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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抓住季风风向具有季节性反转这一最本质的特征!引入了 "有向转角#的新概念!它与传统盛行风

夹角的概念不同!能够反映风向逐日变化的方向性和旋转角度的大小$用欧拉观点揭示了季风风矢量随时间演

变的旋转特点!体现了季风风向独具特色的季节演变过程$同时!发现不同地区风向的季节循环有
=

种基本类

型%&

E

'先顺时针后逆时针旋转(&

EE

'先逆时针后顺时针旋转(&

EEE

'完全顺时针旋转(&

E9

'完全逆时针旋转(

&

9

'风向稳定型和 &

9E

'风向变化不稳定型$且季风风向的季节性反转主要通过前四种旋转方式来实现$分析了

这
=

种风向变化型的全球分布特征!研究了它们与大气环流系统演变的联系$并进一步将 "有向转角#概念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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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
%

个模式的模拟评估!结果表明!这一概念的引入能从逐日变化的角度凸显风

向变化过程!不仅能够客观反映模式模拟季风风向逐日变化的动力过程以及风矢量旋转方式的全球分布!还能体

现模式对大气环流系统季节演变的表征能力$研究还发现在这
%

个模式中!大多数模式基本能把风矢量旋转方式

的全球分布形式模拟出来!但对于季风区风矢量旋转方式的模拟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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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季风作为一个古老的气候学概念!通常指近地

面层冬夏盛行风向接近相反且气候特征迥异的现

象$它具有复杂的结构(多重时空尺度(大的时空

变率(变化的不规则性等基本特征$它的存在!夏

季风爆发早晚以及强弱变化对季风区国家的国民经

济尤其是农业生产具有重大影响$季风区又是全球

大气运动能量和水汽的主要供应地!全球大气运动

和天气气候变化中的许多重要现象都与季风活动有密

切关联$所以!季风一直是大气科学永恒的话题之一$

早在
#@?\

年!高由禧和章名立*

#

+就指出用模

式来研究季风的生成和结构问题是很急需的$近年

来!随着全球环流模式 &

J&G

'的发展!不少模式

都应用于季风模拟及预测的研究!特别是对全球气

候有重要影响的亚洲季风*

"

"

\

+

$此外!不少学者还

通过环流模式的敏感性试验或多模式的集合模拟来

研究季风$如
[*))*++

P

等*

%

+通过改变地形(植被(

土壤湿度和云量来研究
J&G

对印度季风模拟的敏

感性)

&'*)

D

等*

@

+用不同的积云参数化方案研究了

全球大气环流模式 &

3J&G

'在东亚季风模拟中的

敏感性)

Y0)

D

等*

#$

+用
##

个全球大气环流模式

&

3J&G+

'研究了亚澳季风的变化$与此同时!我

们自然会关注这些气候模式模拟季风的能力究竟达

到了什么水平, 虽然亚洲夏季风被认为是影响全球

大气环流的重要因子!但从 "大气环流模式比较计

划 &

3GEF

'#的结果来看!全球大气环流模式

&

3J&G

'甚至在模拟季风的一些基本特征上仍显

不足*

##

+

$

Y*S+4*/

等*

A

+指出!许多模式对季风的模

拟还不太理想!即便对亚洲季风平均结构的模拟也

让人难以捉摸$

J0L

D

(10)L

和
80

R

0)(

*

#"

+也指出大多

数
3J&G

都无法精确把握东亚夏季风主要结构的

年际变化$因此!弄清模式模拟水平不高的原因以

及明确那些对提高模式性能至关重要的物理过程将

是未来的主要挑战之一$

3))05010(

等*

#!

+认为利

用观测资料对季风机制作进一步的研究!包括其平

均演变形式和时空变化等!对改进大气环流模式的

模拟能力!从而推动气候模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

义$同时!如何衡量模式的可靠性(评价模式对季

风的模拟能力也已成为气候模式评估中亟待解决的

重要问题$

目前!对季风模拟性能的评估一般主要从风

场(降水等方面来进行!且因季风会引起季节性雨

带的变化和异常!从而导致大面积旱涝灾害!所以

大多数研究更多聚焦于降水模拟的评估$而这些评

估大多采用传统方法!即将模拟结果与实际观测在

某一时段 &一般取季节或月'平均的空间场或某一

区域平均的时间场进行对比$此外!还有利用统计

误差(相关系数等方法进行点对点的定量化评

估*

%

!

#A

"

#=

+

$这些方法虽能从统计特征显示模式模

拟季风性能的一些概况!但其基本只反映了模式对

某些要素场在某一时段平均的空间静态分布特征的

表现能力!无法得知模式对该时段内要素场的时空

演变动态特征的模拟能力$当前!随着模式评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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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发展!要求气候模式的评估在时空尺度上不断

细化和深入!在空间尺度上逐步由
"$

世纪
@$

年代

初的全球大尺度模拟评估转移到区域气候模拟评估

上*

#\

+

$在时间尺度上也由月(季(年平均变化的评

估日渐趋于日变化(逐日变化和年际变化的评估$

另一方面!由于对季风的定义和研究目的各不

相同!有关季风的模拟至今仍未建立起统一客观的

评估标准$事实上!从最早提出季风概念的科学家

哈雷的定义来看!季风风向冬夏大致应是相反的)

而且!虽然不同气象学家*

#%

"

"!

