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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利用中国气象局整编的 t|w| ∗ t||{年的热带气旋年鉴资料 o分析了西北太平洋热带气

旋k× ≤l的源地 !活跃地 !变性和消亡地 !北上率 !变性率和消亡率及强度和移动等气候特征

的纬度分布 o揭示了热带气旋在不同纬度带活动的一些基本事实 o旨在为进一步研究热带气

旋与不同纬度带环流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物理机制奠定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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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热带气旋k以下简记 × ≤l的移动路径对源地k起报地点l的敏感

性≈t  o并将其作为 ≤��°∞� !≥⁄{x等预报方案中的一个基本影响因子≈u  ∀源地不同通常

意味着纬度也不同 ∀近年来 o非对称结构 !/ Β效应0对 × ≤ 移动的影响受到高度重视≈v ∗ x  o

这里的 Β即为柯氏参数(φ)的纬度变化率 ∀研究表明 o× ≤ 在移动过程中因其中心所在纬

度的变化即会引起 × ≤ 路径的偏折≈y  ∀可见 o纬度变化对 × ≤ 活动的影响已被人们所关

注 ∀然而 o不同纬度带的 × ≤ 各具怎样的活动特征 o至今尚未见到专门的研究报导 ∀

本文利用中国气象局整编的 t|w| ∗ t|{{年的5台风年鉴6≈z 和 t|{| ∗ t||{年的5热带

气旋年鉴6≈{ 资料 o统计并分析了西北太平洋k包括南海 o下同l×≤在不同纬度带活动的气候

特征 o旨在为进一步揭示 ×≤与不同纬度带环流系统相互作用的物理机制奠定基础 ∀

t  源  地

t|w| ∗ t||{年的 xs年间西北太平洋共有 tzwz个 × ≤k包括热带低压 × ⁄!热带风暴

和强热带风暴 ×≥和台风 × ≠ o下同l生成 o平均每年 vw q|个 ∀其中 o{zs个k年平均 tz qw

个l达到 × ≠k中心附近最大风速大于 vu qy °r¶l的强度 !xws个k年平均 ts q{个l只达到

×≥k中心附近最大风速界于 tz qu ∗ vu qx °r¶l的强度 !vvz个k年平均 y qz个l仅为 × ⁄k中

心附近最大风速界于 ts q{ ∗ tz qt °r¶l的强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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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s qxβ ∗ vu qsβ�的宽广纬度带内均有 × ≤ 生成 o其中源地最南的是 t|zv年 tu月 ut

