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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利用 一小时一次的卫星资料和降水资料
,

分析了 1 9 9 1 年江淮梅雨期第三段 (6 月 29 日

一 7 月 1 3 日 )梅雨锋云 系的特征
,

包括梅雨锋 云 系的建立和重建过程
、

它的走向
、

分布特征
、

日变化特征
,

以及它和其他云系之 间的关系等
.

梅雨锋云系的建立是来自高原东北部的华西

盾状云系和西南季风云 系相互作用的结果
.

外围不同性质的云系对梅雨锋云系的影响是造成

江淮梅雨锋云 系强烈发展
,

继而产生暴雨夭气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链词
:

梅雨锋云 系
;
华西盾状云系

:

西南季风云 系
.

引 言

1 9 9 1 年梅雨汛期持续时间长
,

暴雨频繁
,

局部地 区出现特大暴雨
,

江淮地 区洪涝成

灾
.

整个梅雨期被分为三段
,

其中第二段后期 ( 6 月 12 日一 15 日 )和第三段 (6 月 29 日一 7

月 1 3 日 )暴雨 最严重
,

它们是在江淮梅雨锋形势下出现的
.

本文使用卫星资料
,

分析了
1 9 9 1 年梅雨期第三段梅雨锋云系的发生发展过程

.

江淮梅雨锋云系的建立和重建过程

我们对 6 月 1 9 日至 7 月 1 3 日每小时 G M S 卫星红外资料做了加工
,

在 2 5
0

一 3 5
0

N
、

1 05
。

一 1 2 5
O

E 范围内
,

宝十算每半个经纬距网格内各象素点的平均亮温值
;
找出每半个经纬

距网格内最低亮温值
,

并打印成表
.

图 l 是梅雨期第三段梅雨锋云系建立过程
.

由图 l a 可知
,

夏季青藏高原为热低压控

制
,

在 云图上表现 为环状对 流云区
.

6 月 28 日有小槽在高原北部东移 (见图 2)
,

29 日

o o u T C 在高原东北部出现低涡 D 和切变线:l[J
,

切变线的南方是高原热低压东侧的西南

风
,

它的北侧是 由柴达木盆地南缘小高压南侧的东北风或东风
.

有一个正涡度区与此低

1 9 9 3 年 2 月 4 日收到
,

4 月 26 日收到修改稿
.

由《八五 》江淮流域持续性特大暴雨过程的成因研究课题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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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o N 以南
、

l o 5
O

E 以东的晴空区为副热带高压控制
.

副高北部的高空槽冷锋云系 T 已东

退到长江 口 附近
,

华北为冷高压控制
.

副高西部边缘的西南季风云系也处于发展中 (见图

1 中 M 云系 )
.

5 小时后
,

盾状云系 S 发展
,

沿两高压之 间的锋生区东移至 1 1 o0 E
,

西南季

风云系向北发展
,

移至四川盆地上空 (图 lb)
.

29 日 02
:

33 U T C
,

盾状云系和西南季风云

系合并 (图 l。 )逐渐发展为带状
.

29 日 08
,

33 U T C (图 l d) 梅雨锋带状云系 ( N ) 已进入兴

盛阶段
.

云带北部以层状云为主
,

而南部由许多中尺度云团生成
,

川东间中
、

沪州及河南信

阳等多处先后产生大暴雨
.

29 日 12 U T C 5 o ho P a 涡度场上
,

正涡度中心在四川北部
,

中心

数值为 50 x 10
一 `

s/
,

自中心向东
,

在 3 o0 N 以北伸出一个东西 向正涡度带
,

东端位于安庆

附近
.

此正涡度带对应于梅雨锋云系
.

图 2 1 9 9 1年 6 月 2 9 日 o o U T C 5 o o h P
a
形势图

(粗皮线为 28 日 12 U T C 短波指位置
,

细虚线为

等润度线 (单位
:

10
一 `: 一 ` ))

由以上分析可知
,

江淮梅雨锋云系是

华西盾状云系在东移过程中与西南季风云

系相互作用发展起来的
.

华西盾状云系和

一正涡度 区相对应
.

它的向东移动意 味着

有较强的正涡度平流向东扩展
。

江淮梅雨

锋云系亦与低层的相同走向的正涡度带相

对应
,

其 8 5 h0 P a
高度上 的正 涡度带的位

置和梅雨锋云系位置相吻合
,

s o o h P a 正涡

度带稍偏北川
.

梅雨锋 云系和西南季风云

系相互作用
,

使梅雨锋云系南部频繁产生

中尺度云团
,

造成强的降水
.

梅雨锋云系长期维持是梅雨锋云系多

川引门引, |川门
.

|引|
.

侧J引引

、

次重建的结果
.

当前一个梅雨锋云系减弱或东移时
,

华西又有新的短波槽移入
,

从而产生

新的华西盾状云系
,

它的东移导致新的梅雨锋云系的重建 lj[
.

据统计
,

在 1 9 9 1 年梅雨期第

三段中
,

梅雨锋云系于 6 月 29 日建立后
,

又出现了 6 次重建
.

它们是
: 7 月 1 日 20 U T C一

2 日 0 6 U T C ; 4 日 0 2一 0 8 U T C ; 6 日 2 0 U T C一 7 日 1 1 U T C ; 8 日 0 5一 1 4 U T C ; 9 日 2 3

U T C一 10 日 05 U T C 和 n 日 05 一 14 U T C
.

江淮梅雨锋云系重建周期最长 为 3
.

2 天
,

最

短为 1
.

5 天
,

平均为 2
.

3 天
.

云系维持时间最长 2
.

9 天
,

最短为 1 天
,

平均约为 2 天
.

