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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道东太平洋海温正异常对西太平洋

    副高影响的数值模拟研究*

              龙振夏 李崇银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大气科学与地球流体力学数值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29)

摘 要 利用LASG九层大气环流谙模式及IAP两层大气环流模式.模拟研究了不同持

续时间的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正异常 (海表温度异常的持续时间分别为1月份，1-2月

份，1--4月份及1-8月份，其他月份为气候SST)对西太平洋副高的影响。结果表明，尽

管海表温度异常的持续时间不同，但其引起的西太平洋副高的异常演变及其分布却十分相

似;同时，季风区的异常降水〔进而异常潜热释放)随时间的演变及其分布也存在一定的相

似性(对应于不同持续时间的赤道东太平洋的海表温度正异常，5月份印度洋至西太平洋地

区都表现出赤道辐合带北移偏晚的特征);季风区降水的这种变化同西太平副高的异常是一

致的，从而揭示出这两种现象有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结果还表明，导致这种大气响应场对

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异常持续时间不敏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气内部过程的影响:中纬大

气的内部Rossby波源维持了热带地区激发的扰动在中商纬的存在，同时大气内部Rossby波
源对赤道太平洋地区的海表温度异常持续时间表现出不敏感性，正是由于这种不敏感性才导

致了响应场对赤道太平洋地区海表沮度异常持续时间的不敏感性。模拟结果还表明，在夏季

赤道东太平洋存在海表温度正异常的情况，尽管大气内部动力过程的作用十分重要。但夏季

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正异常对夏季西太平徉副高的影响却明显存在.因此、基于赤道太平

洋地区海表温度异常的夏季西太平洋副高的可预报性受到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正异常及大

气内部动力过程的双重影响.模式的依赖性研究表明，模拟结果具有一定的普遥性.

关健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内部动力过程;海温异常

1 引言

    西太平洋副高是东亚副热带地区一个十分重要的天气气候系统，它的强度、东西向

位置及南北向位置的异常将直接影响中国东部地区的汛期降水.例如，如果副高位置较

往常偏北，则中国东部地区的雨带位置偏北;如果副高的位置偏西，则中国东部地区受

暖高压控制，降水偏少。气温偏高。因此，早在60年代有关西太平洋副高对中国东部

地区汛期降水的影响、西太平洋副高的形成及其变异机制的研究就已成了中国气象学家

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一，31
    除了大气内部的动力过程以外。下垫面热力异常，特别是与El Nin。相联系的赤道

太平洋的海表温度异常 (SSTA),被认为是影响西太平洋副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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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在El Nin。期间，赤道东太平洋海温偏高，热带西太平洋海温偏低，Walker环流

减弱，热带西太平洋的对流中心东移，与此相对应，副热带高压的位置较往常偏南.因
此，赤道太平洋的SSTA已被认为是预测夏季西太平洋副高异常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预

报因子[4.51
    然而，根据Charney和Shukla[b」的研究，由于慢变的下垫面异常(如赤道太平洋

地区的SSTA)的持续时间较长，其引起的大气环流异常具有相对较长的持续性，可预

报性较高;与此相反，大气内部动力过程的持续时间较短，其引起的异常环流的可预报

性较低。因此，大气内部动力过程及赤道太平洋SSTA的相对贡献如何将直接影响西

太平洋异常副高的可预报性 我们的研究已表明大气内部动力过程在东亚大气环流对赤

道东太平洋地区正SSTA响应中的重要性，正是由于这种内部动力过程的影响，才导

致了东亚地区大气环流对赤道东太平洋地区正SSTA响应的复杂性[71。显然，大气内部
动力过程在赤道太平洋SSTA影响西太平洋副高过程中的作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

课题，本文将对这一问题作讨论。

    本文第2部分将简要介绍所利用的模式及数值试验的设计，第3部分将给出数值试

验的结果，第4部分将对本文的结果进行讨论，第5部分给出总结.