日 s{ }ssk北京时 o下同l生成的第 u{号台风 !最北是 t|z|年 {月 tu号 tw }ss生成的第

图 t  × ≤ 生成频数的纬度分布k间隔 u个纬距l

tz号台风 ∀而且 o× ≤ 的源地具有显

著的纬度不均匀分布k图 tl }wβ �

以南地区很少有 × ≤ 生成kxs年间

共 tx个 o不到总频数的 t h l !以北

× ≤的频数迅速增大 o至 tsβ�附近

达到峰值k共 uvv 个 o占总频数的

ty h l o然后逐渐减少 ot{β �以北

则迅速减少 o在 vsβ�及以北地区

只有 z 个 × ≤ 生成kw 个 × ⁄!u 个

×≥ !t 个 × ≠ l o不到总频数的

s qx h ∀

  不同强度级k指生命史中能达到的最大强度 o以下简记 Ι µl的 × ≤ o其源地的纬度分布

也不完全一致 ∀从图 t可见 }× ⁄级的 × ≤ 源地呈双峰分布的特征 o主峰值在 t{β�附近

k约有 tz h的 × ⁄在这里生成l !次峰值位于 tsβ�附近k约占 × ⁄总频数的 tt h l ~×≥ !× ≠

均呈单峰分布特征 o但 ×≥的峰值在 tyβ�附近k约有 tv h的 ×≥在这里发生l !× ≠ 的峰值

则位于 tsβ�左右k约占 × ≠ 总频数的 tz h l ∀不难发现 o× ≤ 越强 o其高频发生地k主峰

值l越偏南 ∀

  × ≤ 的源地具有显著的季节变化 o并清

楚地反映在各月 × ≤ 高频发生地及最北地

k最北的源地l的纬度变化上k图 ul ∀w月高

频发生地最偏南 o位于 yβ�附近 ~以后逐渐

北移 o至 { !|月最北 o在 t{β�左右 ~再以后

迅速南退至 tt月的 {β�附近 o并一直稳定

到 v月 ∀

由图 u还可见 o源地的最北地和高频发

生地纬度的季节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但最北

地的月平均最低值出现在 u月k约 tsβ�l !与
图 u  × ≤ 源地的高频发生地和最北地

纬度的季节变化

高频发生地仅相距 u个纬距左右 ~以后随季节逐渐北移 !与高频发生地的间距也随之增

大 o至 z月两者的间距最大 o约有 t{个纬距 ~{ !|月最北地的纬度达到最高 o位于 vuβ�附

近 o与高频发生地的间距约 tw个纬距 ~随后 o最北地的纬度迅速减小 !与高频发生地的间

距也迅速减小 o至 tu月最北地南退到 tuβ�附近 !与高频发生地的间距也减小到 w个纬

距 o并稳定维持到 t月 ∀不同强度级的 × ≤ o其源地的高频发生地和最北地纬度的季节变

化趋势基本一致k篇幅所限 o图略l ∀

各强度k Ι µl级的 × ≤ 在不同纬度带的生成概率不尽相同k图 vl o表明 × ≤ 的最大强度

与源地关系密切 ∀由图 v可见 o源地的纬度越低 o在其生命史中能充分发展并达到 ×≥和

× ≠ 强度的概率就越大 }在 tsβ�以南地区生成的 × ≤ 有 ys h以上能发展成 × ≠ !ux h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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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v  各强度级 × ≤ 生成概率的纬度

分布k间隔 u个纬距l

能发展成 ×≥ !约有 tx h只能达到 × ⁄

的强度 o往北 × ≠ 的生成概率逐渐减

小 !× ⁄的概率逐渐增大 o至 uxβ �左

右 o× ≠ !×≥ !× ⁄的生成概率接近相等 o

再往北 o× ≠ 的概率继续减小 !× ⁄的概

率总趋势仍然增大 o但 u{β�以北 o× ≠

的生成概率反而增大 !而 × ⁄在 u{β�

附近的生成概率却明显偏低 o仅 t{ h o

不到最大值 zx h kvuβ�附近l的 trw ∀

×≥生成概率界于 × ⁄与 × ≠ 之间kuyβ

�以北除外l o且与 × ⁄的分布基本反

位相 ∀

u  移向 !移速

为了总体上把握西北太平洋 × ≤ 的移动特征 o我们计算了 t|w| ∗ t||{年间西北太平

图 w  × ≤ 平均移向 !移速的纬度分布

k间隔 u个纬距l

洋 × ≤ 在各纬度带k间隔 u个纬距l内

的平均移向 !移速k图 wl ∀结果表明 }

西北太平洋的 × ≤ 生成后 o通常向西北

偏西 ) 东北偏东的方向移动 !移速界

于 tz ∗ ys ®°r«之间 ∀其中 o在 uβ�

以南地区活动的 × ≤ 移向最偏西 o平均

移向角为 tsy qvβk规定向南移为 sβ !向

西移为 |sβ !向北移为 t{sβ !向东移为

uzsβ o下同l oxsβ�附近的 × ≤ 移向最

偏东 o平均移向角为 uww qtβ ~移动最慢

的是 usβ � 附 近 的 × ≤ k移 速 约

tz qw ®°r«l !最快的是 x{β�附近的 × ≤k移速约 x| qz ®°r«l ∀

由图 w可见 }wβ�以南的 × ≤ 平均移向随纬度升高由西北偏西方向顺时针旋转到接

近正北方向 owβ ∗ tsβ�移向由接近正北逆时针旋转为西北偏西 o以后随纬度的增大又作

顺时针旋转 o至 tyβ�移向变为西北偏北 !至 vsβ�附近接近正北 !至 wsβ�变为东北偏东 o

并一直稳定到 xsβ�附近 oxsβ�以北则作为逆时针旋转 o至 x{β�附近又接近正北 ∀ × ≤ 的

平均移速在 usβ�以南有随纬度增大减小的趋势 o但 yβ ∗ usβ�相对稳定在 t{ ®°r«左右 o

以后随纬度的增大移速逐渐增大 o至 wwβ�达到 w{ q{ ®°r«owwβ�以北移速又逐渐减小 o

至 xyβ�为 vw q| ®°r«o再往北则突然增大 o至 x{β�达到最大k为 x| qz ®°r«l ∀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强度k指当时的强度 o以下简记 Ιl的 × ≤ 在各纬度带内的移动

