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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 t|w| ∗ t||y年 w{年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k× ≤l的年个数资料和 t|x{ ∗ t||z年 ws

年南亚高压k≥� �l特征参数的月平均资料 o讨论了西北太平洋 × ≤ 年个数的年际 !年代际变

化 !年个数周期和周期能量等特点及其与 ≥� � 特征参数的关系和异常 × ≤ 年前期 ≥� � 环流

场和 tss «°¤高度场的特征 ∀结果表明 o西北太平洋 × ≤ 具有明显的年际和年代际变化 o前

期 ≥� � 对当年 × ≤ 频数有一定影响 o≥� � 中心位置偏北 !偏西 o中心强度偏弱时 o当年 × ≤ 偏

多 o反之 o当年 × ≤ 偏少 ∀

关键词 }西北太平洋  热带气旋k× ≤l  南亚高压k≥� �l  年际年代际变化

引  言

热带气旋k以下简称为 × ≤l o是破坏力最强的气象灾害之一 ∀而西北太平洋是全球

范围内 × ≤ 活动最频繁的海域 o因此对西北太平洋 × ≤ 进行分析很有意义 ∀以前 o许多学

者已经对西北太平洋 × ≤ 活动的气候学特征≈t ∗ v 及其运动路径和其结构对移动路径的影

响等方面≈w ∗ z 都做过大量的研究 ∀对大尺度环流和 × ≤ 活动间的关系也做过一些研究 }

叶英 !董波≈{ 分析了副热带高压 !西风带环流 !青藏高原指数和南方涛动指数的变化 o揭

示西北太平洋 × ≤ 活动的气候变化规律与大气环流特征量的相互关系 ~吴达铭≈| 讨论了

副热带西风急流 !副热带高压的活动位置及黑潮等大尺度环流与台风频率变化的关系 ~马

德贞等≈ts 对北半球极涡位置 !东亚西风强度指数及南半球大气环流变化特征与台风活动

的关系也做了很多分析 ∀

以前的工作主要研究 × ≤ 的气候学特征等 o对大尺度环流与 × ≤ 活动的关系也有一

些研究 o但主要讨论的是中 !下层大尺度环流与 × ≤ 之间的关系 o对更高层的大尺度环流

如南亚高压k≥� �l与 × ≤ 之间的关系研究不多 o而 ≥� � 是北半球 tss «°¤等压面上最强

大 !最稳定的系统 o对我国夏季降水影响很大 ∀张琼≈tt 利用 ≥∂ ⁄方法 o分析了 t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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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场对我国夏季降水的影响 o黄燕燕≈tu 及钱永甫≈tv 等也分析了 ≥� � 对我国夏季华北