+都从各自的研究角

度对季风进行了定义!但这些定义都有一个基本共

同点!即风向的季节性反转是季风的本质特征$此

外!

K(0)

D

等*

"A

+也指出!季风降水的模拟误差与季

风风场的模拟误差是紧密相关的$由此可见!风向

是表征季风的一个关键要素!而风向随时间的演变

应是研究季风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如前所述!风向随时间的演变对于季风的研究

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风向季节性反转的时间演

变$而传统的标量概念---风向夹角不能很好地反

映出季风区的这种演变特征!为此!本文引入 "有

向转角#的新概念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从分析全

球风矢量逐日的欧拉变化特征的宏观角度入手!指

出这一特征在季风区和非季风区的差别及其可能成

因!并将这种特征建立的新方法应用于 "政府间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EF&&

'第四次评估报告 "大

气环流模式比较计划#&

3GEF

'试验的
%

个模式对

季风风场演变模拟能力的评估$

A

!

资料与分析方法

AB@

!

资料介绍

本文使用的资料是
;&BF

.

;&3Z%?$'F0

等

压面上全球风场逐日再分析资料!分辨率为
":?]̂

":?]

!时段为
#@\@

年
#

月
#

日
"

#@@@

年
#"

月
!#

日!分析时采用这
"#

年的逐日气候平均场序列$

模式资料为参加
EF&&

第四次评估报告中
%

个全球

大气环流模式最新的
3GEF

试验结果$

3GEF

是

全球大气环流模式的标准输出试验协议!为从事全

球气候模式的诊断分析(验证(比较(整合和数据

交流提供了一个基本平台*

"?

+

$至今!

3GEF

已经批

准了几乎覆盖大气环流和气候研究各个方面的分析

子计划!其中包括东亚季风与全球环流异常的关

系(亚洲季风的模拟等*

"=

+

$

来自
=

个国家的这
%

个全球大气环流模式均提

交了逐日的模拟结果$除
;383

的
JE88>GQV>

BK>B>Z

(俄罗斯的
E;G>&G!:$

和中国科学院大气

物理研究所的
[JQ3K8>

D

#:$

为格点模式外!其余

的均为谱模式$有关这些模式的基本信息见表

#

*

"\

+

$由于各模式组提交的积分时间不尽相同!为

了统一比较起见!本文选取了
#@\@

"

#@@@

年

%?$'F0

全球风场逐日的模拟结果$

ABA

!

方法介绍

为了与本文提出的 "有向转角#概念进行比

较!先给出传统的盛行风向夹角概念$记场中某一

点
3

上每日的风矢量为
!

B

&

B

_#

!

<<<

!

!=?

'!某一

参照时刻的风矢量为
!

Z

!则它们之间的夹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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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B

!

!

Z

'为内积!

#

/

#

表示矢量的模$显然!

$

$

!

B

$

#%$]

$

前人大多是从季风的冬夏盛行风向之间的夹角

出发进行研究*

"$

!

"%

+

!这个角度没有考虑风矢量的

旋转方向!不会大于
#%$]

$然而实际中!风向是随

时间 &季节'变化的!如果考虑了风矢量的旋转方

向!其相对于初始时刻所转过的实际角度并不一定

正好等于它们之间的夹角!就是说风矢量一年所旋

转过的实际角度不一定小于
#%$]

!而且场中每个点

上的风矢量也不是都按照同一个方向旋转!有的时

而顺时针旋转!有的时而逆时针旋转$所以!非常

有必要将风矢量的旋转方向考虑进来以考察其实际

转过的角度 &称为有向转角'$确切地说!有向转

表
@

!

参加
CD00

第四次评估报告的
$9CD

全球大气环流模

式基本情况

!)<&#@

!

!"#',-+/;)*'+,)<+7*$E091+-$9CD',CD00

F*")11#11;#,*/#

%

+/*

模式名称 国家 分辨率 模拟时段 试验次数

a&&>&G#

中国
T=!K#= #@\@

"

"$$! A

&;ZG>&G!

法国
TA"KA? #@\@

"

"$$$ #

JE88>GQVBK>B>Z

美国
A]̂ ?]K"$ #@\@

"

"$$$ #

E;G>&G!:$

俄罗斯
A]̂ ?]K"# #@\@

"

"$$! #

GEZQ&!:">

GBVZB8

日本
TA"K"$ #@\@

"

"$$" #

GZE>&J&G":!:"0

日本
TA"K!$ #@\@

"

"$$" #

GFE>B&I3G?