2 模式及数值试验的设计

    已有研究表明，大气对外源强迫的响应与模式，特别是模式的物理过程有关，对于

同样的强迫源、不同的模式有时会得出不同的结果[a- 101因此，为了使结论具有一定的
普遍性，我们首先分析了LASG九层大气环流谱模式的模拟结果，然后利用IAP两层

大气环流模式重复了LASG九层大气环流谐模式的模拟试验，以验证LASG九层大气

环流谱模式的模拟结果

2.1  IAP两层大气环流模式
    IAP两层大气环流模式是一个对流层大气的有限差分模式，模式顶在200 hPa，但

考虑了平流层顶臭氧对太阳短波辐射的吸收作用，垂直方向采用归一化的压力坐标，分
为相等的两个层次，水平方向采用余纬、经度坐标，分辨率为40(纬)x 5o(经)。模

式中的物理过程包括太阳短波辐射、地面和大气的长波辐射、大尺度凝结和小尺度的积

云对流加热过程以及大气和它的下垫面之间的热量、水分和动量的湍流交换等。同时该

模式还引用参考大气 (即静力扣除)，而把气象量对标准大气的偏差作为模式的预报

量。该模式的参数化方案，如长波辐射、云的预报、对流过程、边界层处理及地面水循

环方案与OSU模式相同[(19。值得一提的是，该模式在所有参加国际模式比较计划的模
式当中，是六个较好的模式之一，气候预测实践也证实了该模式具有一定的模拟年际变

率的能力p21
2.2       LASG九层大气环流模式
    LASG九层大气环流模式也引人了参考大气(即静力扣除)以及新改进的陆面过

程〔土壤含水量、地表反照率和雪盖均为预报量)，是九层15波菱形截断的全球大气环

流谱模式。分辨率近似为7.50(经)x 4.5'(纬)经纬距，垂直方向三层位于800 hPa

以下，三层位于200 hPa以上.模式的物理过程主要包括:长短波辐射传输，动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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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和热量的垂直输送，水平与垂直扩散以及积云对流参数化方案等.对模式控制积分结

果的分析表明，该模式较好地模拟出了大气环流的基本特征及其季节变化!131
2.3 数值试验的设计

    为了同已有的研究有可比性，我们用赤道东太平洋的SSTA作为导致大气环流遥

响应的强迫源。假定在赤道东太平洋有SSTA正距平(类似El Nifio)，对于IAP两层
大气环流模式，海温异常的具体分布是:(工70--800W,  140N- 14 0S)的矩形区有

