夭或 时间更短的周期振荡

为主
。

四
、

各季风 系统的 40

夭周期振荡的联系

‘一 ) 经
、

纬向 气流间 的可

能联系

为了研究具有 40 天周期振荡的

各季风 系统之间的联 系
,

这 里将上

述各季风 系统所组成的 序列
、

采 用

带通滤波的方法 吓 〕
,

把 30 一50 天的

周期振荡分量过滤出来
.

结果表 明

在 10 0 一 120 E 经度范围内选

定的各特征 区的经向风速分量的 40

天周 期振荡
。

可 以 明 显看出有从

南向北传播的位相关 系
,

如图 4 所

示
。

由图可 以看出
,

从澳大利亚北部的经向风到 110 E 过赤道 气流和从中印半岛
一
南海区经

向风
、

华南及沿海海区经向风到长江流域经向风的 30 一50 天周期振荡的波峰
,

随着时间的

推移
,

依次 从南向北 先后出现
.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事实
.

以中印半岛
一
南海区为中心

,

对上述各特征区经向气流作交叉谱分析
,

如表 4 所示
.

表 4 1 , 8 3 年夏季
_

以中印半岛 一南海区为中心点的经向气流 40 天振荡 的交叉讼位相函数
、、

需型之之
澳洲北 部部 1 10 E 过赤道 气流流

.

中印半岛
一 南海区区 华南及沿海区区 长江 流域域

凝凝聚函数数 O
。

555 0
。

444 1
。

000 0
。

777 0
。

666

位位相 ( d ))) 4
。

000 2
。

555 000 一 1
。

555 一 2
。

888

从表中可看出
,

除 1 1 0
、

E 过赤道气流与中印半岛
一
南海区两者凝聚函数 值偏低未达得

信度 0
.

05外
,

其余各区经向气流振荡都和中印半岛
一
南海区的40 天振荡有密切 的联 系

.

它

们的位相关系表明
,

澳洲北部经向气流振荡较中印半岛
一
南海区超前 4 天

,

而中印半岛
-

南海区振荡超前于华南及沿海区 1
.

5 夭
,

超前于长江流域区的振荡为2
.

8 天
,

这说明南北

半球的经 向气流振荡的位相传播速度是 不等的
,

且值得注意的是南半球振荡对北半球振荡

的影响在通过 1 1 o E 过赤道气流的振荡这一纽带联系时
,

似乎在赤道附近具一定的陷波现

象
,

从致使南半球的振荡在向北半球传播时
,

产生 了如图 4 表现的中印半岛
一
南海区的振

荡比 110 E
’

过赤道气流的振荡位相有明显的后移现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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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85 o h p a 上各层特征 区经向风分量的 3。一 50 天带通滤波特征

(a ) 长江流域 ( b ) 华南及沿海区域 (c ) 中印半岛 一 南海区域

( d ) l1() E 处过 赤道气流通道 区 (e ) 澳 大利亚 北部 区域

同样
,

在纬向气流上的 40 天左右的周期振荡的位相关系
,

如图 5 所示
.

这是通过对北

异 半球低纬三个特征区 ‘西太平洋信风区
,

中印半岛
一
南海区和印度南部 ) 的纬向风的加一

50 天带通滤波得到的
.

图中不难看出
.

从西太平洋信风区到中印半岛
一
南海区的纬向气流振体略有 自东向西

传播的特征
:

而从 印度南部到中印半岛
一
南海区却是 自西向东传播的

.

以上 事实与陈隆勋

等作的 19 7 9年东
、

西季风 系统的相互作用所 得到结论是 一致的
‘ ” 〕

.

不过本 文对 系统的处

理是以区域平均的要 素场来表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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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85 O h p a 上各特征区 纬向风速分量的 30 一 50 天带通滤波变化特征

(a ) 印度南部 ( b ) 中印半岛 一 南海区 (c ) 西太平洋信风区

(二 ) 季风气压系统与环 流间的可能联系

为了进一步讨论具有 40 天周期振荡的地面气压系统与85 0
、

50 0 h Pa
环 流 系 统间 的

联系
,

这里求出了以南海
一
西太平洋赤道辐合带 ‘IT C z )为中心与各环流 系统间的交 叉谱

,

如表 5 所示
.

表 5 19公眸夏季以气压系统rr C z 为中心的交叉谁值

溉溉
峋

哭哭
澳大利亚高压压 澳大利亚北部

沙沙沙 IT C ZZZ 华南及沿海纬向气流流西太平洋 副高高 西太平洋信冈冈

““““““““““““““““““

111111111 10 七过亦遇气城城城城城城

凝凝聚函 数数 0
。

444 0
。

666 0
。

777 l
。

000 0
。

999 0
。

777 0
。

777

位位相函数 (d ))) 2
。

444 6
。

777 一 2
。

000 000 一 1
。

555 一 2
。

888 一 3
。

333

由表可看出
,

北半球南海地区热带辐合带的 40 天振荡和南半球澳 大利亚高压的振荡关

系不是 十分密切
,

两者间的凝聚函数仅 0
.

4
,

未达到信度 0
.

05
,

而澳洲北部经 向气流 ( D )

的振荡和南海辐合带振荡却有很好的凝聚关系
,

即澳 洲北部经向气流振荡达最大值后6
.

7

天
,

东亚季风区 rr C z 振荡才有所响应
; 而85 0 hP a 上 1 1 0 E 处 过 赤 道 气流的振荡最大值

却在地面IT C Z 振荡后的 2 天才出现
,

这可能与不同高度 (层次 ) 的周期振荡传播速度有

关
.

因此表 5 中所反映的北半球高层环流 系统振荡峰值落后于地面 气压系统 (rr C z )
.

