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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半球副热带高压对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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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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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 文利用 1 9 7 4年 l月到 1 9 9 6年 1 2月重分析 (N O A A N C EP
一

N C A R C D A S
一

1 )

全球 50 0 hP a 位势高度场资料
,

及 同期赤道太平洋各海区 S S T 资料
,

研究了南北半

球副热带高压的变化特征及其对赤道东太平洋 S ST 变化的响应
.

结果表明
,

全球副

热带高压 的变化及对 ssT 的响应
,

在南北两个半球有很好的一致性
.

全球副热带高

压强度的变化与超前3个月 S S T 的正相关最为显著
.

对 S ST 响应最强烈的区域主要

在南北纬3 00 之 间的低纬
,

低纬地区局地 SS T 对副热带高压也有强烈的影响
.

从1 00 到

3 00 纬度
,

对 SS T 的响应分别落后于赤道 2一 9个月
.

在中
、

高纬大气环流 的响应表现

为波列特征
,

对暖 S ST 及冷 S S T 的响应波列基本相反
,

但对暖 S S T 的响应更为显

著
.

海温和 副热带高压的月际持续性有 明显的季节变化
,

副热带高压9 ~ 1 0月的相关

障碍可能与 N in 6C 区 SS T S~ 9月的相关障碍低 点有关
.

关健词 南北半球 副热带高压 赤道东太平洋海温

1 引言

60 年代
,

Bj er k ne
s [l,

2〕首先注意到赤道太平洋地区海水表面温度 (S S T ) 的变化
,

与低纬

大气环流间有很密切的关系
,

而且赤道东太平洋地区 SS T 的异常不仅通过 W al k er 环流对低

纬大气环流产生影响
,

还通过 H ad ley 环流对北半球中高纬的大气环流产生影响
.

Bj er k ne
s
认

为
,

ssT 偏高时
,

H a dl ey 环流的上升支和下沉支都加强
,

北半球副热带高压和中纬西风也随

之加强
,

同时副热带高压的轴线更偏向赤道阁
.

反之
,

S S T 偏低时
,

北半球副热带高压和中纬

西风将减弱
.

H or el 和 W
a ll ac e [4j 则提出赤道东太平洋 S S T 的异常

,

可通过大气波列的方式影

响北半球行星尺度大气环流型式
,

K aro ly [5] 则把这种关系进一步推广到南半球
.

80 年代以来
,

大量的研究显示 EN SO 具有全球范围的影响[6j
,

许多地区的气温
、

降水等天气
、

气候要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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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与赤道东太平洋地区 SS T 有着密切联系
.

但是
,

关系最显著
、

信号最清晰的主要还是低

纬地区[7]
,

而副热带高压作为低纬最重要的环流系统
,

在 ssT 的异常与区域天气
、

气候的变

化联系机制中
,

是关键环节之一 因此
,

副热带高压对赤道东太平洋 S S T 变化的响应规律如

何
,

尤其引起人们的重视
.

陈烈庭 [s] 探讨了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与赤道太平洋海温相互作用的

可能机制
,

减恒范和王绍武[9] 研究了北半球低纬 50 0 hPa
高度及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度

、

面

积
、

西伸脊点
、

北界
、

脊线等指标与赤道东太平洋地区 S S T 的关系
;
向元珍和包澄澜 [l0 〕讨论

了北半球大气环流对 SS T 异常响应的传播特点
.

由于缺少南半球的系统性资料
,

以前的研究多限于考虑 S S T 对北半球副热带高压的影

响
,

尤其是对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影响
,

而热带太平洋海温对南半球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则

研究得很少
.

南半球副热带高压与赤道东太平洋地区 S S T 关系如何 ?做为一个整体
,

全球副热

带高压对赤道东太平洋 SS T 变化的响应又如何 ?本文将对此进行分析
.

2 资料与方法

热带太平洋海温资料包括 e Pe 公布的 N i石0 1+ z (0
0

一 1 0
0

5
,

9 0
。

一 so
o

w )
、

N i五0 3 (S
O

N

~ 5
0

5
,

1 500 ~ 9 0
o

w )
、

N i五0 4 (S
O

N ~ 5
0

5
, 1 6 0

0

E ~ 1 5 0
0

W )
、

N i五0 3
.

