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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太平洋中纬 ( 3,
“
N )海

一
气热量交换的纬向分布 ( ca lc/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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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北太平洋西部和东部海
一
气热量交换的年变化 ( ca l c/ m

, ·
d )

- -

一西部 ;

— 东部
。

部海洋终年给大气输送热量
,

冬季最大值为 32 4 c al /
c
澎

·

d ,

夏季最小值为 1 2 7c al /
c
nzt

·

d ,

年较差为 20 0c al /
c
nzt

·

d
,

前者为后者 1
.

5 倍以上
。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
,

西部海域 (主要在黑潮暖流海域 )在北太平洋中纬海域海
一

气热量

交换场中
,

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

因为该海域的海
一

气热量交换的量值与年变化都较东部海

域大得多
。

可以预计
,

这一海域的海
一

气热量交换的变异对中纬大气环流可能有重要影响
。

二
、

北太平洋中纬海域海
一
气热量交换对其上空大气环流的影响

经对 1 9 6 3年 7 月一 1 9 7 2 年 12 月计 1 14 个月的北太平洋西部海
一

气热量交换值逐月

进行计算后
,

再取 2 1
O
N

,

1 2 5
o E ; 2 5

o
N

,

12 5
“ E ; 2 9 “

N
, 1 3 0 “ E : 3 3O

N
, 1 3 5

“ E 二 3 3 O N
,

x 4 o
“ E ; 3 3

“
N

, 1 4 5
“ E ; 3 5 o

N , 1 5 0 “ E ; 3 7
o
N

, 1 5 5
O E ; 3 7 “

N
, 1 6 0 “ E ; 3夕

“
N

, 1 6 5 O E 等 10

个站
,

计算其平均值
。

这些站正位于黑潮流轴附近
,

其平均值的变化可以代表西部海域

海
一
气热量交换的特征

。

由于感热值量级较小
,

特别是在夏季
,

这里采 用潜 热输送 值

(汤 ) 来表征该海域的总海
一
气热量交换

。

为消除年变化
,

将计算的逐月潜热值分别减去

各月的多年平均值
,

丛而得到逐月的距平值
。
为消除小的扰动

,

又对资料进行了 5 个月滑

动平均
。

北太平洋上空大气环流的特征采用该区上空纬向环流指数表示
,

读取 25
“
N

,

50
“
N

,

14 0
“ E一 14 0

“

W
,

每隔 1 0 个经度的 s o omb 高度值 ( h ) 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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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潜热的相关
。

纵坐标为相关系数的绝对值
,

平行于横坐标的虚线为 0
.

00 1信度临界值

(
,
~ .0 3 2 )

。

由图可见
,

两者同期的相关最好 (
r
~ 一 0

.

4 5 )
。

前期 1一 2 个月大气环流对

当月潜热和当月潜热对后期 1一 2 个月的大气环流的相关也都超过 0
.

0 01 的信度
。

这一结

果表明
,

前期 I一 2个月和当月大气环流的状况影响当月海
一
气热量交换的多少

,

而当月海
-

气热量交换的多少影响当 月和后期 l一 2 个月的大气环流的状况
,

两者均为负相关关系
。

为进一步说明异常加热时的环流特征
,

我们选取两个典型月
,

其中 19 6 3 年 11 月纬向

环流指数为大的正距年
,

海
一
气热量交换值为大的负距年 ; 但 l , 7 0年 11 月恰相反

,

纬向环

流指数为大的负距年
,

海
一
气热量交换为大的正距年

。
.

这两个月的海上加热场见图 5 。

由

图可见
,

1 9 6 3 年 11 月沿黑潮有一带状高值区
,

最大值在 6 0 0 ac l/
。
心

·

d 以上
。 19 7 0 年

11 月
,
沿黑潮也有一带状高值区

,

但其最大值在 1 0 00 ca l/
。
nzt

·

d 以上
,

远远大于 19 6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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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 9 6 3年 1 1 月 (
a

)和 1 9 7 0 年 2 1 月 ( b )北太平洋西部海上加热场 (
e a l /

e
m

`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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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 9 6 3 年 1 1 月(
a

)和 1 9 7 0年 1 1 月( b )北太平洋上空 s o o m b 涡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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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海
一
气热且文换对北太平洋上空大气环流的影响过程