振

荡是 合理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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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半球
,

当地面 IT C z 40 夭振荡达到最强的 1
.

5 天后
,

8 5 0 hPa 上华南及沿海地区的

蕊 纬向气流振荡才达到最大值
; 2. 8夭后 50 0 h P a 上的西太平 洋副高振荡达最大

,

3. 3天后西太

平洋信风区振荡达最 大
.

由此表明季风区内
,

地面季风系统振荡对中
、

低层环流 系统振荡

具有一定的影响
.

五
、

东亚季风区内经 向气流振荡与中国南方降水的联系

由于中国东部 夏季降雨带随着季节变化是 由南向北推移的
,

本文就分别对南海北部 (海

口
、

东沙
、

西沙三站为代表 )
、

华南沿海 了厦门
、

广州
、

南宁三站 ) 和长江流域 ‘上海
、

南京
、

武汉
、

宜 昌四站 ) 的 日平均降水量所组成的时间序列进行最大嫡 谱分析
,

如图 6 所

不
。

( b )

8 0 40 2 7 20 16 13
.

5 10

〔二工二」一-上一」一- J 0 1
一

一1 1 1 口 1 上」
一 一L J 匕一L - 止一达- 曰L --J

8 7
.

2 6
.

6 5
.

5 d 80 40 2 7 20 16 1 3
.

5 10 9 8 7
.

2 6
。

6 5
.

5 d

OL目‘‘一二一上一止一
.

土
」
一 互 J I 月 J I

80 4 0 27 2 0 16 13
.

5 10 9 8 7
.

2 6
。

6 5
.

5 d

图 6 中国南方各区域降水的最大嫡 谱分布特征
(a ) 南海北部 (b ) 华南沿海 (e ) 长江流域

从图可 以看出
,

在夏半年南海北部和华南沿海的降水具有明显的 40 天左右周期振荡
,

而长江流域降水的振荡周期最为显著的是 80 天左右
,

其次才是 40 天
,

由此表 明中国南方的

孟 夏季降水都存在着 40 天左右的周期振荡
.

为了探讨降水振荡和经向气流振荡间的关系
,

这里分别对上述各地区的降水和各特征

区的经向气流作 30 一 50 天的带通滤波
,

所得结果如图 7 所示
.

由图可明显看出南海北部降水的 40 天左右振荡和 1 1 0
O

E 处过赤道气流的振荡
、

华南沿

海降水与中印半岛
一

南海经向气流振荡
、

长江流域降水和该地区经向气流振荡都分别有很好

的对应关系
,

且降水的振荡峰值都落后于经向气流振荡
.

为了进一步 了解它们的各 自的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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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
_

流域经向呱 。
‘

买线 ” 和降水 ‘派线
,

b
,

‘〔 E 附近过 赤道气流 (实线 ) 和南海北部伙 生州译水

扣印 孚崎 南海经向风 〔实线
!

和华
t

有降 水 (虚线

泉线

关系
、

这里 又分别求它们间的交叉谱

.

结果得到
,

其各 自相对应的两者凝 聚函数 都在 (). 汤

或以 仁
,

达到了信度()
. t)5 水平

.

而振荡位相值 南海北部降水振荡落后于 11 (, E 过赤道气流

振荡约 8 天
;

华南沿海降水落后 于中印 半岛 南海经向气流振荡约 雀天
;

长汰流域降 水落

后 j’. 该区经向风振荡 6
.

8 天
.

从而表明
一

了中国南方各区域降水的4() 天振荡分别和其南部的经

向六毛流振荡有密 切的联 系
,

且经向气流振荡要早 于降水振荡约 4 一 8 天

南方降 水的中期预报 具有 一定的参考意义
.

,

这一结果对中国

六
、

结 论

1
.

亚洲夏季各季风系统普遍存在着40 天
、

准 两周
、

准一周的振荡周期
,

其中以40 天

左右的周期振荡 为主的
,

在10 00 hP
a 上有南海

一

西太平洋IT Cz
、

澳大利亚高压
,

500
h

_

Pa t
-

是西太平洋副热 带高压
,

ZOo h P a 上为南亚高压
.

反映在跪 o h Pa 上经向气流 。 。 ) 振荡地区

的有1 1 o E 处过赤道气流
、

澳洲北部地区
、

中印半 岛
一

南海区
、

华南及 沿海区
、

长江流域

和印度地区 ; 而纬向气流 ( u ) 振荡以北半球低纬的印度南部
、

中印半 岛 南海和西太平

洋信风区最为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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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在低层85 0 h P a 上经向风 ( 。 ) 40 天左右周 期振荡中
,

南半球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振

异 荡与北半球东亚季风区内各系统振荡间的位 相存在着一定的联 系
·

东亚季风区内各系统间

振荡位 相都存在着向北传播 的征兆
,

其传播 一般由南海北部至长江流域约需 8 天时间
.

3
.

季风区内纬向气流 ( “ ) 的40 天左右振荡周期位 相的传播
,

由西太平洋信风区至

南海
一
中印半岛间具有较弱的自东向西传播特征

,

而印度南部至南海
一
中印半 岛间的传播

方向恰与上述相反
,

是由西向东传播的
,

平均约10 天左右
·

以上结果表明确定 105
O

E 附近大

致是东亚季风和印度季风的分界线 〔“〕是合适 的
.

4
.

长注中下游地区
、

华南及沿海区和南海北部的夏季降 水
,

亦普遍存在40 天左右的周

期振荡
.

其振荡位 相基本上分别落后于相应区域 (长江流域
、

南海北部和 1 1 0
O

E 处的赤道

地 区 ) 的经向气流 ( 。 ) 振荡位 相约 4 一 8 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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