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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海冰北界对西北太平洋热带风暴

年频数变化影响的研究
于

李曾 中 袁佳 双

(国家气象局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

北 京 ) (山东省气象台
,

济南 )

人类生存的地球是 由不 同质态的大气圈
、

岩石圈
、

水圈及生物圈等共同组成
.

它们相

互作用
、

相互影响
,

形成 一个有机的整体
.

南极冰雪盖是地球水圈一个特殊形态组成部分
.

它由南极大陆上终年不化的冰雪及其周围的海冰所构成
.

一般认为
,

南极大陆冰雪 反照率

变化不大
,

对大气环流的影响较小
; 而 海冰的反照率则变化较大

,

与大气的相互作用亦较

显著〔’〕
.

南极四周海冰北界随着经度的不同有很大的差别
,

同时不同年份亦有重大的差

异
.

因此
,

研究南极海冰北界的变异规律无疑对了解南极冰雪对全球 大气环流及天气气候

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

南极与北极 一样
,

是地球上最重要的冷源之一 我国气象学者早就 注意到极地冰雪变

化对我国乃 至全球天气气候变化 的影响
.

李宪之用南极温度变化特征来解 释为何西北太平 产

洋九月份台风最多的事实 〔“ 〕
.

吕炯讨论 了北半球海冰与江淮流域旱涝的关系
、一

:‘〕
.

在研

究全球温度变化特征时
,

章名立
、

符徐斌等指出
:

南极 与赤道 及北极到北半球高纬度带是

全 球 三 个温 度 变 化最 早 的 地 区 卜‘〕
.

上述三地区的温度变化先于其他地区
,

它 们的变

化向外传递
,

引起中低纬度的温度变化
.

因此可 以认为
,

这些地区是全球气候变化 的感敏

点
,

业可能成为异常气候的源地曰
·

5 二

本文利甩19 73 一 19 82 年南极海冰北界及冰盖面积资料
“〕

,

分析 了它们 的变化 特征

及其对西北太平 洋地 区热带风暴 (包括 台风
,

下 同 ) 年发生频数 的影响
.

同时
,

也讨论了

它们与其他大气环流因子的关 系
.

一
、

分析事实 与讨论

利用国家气象局出版的台风年鉴资料
,

分析了19 7 3 一 19 8 8年西北太平洋地区热带风暴

逐年逐月发生次数
,

热带风暴统计范围为赤道以北至55 N
,

1() 5
二

E 一 18 0
,

统计标准按风

暴中心附近地面上出现最大风速
、 17

.

2米 / 秒为准
.

结果发现
,

19 7 4
、

19 78
、

19 8 0 一 19 82
、

19 84一 1 9 8 6年这些年或年段 为多热带风暴年
,

而 1 9 7 3
、

19 7 5
、

19 77
、

19 7 9
、

19 8 3及 1 9 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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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少热带风暴年
,

如图 1 所示
.

由图还可看 出
,

在近 16 年里
,

1 9 74 年为热带风暴发生个数最多的年份
,

全年共发生热

带风暴37 个
,

而 19 7 7 年则为发生个数最 少的年份之一
,

全年发生 22 个
,

仅次于 19 87 年 20 个

的数值
.

但因考虑 到我们所掌握在手的其他资料 的年限 时段
,

故选取 1 9 74 年为典型 的多热

带风暴年份
,

而选取 19 7 7年为少热带风暴的典型年份来予以分析研究
.

在统计逐年热带风暴发生次数时
,

发现每年的 8 月份表现突出
,

即在多热带风暴年中
,

8 月份风暴发生数较常年明显增多
;
而少热带风暴年中

,

8 月份热带风暴发生数较常年明

显减少
.

以我们选取的 19 74
、

1 977 两个典型年份为例
.

如图 2 所示
.

从图可 以看出
,

19 74

年之所以为多风暴年
,

主要是由于 19 74 年 8 月份热带风暴发生数与多年平均数相比
,

有较

大的正距平出现
;
而 19 7 7年 8 月则出现明显的负距平

.

其他年份亦有类似情况
,

如多风暴

的1 9 7 8年
,

少风暴的19 8 3
、

1 9 87年等 (图略 )
.

因此
,

我们 只需分析对比1 3 7 4年与 19 7 7年 8 月

份南极海冰北界及其他大气环流特征之差异
,

便可得悉多热带风暴年 与少热带风暴年产生

的可能原因了
.

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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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 7 3 一 19 8 8 年西北太平洋热带风

暴逐 年发生个数图

图 2 19 7
一

1年与 19 7 7 年 各月热带风暴发生数

与多年 (16 年 ) 该月平均数距平 图

Ja ck
a 利 用19 73 一 19 82 年南极海冰资料

,

分析了海冰的气候状况 〔7 〕
.

结 果如 图 3
、

4 所 示
.

图 3 给出了南极海冰北界和面积按月之分布
.

4 一 9 月是南极的寒季
,

是海冰

稳定生长季节
,

9 月海冰面积达最大
.

10 月南极进入暖季
,

海冰融化
,

面积开始缩小
,

至 2 一 3 月海冰面积达最小
.

南极海冰的年际变化也 十分明显
,

如图 4 所示
.

由图可见
,

19 73 一 19 74 年海冰面积有扩展的走黔
,

19 74 一 19 7 7 年海冰面积稳定收缩
,

19 77 一 19 81 年海

冰面积 又稳定上升
,

19 81 年后又有收缩
.

其中 19 74 年海冰覆盖面积最大
.

1 977 年最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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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南极海冰平均北界和面积

按 月分布图 (据文献 〔7 〕)

图 4 历 年南极海冰北界最北位 置和最大面积

(单位同图 3 )分布 图 ( 19 7 3一 19 8 2 年
,

据文献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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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与我们所统计的近年来 19 74 年西北太平洋热带风暴发生数最多
,

19 7 7 年 最 少的事实是

相一致的 (见图 1 )
.