德国
T=!K!" #@\%

"

#@@@ !

[JQ3K8>

D

#:$

中国
":%#"?]̂ ":%]K"=#@\@

"

#@@@ !

??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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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就是每日风矢量相对于某一固定参考时刻风矢量

所旋转过的角度!这个角度是有方向性的!规定相

对于参考时间风矢量的顺时针旋转方向为负!逆时

针旋转方向为正$有向转角可以描述风向随时间逐

日演变的实际情况$为使方向性更准确!考虑到气

候态风场的逐日变化应具有渐变性!我们采用如下

逐日递推的方法来计算有向转角
"

的大小!

!"

#

E"

&

!

#

!

!

Z

'

E#

!

#

! &

"

'

!"

/

E"

&

!

/

!

!

Z

'

E"

/

H

#

I#

!

&

!

/

!

!

/

H

#

'!

!!!!!!!!!

&

/

E

"

!

GGG

!

!=?

' &

!

'

图
#

!

季风区中四个点上风矢量有向转角 &实线'和夹角 &虚线'时间演变图%&

0

'&

#$];

!

?$]B

')&

S

'&

#":?];

!

=":?]B

')&

7

'&

#$];

!

##$]B

')&

L

'&

#":?];

!

A":?]B

'

[(

D

<#

!

T(5**O-1.4(-)+-24'*L(/*74*L/-40/

P

0)

D

1*

&

+-1(L1()*

'

0)L0)

D

1*

&

L0+'*L1()*

'

-2N()LO*74-/+04

&

0

'&

#$];

!

?$]B

'!&

S

'&

#":?];

!

=":?]B

'!&

7

'&

#$];

!

##$]B

'

0)L

&

L

'&

#":?];

!

A":?]B

'

()4'*5-)+--)0/*0

其中!

#

为方向判别函数!若
!

/

在
!

/b#

的顺时针方

向
#

_b#

!逆时针方向
#

_#

$

#

!

为每日相对前一

日的夹角$从计算公式可以看出!有向转角这一概

念用欧拉观点考虑了风矢量旋转的方向性!可用于

研究季风风向的逐日变化!比用传统的夹角概念来

研究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为更好的描述北半球季风

风向的变化!这里参考时间风矢量选取
#

月平均的

风向$为了计算结果的稳定性!需去掉一些瞬变过

程的影响!因此!计算过程中使用了
?

天滑动平均

且不考虑短时天气系统的影响$

G

!

季风风向演变分析和风矢量旋转方

式

GB@

!

季风风向演变分析

经过对季风区风矢量有向转角和普通夹角曲线

的分析 &见图
#

'!发现季风风向随季节的反转具有

=?

大
!

气
!

科
!

学

&'()*+*,-./)0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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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性!在不同的地区旋转方向表现了不同的特

征!且旋转程度也存在地域差别$如在点 &

#$];

!

?$]B

'!有向转角
#

"

=

月顺时针旋转到夏季状态!

转角达
b#%$]

左右并维持一段时间后!

@

"

#"

月则

逆时针旋转回冬季状态 &图
#0

'!将其记为 &

E

'先

顺时针后逆时针旋转$在点 &

#":?];

!

=":?]B

'处!

则与图
#0

正好相反!有向转角
#

"

=

月为逆时针旋

转到夏季状态!然后
#$

"

#"

月则转为顺时针旋转

回冬季原状态 &图
#S

'!将其记为 &

EE

'先逆时针后

顺时针旋转$又如在点 &

#$];

!

##$]B

'!有向转角

#

"

=

月为顺时针旋转到夏季状态!转角达
b#%$]

左

右并维持一段时间后!

@

"

#"

月继续为顺时针旋转

&图
#7

'!将其记为 &

EEE

'完全顺时针旋转$而点

&

#":?];

!

A":?]B

'处!则与图
#7

反向!有向转角

#

"

=

月为逆时针旋转到夏季状态!

@

"

#"

月仍继续

逆时针旋转&图
#L

'!将其记为&

E9

'完全逆时针旋

转$后两种情况虽然风向最终回到原状态!但实际

上一年却旋转了
!=$]

左右$而在夹角曲线中风矢

量的旋转方向和旋转程度已被忽略!无法体现出季

风风向演变的不同特征$

对全球的有向转角和夹角曲线进行分析后发

现!相比季风区!在非典型季风区中曲线不太平

稳!小波动较多!但总体趋势也存在类似季风区的

图
"

!

非典型季风区中两个点上风矢量有向转角 &实线'和夹角 &虚线'时间演变图%&

0

'&

":?]8

!

"#?]B

')&

S

'&

A?];

!

\:?]B

'

[(

D

:"

!

T(5**O-1.4(-)+-24'*L(/*74*L/-40/

P

0)

D

1*

&

+-1(L1()*

'

0)L0)

D

1*

&

L0+'*L1()*

'

-2N()LO*74-/+04

&

0

'&

":?]8

!