0.5℃以上的正距平，其中(170-800W, 100N-100S)的矩形区有1.5℃以上的SST

正距平，(130--900W, 60N--60S)的矩形区有2.5℃的SST正距平。在利用九层全球

大气环流模式时、由于模式分辨率的差异。SSTA的异常区域会有很小的差异，但与上
述区域大致相同，因此，不至于对所得出的结论有太大的影响。

    我们共做了四种数值试验，其一是对照试验 (EPI)，模拟试验中赤道东太平洋没

有SSTA, SST是随时间变化的气候值;其二是一种异常试验，在1月份有SSTA，而

在其他月份则没有SSTA (EP2)，其海温与对照试验相同;其三是另一个异常试验，

在1--2月份有SSTA (EP3);再一个异常试验是在1-4月份有SSTA (EP4);最后

一个异常试验是在1-8月份有SSTA (EP8),

    本文的分析主要基于模式输出的候平均资料，按一般数值试验方法，将异常试验与

对照试验的差值视为大气对外源强迫的响应，这样，本文将有四种距平场，其一是

EP2-EPI，为大气对1月份SSTA的响应;其二是EP3-EPI，代表大气对1至2月份

SSTA的响应毛另外还有EP4-EPI，代表大气对1-4月份SSTA的响应;EP8-EPI

代表大气对 1--8月份SSTA的响应 本文主要对上述四种距平场进行分析讨论。在

EP2, EP3, EN及EP8四个试验中，SSTA的持续时间逐渐变长，因此通过分析上述

四种距平场，我们就可以初步发现赤道东太平洋SSTA的持续时间的作用。

3 数值试验的结果

3.1异常副离随时间的演变
    我们取 (25--350N, 120--1500E)地区的500 hPa高度距平代表西太平洋副高异

常。图1给出了异常副高随时间的演变曲线.从图中不难发现，尽管SSTA的持续时
间不同 (分别为1月、1-2月、1-4月及1-8月)，但其引起异常副高随时间的演变

却十分相似，5月份西太平洋副高偏弱，6̂-7月份西太平洋副高偏强，8月份西太平洋

副高又偏弱，表现出低频变化的特点。这种响应场的低频变化的特征与李崇银的数值模

拟结果是一致的[[141
    为了进一步说明西太平洋异常副高对赤道东太平洋正SSTA持续时间的不敏感

性，图2给出了5月份第4候500 hPa高度距平的分布.在5月份第4候，尽管SSTA
的持续时间不一样，在日本附近上空都存在一负的高度距平中心，而在此负中心的南面

则为弱的正的高度距平。在其他候也有类似的现象，例如，对于不同持续时间的赤道东

太平洋正SSTA, 6月份第2候的情形与5月份第4候正好相反，在日本附近上空都为

一正的高度距平中心(图略)。因此，从西太平洋异常副高随时间的演变及候平均500

hPa高度距平的分布来看，尽管SSTA的持续时间逐渐增加。但其所引起的异常副高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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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演变及其分布却十分相似，表现出对SSTA持续时间的不敏感性。同时，在候

平均图上还可以看出，在1-8月份存在SSTA情况下，其500 hPa高度距平的分布相

对其他几个数值试验有一定的差异:5月份第4候，EP8-EPI在日本上空的负距平中
心明显偏强，相反，在6月份第2候日本上空的正距平中心明显偏弱，而且其位置偏

东。

3.2 夏季西太平洋异常All商的分布

    图3给出了夏季(6--8月份)平均500 hPa高度距平的分布，同西太平洋异常副

高随时间的演变相似，对于不同持续时间的赤道东太平洋地区的正SSTA,夏季西太平

洋异常副高的分布也十分相似，在日本上空表现为一正的高度距平中心.同时我们也可

以看出，如果夏季赤道东太平洋存在正SSTA (EP8)，其高度距平(EP8-EPl)的分
布与其他异常试验有着明显的差别.在EP8-EPl的分布图上，日本上空的正高度距平

中心明显弱于其他几个异常试验，且其位置较为偏东，同时中国东部地区为弱负的高度

距平所控制(其他异常试验为正的高度距平)，体现出夏季SSTA对西太平洋副高的影

响。这一特征在月平均图上也有所体现(图4)。图4给出了7月份500 hPa高度距平

的分布，对于不同的异常试验，在日本上空都表现为正的高度距平中心，但EP8-EP1
的正距平的强度明显弱于其他几个异常试验，6月份及8月份的情况也基本相似 (图

略)。因此，夏季赤道东太平洋的正SSTA确实对西太平洋副高有一定的影响。在后面

的讨论中我们将会证实，大气内部的动力过程导致了响应场对赤道东太平洋正SSTA

持续时间的不敏感性;另外，根据已有的观测研究，夏季赤道东太平洋的正SSTA使

夏季西太平洋副高位置偏南。因而我们认为，在夏季平均图上，大气内部动力过程及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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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7月份500 hPa高度距平的分布(单位:位势米。等值线间距:10位势米〕