从 10 年海冰面积扩展和收缩的变化来看
,

海冰面积 的变化似乎存在有

多年的周期性
.

即海水北界最北位置和最大面积 的变化似乎存在较缓慢 的
、

至少 6 至 7 年以

上的准周期性变化
,

而西北太平洋热带风暴全年生成数的变化却有短得多的年际变率
,

两

者相差极 大
,

似乎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

但是如果我们选取 了适合的时段
,

适当的地 区和

恰当的变量
,

那么
,

它们之 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就将被揭示出来
.

图 5 给出 7 月南极海冰北界 (90 E 一 18 0 平均值
,

以南纬度数表示 ) 年变率的逐年演

变图
.

从图可见
,

多热带风暴的 19 74
、

1 9 78
、

198 1 一 19 8 2年均处在波谷上或低值区
,

说明

这几年海冰北界均北伸
,

而 19 7 5 一 19 77
,

19 7 9 一 19 8 0 年这些少热 带风暴年份
,

变率均在上

升区域
.

这说明多台风年里
,

南极海冰北界 比前一年 7 月大幅度北伸
,

少热带风暴年海冰

北界则明显南缩或变化不大
.

图中 19 8 0年变率较大
,

但 1 9 8 0年在图 1 中为较多热带风暴发

生年 (在平均线之上 )
,

似乎有些矛盾
.

但如将东北太平洋热带风暴发生数也统计在内
,

那

么就整个北太平洋热带风暴来说
,

19 8 0年确定 为少热 带风暴年份 (图 6 )
,

这样
,

19 80年的

变率处在峰值上就是 十分 自然的事 了
.

这里值得
一

提 的是
,

我们选取 了西北太平洋热带风

暴发生最多月份 8 月的前 一个月
: 7 月

; 同时选取了 对 影 响 西 北太平 洋热带风暴形成关

系较大的90 E 一 18 0
。

这一区间
.

该经度区间里
,

在低纬度 与南极之间正好是澳 洲地区
.

这

样
,

两者之 间相互性的物理意义可以这样理解
:

当海冰北界较前
‘

年北伸时
,

在对流层 中

部
,

中纬度西风带向北推进
,

中纬度气温下降
,

南极 洲附近绕极低压带向赤道扩展
,

使南

北 (中纬度与赤道间 ) 气压梯度力加强
,

澳洲相应地爆发寒潮
,

来 自南半球的强冷空气容

易越过赤道进入北半球
,

强冷空气所加来的动能
,

便 易于触发赤道辐合带中的扰动
,

发展 钾

成热 带风暴
.

反之
,

当南极海冰北界缩向极心时
,

南极 洲附近绕极低压带向极地收缩
,

中

纬度西风带南撤
,

中纬度温度上升
,

南北 间气压梯度力减小
,

强冷空气不 易越过赤道
,

因

而热带风暴的生成也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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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 9 7 3 一 19 8 2 年 7 月南极海冰北界 (9 (j E 图 6

一 18 0 平均
,

南纬度数 )年变率逐 年演变图

19 7 3 一 】9 85 年北太平洋地区热带风

暴发生 总数 逐年变化图

为了更好地表征多热带风暴年与少热带风暴年南极海冰变化情况
,

我们还绘制 了典型

多热带风暴的 19 74 年及少热带风暴的 19 77年极 冰北界逐月演变图如图 7 所示
.

图中虚线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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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74 年值
,

点虚线为 19 7 7年值
,

实

线为多年平均值
.

由图可见
,

南半

球夏季的 1 一 3 月
,

多风暴的 19 74

年南极极 冰北界偏南 (偏向南极 )
,

到南半球冬季 ( 6 一 9 月)
,

19 74 年

极 冰北界 比 1 9 7 7年 明 显偏北 (偏

向赤道 )
,

这就更清楚地说明了
:

多

热带风暴年份在西北太平洋风暴季
图 7 19 八 年

、

19 7 7年南极海冰北 界逐 月演变图

节里
,

南极海冰北界明显地向北伸展
; 而在少热带风暴年份

,

即使在风暴季节里
,

南极极

冰北界较多年平均北界界限亦明显地南缩而偏 向极地
.

二
、

主 要 结 论

从以上分析 与讨论可得出以下几点主要结论
.

1
.

从现有资料可以看出
,

南极海冰北界最北位置和最大面积分布似乎存在着 6 一 7

年以上较 长的准周期性变化
,

而西北太平洋热 带风暴发生 的年频数却有短得多的变化周期
,

两者似乎存在着较大的矛盾
;

2
.

取90 E 一 18 0 区间内 7 月南极海冰北界平均值的年变率进行分析
,

发现它们 与西

北太平洋热带风暴生成的年频率变化 曲线有较好 的相关
:

多热带风暴年份
,

南极 海冰北界

年变率值处在较大的负值区或曲线谷点上
; 少热 带风暴年则相反

,

处在较大的正值区或波

峰上
;

3
.

典型的多热 带风暴年 ( 19 7 4年 ) 及少热 带风暴年 (1 9 7 7年 ) 南极 海冰北界逐 月演

变 曲线分析表明
,

多风暴年当年的 1 一 3 月 (南半球夏季 )
,

南极海冰北界明 显南缩
;

而当

年的 6 一 9 月 (南半球冬季 )
,

极冰北界 则明 显偏北 (偏向赤道 )
.

也 即当西北太平 洋地区

为多热带风暴年时
,

当年南极地 区表现出为
“
暖夏

”

和“
冷冬

” 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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