黑潮海域正处于太平洋长波槽脊附近
。

根据长波理论
,

当槽前有异常多的受热时
,

有

利于低层气旋和高空槽前高压脊的发展
。

相反
,

当槽前有异常少的受热时
,

则不利于高空

槽前高压脊的发展
。

由于西风带大型环流的变化过程就是纬向环流的破坏和建立过程
,

因

而纬向环流指数的强弱就反映了这一变化
。

当西风带槽脊发展时
,

纬向环流指数则减少 ;

当西风带环流平直时
,

纬向环流指数则加大
。

由此
,

从理论上解释了北太平洋西部中纬海

区海
一
气热量交换与北太平洋上空环流的负相关关系

,

即海
一

气热量交换大 (小 )
,

则纬向环

流指数小 (大 )
。

本文仍用 1 9 6 3 年 11 月和 1 9 7 0 年 11 月 , 00 m b 高度场和相应的海平面气压场来进

一步阐明这一过程
。

图 7 为 , 00 m b 高度距平场形势
,

比较 1 9 6 3 年 11 月和 197 0 年 11 月

的分布
,

可以明显看出
,

当海
一
气热量交换小于常年时 ( 19 6 3 年 11 月)

,

北太平洋西部和中

部为正距平
,

其最大值为 9 位势什米
,

东部为负距平
,

最大为一 12 位势什米 ; 当海
一
气热量

交换大于常年时 ( 197 0 年 11 月 )
,

北太平洋中部和东部为大的正距平
,

最大值为 + 19 位势

什米
,

西部为负距平
,

最大负值为一 18 位势什米
。

这两种距平场的分布表明
,

前者 (酋正

东负 )环流平直
,

后者 (西负东正 )环流经向度加大
,

尤其在太平洋中部和东部
·

的高压脊加

强
。

图 8
`

为相应的海平面气压场
,

两者比较
,

有以下几点差别
: 1 9 6 3 年 11 月

,

低压从中

太平洋到北美大陆连成一片
,

表示气旋主要呈纬向活动 ; 19 7 0 年 n 月
,

气旋的经向活动

加大
,

此时大陆冷高压比 19 6 3 年 11 月冷高压亦强 ; 19 6 3年 n 月
,

副高脊线偏南 ; 19 7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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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和 1 9 7 0 年 1 1 月( b ) s o o n 、 b 高度距平场 (位势什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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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我们可以得到北太平洋中纬海洋与其上空大气环流相互作用的一个简单

的不可逆模式
,

即
:
冷空气强 (弱 )一

海洋向大气输逆热量多 (少 )
一

太平洋的长波高

压脊加强 (减弱 )即经 (纬 )向环流加强和持续 ” 冷空气强 (弱 )
一

海洋向大气输送热量多

(少 ) , … … 。

一般说来
,

其维持时间的长短
,

取决于夏半年环流场的调整
。

四
、

小 结

1
.

北太平洋中纬海域终年向大气输送热量
,

西部明显大于东部 ; 热量交换的年变化
,

西部也比东部显著 ; 冬季冷空气强弱规定了海
一
气热量交换的多少

。

2
.

北太平洋西部中纬海域的海
一

气热量交换对北太平洋上空的大气环流有显著影响
。

当该海域有较常年为多的热量输人大气时
,

太平洋的长波脊发展
,

纬向环流就减弱 ; 当该

海域较常年较少的热量输人大气时
,

太平洋高压脊减弱
,

纬向环流就加强
。

这一过程的维

持与异常的海面非绝热加热有密切的联系
。

3
.

中纬海洋海
一
气相互作用是一种不可逆过程

,

它取决于冬半年的冷空气强弱
。

当冷

空气强 (弱 )时
,

海
一
气热量交换强 (弱 )

,

太平洋上空长波脊发展加强 (减弱 )
。

结果又反过来

促使冷空气持续强 (弱 )
。
如此不断进行

,

直到夏半年 ( 4一 10 月 )环流调整为止
。

西风带环流形势的变化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

低纬海洋的海
一

气热量交换对中纬环流

也有重要的影响
。
因此将中低纬海洋作为一个整体研究似应考虑

。
另外

,

有关中纬海洋

海
一
气相互作用的不可逆过程

,

在什么条件下能够维持和发生转换
,

是长期预报的关键
。

对此我们将作进一步的深人研究和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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