4 (5
“

N 一 5
0

5
,

1 7 0
0

~ 1 2 0
0

W ) 区海温和 Ni 茄C (0o ~ 1 0 05
, 1 80

。

一 9 0o w ) 海温
,

使用多种海温对 比可以判断对副热带高

压影响最显著的海区
.

全球5 00 hPa
高度场资料为最新的重分析资料 (N O A A N c EP

一

N c A R

CD AS
一 1 )

,

取 1 00 经度 x s
。

纬度格式
,

许多研究 已经指出
,

重分析资料的可靠性是有保证

的 [, ,
,

, 2 ]
.

海温资料和 5 0 0 hPa 高度场资料取统一的时 I’ed
,

从 1 9 7 4年 l月到 1 9 9 6年 1 2月
.

首先定义副热带高压强度指数来表征副热带高压的强弱
:

在给定区域里
,

所有 5 00 hP a
位

势高度 ( x g
.

so 6 ) / k g ) 超过 5 7 2 7 0
.

s J/ k g ”的格点
,

与5 7 2 7 0
.

s J/ k g 差值除9 5的累加和
.

即

如果格点5 0 0 hPa
位势高度等于 5 7 3 6 5

.

g J/ kg
Z , ,

则加 1
,

5 7 4 6 6
.

g J/ k g
, , ,

则加2
,

其余以此

类推
.

取 57 2 70
.

8 J/ kg 作为标准是考虑到如果标准太低
,

月份之间差别不大
,

反映不出月
、

季

和年际变化 ; 如果标准取得太高则许多月份值为。
,

失去了定义的意义
.

为了区别出各地区对

海温响应的可能差异
,

考虑到多年平均副热带高压的中心位置
,

分别对 以下区域进行定义和

统计
:

(1 ) IN ^ :
10

0

~ so
0

N
, llo

O

W 一 6 0
0

E ; (z ) I
N P : 一0

0

一 soN
,

7 0
0

E 一 1 2 0
0

W ; (3 ) IsA : 1 0
0

~ 5 0 05
, 8 0

o

w ~ 7 0
o

E , (4 ) I阳
: 10

0

~ 5 0
0

5
,

8 0
O

E 一 9 0
o

w
; (5 ) I

n : 1 0
0

一 5 0
o

N ; (6 ) 几
: 10

0

~ 5 0
0

5 ; (7 ) Is
: so

o

N ~ 5 0
0

5
·

几A
代表北大西洋副热带高压强度

,

九
P

代表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度
,

Is
;

代表南大西洋副

热带高压强度
,

IsP代表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度
,

I
。

代表北半球副热带高压强度
,

I
,

代表南

半球副热带高压强度
,

I
。

代表全球副热带高压强度
.

国家气候中心曾定义了西太平洋副热带

高压强度指数
,

经度范围为1 1 0o E 一 1 8 00
,

标准取 5 7 6 63
.

I J/k g ‘’
.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度

指数与几
,
的关系也较好

,

二者距平的相关系数达 0
.

77
.

由于南北半球季节的差异
,

用各月副热带高压强度距平来做为强度指数
,

就会存在南北

l) 5 7 2 70
.

S J/ k g 一 5 84 0 g pm ;

2 ) 5 7 3 6 8
.

g J/ k g = 5 85 0 g p m ;

3 ) 5 7 4 6 6
.

g J/ k g 一 5 8 6 0 g p m ;

4 ) 5 7 6 6 3
.

I J/ k g = 5 8 8 0 g p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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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球指数间的季节差异
,

如果用各月副热带高压强度标准化值来作为强度指数
,

则可消除这

种季节差异造成的指数间的时滞假象
.

例如用距平代表的 I
。

与 I
,

之间的同时相关系数为

0
.

7 9
,

而用标准化值代表的 I
。

与 I
,

之间的同时相关系数则提高到 0
.

90
.

可见
,

经过各月标准

化处理的副热带高压强度指数的更具有代表性
.

因此本文将使用经过各月标准化处理的副热

带高压强度指数
.

表1 各区域副热带高压强度指数之间同时相关系数

I N ^ INP I ŝ ISP 几 几 几

IN ^ 1
.

0 0 0
.

8 5 0
.

8 2 0
.

8 2 0
.