和长江流域旱涝的影响 ∀众所周知 o我国夏季旱涝受 × ≤ 活动影响很大 o既然 ≥� � 与旱

涝关系密切 o则 × ≤ 与 ≥� � 和 tss «°¤环流形势之间必定也存在某种联系 ∀因此 o本文从

高层的大尺度环流研究其前期的特征对当年西北太平洋 × ≤ 频数的影响 ∀西北太平洋范

围定为 sβ ∗ xxβ�!tsxβ∞ ∗ t{sβ o根据国家气象局关于/采用国际热带气旋名称和等级标

准0的通知 o按热带气旋中心附近地面最大风速划分为台风 !强热带风暴 !热带风暴 !热带

低压四个等级 o本文所讨论的 × ≤ 是指所有发生在西北太平洋的 × ≤ ∀

t  资料和方法

利用 t|w| ∗ t||y年 w{年 × ≤ 年个数资料和 t|x{ ∗ t||z年 ws年 ≥� � 特征参数及

tss «°¤高度场和风场的 �≤∞°r�≤�� 资料 ∀采用小波分解方法分析 × ≤ 年个数的周期

及其周期能量 o用相关法确定 ≥� � 和 × ≤ 频数的时滞关系 ∀

u  结果分析

2 .1  ΤΧ频数及周期

  图 t是 t|w| ∗ t||y年共 w{年 × ≤ 的

年个数 ∀从图 t 可见 o× ≤ 发生的频率差

异较大 o多则超过 xs个 o少则小于 us个 o

平均年个数约为 vx个 ∀ys年代中期到 zs

年代初期 × ≤ 发生的频率较高 o这与穆海

振等≈u 讨论的 t|w| ∗ t||x年西太平洋 ×≤

活动的频数是一致的 ∀从 tt年滑动平均也

可以看出 o×≤在 ys年代中后期 !zs年代初

期有上升趋势 ∀

图 u是用小波分解方法得到的 × ≤ 年

个数周期k¤l和其对应的周期能量k¥l ∀从

图 t  × ≤ 年个数

k图中实线表示 × ≤ 年个数 o虚线表示 × ≤ 年个数

的 tt年滑动平均 o直线表示多年平均的 × ≤ 个数l

图 u  × ≤ 年个数周期k¤l o× ≤ 周期能量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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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个数图ku¤l可见 o × ≤ 年个数存在约 vs ∗ vt !t| ∗ us年的长周期 ox ∗ y !v ∗ w年的

短周期 ov ∗ w年的短周期集中在 × ≤ 多发年 ∀从年个数周期对应的周期能量图ku¥l可

见 ov ∗ w年的短周期能量较显著 o而滤波后 us年和 vs年左右的长周期较显著k图略l ∀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 o× ≤ 的年个数存在约 vs年和 us年的长周期 o对应的周期能量较大 o