"#?]B

'

0)L

&

S

'

&

A?];

!

\:?]B

'

()4'*04

P6

(7015-)+--)0/*0

A

种旋转方式$除此之外!还存在两种与季风风向

变化截然不同的现象$一种是风向变化很小!如在

点 &

":?]8

!

"#?]B

'!其基本维持在盛行风向附近振

荡!最大转角仅在
?]

左右 &图
"0

'$另一种则是风向

变化随季节演变没有规则的旋转方向!如点 &

A?];

!

\:?]B

'!曲线波动非常大 &图
"S

'!一年中时而顺

转!时而逆转!风向没有显著的维持在某个旋转方

向$

GBA

!

风矢量旋转方式的分类

根据以上全球风向随季节变化的
=

种不同现象!

将一年中全球不同地区风向随着季节演变 &冬

夏 冬'分为如下
=

种不同类型%

&

E

'先顺时针后逆时针旋转%风矢量旋转主要

趋势为先逐渐顺时针旋转到某一状态!然后再逐渐

逆时针旋转回初始状态$

&

EE

'先逆时针后顺时针旋转%风矢量旋转主要

趋势为先逐渐逆时针旋转到某一状态!然后再逐渐

顺时针旋转回初始状态$

&

EEE

'完全顺时针旋转%风矢量旋转主要趋势

为先逐渐顺时针旋转到某一状态!然后再继续逐渐

顺时针旋转回初始状态$一年旋转了
b!=$]

左右$

&

E9

'完全逆时针旋转%风矢量旋转主要趋势

为先逐渐逆时针旋转到某一状态!然后再继续逐渐

逆时针旋转回初始状态$一年旋转了
!=$]

左右$

&

9

'风向稳定型%风矢量旋转变化很小!大都

维持在盛行风向附近振荡!最大有向转角基本不超

过
c"$]

$在热带!这与气象上的信风相一致$

&

9E

'风向变化不稳定型%风矢量没有明显的

旋转方向和一定时间的维持期!时而顺时针旋转!

\?

#

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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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而逆时针旋转$有向转角曲线波动非常大!最大

有向转角超过
c"$]

$

以上
=

种类型基本概括了全球风向随季节变化

的旋转方式$那么!这
=

种类型的具体分布特征是

什么!具有怎样的地域性!以及不同季风系统与旋

转方式又有何联系,

GBG

!

风矢量旋转方式的全球分布

由上述定义的分类!我们给出
%?$'F0

面上上

述
=

种旋转方式的全球分布如图
!

&见文后彩图'

所示!显而易见!风矢量随季节演变的旋转形式具

有明显的地域性!既有显著的纬向分布特征!同时

也沿着纬线交错分布$由图
!

可得风矢量旋转方式

=

种类型的地域分布特征如下$

&

E

'型和 &

EE

'型的分布地区较大!主要沿着纬

线交错分布$亚欧大陆中部(美洲大陆冬岸(北太

平洋的东部和北大西洋中部以 &

E

'型为主)此外!

热带太平洋东部!南美洲北部(南印度洋及南半球

高纬度的部分地区也属于这一类型$而欧亚大陆的

东岸(北太平洋的西部以及北美大陆的中部和东部

则以 &

EE

'型为主)且南亚及北极和南半球中纬度

部分地区也属这种类型$

&

EEE

'型和 &

E9

'型的分布区域相对较小!且不

太连续$&

EEE

'型主要集中在南亚季风区的中南半

岛(菲律宾以南地区和中非$&

E9

'型则分布在我国

东岸及台湾以东(孟加拉湾和北极的部分地区$此

外!其他地区也有 &

EEE

'型和 &

E9

'型零星的分布$

&

9

'型的分布面积较大且较连续$在热带地

区与信风区位置非常接近!并呈现西北 东南走向$

除此之外!在南半球整个西风带几乎成带状分布$

&

9E

'型在北半球主要集中在亚欧大陆西部(

北大西洋东岸(北美东北部(中西伯利亚和北冰洋

中部)南半球则在西风带
#%$]B

"

#"$]Y

地区$另

外!&

9E

'型也存在于 &

E

'型和 &

EE

'型分布区域的

交界处!如北太平洋中部等$

由上述分布形式可知!南北半球差异较大!特

别在南半球
!$]8

"

=$]8

地区!旋转方式与北半球

截然不同$这可能与南北半球的海陆分布和地形影

响有较大关系$

从
d'/-5-O

*

"$

+以及李建平和曾庆存*

"@

!

!$

+划分

的全球季风区来看!风矢量随时间的演变虽在旋转

方向和程度上有地域差异!但这种地域差异并非以

季风区和非季风区为界$同时也说明了季风作为重

要的行星尺度大气环流系统!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且各夏季风子系统的动力结构特征相当不同*

!#

+

$

此外!我们由图
!

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在热

带季风区!