        (a) EP2-EPI; (b) EP3-EPI: (c) EN-EPI: (d) EP8-EPI

        道东太平洋正SSTA的影响都有清楚的表现:大气内部动力过程使响应场对赤道东太

        平洋正SSTA的持续时间表现出不敏感性，而赤道东太平洋正SSTA则可能会导致夏

      季西太平洋副高位置偏南。因此，从我们的模式结果看，在考虑西太平洋副高的可预报
        性时，除了要注意慢变的下垫面影响，还要注意大气内部动力过程的作用。

        3.3 季风区降水随时间的演变

          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大气对外源强迫响应中热带大气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51
      Simmons等人[[161的研究也显示，热带印度洋及西太平洋地区的强迫最有利于引起北太
      平洋地区的大气环流和气候的异常，因此，为了更进一步说明对于不同持续时间的赤道
      东太平洋地区正SSTA，西太平洋异常副高随时间演变及其分布的相似性，图5给出了
        季风区降水(近似代表对流潜热释放)随时间的演变。从图中可以看出，尽管SSTA

      的持续时间不同，季风区异常降水随时间的演变也十分相似，5月份降水偏少，6-7月
      份偏多，这种演变形势与西太平洋异常副高十分相似，负的降水距平对应于负的500
        hPa高度距平((5月份)，正的降水距平对应于正的500 hPa高度距平((6-7月份)，从

      而暗示了季风区异常潜热释放与西太平洋异常副高之间的某种联系.同时从图5还可以
      看出，季风区异常降水随时间的演变与EPI的总降水量随时间的演变具有反位相的特
      征，从而说明响应场的低频变化可能是由模式大气的背景场所决定的。图6给出了5月
      份降水距平的分布，与上述降水距平随时间的演变相一致，5月份，对于不同持续时间
      的赤道东太平洋SSTA，季风区基本上表现为负的降水距平，其南面则为正的降水距

      平，表现为赤道辐合带北移偏晚的特征。因此，无论是季风区降水异常随时间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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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异常降水的分布都表现出对赤道东太平洋正SSTA持续时间的不敏感性。

3.4 模式的依赖性

    在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大气对外源强迫的响应对模式具有一定的依赖性，为了使我

们的结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们利用IAP两层大气环流模式重复了前面的数值试

验。图7给出了夏季500 hPa高度距平的分布，对于不同持续时间的赤道东太平洋地区
的正SSTA，日本至中国东部地区上空基本上为正的高度距平所控制，但同时，相对于

其他几个异常试验，EP8-EP1在日本上空的异常正高度距平位置偏南，在日本北部基

本上为负高度距平控制，体现出夏季赤道东太平洋正SSTA的影响，这与LASG九层
大气环流谱模式的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 因此，通过比较不同模式的模拟结果可以看

出，我们利用LASG九层大气环流谱模式的模拟结果并不依赖于某个特定的模式，具

有一定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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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6-8月份)500 hPa高度距平的分布，但为IAP两层大气环沐模式的

        棋拟结果 (单位:位势米，等值线间距:4位势米)

  (a) EP2-EPI; (b) EP3-EPI; (c) EP4-EPI; (d) EP8-EPI

180"

4 模拟结果的解释

4.1 异常All离对赤遭东太平洋持续时间的不敏感性

    在热带地区的扰动沿着二维Rossby波列影响中高纬大气的过程中，中纬度大气内

部动力过程 (大气内部的Rossby波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不考虑这种

Rossby波源的作用，那么单纯由热带地区引起的中高纬地区的扰动是很弱的工”Jo
Simmons的研究表明扰动在向中高纬传播的过程中，通过与基本流相互作用，在北太

平洋急流出口区附近从基本场获得能量，扰动得以增长，其中最主要的贡献来自于

t 几} 日口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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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 [au / ax][161。研究也显示，北太平洋地区风暴轴附近的高频瞬变波的动量通量对
于中高纬地区的响应的维持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px,t91。正是由于这种大气内部的动力
过程的作用，才使热带地区传来的扰动在中高纬地区得以维持。