这 6

个重建中
,

当华西盾状云系出现时
,

在 30
。

一 35
O

N
、

9 50 一 1 05 oE 范围内
,

50 h0 aP 高度上都

有小槽或切变线存在
,

其对应的正涡度 中心数值均在 38 一 51 x 1 o
一 `

/
s

范围内不等
.

3 梅雨锋 云系的 日变化

我们对每半个经纬距网格中最低亮温值做按时次平均图
,

资料时间为梅雨期第三段

(6 月 2 9 日一 7 月 12 日 )
.

从这 24 张图中
,

可以清楚地分析梅雨锋云系的 日变化
.

( 1) 梅雨锋云带最低云顶温度 日变化 对每个时次找出最低的平均云顶温度值做成

变化曲线 (图略 )
.

图中共出现三个高峰值
.

第一个出现在下午 15 时 (北京时
,

下同 )
,

平均

最低云顶温度为一 56 ℃ ;
第二个出现在午夜前 22 一 24 时 ;

第三个高峰值出现在凌晨 6 时

半至 7 时 之 间
,

平均 最低值为一 58 ℃
.

这三个高 峰值其高度大 约在接近 对流层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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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 0 6 U T C ; 4 日 0 2一 0 8 U T C ; 6 日 2 0 U T C一 7 日 1 1 U T C ; 8 日 0 5一 1 4 U T C ; 9 日 2 3

U T C一 10 日 05 U T C 和 n 日 05 一 14 U T C
.

江淮梅雨锋云系重建周期最长 为 3
.

2 天
,

最

短为 1
.

5 天
,

平均为 2
.

3 天
.

云系维持时间最长 2
.

9 天
,

最短为 1 天
,

平均约为 2 天
.

这 6

个重建中
,

当华西盾状云系出现时
,

在 30
。

一 35
O

N
、

9 50 一 1 05 oE 范围内
,

50 h0 aP 高度上都

有小槽或切变线存在
,

其对应的正涡度 中心数值均在 38 一 51 x 1 o
一 `

/
s

范围内不等
.

3 梅雨锋 云系的 日变化

我们对每半个经纬距网格中最低亮温值做按时次平均图
,

资料时间为梅雨期第三段

(6 月 2 9 日一 7 月 12 日 )
.

从这 24 张图中
,

可以清楚地分析梅雨锋云系的 日变化
.

( 1) 梅雨锋云带最低云顶温度 日变化 对每个时次找出最低的平均云顶温度值做成

变化曲线 (图略 )
.

图中共出现三个高峰值
.

第一个出现在下午 15 时 (北京时
,

下同 )
,

平均

最低云顶温度为一 56 ℃ ;
第二个出现在午夜前 22 一 24 时 ;

第三个高峰值出现在凌晨 6 时

半至 7 时 之 间
,

平均 最低值为一 58 ℃
.

这三个高 峰值其高度大 约在接近 对流层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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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华西
,

使 得酉部低压区向东移
.

并顺着 3 o0 N 向东伸出一倒槽
.

倒槽顶端有一小低压

中心
.

倒槽南侧西南风急流加强 ( 1 8一 20 m / s )
.

因此
,

梅雨锋全线加强
.

沿 3 o0 N 纬线自川

东到沿海
,

有 6 个云团产生
,

其中皖南 云团对应 85 h0 P a
图 上的低 压

,

产生大暴雨 (见图

6)
.

②低槽云系
、

西南季风云系和梅雨锋云系相汇
,

在汇合处产生云团 l[]
.

正如图 7 所示
,

云团位于固始
,

阜阳地区
.

并逐渐向气旋波云型转化
,

云团的东北方向不断有 中尺度云团

产生
,

向东发展
,

形成低涡暖切变暴雨
.

云团的西南方亦有新云团产生
,

而形成冷切变暴

雨
,

整个系统东移到沿海时
,

地面图上生成气旋波
.

③上述气旋波入海后
,

后部冷平流南下

与南部的西南暖湿平流交锋形成冷锋暴雨
.

在冷锋云系尾部
,

和西南季风云系交汇处
,

生

成中尺度云团
,

在黄山产生暴雨 (见图 8 中 H 所示 )
.

5 总 结

( 1) 华 西盾状云系和 s o ho aP 高度上的一正涡度区相配合
,

它的东移意味着正 涡度平

流产生长江中下游的锋生区
.

副热带高压西部边缘西南季风云系的水汽输送及湿热不稳

定能量供应
,

两者对江淮梅雨锋云系的产生和维持提供了充足的能源
·

,

使其强烈发展
.

。 2 )北方弱冷空气与江淮梅雨锋汇合
,

也是造成江淮梅雨锋局部强烈发展
,

继而产生

剧烈天气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 1 9 9 1 年梅雨期第三段期间
,

北方冷空气是以西风槽
,

华北冷

涡及海上低空遇流等形势影响江淮地区
.

其中华北冷涡活动频繁是一个与以往不同的重

要特点
.

所有这些冷空气与江淮梅雨锋的汇合处均在江淮梅雨锋东段
,

从而使江淮地区的

降水量大大地超过长江中
.

上游地区
.

( 3) 由于羚暖空气相互作用
.

使江淮梅雨锋云系演变为气旋波云型
,

分为低涡暖切变

和冷切变两部分
.

这两种过程是 1 9 9 1年梅雨期第三段产生暴雨的主要过程
.

(4 )江淮梅雨锋云系有较明显的 日变化特征
.

其强烈发展时段出现在下午及早晨天亮

前后
.

下午时段最高云顶出现在鄂东盆地以及大别山和黄山之间长江河谷地区
,

该时段高

云顶范围大
,

平均最低云顶温度为一 5 6℃
.

凌晨时段
,

高云顶云区范围较小
,

但云顶高度最

高
,

位于高邮湖以东的里 价可地区
,

此地区多次在后半夜产生暴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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