%$]B

以东的大片区域为逆时针旋转!而

其以西则为顺时针旋转$

K(

和
H*)

D

*

!"

+曾指出南亚

季风区以
\$]B

为界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
#$$]B

左右也有一个明显不同

旋转方式的分界线!早在
"$

世纪
%$

年代我国学者

就提出%东亚季风和南亚季风是亚洲季风系统中两

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

!!

!

!A

+

!且它们的分界线在

#$$]B

附近*

!?

!

!=

+

!这与上述结果是相一致的$朱乾

根等*

!=

+和
H'.

等*

!\

+又将东亚季风系统又可化分为

南海
b

西太平洋热带季风和中国大陆
b

日本的副热

带季风$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东亚季风区子系

统中!以
"$];

左右为界的热带季风区和副热带季

风区也呈现出不同的旋转方式!这也再次验证了朱

乾根等*

!\

+和
H'.

等*

!%

+关于东亚季风两个子系统的

划分的合理性$此外!在东亚热带季风区中!阿拉

伯海(中南半岛南部和南海为
!

种不同的旋转方

式$热带西太平洋(南海及孟加拉湾东部为 &

E

'型

旋转方式!该地区为东亚季风区!其形成和性质与

南亚季风不同!不仅与南半球越赤道气流有关!而

且还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

!@

+

$因此!在从冬到夏

的季节演变中!受副热带高压东撤的影响!东北风

顺时针旋转为东南风!而随着南半球越赤道气流的

推进!东南风继续顺时针旋转为西南风$阿拉伯海

则为 &

EE

'型旋转方式!主要是由于非洲 阿拉伯海

的次级海陆热力差异*

!A

+

!使阿拉伯海存在强的夏

季西南风和冬季偏北风中心$冬季在阿拉伯半岛的

东部低层存在一个反气旋!东侧形成明显的偏北气

流$随着向夏季的演变!该反气旋减弱消失!偏北

风向逐渐逆转!索马里越赤道气流的发展使风向逆

转为西南风$西非季风区主要受北大西洋副热带高

压的影响!随着从冬到夏的季节演变!北大西洋副

热带高压逐渐向四周伸展!西非位于其东南侧!因

而该地区的风向发生逆时针旋转$因此!不同季风

系统!由于形成原因和影响系统不同!其风向旋转

方式可能是不同的 &图
!

'$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有向转角概念的引入能

够较好地刻画风场时空变化的总体特征!从逐日变

化尺度上体现了全球风向变化的异同)更重要的是

可以揭示季风风向实现季节性反转的演变特征及不

%?

大
!

气
!

科
!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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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季风系统之间的差异!这对于更好的认识和深入

研究季风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风矢量 &特别是

季风区内的风矢量'的旋转方向及旋转程度为什么

会呈现这种地域性差异呢, 下面!我们将作进一步

的探讨$

图
A

!

热带外地区风向变化与几种主要环流系统演变关系示意图%&

0

'槽脊的强度变化)&

S

'槽脊的移动)&

7

'反气旋 &

3

'的发展)&

L

'气

旋 &

&

'的发展)&

*

'反气旋的移动和分裂)&

2

'气旋的移动和分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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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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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矢量旋转方式与大气环流演变的

可能关系

!!

季风系统内部有很多复杂的动力(热力过程!

包含着不同空间尺度和不同时间尺度的系统!它们

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季风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并

且!季风环流的动力稳定性对于季风活动与维持也

有重要作用*

A$

+

$高由禧等*

#

+曾提到%地球上有海

陆分布的不同!季风因素使同纬度海陆间常常出现

完全不同的闭合气压系统!在此相反的气压系统间

又出现季风环流!而季风环流的出现却又使海陆间

不同气压系统得到维持和发展$同时季风因素也是

大气环流活动中心的形成和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对大气环流 &位势高度场和流场'随时间演

变的分析中 &图略'!上述风矢量的这
=

种旋转方

式与环流演变有着密切联系!大尺度大气运动经常

是处于准地转平衡状态!其发展和演变是缓慢的!

特别是在海洋上和中高纬度地区!实际风与地转风

相差很小$因此!根据地转风关系可假设风矢量与

等高线平行$经过研究发现!风矢量旋转的分布可

能主要与季节性槽脊的加强 &减弱'及移动(气旋

反气旋的季节演变(移动分裂和变性有关$

图
A

给出了风向变化与几种主要环流系统演变

的关系示意图$在中高纬地区!从冬到夏槽脊逐渐

减弱&见图
A0

'!槽前脊后的西南风逐渐偏南!使得

这一地区的风矢量为顺时针旋转)而槽后脊前的西

北风逐渐偏北!使其风矢量呈逆时针旋转$此外!

槽脊的移动也会引起类似的变化 &见图
AS

'!原来

位于槽前脊后的西南风顺转为西北风!而位于槽后

脊前的西北风逆转为西南风$若槽脊的调整基本与

季节变化尺度相当!则会出现 &

E

'

"

&

E9

'型旋转

@?

