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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的特征$结果分析表明!若扰动与纬度有关!科里奥利参数分量
!

"

#

!

"

7-+

#

将影响波动传播的频率特征!并加强水平散度对斜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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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球旋转对于地球物理流体力学中的许多现象都有深刻影响!它的作用是通过在

流体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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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

的普遍度量$例如!对于中纬度大尺度准地转运动!根据实际经验我们知道地转偏差

和地转风相比较是很小的!但是它体现了运动的不平衡性!是引起天气系统发生发展

的一个重要因子$因此!有必要分析科里奥利力水平分量在大气动力学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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