特征 o我们按 × ≤ 在该纬度带内k生成 !移入l的中心附近最大风速的大小分为 × ≠ !×≥和

× ⁄级 o计算了它们在各纬度带k间隔 u个纬距l内的平均移向 !移速k如图 x所示l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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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β�以南没有达到 ×≥和 × ≠ 级的 × ≤ !xuβ�以北未出现达到 × ≠ 级的 × ≤ !xyβ�以北没有

达到 ×≥级的 × ≤ o为比较方便 o图中仅给出了 wβ ∗ xuβ�各强度级 × ≤ 的移速 !移向的纬度

分布 ∀

图 x  各强度级 × ≤ 平均移速k¤l !移向k¥l的纬度分布k间隔 u个纬距l

  由图 x可见 }wβ�附近 ×≥的移速明显偏慢 !移向明显偏东 ~而各强度级的 × ≤ 在 wβ ∗

vsβ�区域的移速 !移向均非常接近 o且移速相对稳定 !移向则有随纬度增大作顺时针旋转

的趋势 ~vsβ�以北地区 o各强度级的 × ≤ 移速随纬度增大迅速增大k且 × ≤ 越强增大得越

快l !移向继续作顺时针旋转 o至 wwβ�附近 × ≠ 和 × ⁄的移速均达到最大k分别为 y{ ®°r

«!wx ®°r«l o再往北 × ≠ 和 × ⁄的移速则有减小的趋势 !×≥的移速仍有增大的趋势 o至

xuβ�附近时 × ≠ 的平均移速仅为 uy ®°r«!× ⁄的移速虽在 xuβ�附近有突然增大但仍比

×≥k约 w| ®°r«l的小 ∀从图 x还可发现 o除个别地区k如 wβ�!xuβ�等l外 o× ≤ 越强 o则其

移速越大 !移向越偏西 ∀

v  北上率

西北太平洋的 × ≤ 生成后通常向偏北方向k西北偏西 ) 东北偏东l移动 o但在移动过

图 y  × ≤ 北上频数的纬度分布k间隔 t个纬距l

程中有的很快减弱消亡 !只能到达较

低的纬度 o有的则发展强盛且能进入

较高的纬度 ∀统计表明 o西北太平洋

的 × ≤ 能到达的最高纬度是 x{β �o

t|w| ∗ t||{年间仅一次kt|zz年 |月

tv日 s{ }ss生成的第 tt号台风l ∀图

y给出了 t|w| ∗ t||{年间能穿越k包

括到达 o下同l各纬度线k间隔 t 个纬

距l的 × ≤ 频数k以下简称/北上频数0l

分布 ∀

  由图 y可见 }× ≤ 的北上频数随纬度呈单峰分布特征 o峰值位于 t|β�ot|w| ∗ t||{年

xs年间共有 |zz个k年平均约 t| qx个l× ≤ 穿越了该纬度 ~不同强度级k Ι µl的 × ≤ o北上频

数的纬度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o但 × ≤ 的强度级越强 o同一纬度的北上频数越多kt|β�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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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上频数约为 ×≥的 v倍 !× ⁄的 y倍l ∀wβ�以南的近赤道地区 o由于 × ≤ 的生成数很

少 o所以北上频数也很少 ∀此外 o能北上至 xsβ�及以北地区的 × ⁄也非常少见 ot|w| ∗

t||{年 xs年间仅有 t个 ∀

显然 o北上频数的多少与该纬度线以南生成的 × ≤ 数有关 o为了进一步描述在某一纬

度线以南生成的 × ≤ 中 o有多少能北移穿越该纬度线 o我们定义 × ≤ 的北上率k Ρϕl }

Ρϕ =
Νϕ

Νϕs
≅ tss% (t)