#

期
!

;-:#

张丽等%风向变化特征在季风模拟评估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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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若槽脊或系统的变化很频繁!则会出现

&

9E

'型旋转方式$这与北半球中高纬度风矢量旋

转方式的分布形态是基本吻合的$

我们知道!在北半球从冬至夏的季节演变中!

反气旋逐渐向四周伸展 &见图
A7

'!结果反气旋东

北和西南地区的风矢量为顺时针旋转!反气旋西北

东南地区的风矢量为逆时针旋转!图
!

中北半球太

平洋副高和大西洋副高区风矢量的旋转方式正与此

一致$但在南半球并未呈现出类似的形态!这可能

与北半球因海陆分布!副高带断裂成几个单体!而

南半球的副高带却比较连续有关$同时!从图
AL

中也可以看到气旋的演变也有一致的结果$

另外!研究发现气旋反气旋的移动和分裂也可

能使风矢量随时间顺 &逆'时针旋转 &见图
A*

(

2

'!

甚至是完全顺 &逆'时针旋转$例如!初始时刻位

于反气旋西北部的风矢量!随着反气旋向西北方向

移动最后处于反气旋东南部!两时刻的矢量方向接

近反转!若系统继续移动!则有可能出现完全顺

&逆'时针旋转$此外!随着季节演变!气旋反气旋

的分裂和合并会使位于其中心处的风向变化较大!

出现 &

9E

'型旋转方式!如北太平洋中部地区等$

在热带地区!地转平衡不成立!但从流场季节

变化的初步分析来看!风向随时间的演变主要与越

赤道气流的变化有关$李建平和曾庆存提到!热带

季风系统与冬(夏热带辐合带 &

ET&H

'中心线所包

含的区域正好吻合*

!$

+

!并指出这一现象绝非偶然

的巧合!而是热带季风的两大推动力 &行星热对流

和地表面特性差异'及其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A#

+

$

同时!他们认为与季风系统相联系的半永久性气压

系统从冬到夏其性质发生了变化 &即高压变成低压

或反之'或者位置有显著移动*

"@

+

$而中低纬度系

统的变性或移动会引起越赤道气流方向的改变!从

而使风向顺转 &逆转'$因此!这一现象的发现对

季风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此可见!风矢量旋转方式的不同不仅包括不

同地区季风风向实现季节性反转的差异!也包括大

气环流系统季节演变的特征$同时!季风因素还可

以解释 &至少部分的'海陆间平均高低气压系统的

形成和季节变化*

#

+

$因此!风矢量旋转方式与大气

环流的演变是密切相关的$风矢量不同类型的旋转

方式反映了各环流系统的不同变化过程!而模式能

否将这一过程模拟出来不仅对大气环流演变的模拟

能力具有代表性!还对客观评价季风风向的模拟提

供了一个新的方法$

H

!

模式对季风风矢量旋转季节性演变

的模拟

HB@

!

模式对风矢量旋转方式全球分布的模拟

下面!我们主要将上述方法应用于评估
EF&&

第四次评估报告
3GEF

试验
%

个模式的模拟结果!

图
?

为这
%

个模式对
%?$'F0

风矢量旋转方式的模

拟情 况 &其 中
a&&>&G#

(

GFE>B&I3G?

和

[JQ3K8>

D

#:$

为多个初始场积分的集合平均结

果!单个初始场积分的图略'$

a&&>&G#

一共进行了
A

次实验!实验
#

和实

验
"

的结果比较接近!而实验
!

和实验
A

的结果比

较接近!但无论是
A

次单个试验还是
A

次试验的集

合平均!模拟结果都与实际观测都差异较大!特别

是在季风区$总体而言!

A

次试验的集合平均较单

个试验较好些$该模式基本未能把亚洲季风区风向

的季节演变形式模拟出来$此外!对信风区(南半

球西风带(北太平洋以及风向变化不稳定型的分布

区域的模拟结果都不太好$

法国的
&;ZG>&G!

在北半球模拟的较好!特

别是中低纬度!大部分地区都与实际观测相一致$

但在南海季风区(西非季风区(还有一定差异$风

向变化不稳定型的分布区域在南半球西风带模拟的

过大!而在亚欧大陆东部则模拟的过小$大西洋的

信风区也略小了些$北半球高纬地区则模拟的较

差!这对极涡变化的模拟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JE88>GQVBK>B>Z

和
E;G>&G!:$

都为分辨

率较低的格点模式!模拟结果相对较粗糙!但对大

体分布形式仍有一定的模拟能力$在亚洲热带季风

区和南半球西风带!