96 0
.

8 5 0
.

9 3

I N P 0
.

8 5 1
.

0 0 0
.

8 2 0
.

8 7 0
.

97 0
.

8 8 0
.

9 4

了s A 0
.

8 2 0
.

8 2 1
.

0 0 0
.

8 6 0
.

8 6 0
.

9 7 0
.

9 2

I s P 0
.

8 2 0
.

8 7 0
.

8 6 1
.

00 0
.

8 8 0
.

9 6 0
.

9 4

I
。 0

.

9 6 0
.

9 7 0
.

8 6 0
.

88 1
.

0 0 0
.

90 0
.

9 7

I
。 0

.

8 5 0
.

8 8 0
.

9 7 0
.

96 0
.

9 0 1
.

0 0 0
.

9 6

I
: 0

.

9 3 0
.

9 4 0
.

9 2 0
.

94 0
.

9 7 0
.

9 6 1
.

0 0

3 赤道东太平洋海温对南北半球副热带高压的影响

全球副热带高压强度指数 I
: 、

北半球副热带高压强度指数 In 和南半球副热带高压强度指

数 I
。

变化过程见图 1
.

图中可以看到
,

全球及南北半球副热带高压强度变化的趋势
、

极大值
、

极小值
、

转折点等都非常接近
,

特别是几次强的 E N SO 事件时期
,

表现非常突出
.

北半球副

热带高压强度指数 I
。

与南半球副热带高压强度指数 1
.

间同时相关系数达0
.

90
,

二者与全球副

热带高压强度指数 I
:

相关分别为0
.

97 和。
.

96
.

各区域副热带高压强度指数都是同时相关系数

吐

弓

1 97 4 19 7 8

图1

19 86 1 99 0

(年份)

19 94 19 96

副热带高压强度指数与海温变化

a
.

全球副热带高压强度指数 几 b
.

南半球副热带高压强度指数 人

c
.

北半球副热带高压强度指数 I
。

d
.

Ni 而c 区 Ss T

最大
,

即没有发现有地区间的超前
、

落后现象
.

因此
,

可以得到结论
;
从月

平均来看
,

南北半球以及不同经度副

热带高压的变化基本可以认为是同

时发生的
.

为 了讨 论 副 热带 高 压 变 化 与

S S T 关系
,

这里共选用了 5个常用的

赤道东太平洋海温指数与各副热带

高压指数计算相关系数 (见表2 )
,

发

现南半球副热带高压与 S ST 的关系

甚至还略高于北半球
.

这充分证明赤

道东太平洋 ssT 不仅 影响 w a lk e r

环 流
,

也影 响太平洋的经 向环 流
,

w a n g [ , 3

增 用南
、

北太平洋低纬 (1 0
0

)

和中纬 (30
“

) 几个区域地面经向风定

义经向环流指数 (Im)
,

研究了 Im 与

赤 道 东 太 平洋 S S T 及 w al ke
r 环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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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翎毕华

指数 I
,

的关系
,

发现 I
w

和 Im 都与 SS T 有密

切关系
,

K ar ol y[5j 也指出赤道太平洋出现暖事

件时
,

赤道到 2 00 5 左右和赤道到 20
O

N 左右的

热带太平洋500 hP a
高度会同时出现正距平

,

南北大致对称
.

从整体来看
,

南
、

北半球和全球副热带高

压强度与 N i五。C 区 S S T 相关最高
,

但大都有 3

个月的落后
.

由于 人与 Ni 而C 区 S ST 是所有

相关系数中最高的
,

所以又作了 I
:

与 Ni 五。C

区 SS T 交叉谱分析
.

图2是交叉谱分析的凝聚

谱值和位相差
,

从达95 %信度水平的46 个月左

右周期的位相看
,

上述相关分析中的 S S T 的

数月超前关系是显著的
.

但从纬圈平均来看
,

从赤道到南北约30
。 ,

有一个传播的过程
.

图3

是南北半球低纬沿纬圈平均 500 hPa
高度距平

4 6 0

划胆眠魁

为月一粼
一

一扩
一

毕扩一
一 8

落后 !步长

1
.