× ≤ 年个数也存在 v ∗ w年的短周期 o其周期能量集中在 × ≤ 多发期 ∀

2 .2  ΤΧ频数与 ΣΑΗ特征参数及 100 ηΠα高度场的相关分析

以往研究大多都是从天气学的观点考虑 × ≤ 发生 o本文则从气候学的角度考虑影响

× ≤ 发生的大尺度因子 o因此本节研究 × ≤ 的年际及年代际变化与 tss «°¤大尺度系统的

联系 ∀

u qu qt  × ≤ 频数与 ≥� � 特征参数的相关分析

≥� � 的特征参数包括 ≥� � 的中心强度 !纬度和经度 o本文所指的高压的中心强度是

张琼≈tw 定义的强度k�tl o即西风分量为零的高压脊线上最大位势高度值 o最大位势高度

值所在的纬度和经度就是高压的中心纬度和中心经度 ∀图 v表示前一年 !当年和后一年

≥� � 中心强度与当年 × ≤ 频数的相关 ∀

从图 v可见 o前一年 ts月到当年 w月k�2

�l的 ≥� � 中心强度对当年的 × ≤ 频数影

响较大 o× ≤ 频数对当年 |月到第二年 x

月k≥2 � l的 ≥� � 中心强度影响也较大 o

其中前期 t月 ≥� � 中心强度对当年 × ≤

频数影响最大 o× ≤ 频数对后期 tt 月

≥� �中心强度影响最大 o都呈显著的负

相关 ~从经度和纬度的相关k图略l可见 o

≥� � 的经度和纬度与 × ≤ 的频数相关不

显著 o但在上述时间段中 o≥� � 经度与

× ≤频数呈负相关 o而纬度与 × ≤ 频数呈

正相关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 o≥� � 中心

强度的影响显著于其他两个参数 ∀

图 v  前一年 !当年和后一年 ≥� � 中心强度与

当年 × ≤ 频数的相关分析

k图中的两条直线表示通过 |x h信度检验的

相关系数临界值 o横坐标表示月 }前一年

t月到后一年 tu月l

u qu qu  × ≤ 频数与 tss «°¤高度场的相关分析

在 tss «°¤高度场上可能还存在着比高压中心更明显的相关区 o因此 o对前一年 !当

年和后一年 tss «°¤高度场与当年 × ≤ 频数也做了时滞相关分析 ∀结果表明 o在前期k�2

�l和后期k≥2 � l的 tss «°¤高度场上 o除 ≥� � 中心与 × ≤ 频数的相关较显著外 o还有其它

相关较显著的区域 ∀就以前期 t月和后期 tt月的 tss «°¤高度场与当年 × ≤ 频数的相关

分析为例 o在前期 t月 tss «°¤高度场与 × ≤ 频数的相关图kw¤l上 o除 ≥� � 中心与 × ≤ 频

数的负相关显著外 otxβ�以南相关系数都超过 p s qwk置信度 Α� s qstl ∀同样 o在后期 tt

月 tss «°¤高度场与 × ≤ 频数相关图kw¥l上 o除 × ≤ 频数与后期 tt月 ≥� � 中心的负相关

较显著外 ovxβ�以南相关系数都超过 p s qw o而 txβ�以南达 p s qx o有的甚至达 p s qy ∀

  从上述前期和后期 tss «°¤高度场与 × ≤ 频数的相关分析可见 o整个低纬热带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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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w  tss «°¤高度场与 × ≤ 频数的相关分析

k¤l当年 t月和k¥l当年 tt月的相关场

k图中 �表示 ≥� � 中心平均位置 o粗线以下部分表示相关系数超过 p s qwl

的负相关都较好 o而 ≥� � 中心在各月都位于高相关区内 ∀tss «°¤高度场与 × ≤ 的这种

大面积相关 o正好说明两者相关关系的稳定性 o并隐含着某种相互作用机制 o有待今后进

一步研究 ∀

2 .3  异常 ΤΧ年和 ΣΑΗ的关系

以上分析表明 o前期kt月l≥� � 中心强度与 × ≤ 频数的关系最为密切 ∀为了进一步

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 o挑出相关比较好且符合前期kt月l≥� � 强弱年k指 ≥�� 中心强度

距平大于或小于零l的 tss «°¤高度场和环流场以及异常 ×≤年k指 ×≤频数的绝对值大于

s qx倍方差l进行分析 ∀表 t !表 u分别表示上述定义的异常 ×≤年和前期 ≥��强弱年 ∀

从表 t可见 o× ≤ 多发年有 tu年 o少发年有 tv年 ∀而从表 u可见 o对应 × ≤ 多发年有

{年 t月的 ≥� � 偏弱 o占 urv ∀在 × ≤ 少发年中 o当年 t月 ≥� � 偏强有 {年k占 {rtvl ∀

可见 o在 × ≤ 异常年中 o≥� � 的中心强度异常大多符合相关律 ∀

表 1  异常 ΤΧ年份

× ≤ 多发生年 t|ys ! t|yt ! t|yw ! t|yx ! t|yy ! t|yz ! t|zs ! t|zt ! t|zw ! t|z{ ! t|{| ! t||w

× ≤ 少发生年 t|x| ! t|y| ! t|zv ! t|zx ! t|zy ! t|zz ! t|{u ! t|{v ! t|{z ! t||t ! t||v ! t||x ! t||y

表 2  ΣΑΗ强 !弱年份

当年 t月
弱年 t|ys ! t|yw ! t|yx ! t|yy ! t|yz ! t|zs ! t|zt ! t|zw

强年 t|x| ! t|zv ! t|{u ! t|{v ! t|{z ! t||t ! t||v !t||x

  对异常 × ≤ 年前期符合相关律的多年k见表 ul≥� � 环流场和 tss «°¤高度场进行合

成 ∀图 x是异常 × ≤ 年 t月 ≥� � 环流和 tss «°¤高度的偏差场k指异常 × ≤ 年的场减去

正常 × ≤ 年的场l ∀从偏差场图来看 o在环流场k图 x¤o¥l上 o多 × ≤ 年前期 t月 ≥� � 环流

场呈反时针旋转 o而少 × ≤ 年则相反 o说明多 × ≤ 年前期 ≥� � 中心强度偏弱 o少 × ≤ 年则

偏强 ~在高度场k图 x¦o§l上 o多 × ≤ 年在热带和副热带地区为负距平 o少 × ≤ 年则为正距

平 o说明多 × ≤ 年前期的 tss «°¤高度场偏弱 o少 × ≤ 年相反 ∀

由此可见 o前期 ≥� � 不同的环流特征和 tss «°¤高度场的不同形势会影响当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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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x  异常 × ≤ 年前期 t月 ≥� � 环流和 tss «°¤高度的偏差场