JE88>GQVBK>B>Z

模拟的较

差!而
E;G>&G!:$

除了在南海季风区略差一些

外!基本模拟的较好$对于太平洋信风区
JE88>

GQVBK>B>Z

模拟的较好!而大西洋信风区则

E;G>&G!:$

模拟的较好$此外!它们在北极和亚

欧大陆东部的风向变化不稳定型都模拟的不太好$

日本东京大学的
GEZQ&!<">GBVZB8

和日本

气象中心的
GZE>&J&G":!:"0

都为
TA"

谱模式$

二者的模拟结果在北半球比较接近!但从整体形式

来说前者模拟的稍好一些!特别在南亚季风区和对

风向变化不稳定型的模拟$不过对于信风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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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JQ3K8>

D

#:$

是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的新一代全球格点大气环流模式$从三次单个试验

模拟结果来看!相差不是很大$与
GFE>B&I3G?

类似!将
!

次试验进行集合平均后!南半球中纬西

风带的效果比单个试验改进不少$相比实际观测!

[JQ3K8>

D

#:$

模拟的整体形式与观测比较接近!

但在热带季风区不是非常好!同时!对于南半球西

风带和亚欧大陆东部的风向变化不稳定型的模拟也

不太好$

根据以上分析!虽然
%

个模式中的
\

个模式都

能将风矢量旋转方式全球分布的基本形式大致模拟

出来!但在一些地区的模拟能力仍有待提高$对于

信风区和南半球西风带一些模式模拟较好!但对亚

洲热带季风区风向的季节演变模拟的都不是非常

好$此外!不少模式未能将风向变化不稳定型的分

布区域很好地模拟出来$多个初始场积分的集合平

均结在某些区域虽然较单个初始场结果好些!尤其

在南半球西风带!但总体改进不是很大!

B&GY[

对季风降水的模拟也有类似的结果*

"=

+

$

HBA

!

模式对季风风矢量旋转方式的模拟

为了更好的定量评估各模式对季风风矢量旋转

方式的模拟!根据图
!

中季风区旋转方式的不同特

点!选取了南亚(东亚(中南半岛(南海和西非等

北半球几个关键季风区中的典型区域进行分析*图

=

&见文后彩图'+$它们的范围分别是南亚区 &

$]

"

"$];

!

?$]B

"

%$]B

'(东亚区 &

"$];

"

A$];

!

##?]B

"

#A$]B

'(南海区 &

$]

"

"$];

!

##$]B

"

#"$]B

'(中南

半岛南部 南海西部区 &

":?];

"

#?];

!

@\:?]B

"

##$]B

'(西非区 &

?];

"

#?];

!

"$]Y

"

A$]B

'$先取

区域平均再计算有向转角$

由上述分析!

a&&>&G#

的模拟结果与观测相

差较大!特别在季风区!因而在这部分的分析中!

将主要讨论其他
\

个模式的结果$此外!以下分析

中!对于
GFE>B&I3G?

和
[JQ3K8>

D

#:$

将取其

!

次试验集合平均的结果进行分析!多个模式的集

合平均不含
a&&>&G#

$

图
=0

为南亚地区的有向转角曲线图!由图可

见!南亚地区为 &

EE

'型旋转方式!虽然各模式结果

与观测有一定差异!但
\

个模式及其集合平均都正

确模拟出了这种旋转方式!相比之下!

GZE>

&J&G":!:"0

的曲线趋势差异稍大$图
=S

为东亚

地区的模拟情况!东亚为 &

E9

'型旋转方式!与南

亚地区类似!这
\

个模式及其集合平均也都正确模

拟出了这种旋转方式$而在南海地区!属 &

E

'型旋

转方式 &见图
=7

'!仅
JE88>GQVBK>B>Z

(

E;G>

&G!:$

和
[JQ3K8>

D

#:$

正确模拟出了这种旋转

方式!

\

个模式的集合平均及其他
A

个模式都模拟

成 &

EEE

'型旋转方式$在中南半岛南部 南海西部

地区 &见图
=L

'!各模式及其集合平均也都正确模

拟出了 &

EEE

'型旋转方式$图
=*

为西非地区!各模

式间差异较大!仅
GZE>&J&G":!:"0

和
GFE>

B&I3G?

正确模拟了该地区的 &

EEE

'型旋转方式$

JE88>GQVBK>B>Z

模拟成 &

E

'型旋转方式!而其

余
A

个模式和集合平均则模拟成 &

EE

'型旋转方式$

表
"

为各模式模拟的有向转角曲线与观测的相

关系数$不难发现!

&;ZG>&G!

对南海地区和西

非地区的模拟并不好!但对中南半岛南部
>

南海西

部地区的模拟却与实际观测很吻合$

JE88>GQV>

BK>B>Z

和
E;G>&G!:$

除对西非较差外!在其他

几个区域都不错$尤其是
E;G>&G!:$

在南亚和中

南半岛南部
>

南海西部地区!相关系数都达
$:@@

$

日本的
GEZQ&!<">GBVZB8

和
GZE>&J&G":!:"0

对南海地区的模拟均较差!且对于其他地区!相比

之下
GZE>&J&G":!:"0

的模拟效果不如
GEZQ&!<

">GBVZB8

$对于
GFE>B&I3G?