和 N i五
。c 区 ss T 交叉谱分析

尸les�eses卜wewelLeeee-Lesesjse
‘.Jeseses�esesjwelJ-esesLg自书名汤42刃图l

八UnU00八U

左纵坐标及实线为凝聚谱值 右纵坐标及点线为

位相差 位相差正值代表 SS T 超前几

抓睽拭毕

O八一z护61�1
.

4八j,‘

:

自曰�日自曰00nllnU10
.

N 10 . 5

、、旧S/S

肥产25’百
n�月.,‘、气�

声,‘

0
.

5

0
.

4

3 0 . N

级喊米毕

0

0

一 0

4 0 .

N
4 0

6

5

0
.

1

0
.

0

一 0
.

1

一 5 1 0 5 0 15 15 0

落后月数

扮廿拦翁
二

廿l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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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0
.

6 卜 洛

奥
.

.

⋯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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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
’

2

尾孤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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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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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

:
一

N 8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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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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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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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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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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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图3 全球纬圈平均 500 hP 。
距平与 Ni 五

o C 区 S S T 的交叉落后相关系数
a

.

左为北半球 右为南半球
,

横坐标为落后月数
,

负号代表 SS T 超前
,

正号代表 S ST 落后

b
.

横坐标为纬度
,

图中数字为 SST 超前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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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N i五o C 区 SS T 的交叉落后相关
.

从 100 5 到 3 00 5
,

相关系数逐渐降低
,

这表 明副热带高压受

N i石o e 区 ss T 影响在逐渐减弱
,

最大相关系数在 1 0
0

5 为0
.

7 4
,

到 3 0
0

5 仅为0
.

2 5 , l o
O

N 为0
.

7 4
,

30
O

N 为 0
.

23
.

随时间推移
,

S ST 对5 00 h P a
高度的影响逐渐向南北两个副热带传播

.

Ni 茄C 区

SS T 与纬圈平均 50 0 hPa
高度距平的最大相关系数

,

1 00 5 出现在50 0 hPa
高度落后 2个月

,

1 50

S 为3个月
,

到 3 0
0

5 则是落后 9个月
.

lo
o

N 出现在5 0 0 hPa
高度落后 2个月

,

2 0
o

N 落后 4个月
,

2 5
0

N 为5个月
,

30
O

N 落后 7个月
.

但是
,

最显著的传播主要集中于南北 2 00 之间
,

图 3b 中赤道附近

的两个相关峰值
,

随落后时间的推移逐渐向副热带传播
,

但不超出南北2 00
,

而在图3a 上 3 00 ~

4 00 纬度表现出的相关系数的高值
,

与落后 3到 12 个月3 00 ~ 4 00 纬度的相关系数都在上升有关
,

并非低纬相关高值传播所形成
.

表2 副热带高压强度指救与海表沮度的相关系橄

N i石0 1 + 2 N i而3 N i石0 4 N i孟0 3
.

4 N i汽o C

滞后
r
.

二 ; 。
滞后 、

二 r 。
滞后

r .
:

r0 滞后
r m.

二 r 。
滞后

r
.

二

0
.

2 9 3 0
.

3 7

一一
3 9 2 0

.

4 6

0
.

3 9

0
。

4 7

0
。

4 6

0
.

4 8

0
。

4 6

0
。

4 8

0
.

4 7

0
.

5 1 0
.

5 6 4 0
.

6 4 0
.

5 1

0
.

5 6 0
.

5 1 4 0
.

64 0
.

5 1

0
.

6 ]

0
。

6 3

0
.

5 1 3 0
.

6 0

3 7 2 0
.

4 5

3 7 2 0
.

4 5

0
。

5 7 0
-

0
。

5 8 0
-

0
。

5 7 0
-

5 5

5 7 0
.

6 5 0
.

6 0 3 0
.

6 8

玩扬IŝI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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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 为同时相关系数
, r 四

二

为最大相关系数
·

不过
,

从表 2也可以看出
,

虽然大部 SS T 指数超前副热带高压3个月相关系数最大
,

但中

太平洋 ssT 对副热带高压的影响
,

有比东太平洋早的趋势
,

偏早约l ~ 2个月
.

最近20 多年来
,

发生的 EI N i五。 与 L a N i五a 事件都是以第2类居多
,

即海温的异常首先出现在中太平洋
,

然后

向东太平洋传播
.