式中 Νϕs !Νϕ分别为在纬度(ϕl以南生成的 × ≤ 频数和能穿越纬度(ϕ)北上的 × ≤ /北上频

数0 ∀

  图 z为 t|w| ∗ t||{年 xs年间西北太平洋 × ≤ 北上率的纬度分布 o表 t则列出了不

同强度级k Ι µl的 × ≤ 在某些特定纬度处的北上率 ∀可见 o× ≤ 的北上率随纬度升高呈准线

性的递减趋势 ∀其中 oxβ�及以南地区活动的 × ≤ 均能北上进入更高的纬度带 !在 uxβ�

以南地区活动的 × ≤ 也约有半数能北上 !vxβ�以南的 × ≤ 则不到 trv可以继续北上 !而能

图 z  × ≤ 北上率的纬度分布k间隔 t个纬距l

进入 xsβ�及以北地区的 × ≤ 则很少k不

到 x h l ∀图 z和表 t还表明 o不同强度级

k Ι µl的 × ≤ 北上率的纬度变化趋势基本

一致 o且强度级越强 !同一纬度处的北上

率越大 !相同北上率的纬度越高 ∀特别

地 o对于 × ≠ o能达到 tru和 trv北上率的

最高纬度分别为 vsβ�和 wsβ�左右 ~对于

×≥则分别为 usβ�和 vsβ�左右 ~而 × ⁄

分别为 txβ�和 usβ�左右 o且很少有 × ⁄

能进入 wsβ�及以北地区 ∀
表 1  不同强度级(Ιµ)的 ΤΧ在部分纬度处的北上率 %   

xβ� tsβ� txβ� usβ� uxβ� vsβ� vxβ� wsβ� wxβ� xsβ� xxβ�

×≤ tss qs {| qt zz q{ yx qz w{ q{ ws qw vt qt ut qv tt q{ w qw s qt

× ≠ tss qs |y qu {| qz {t qv yy qs xx qx wx qv vv qs z qs z qt s qt

×≥ tss qs zz q{ yy qs xw qx vz qv vu qs uu qu tw qv z qt u qw s qu

× ⁄ tss qs zy q{ xu qz vz qs us qy tw qz { q| u qw t qx s qv s qs

w  活跃地

对于能穿越同一纬度线的 × ≤ o有的可能仅穿越一次 !有的可能穿越多次 o有的可能

很快就穿越了 !有的则穿越得较慢 o因此 o必然表现出在同一纬度带内的滞留时间不同 o即

出现的点数不同k5台风年鉴6和5热带气旋年鉴6中每 y小时一个点l ∀t|w| ∗ t||{年 xs

年间共出现 × ≤ 的点数 xty{|个 o年平均有 × ≤ 的/相当天数0kk点数 p × ≤ 频数l ≅ yruwl

约 ux{天 ∀其中强度k Ιl能达到 × ≠ 级的相当天数约 yy天 o达 ×≥和 × ⁄量级的相当天数

分别为 {t天 !ttu天左右 ∀

图 {给出了 × ≤ 在各纬度带k间隔 u个纬距l出现的点数分布 ∀可见 o× ≤ 的出现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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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出现点数的纬度分布