和
[JQ3K8>

D

#:$

!

前者在南海地区模拟较差!后者则在西非地区不理

想$总的来看!各模式在南海和西非地区的模拟效

表
A

!

模式与观测之间的季风有向转角相关系数

!)<&#A

!

0+//#&)*'+,(+#--'('#,*1<#*?##,*"#1';7&)*#3),3

+<1#/6#33'/#(*#3/+*)/

>

),

8

&#1+-;+,1++,

模式

观测

南亚 东亚 南海
中南半岛南

部 南海西部
西非

a&&>&G# bIBFJ b$:#@ b$:##

IBKG

%

IBHH

&;ZG>&G! IBLF

%

IBLG

%

$:#A IBLL

%

$:#\

JE88>GQVBK>B>Z

IBLG

%

IBLH

%

IBKJ

%

IBLM

%

b$:$\

E;G>&G!:$ IBLL

%

IBLM

%

IBKG

%

IBLL

%

b$:$?

GEZQ&!:">GBVZB8

IBLJ

%

IBLK

%

$:$!

IBLL

%

IBLG

%

GZE>&J&G":!:"0 IBMA

%

IBLA

%

b$:$= IBKL

%

IBGK

GFE>B&I3G?

IBLJ

%

IBLM

%

$:#A

IBLJ

%

IBLF

%

[JQ3K8>

D

#:$ IBLH

%

IBLJ

%

IBLA

%

IBLJ

%

$:$#

集合平均 &不含

a&&>&G#

'

IBLH

%

IBLF

%

$:#$ IBLL

%

$:#\

注%黑体%通过
@@e

的信度检验!

%

%模拟的旋转方式与观测为同

一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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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均不是很好!但在中南半岛南部 南海西部地区

效果还是令人满意的!从它们的集合平均中也能看

出这一趋势$那么!导致大多模式在南海和西非地

区模拟效果不佳的原因是什么, 是与物理过程有关

还是由动力框架决定, 这些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M

!

结论与讨论

本文引入了 "有向转角#这一新概念来研究季

风风向的季节性反转过程$一方面!发现不同地区

风向的季节循环有
=

种基本类型%&

E

'先顺时针后

逆时针旋转)&

EE

'先逆时针后顺时针旋转)&

EEE

'完

全顺时针旋转)&

E9

'完全逆时针旋转)&

9

'风向

稳定型和 &

9E

'风向变化不稳定型$且季风风向的

季节性反转主要通过前四种旋转方式来实现$同

时!风矢量的旋转方向和旋转程度的地域差异不仅

由不同地区季风风向实现季节性反转的差异引起!

而且也与大气环流系统的季节性演变过程 &如槽

脊(气旋反气旋的变化等'密切相关$因此!"有向

转角#概念的引入!从逐日变化的角度凸显了风向

变化过程!并且用欧拉观点揭示了风矢量随时间演

变的旋转特点!特别是季风风场时空演变的特征$

另一方面!随着大气环流模式的不断发展和完

善!评估气候模式对季风的模拟已成为一项重要课

题提上议程$本文进一步将 "有向转角#概念应用

于
EF&&

第四次评估报告
3GEF

试验的
%

个模式的

模拟评估$首先从宏观上对风矢量旋转方式的全球

分布进行对比评估!然后聚焦于季风区的模拟评

估$研究发现大多数模式基本能把风矢量旋转方式

的全球分布形式模拟出来$但对于季风区风向季节

性反转方式的模拟还有待提高!尤其在南海和西非

地区!只有少部分模式能够较好模拟出季风风矢量

的旋转方式$且多个初始场积分的集合平均对模拟

结果改进不大$该方法明显区别于传统统计上的评

估方法!从时空演变角度反应了季风风向的动力变

化过程!且这一过程还包含了大气环流系统演变的

特征$因此!对季风的模拟评估来说是一种较为客

观合理的方法$

之前!不少研究工作对
3GEF

试验的季风降水

模拟进行了比较$例如
K0.

等*

A"

+研究指出!许多

模式无法再现印度西部和孟加拉湾这两个最大降水

中心$

d0)

D

等*

A!

+通过
#$

个
J&G+

模式的比较!

认为在模拟印度季风区降水的季节变化中!大多数

结果偏大$而
K(0)

D

等*

"A

+指出季风降水的模拟误

差与季风风场的模拟误差是紧密相关的$事实上!

本文通过分析表明!这些区域的旋转方式在一些模

式中也未能很好的模拟出来$那么!季风降水模拟

的失真是否确实是由季风风向演变和大气环流各系

统季节变化的模拟失真造成的!二者之间是否存在

相互作用!季风风向旋转方式的模拟误差与降水模

拟误差是否有联系等等!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

研究和探讨$

致谢
!

本研究得到了以下支持和帮助!国际模式工作组提供了模

式分析资料!气候模式诊断与比较计划 &

F&GVE

'搜集和整理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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