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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洋面上最小OLR轴与最大SS T轴

关系的气候学研究

蒋 尚 城 郭 炜

(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 )

热带洋向上的S S T (海表面温度 ) 是影响大气环流变化及气候异常的重要参数
.

众所

周知的埃尔厄诺事件即是首先从南美海岸的S ST 异常增温发现的
.

自有卫星 观 测 以 米
,

O L R (射出长波辐射 ) 亦己成为反映热带洋面上的大气凝结热源
、

降水量及对流 活 动 等

亚要现象的参数
,

}而得到 J
‘

越来越多的气象学家的重视和广泛的应用
〔‘ ’

.

事实 上
,

在 热

带洋面上 O L R 所反映的云是海气相互作川的产物
.

海洋对大气的相互作用 首 先 是 通 过

SS T 的变化来影响大气的
.

海洋上的大气受热对流产生的云 (反映为低 O L R ) 反过来 又

会阻挡太阳辐射而影响 S S T
.

所以研究 O L R 和 S S T 的关系应是研究海气相互作 用 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
.

L ieb m a m n 和 H ar t二 a m n 〔2 〕
在分析热带太平洋上 O L R 的年际变化时证

实了 O L R 的距平演变与南方涛动 (5 0 ) 的 SS T 距平紧密相关
.

M u r a k a m i 〔 3
·

‘’
等研究

了印度洋和太平洋上不 同时间尺度的 O L R 与 S S T 分量的变化关系
,

发 现 O L R 距 平 与

5 5
‘

r 撇 平滞后反相关
,

年际变化的 S S T 超前 O L R Z一 3个月
,

季节内变 化 的 5 5
‘

r 超 前

O L R 10 d 左右
.

蒋尚城
〔 5 〕
在分析热带洋面上 IT C Z 的气候学特征时曾指出

,

太 平 洋 上

双 IT CZ 的东西向季
一

节振荡是与该地区的暖水舌的东西振荡密切相关的
.

关于热 带 洋 询

上 S S T 与云带或 IT C Z 的 关系
,

S“lla “ 〕早在 70 年代初就分析过
,

提出了热带洋面上 云

带
一

与从大 S S T 轴婆本一致并位于址大 S S T 轴的偏北一侧
.

但 由 于 Sa ha
所 用 的 资 料 是

1 0 6 7一 19 7。平‘. 1期 E S SA 卫星云图所推得的
一

平均云量资料
,

其所得的热带洋面上的 云 带

分 布
一

与现在我们用长时期的高分辨的 O L R 资料所得到的 IT C Z 分布己有较大的出入
,

加

之他用以进行 比较的又是不同期的 (1 9 6 0年以前 ) 的 S ST 资料
,

因而其相互关系的结 采

有必要重新进行考察
,

以便进一步弄清楚热带洋面上不同地区
、

不 同 季 节 的 最 小 O L R

( I
’

fC Z ) 与址大 5 5
‘

r (暖水轴 ) 的气候学关系
.

这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全球热带洋面 上

的海 Z毛相互作用的气候学信息无疑 是有益 的
.

本 文 即 是 想 用 1 9 7 4一 1 9 8 5 年 间 9 年 的

N O A A 卫星观测的 O L R 资料与同期的 S S T 资料对此问题作更详细的研究
.

一
、

资料及其处理

本文所用的O L R 资料是美国N O A A 卫星系列一 日两次观测的射出长波辐射 资 料
,

时

捧
.

文于玉98 9 年生。月 4 日收到
,

修改稿于 1 9 9 。年 了月 12 日收到
.



蒋尚城等
:

热带洋面」: 最小 O L R 轴与最大S S T 轴

IbJ 为 1 0 7吐年 6 月至 1 0 5 4年 5 月 (其中缺1盯 s年 3 一 1 2 JJ )
,

范围是 3 0
’

S一3 0
’

N 之间的 全

球热带洋面上
,

格距为 2
.

5
’ .

S S T 是相同地区和时间范围的 2
0

x Z
’

网格点资 料
,

以 上 资

料
,

以上资料均由美国国家气候分析中心 (C A C ) 提供
.

二
、

气候平均图分析

首先
,

我们利用上述 g a 的 全球热带海洋上的 O L R 及 S S T 资料作 出 3 0
’

N 一3 0
‘

S
,

太平洋 ( 1 0 0
’

E 一6 0
’

W )及大西洋与印度洋 ( l 0 0
0

W 一 1 0 0
’

E ) 的 1
、

4
、

7
、

2 0月 的气 候

平均图
.