k间隔 u个纬距l

随纬度呈单峰分布特征 o峰值位于

t{β�附近 k约占 × ≤ 总点数的 ts h l ~

不同强度k Ιl级 × ≤ 的出现点数均呈单

峰型的纬度分布 o但强度k Ιl越强 !峰

值k活跃区l的纬度越高 o其中 o× ⁄的

活跃区在 twβ�附近k约占 × ⁄总点数

的 ts h l !×≥和 × ≠ 的活跃区均在 usβ

�左右k约各占其总点数的 tt h 和

tv h l ∀

× ≤的活跃区还具有显著的季节

变化 ∀如图 |所示 ou !v月 × ≤ 的活跃

图 |  × ≤ 活跃区的月季变化

区最偏南k约 tsβ�l o以后随季节逐渐

北移 o至 z月达到最北k约 uuβ�l o再随

季节逐渐南落 o至 tu 月位于 tuβ�附

近 o并稳定维持至 t月 ∀不同强度k Ιl

级的 × ≤ 活跃区的季节变化趋势基本

一致 o但强度k Ιl越强 o活跃区有越偏

北的趋势 o特别是 { ∗ tu月尤为显著 ∀

而 z月 × ⁄!×≥和 × ≠ 的活跃区均位于

uuβ�附近 ot月和 v月的 ×≥活跃区明

显偏南 !x 月的 ×≥ 活跃区则明显偏

北 ∀

x  强  度

图 {已清楚地表明 o不同纬度带内出现的 × ⁄!×≥及 × ≠ 点数不尽相同 o这即意味着

不同纬度带的 × ≤ 平均强度k Ιl存在差异 ∀统计表明 ot|w| ∗ t||{年的 xs年间 o× ≤ 中心

附近最大风速平均以 uyβ�附近最大k约 v| qx °r¶l o是最小值约 tu °r¶k位于 uβ�!x{β�

图 ts  × ≤ 平均强度的纬度分布

k间隔 u个纬距l

附近l的 u倍以上 o× ≤ 中心最低气压平

均以 uβ�最高k超过 tsss «°¤l !uyβ�附

近最低k约 |{s «°¤l ∀

  图 ts给出了 × ≤ 平均强度k Ιl的纬

度k间隔 u个纬距l分布 ∀从 × ≤ 中心附

近最大风速的分布可见 o× ≤ 的平均强度

k Ιl随纬度升高并不单调递减 o而是呈单

峰分布 o峰值即位于 uyβ �附近 ∀而且

× ≤平均强度的增 !减随纬度的变化也不

均匀 }在 wsβ ∗ xsβ�的纬度带内 o× ≤ 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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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强度基本保持不变 ~而在 xsβ�以北地区 × ≤ 的平均强度则迅速减弱 ∀

由图 ts还可见 o× ≤ 中心最低气压的分布特征与 × ≤ 中心附近最大风速类似 o但在

xuβ�及以北地区 o× ≤ 中心的最低气压是降低的 ∀

y  变  性

× ≤ 在向偏北方向移动过程中 o暖心结构有时会受到破坏 o甚至变为半冷半暖的/半

热带气旋0或温带气旋和锋面气旋 o这就是所谓的/ × ≤ 变性0≈t  ∀t|w| ∗ t||{年 xs年间

共有 wxw个 × ≤ 发生变性 o平均每年约 |个k约占 × ≤ 总频数的 uy h l o× ≤ 的变性可发生

在 tyβ ∗ xsβ�之间的宽广纬度带内 ∀最南的变性 × ≤ 是 t|zt年 t月 {日 tw }ss生成的第

st号台风 o变性时位于 ty qsβ�otwt qvβ∞~最北的是 t|xx年 {月 v日 su }ss生成的第 tx

号台风和 t|xz 年 { 月 ts 日 us }ss 生成的第 ts 号台风 o变性时分别位于 w| qsβ �o

txy qsβ∞和w| qsβ�otvz qxβ∞∀

图 tt  × ≤ 变性频数 !变性率的纬度

分布k间隔 u个纬距l

图 tt给出了变性 × ≤ 频数的纬度k间

隔 u个纬距l分布 ∀可见 o× ≤ 的变性主要

发生在 vwβ ∗ wuβ�附近的纬度带内k约占

变性 × ≤ 总频数的 xs h l o且变性 × ≤ 的频

数具有显著的单峰型纬度分布特征 o峰值

位于 wsβ�附近k约占变性 × ≤ 总频数的

tx h l ∀

同样 o由于变性 × ≤ 的频数与该纬度

带内出现的 × ≤ 频数有关 o为了反映进入

某纬度带 × ≤ 的变性概率 o我们定义如下

参数 }

Τϕ =
Μϕ

Μϕs
≅ tss% (u)