因此
,

副热带高压对不同海区 S S T 响应时间上的差异
,

可能就与近来第 2类

EI N i石。 和第2类 L a N i五a
事件居多有关

.

4 赤道东太平洋海温对南北半球中高纬大气环流的影响

为了研究赤道东太平洋海温异常对中高纬大气环流的影响
,

计算了 N i五。C 区 S S T 与同时

到落后 15 个月全球5 00 hPa
高度场的相关系数

.

发现两个最突出的特点
:

一是低纬显著正相关

区
,

在南北3 00 纬度之间直到高度场落后 12 个月仍很明显
,

而且正相关区范围随落后时间的增

加无明显变化
,

直到 13 个月以后连续的正相关区才显著缩小为多个减弱的中心
.

另一个特点

是环太平洋地 区有明显的波列伸向中高纬度
.

图4给 出同时及高度场落后 3个月的相关系数分

布图
.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上述两个特点
.

为了对第一个特点作进一步分析
,

图5a 给出太平洋

所在半球 (1 1 0o E 一 70o w )各纬圈平均高度的同时至落后巧个月相关系数
.

图5a 有一个明显的

特征
,

尽管从相关峰值的大小来看
,

高度场落后 S S T 三个月相关系数最大
,

但正相关的峰值

至落后 15 个月时仍未超出南北纬20
。

左右的范围
.

这就是说
,

至少在太平洋地区
,

上节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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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N i石oC 区 S S T 与 (a) 同时及 (b) 落后3个月 soo hP
。
高度距平的相关系数

的 SS T 的影响向副热带的传播受到了限制
.

分析表明这可能与太平洋区域 S S T 的变化有关
·

图 sb 给出N伍oC 区 S S T 及各纬度太平洋ss T 同时至落后巧个月的相关
,

可见图形与图5a 十

分相似
.

Ni 而C 区 SS T 与各纬度 SS T 相关的峰值亦未超出南北纬 2 00
.

这说明赤道东太平洋

S S T 对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有可能是通过 S S T 的传播再对 5 00 hPa
高度产生局地影响

.

另外
,

在图4中中高纬两个半球的正负相关中心都是相间分布
,

表现为显著的波列特征
.

北太平洋及北美地区为 PN A 型
.

南半球在新西兰东北洋面是一个相关负中心
,

别林斯高晋海

为一正中心
,

在南非与南极大陆之间的洋面为另一负中心
,

南半球的这种波列分布与 P N A 型

很相似
,

而且波列的分布主要是在太平洋所在半球
.

对流层中高层对赤道东太平洋 S S T 变化

响应的波列特征
,

K a r o ly [ 5 ]曾在 H o r e l和 W a lla e e [‘〕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个示意图
,

不过 K a r o ly

的主要依据是 1 9 7 2 ~ 1 9 8 3年中的3次暖事件 5 00 hPa
高度季节距平合成分析

.

为进行检验和对

比
,

我们作了5个冬季和夏季 5 00 hPa
高度距平合成图

,

5个北半球冬季分别是 1 9 7 6 / 1 9 7 7年
、

1 9 8 2 / 1 9 8 3年
、

1 9 8 6 / 1 9 8 7年
、

1 9 9 1 / 1 9 9 2年和 1 9 9 4 / 1 9 9 5年
,

5个北半球夏季分别是 1 9 7 6
、

1 9 8 3
、

1 9 5 7
、

1 9 9 1
、

1 9 9 3年
,

结果见图6
.

北半球夏季
,

北太平洋的负距平中心比 K a r o ly 的更偏北
;

太平洋低纬地区南北半球也没有两个对称的正距平中心
; 南半球中高纬的波列除了南美南部

没有负值中心外
,

大致与 K ar ol y 一致
.

北半球冬季
,

北半球的 PN A 型非常一致
,

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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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阿留申地区的负距平中心比加拿大西部正距平更强
;
低纬的两个正距平中心中

,

北半球

的中心也要强于南半球
;
南半球中高纬的波列仍然稳定清晰

,

而在 K ar ol y 的示意图中
,

主体

是负的距平
,

正距平非常弱
.

取5个冷 SS T 的夏季和冬季作合成分析
,

结果基本与暖 SS T 时

相反
,

而且强度较暖 SS T 时弱
.