    至于引起响应场对赤道东太平洋正SSTA持续时间的不敏感性的原因，可从已有

的研究中得到启示.Webste:等人[201曾经指出，在赤道地区的对流层上层，由于赤道纬
向偏西风的存在，在最大偏西风的东侧存在一能量累积区，无论热带地区的扰动位置如

何，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都会在该区域产生较大的扰动，进而影响中高纬地区，表现

出对热带地区扰源的位置的不敏感性。Sardeshmukh等[211利用涡度方程研究了中纬地
区Rossby波源在大气对外源强迫中的作用，指出中纬地区Rossby波源，特别是其中
的散度风的涡度平流作用在中高纬大气对热带地区扰动的响应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同时该研究还表明，中纬地区的Rossby波源的位置与气候的基本态有关，特别是与副
热带西风急流的位置有关，对热带地区的扰动的位置并不十分敏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

导致了中高纬地区的响应场对热带地区的扰动位置的不敏感性。一系列的数值模拟结果

也证实了这种不敏感性的存在。例如，在Sardeshmukh的研究中扰源分别位于赤道印

度洋、赤道西太平洋及赤道东太平洋，尽管扰源的位置不同，但其引起的响应场分布却

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表现出对扰源位置的不敏感性.

    我们也仔细分析了高层响应场随时间的演变，在模式积分的最初阶段，响应场对

SSTA较为敏感，但随着积分的持续，对SSTA的不敏感性首先出现在北太平洋地区，
但与此同时，在赤道地区响应场的差异是明显存在的(图略)，这与Sardeshmukh的研

究结果是基本一致的。因此，我们认为，中高纬地区的大气内部的Rossby波源的作用

是导致了本研究中中高纬地区的响应场对赤道太平洋地区正SSTA持续时间的不敏感

性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中纬地区的Rossby波源对赤道东太平洋地区SSTA细节的不

敏感性导致了西太平洋异常副高对赤道东太平洋正SSTA持续时间的不敏感性;同时

由于中高纬大气的Rossby波源的位置主要由气候基本场所决定，因此就导致了季风区
异常降水随时间的演变是由背景场所决定。为了更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将对模拟结果作

进一步的诊断分析。

    涡度方程为

lar+v·二)‘一‘”+F, (1)

其中，C为绝对涡度，D为散度，V为水平风场，F为摩擦项，设V=巧+叭，其中

Vm和V,为旋转风和散度风。
S=一叭v乙一C D, S为Rossby波源，那么涡度方程变为

(aat+V, - v)C=“十只 (2)

上述方程对基本流

          S,= 一 芍

(V,, Vz)进行线性化，

·(Vac)一V·(Va 0= C

可得

D，一V'z·v}一D{'- V,t·vC

我们对 200 hPa

一Vz·V乙(图8).

的风场进行了诊断，诊断结果显示，对 夕贡献最大的是

从图8中可以看出，尽管赤道东太平洋正SSTA的持续时间不

一一代r一甲一一一一一硒『一一气丁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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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但一VA·v乙对东太平洋正SSTA的持续时间并不十分敏感，因此是导致西太平
洋异常副高对赤道东太平洋地区的正SSTA的持续时间不敏感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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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夏季赤道东大平洋SSTA对西太平洋副高的影响

    由于大气内部动力过程的作用，太平洋异常副高显示出对赤道东太平洋正SSTA

持续时间的不敏感性.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赤道东太平洋正SSTA对西太平洋副高的

影响是明显存在的，这在前面比较EP8-EP1同其他几个异常试验时就可以发现这一

点。如果利用集合平均(ensemble)的方法部分消除大气内部动力过程的影响，就可以

明显地看出赤道东太平洋SSTA对西太平洋副高影响的存在，而且与观测也较为一致

(图略)。为了更进一步说明SSTA影响的存在，我们还利用LASG九层大气环流谱模

式模拟了赤道东太平洋负SSTA对夏季西太平洋副高的影响.该试验中SSTA的分布

与正SSTA时相同但符号相反。图9a给出了1-8月份赤道东太平洋存在负SSTA情
况下夏季500 hPa高度距平的分布，与图3相比较可以看出，1--8月份赤道东太平洋