为了便于分析比较
,

我们将 O L R 和 S S T 画在同一张 图上 〔图 1 (a ) 和 (b )〕
.

为了突出分析热带辐合带附近的 O L R 和 S S T 的关系
,

以月 平 均 O L R 等 于24 ow m
一 2

的

等值线 (实线 ) 作为 IT C Z 的特征线
,

以 S S T 等于28 ℃ 的等位线 (虚线 ) 作为热带暖水

区的特征线
,

小于 2 40 W m
一 2

的最小 O L R 轴 线 (即IT C Z 轴 ) 以 粗 实 线 表 示
.

在 2 40 一

2 50 W m
一 2

之间的最小 O L R 轴 (弱 工T C Z 轴 ) 则 以点虚 线 表 示
,

大于 28 ℃ 的最大 5 5
‘

f

轴 (暖水轴 ) 以粗虚线表示
,

27 一 28 ℃之间的址大 S S T 轴 (弱暖水轴 ) 以双点虚线表示
.

由图工(
a
) 和 ( b ) 可看出

:

1
.

全球大部分热带洋面 I1’ C Z 轴位于大于 28 ℃的暖水轴附近
,

即便没有暖水 轴 对

应
,

也位于至少大于盯℃的暖水区内
,

这与 G r a llal n 和 Bar ne tt 〔’〕最近研究印度洋 和 太

平洋上对流变化认为深对流必须在27
.

5 ℃ 以上的暖洋面上发展这一结果基本一致
.

2
.

各大洋上 IT C Z 轴和暖水轴的关系
:

( 1 ) 在太平洋
,

东西部有明 显 差 异
.

东

部 (1 8 0
’

以东 ) 一年四季 IT C Z 与暖水轴都墓本上相吻合
.

但东南太
一

平 洋上除 1 月 以 外

虽有明显的暖 S S T 轴却无 IT C Z 轴与之对应
.

西部 (1 80
。

以西 ) 太平洋上两者的关系却

很差
,

除 1 月南半球的 IT C Z 与 SS T 轴相吻合较好外
,

其他季 节 在 南 北 半 球 双 IT C Z

之间夹有一暖水轴
,

而在 7 月最强 (大于 29 ℃ ) 暖水轴出现在 1 7
O

N左右的南海及
三

华律 宾

以东洋面上
,

工T C Z 却位于其南8一10 纬距的洋面上 (这与 S a h a
的结果完 全 不 同 )

,

这

种强暖水轴与 IT C Z 分离的现象说明 S S T 的升高对于对流加深的影响并 不 敏 感
,

因 此

IT C Z 的位置并不唯一决定于最大 S S T 轴
.

( 2 ) 在大西洋
,

I’r C Z. 与暖水轴吻合 情 形

较好
,

两者墓本重合
,

平均距离不超过两个纬度
,

位置偏于暖水轴靠极地一侧
.

但是 在 7

月和川月最强暖水轴出现的墨西哥湾加勒比海一带
,

却均无 IT C Z 与 之 对 应
.

( 3 ) 在

印度洋
,

相比太平洋和大西洋来说
,

印度洋上 IT C Z 与暖水轴的关系鼓为复杂
.

仅 在 1 月

(南半球夏季 ) IT C Z 与暖水轴的关系较好
,

基本重合
,

仅在西部 即马达加斯加的北缘两

者有较大的偏离
,

可能是由于陆地影响之故
.

其他季节 IT C Z 与暖水轴的南北两 侧 都 相

距较大
,

距离2一7个纬度不等
.

尤其 当 特 强 暖 水 轴 (SS T > 29 ℃ ) 出 现 时 ( 4 月 )
,

I’l’ C Z 可以远离暖水抽 13 个纬度以上
.

这种情况与 7 月的大西洋很相似
, 卜

再次 说 明 S 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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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尚城等
:

热带
‘

’

亡而上 {必卜()、R 抽与最少(S S T 轴

的增高对热带对流加深的影响不大这一事实
.

三
、

相关统计分析

为了进一步揭示不同洋面上 S S T 最大轴与
O L R 最小轴的位置及强度的相 关 关系

,

我们还分 区计算了印度洋
、 大西洋及东

、

中
、

西太平洋上 S ST 最大轴与 O L R 最小 值 的

位置及强度相关系数
.

各地区的经度范围见表
1 所列

.

由于最小O L R 与最大 S S T 轴在一

定的经度范围内并非都是连续的
(有时出现中断或跳跃的现象 )

,

另外也不是两 个轴均同
,

我们对所选取的样本作如下规定
.