因此总体来看
,

南北半球中高纬都存在对赤道东太平洋 S S T

变化的波列响应
,

而且波列的形式相似
;
波列的季节差异北半球大于南半球

,

12 一 2月大于 6

~ 8月
,

暖事件强于冷事件
.

5 副热带高压与赤道东太平洋海温异常季节变化的相关障碍

许多研究工作指出
,

不管是观测资料的分析还是数值模式的模拟结果
,

热带大气与海洋

都存在一个春季
“

预报障碍
” ,

即低纬地 区环流指标和 s sT 的持续性 在 3 一 5月份显著下

降[l ‘1.]
.

而北半球及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持续则在秋季 (9 一10 月 ) 存在
“

障碍
” [l ‘〕

.

既然

SS T 与全球副热带高压强度有很密切的关系
,

那么二者的持续性为什么不同呢 ?

T orr
e
nc

e
和 w eb

s te r
最近的工作指出[1’〕

,

ssT 的持续性在不同的海区是不一样的
,

持续

性的最低值的出现在时间上也是有差别的
.

因此
,

我们计算了 5 0 1和各海区 ssT 相邻月间的

相关系数 (图7b)
,

发现各海区间差别很大一个特点是各海区相关系数变化幅度差别比较大
,

最大的是 Ni 而l+ 2区
,

变幅为0
.

1 5
,

最小的 Ni 五o4 区仅为0
.

04
,

前者几乎是后者的4倍
.

另一

个显著特点相关低值点出现的月份都不尽相同
,

Ni 石ol + 2区在 1
、

2月和2
、

3月最低
,

Ni 石
。 3 区

在 3
、

4月
,

N i而3
.

4区s
、

6月
,

N i孟o4 区 7
、

s月
,

N i孟。C 区是 6
、

7月和 s
、

9月最低
.

可见
,

5 0 1

和 N in 0 3区持续性的
“
春季律碍

”
最为典型

.

起始月份

图7 副热带高压强度指数 (a ) 和 S S T (b) 的持续相关系数

横坐标为起始月份
,

表示当月与下一月份的相关系数
,

如
:

1代表 l月与2月份间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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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SS T 不同
,

虽然各副热带高压强度指数反应的区域不同
,

还存在南北半球季节之间的

差异
,

但各区域副热带高压强度指数相邻月间的相关系数则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

不仅是持

续相关系数的变幅接近
,

变化特征和低值出现的时间也几乎一致
.

图7a 是副热带高压强度指

数相邻月份间的相关系数
,

很显然
,

副热带高压强度指数的变化都是在 7
、

8月和9
、

10 月相关

降低
,

1一 5月间
,

持续相关很高
,

最高的是 5
、

6月
.

可见
,

副热带高压的持续相关主要是
“

秋季障碍
”

.

对 比图7a 和图7b
,

发现 Ni 五
。C 区 SS T 的持续相关变化与副热带高压的变化非常

相似
,

而副热带高压强度的月际变化要落后于 N i五。C 区 SS T 的月际变化1个月
.

这说明副热

带高压的9一 10 月的相关障碍可能与 Ni 而C 区 SS T S~ 9月的相关障碍低点有关
.

图8是各月 1
.

与 N i五。C 区 SS T 的落后 1一24 个月的相关系数
.

1. 随落后时间的增加
,

相关

系数并不是持续下降
,

而是隔数月后
,

相关系数又显著提高
.

1月 Is 落后 9个月时相关系数极

小
,

落后 10 个月极大
,

落后 13 ~ 14 个月又变成极大值
, 8月落后2个月

、

3个月
、

6个月和 9个月

时相关系数分别为极小值
、

极大值
、

极小值和极大值
.

可见持续性的变化有一定的规律
,

都

是在特定的月份出现相应的变化
,

为此
,

在图中分别标出4条等月份线
, a
为 10 月份

,

b 为n

月份
, C
为2月份

,

d 为 5月份
.

副热带高压强度持续性的这种变化特点与 N i五。C 区 sS T 有什

么关系呢 ?Ni 石oC 区 S S T 持续性最好的是5~ 6月份
,

显著正相关可持续达1年之久
,

最差的是

2 ~ 4月份
,

显著正相关仅持续约半年左右
.