式中 oΜϕ为(ϕp u) ∗ ϕ纬度带内变性 × ≤ 的频数 ! Μϕs为在(ϕp u) ∗ ϕ纬度带内活动的 × ≤

频数 !Τϕ即为(ϕp u) ∗ ϕ纬度带内的 × ≤ 变性率 ∀

统计表明 o进入 vwβ ∗ w{β�纬度带内的 × ≤ 约有半数以上会发生变性 o是变性 × ≤ 的

主要发生地区 o其中又以 wuβ�附近的变性率最高 o达 yx h左右 ∀图 tt同时还给出了 × ≤

变性率的纬度分布 ∀可见 owuβ�以南 o× ≤ 变性率的总趋势是随纬度升高逐渐增大 !wuβ�

以北则有逐渐减小的趋势kw{β�附近除外l !xsβ�以北迅速减小到 s ∀

z  消  亡

t|w| ∗ t||{年间西北太平洋的 × ≤ 最北可伸展到 x{ qsβ�kt|zz年 |月 tv日 s{ }ss

的第 tt号台风l o最南在 w qxβ�即消失kt|zv年 tu月 uw日 s{ }ss的第 u|号台风l ∀

图 tu给出了 × ≤ 消亡频数的纬度分布 ∀可见 o× ≤ 有两个主要的消亡地带 o即呈双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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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tu  × ≤ 消亡频数的纬度分布k间隔 u个纬距l

分布特征 o主峰位于 uwβ�附近 !次峰

位于 wuβ�附近 ∀不同强度k Ι µl级 × ≤

消亡频数的纬度分布也不尽相同 }uwβ

�以南地区 o相同纬度带内消亡的

× ≠ !×≥和 × ⁄频数接近相等 ~但 uwβ�

以北消亡的 × ⁄和 ×≥频数迅速减少 o

它们在整个纬度带kwβ ∗ x{β�l内的分

布呈单峰型 o峰值即位于 uwβ�附近 ~

× ≠ 消亡频数的纬度分布与 × ≤ 的趋

势基本一致 o且 uwβ�以北地区同一纬

度带内的消亡频数明显多于 ×≥和 × ⁄o这与不同强度k Ι µl级 × ≤ 具有不同的北上率及北

上频数的纬度分布不无关系 ∀

为了进一步揭示进入某纬度带的 × ≤ 中有多少会在该纬度带内消亡 o定义如下形式

的消亡率k δϕl }

δϕ =
Λϕ
Λϕs

≅ tss% (v)

式中 oΛϕ为(ϕp u) ∗ ϕ纬度带内消亡的 × ≤ 频数 !Λϕs为在(ϕp u) ∗ ϕ纬度带内活动的 × ≤

频数 !δϕ即为(ϕp u) ∗ ϕ纬度带的 × ≤ 消亡率 ∀

对于西北太平洋的 × ≤ oyβ�附近的消亡率最低k约 z h l !x{β�附近最高k达 tss h l o

图 tv给出了 × ≤ 消亡率的纬度分布k间隔 u个纬距l ∀可见 o在有 × ≤ 发生消亡的纬度带

kwβ ∗ x{β�l内 o× ≤ 的消亡率随纬度的升高有逐渐增大的趋势 ∀但在 wβ ∗ vsβ�的纬度带

内 o× ≤ 消亡率的变化缓慢 o其值维持在 ts h左右 o其中 uwβ�附近有一极大值ktx qy h l o

uwβ ∗ vsβ�的纬度内有减小的趋势 ∀vsβ�以北地区的 × ≤ 消亡率则增加明显 o至 xwβ�附

近达到 xt h oxyβ�和 x{β�更分别高达 |y h和 tss h ∀

图 tv  × ≤ 消亡率的纬度分布k间隔 u个纬距l

  图 tv同时还给出了不同强度k Ι µl级的 × ≤ 消亡率的纬度分布 ∀可见 }× ≠ 和 ×≥消

亡率的纬度变化趋势与 × ≤ 基本一致 o而 × ⁄的消亡率则呈波动状分布kv{β�以北更为明

显l ~wwβ�以南地区 o× ≠ 的消亡率最小 !× ⁄最大 !×≥界于其间k{β�附近除外l o表明 o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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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率随强度增强而减小 ∀此外 ot|w| ∗ t||{年间未发现在 wyβ�!xuβ�附近及 xyβ�以北