k¤l多 × ≤ 年和k¥l少 × ≤ 年环流偏差场 ok¦l多 × ≤ 年和k§l少 × ≤ 年高度偏差场

k图中 �表示异常 × ≤ 年 ≥� � 的中心平均位置 o高度场单位 }§¤ª³°l

频数 o前期 ≥� � 的中心偏西 !偏北 o环流场偏弱及 tss «°¤高度场偏低时 o当年 × ≤ 偏多 o

少 × ≤ 年则相反 o这与前期 ≥� � 特征参数及 tss «°¤高度场和当年 × ≤ 频数的相关分析

是一致的 ∀

  以上举例分析了相关最好的单个月 ≥� � 和 tss «°¤高度场与 × ≤ 的关系 o以下从最

佳相关时段进一步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 ∀

2 .4  异常 ΤΧ年前期 ΣΑΗ的相关时段分析

相关时段的挑选方法是先选出相关系数在临界值附近的连续几个月的 ≥� � 中心强

度 o第一个月的相关系数用自身的中心强度与 × ≤ 频数求相关 o第二个月的相关系数用前

两个月的中心强度平均值与 × ≤ 频数求相关 o依次类推 ∀先求出各月或几个月 ≥� � 平均

强度与 × ≤频数的相关系数 o然后挑出相关最好的时间段 ∀表v是按相关时段挑选的方

表 3  前期(Ο2Α)ΣΑΗ平均强度与当年 ΤΧ频数的相关

ts tt tu st su sv sw

ts p s qvy| p s qvtu p s qvxs p s qxty p s qwzv p s qwyw p s qwyt

tt p s quys p s qvvy p s qxtu p s qwx| p s qwxs p s qwxt

tu p s qvw| p s qw|v p s qwvt p s qwvs p s qwvz

st p s qwvx p s qv{x p s qwsx p s qwuu

su p s qvwy p s qv|y p s qwut

sv p s qws| p s qwvu

sw p s qw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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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得到的前期k�2�l≥� � 强度与当年 × ≤ 频数的相关 ∀

  从表 v可以看出 o× ≤ 频数与各时间段的 ≥� � 中心强度呈显著负相关 o而且时间段的

相关比单个月的相关显著 o最好的相关时段是前一年 ts月到当年 t月k�2�l o达 p s qxty ∀

选取 ≥� � 中心强度与 × ≤ 频数最显著的相关时段k�2�l o进行 tss «°¤高度场与 × ≤

频数的相关分析 ∀如图 y所示 o在相关时

段的平均高度场上 o除 ≥� � 中心与 × ≤ 频

数的相关达 p s qxk置信度 Α� s qstl o比单

个月的相关显著外 owsβ�以南相关系数都

超过 p s qw o有的甚至达 p s qy o显著区域范

围也明显大于单个月k见图 w¤l ∀

同样选取前期k�2�l≥� � 的环流场和

tss «°¤高度场为相关时段 o进一步考虑

前期 ≥� � 对当年 × ≤ 频数的影响 ∀分析

结论与前期单 个月 ≥� � 环流 场和

tss «°¤高度场对 × ≤ 频数的影响是一致

的 ∀

图 y  tss «°¤高度场与 × ≤ 频数的相关

时段k�2�l分析

k图中 �表示相关时段的 ≥� � 中心平均位置 o

粗线以下部分表示相关系数超过 p s qwl

v  结  论

ktl × ≤ 频数存在约 vs年和 us年长周期 ox年和 v年的短周期 o有相应的周期能量 ∀

kul前期 ≥� � 的特征参数都影响当年 × ≤ 发生的频率 ∀前期 ≥� � 中心位置偏西 !偏

北 o中心强度偏弱时 o当年的 × ≤ 偏多 o反之 o当年的 × ≤ 偏少 o且强度的影响显著于其它

两个参数 ∀

kvl 前期k�2�l平均 ≥� � 中心强度和 tss «°¤高度场与 × ≤ 频数的相关比单个月的

好 o且 tss «°¤高度场上显著区域范围比单个月的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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