持续性在4一 5月间有一个突然增加的过程
.

可见
,

副热带高压强度各月持续性在5 ~ 6月份出现显著正相关
,

在 2一 3月出现相关极小值
,

是与

N i五。c 区 ssT 在5一 6月的高持续性和2一 4月的低持续性相对应的
.

因此
,

副热带高压的持续

相关系数是一个振荡减弱的过程
,

其持续相关结构与海温持续相关结构的差别说明副热带高

压不仅受海温的影响
,

还与大气运动本身的特征有关
.

翼翼粉粉檐檐河一一
幸叹级侧

落后月份

图8 各月 I
:

与 S S T 的持续相关系数

6 结论

6
.

1 南半球副热带高压对赤道东太平洋 ssT 的响应与北半球类似
,

并且也是落后 3个月时最

显著
.

6
.

2 30 05 一 3 0o N 的低纬地区 5 00 hPa
高度场对 ssT 有强烈的响应

,

最大相关系数达 0. 7以

上
.

相关峰值随时间向南北半球副热带传播
,

传播最显著的区域集中在南北2 00 之间
.

6
.

3 中高纬 5 00 hPa
高度对赤道东太平洋 ssT 的响应在太平洋最为明显

,

表现为很强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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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

无论南半球还是北半球
,

12 ~ 2月波列最清楚
.

对冷事件的反应与对暖事件的反应相反
.

‘
.

4 全球副热带高压异常的月际持续性有明显的季节变化
.

9 ~ 10 月持续性最小
.

这种相关

障碍与 E N S O 的春季障碍不同
.

副热带高压的相关障碍可能与 Ni 而c 区 S ST S一 9月的相关

障碍低点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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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sPo n se o f g lo b a l s u b tr o Pie a l h ig h s to th e e q u a to r ia l

e a s te r n Pa e ific S S T a n o m a ly

G o n g D a o yi
, ’

W
a n g S ha o w u ‘

]
.

烧户
a 雌

~
t
of Ge OP 勺

szc s ,

P e k in g U n i

vern
ty

,

B d 户, 9 10 0 8 7 1

A肠 tr a c t

—Ba
s e d o n th e r e a n a lys is d a t a o f g lo ba l 5 0 0 hp a g e o p o te n tia l h e ig h t (N CE p

一
N C A R C D A S

一
1 ) a n d

t r o p ie a l p a eifie SS T s , th e e ha r a e te r is t ie s o f t he g lo ba l s u b t r o p iea l h ig hs a n d th e ir r e s p o n s e ro t r o p ie a l e a s te r n

Pa e ifie SS T a r e in v e s tig a te d
.

R e s u lt s sh o w th a t th e g lo ba l s u b t r o p iea l hig h s r e s p o n d t o S S T eo n sis t e n t ly
·

S u b
-

t r o p ie a l h ig h in te n sity e o r r e la t es t o th e 3 m o n th s le a d in g S S T m a x im a lly
.

T h e r e la tio n sh ip s be tw e e n S S T a n d

5 0 0 hP a h e ig h t s t a n d o u t in lo w la tit u d es
.

T h e tim e fo r 5 0 0 hP a he ig h t r e a e h in g m a x im u m eo r r e la tio n t o S S T

15 2 mo
n th s la te r in la titu d e o f 10

0 a n d 9 m o n th s in la tit u d e o f 3 0
0 th a n e q u a t o ria l z o n e

.

A n d th e r e s p o n se o f

a tm o sp h e rie e ire u la tio n o v e r e x t r a t r o pie p e r fo r m s a s w a v e t r a in
, a n d the r e sp o n s e 15 m o r e sig n ifiea n t in th e

e o n ditio n o f w a r

me
r

SS T
.

Pe r s is te n e e o f SS T s a n d su b t r o p ie a l h ig h s e h a n g e o bv io u s ly fr o m s e a so n to s e a so n
·

M in im u m p e rs is te n e e o f s u b t rb p iea l h ig hs in Se p te m b e r a n d O e to be r m a y r e la t e to th e lo w p e r s is te n e e o f

SS T s in A u g u s t a

nd Se p te m be r
·

K ey w o r ds G lo b a l s u btr o p ie a l h ig hs , e q u a t o ria l e a s te r n P a e ifie SS 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