地区消亡的 × ⁄∀

{  结  论

t|w| ∗ t||{年的资料表明 o西北太平洋的 × ≤ 活动具有显著的纬度差异 }

ktl × ≤ 的生成频数随纬度呈单峰分布 o峰值位于 tsβ�左右 owβ�以南 !vsβ�以北地

区则很少有 × ≤ 生成 ∀强度k Ι µl级越强 o其源地的高频发生地纬度越偏南 ∀而且 × ≤ 源

地的高频发生地和最北地的纬度还有明显的季节变化 }w月最南 o并随季节北移 o至 { !|

月最北 o以后随季节南落 ott月至翌年 v月则相对稳定 ∀源地位于 uxβ�附近的 × ≠ !×≥

和 × ⁄的频数基本相同 o以南 × ≠ 明显多于 × ⁄!以北则少于 × ⁄∀

kul × ≤ 生成后 o通常向西北偏西 ) 东北偏东的方向移动 !移速界于 tz ∗ ys ®°r«之

间 ∀其中 ouβ�以南的 × ≤ 移向最偏西 oxsβ�附近的 × ≤ 移向最偏东 ~usβ�kx{β�l附近的

× ≤移动最慢k最快l ∀除 wβ ∗ tsβ�及 xsβ ∗ x{β�的区域外 o移向随纬度的升高作顺时针

旋转 ~移速除 yβ�附近及 wxβ ∗ xxβ�外随纬度逐渐增大 ∀twβ�以南的 × ≤ 向西北偏西方

向移动 !vsβ�附近接近正北 !wsβ�附近为东北偏东 !x{β�附近又接近正北 ∀除个别地区

k如 wβ�!xuβ�等l外 o× ≤ 越强 o则其移速越大 !移向越偏西 ∀

kvl 北上穿越 t|β�纬度线的 × ≤ 频数最多 o但 × ≤ 的北上率随纬度升高而减小 o且

× ≤ 强度k Ι µl越强 o同一纬度的北上频数 !北上率越大 ∀

kwl 从 s qxβ ∗ x{ qsβ�的宽广纬度带内均有 × ≤ 活动 o其活跃程度k出现点数l随纬度

呈单峰分布 o峰值位于 t{β�附近 o且强度k Ιl越强 !峰值k活跃区l的纬度越高 ∀ × ≤ 的活

跃区还具有显著的季节变化 }u !v月最南k约 tsβ�l o以后随季节逐渐北移 o至 z月达到最

北k约 uuβ�l o再随季节逐渐南落 o至 tu月位于 tuβ�附近 o并稳定维持至 t月 ∀

kxl × ≤ 的平均强度k Ιl随纬度升高并不单调递减 o而是呈单峰分布 o峰值即位于 uyβ

�附近 o其值k风速l是最小值k位于 uβ�!x{β�附近l的 u倍以上 !气压则相差 us «°¤以

上 ∀而且 × ≤ 平均强度的增 !减随纬度的变化也不均匀 }wsβ ∗ xsβ�的强度基本保持不变 !

xsβ�以北则迅速减弱 o但 xuβ�及以北地区的气压反而降低 ∀

kyl 平均每年约有 |个 × ≤ 发生变性 o× ≤ 的变性可发生在 tyβ ∗ xsβ�的宽广纬度带

内 o且呈单峰型纬度分布 o峰值位于 wsβ�附近 ∀进入 vwβ ∗ w{β�纬度带内的 × ≤ 约有半

数以上会发生变性 o其中又以 wuβ�附近的变性率最高k达 yx h左右l ∀wuβ�以南 × ≤ 变

性率随纬度升高逐渐增大 !以北逐渐减小kw{β�附近除外l !xsβ�以北则迅速减小到 s ∀

kzl × ≤ 最南在 w qxβ�即可发生消亡 ∀ × ≤ 的消亡纬度呈双峰分布 o主峰位于 uwβ�!

次峰位于 wuβ�附近 ∀uwβ�以南地区 o相同纬度带内消亡的 × ≠ !×≥和 × ⁄频数接近相

等 o但 uwβ�以北消亡的 × ⁄和 ×≥频数迅速减少 o且明显少于同纬度带内消亡的 × ≠ 频

数 ∀ × ≤ 的消亡率随纬度的升高有逐渐增大的趋势 o但在 wβ ∗ vsβ�内变化缓慢 ovsβ�以

北地区则增大明显 ∀其中 × ≠ 和 ×≥消亡率的纬度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o× ⁄则呈波动状

kv{β�以北更为明显l ∀消亡率随强度k Ι µl增强而减小 ∀

以上揭示了 × ≤ 在不同纬度带的显著不同的活动特征 o其物理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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