时存在
,

为了进行有效的统计计算
,

我们对所远取「付件不针
一

如 r
_

现走一
_

二

1
.

最小 O L R 轴与最大 S S T 轴的确定
:

同一区域内各经度上的极仇 点连 JJR 一个轴
,

要求相邻两点的纬度不超过5
0 .

2
.

轴长必须大于或等于区域宽度的3 / 4
.

若一个区域内有一条以上的 工T C Z 或 暖水轴时
, 选取幸近赤道的最长的 左由作 样

本
必须同时有 IT C Z和暖水轴

.

根据以上标准选取样本
,

自然比原始资料样本 (1 08 个月 )要少
,

但也有足够的代 表

性
.

按上述条件
,

分别求各月中各区域的平均 O L R 和 S S T 的强度及其两者平 均 位 释

然后计算其纬度位置的相关系数R
甲

及强度相关系数 R
,

.

结果如下
:

表 1 最大 S S T 和最小 O L R 平均轴的相关系数

一
一

;

一
产~ - ~ - ~ ~ ~ ~ 一

地 区 N { 刀甲
(肠 ) } R J (肠 ) 一下!

-

不万}下万霖

碗巨口刃三一二⋯井
-

巴竺竺生{兰里⋯
北

{二上⋯一兰一
⋯

万件
似

平洋(’? 5
.

E 一 ‘? 5

绷 )

{
半

⋯生⋯
一

兰一已三兰
东

巡i{竺
~

⋯二兰少⋯
球

⋯
一

洲
一丝生 二竺乞

大 西洋 (2 0
’

一 “。
·

W ) 1 {
’7

!
(4 2 ,

「

卜
2 8 ,

(一 3 9 )

八仆一八一一L一一门
孟一�一了�‘一一

南半球

N 为样本数
,

R 甲
为纬度位置的相关系数

,

刀 I 为强度的相关系数
,

带 的表示通 过显著性检验 的 相关系

数

1
.

北半球东太平洋的最大 S S T 轴与最小 O L R 轴的位置
、

强度相关都最 好
.

其 次

是大西洋
,

其位置相关比强度相关更明显
.

最差是印度洋
,

两者均无明显相关
.

2
.

西太平洋无论南北半球均以强度相关明显
,

位置相关不明显
.

说明西太平洋上最

大 S S T 的强度对 I T C Z 的强度变化有明显的影 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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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中太平洋北半球强度相关更明显
,

而南半球则相反
,

二4卷

以位置相关明显
.

四
、

小结与讨论

根据全球热带洋面 。年 O L R 及 S S T 资料的分析和计算
,

得到主要结果如 下
.

1
.

热带洋面上 IT C Z 均位于高于27 ℃的暖洋而
_

!二
,

暗示 2 7℃可能是深对流发展的临

界条件
.

2
.

热带洋而上 IT C Z 和暖水轴的关系并非如 S a h a
所得出的结论那样各处都很好和

IT C Z 都位于最大 S S T 轴的靠极地一侧
.

只有东太平洋及大西洋以及 1 月的西南太 平 洋

和南印度洋两者基本垂合
.

有的地区和季节 IT C Z 位
一

r S ST 最大轴的靠极地一侧
.

但 相

即 2一7个纬度不等
,

也有的地 区和高S S T 季节 (如印 度 洋 4 月和 西 北 太 平 洋 7 月 )
,

l r C Z位于强暖水轴的靠赤道一侧而且偏离甚远 (8一 13 个纬距 ) 说明 5 ST 的增大对干对

流的加强敏感性不大
,

因而发生了 IT C Z 与暖 水轴明显偏离的现象
.

3
.

西太平洋虽然最大 S S T 轴 与 IT C Z 的位置关系不好
,

但 强度相关显著
,

说明西

太平洋 S S T 的距平可引起 工T C Z的强度异常
.

蒋尚城等
〔。 〕
曾指出

,

长江流域的早涝与西

太平洋 IT C Z 的位置关系不大
,

强度关系密切
,

因而启示我们 可以以西太平洋暖 水 区 的

S S T 变化来考虑长江流域的早涝预报问题
.

以
_

}几工作说明了全球热带洋面上 IT C Z 与最大 5 5
’

f 轴的关系相当复杂
,

因地 区
、

季

节的不同而不同
,

这也反映了不 同洋而
、

不同季节海气相互作用的气候学背景不同
,

对其

原因尚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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