为负SSTA时夏季500 hPa高度距平的分布与1.8月份赤道东太平洋为正SSTA时有

较大的差别，在正SSTA情况下，中国东部地区为负高度距平，其东南侧为正高度距

平，表现出副高偏南的特点 (图3)，对应于这种异常形势，中国东部地区降水偏多
(图90;相反，在赤道东太平洋为负SSTA时，在西太平洋北面为正高度距平，南面

为负高度距平，表现出副高偏北的特征 (图9a)，中国东部地区降水偏少 (图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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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夏季500 hPa高度距平的分布，

91起的)I<季降水距平的分布，单位:

引起的夏季降水距平的分布，单位

  位势米，等值线间距:6位势米;

等值线间距:1 mm; ( c)正SSTA

等值线间距:1 MM

为了说明初始场的作用，我们还利用LASG
赤道东太平洋正SSTA对西太平洋副高的影响.

九层大气环流谱模式模拟了不同月份
在该试验中，正SSTA的分布与前面

相同，但 SSTA分别存在于2月份、3月份、4月份及5月份，其他月份为气候的

SST。图10给出了不同月份赤道东太平洋正SSTA引起的500 hPa高度距平，与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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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 不同月份赤道东太平洋正SSTA引起的夏季500 hPa高度距平的分布

                      (单位:位势米，等值线间距二6位势米)
(a) 2月份为正SSTA，其他月份为气候SST; (b) 3月份为正SSTA，其他月份为气候SST;

(c) 4月份为正SSTA。其他月份为气候SST; (d) 5月份为正SSTA.其他月份为气候SST

相比较可以看出，尽管SSTA的月份不同，但其引起的异常副高的分布是较为相似

的，在长江以北表现为一带状的正的高度距平，因此，我们认为初始场可能不是引起大

气的响应场对赤道太平洋SSTA的持续时间不敏感性的主要原因.

    另外，从前面的讨论中还可以看出，中纬地区Rossby波源主要与气候的背景场有

一，厂-一一一一一一 — 菊石矿尸-一--~~，，1口尸es

万方数据



2期 龙振夏等二赤道东太平洋海温正异常对西太平洋副高影响的数植模拟研究 157

关，夏季气候的背景场与冬春季有较大的差别(图略)，这也可能是导致夏季EP8-EPI

不同于其他几种距平分布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考虑夏季西太平洋副高的可预报性时，

除了要注意赤道太平洋地区的SSTA的影响，还要注意大气内部动力过程的作用。

5 结论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利用LASG九层大气环流谱模式及IAP两层大气环流模式，研究了不同持续

时间的赤道东太平洋正SSTA (SSTA的持续时间分别为1月份、1-2月份、1-4月

份及1--8月份，其他月份为气候SST)对西太平洋副高的影响，结果表明，尽管

SSTA的持续时间不同，但其引起的西太平洋异常副高的演变及其分布却十分相似;同

时季风区的异常降水(进而异常潜热释放)随时间的演变及其分布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对应于不同持续时间的赤道东太平洋的正SSTA, 5月份印度洋至西太平洋地区都表

现出赤道辐合带北移偏晚的特征);模拟的季风降水与西太平洋副高异常的类似演变特

征，与资料分析指出的两者关系相当一致.

    (2)国外已有的研究曾指出，中纬度大气环流对热带地区的强迫响应对强迫源的地

理位置并不很敏感，本文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中纬度大气环流的响应也对热带外强

迫的时间尺度并不很敏感.

    (3)结果还表明，导致这种大气响应场对赤道东太平洋SSTA持续时间不敏感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大气内部过程的影响:中纬大气的内部Rossby波源维持了热带地区激

发的扰动在中高纬的存在，同时大气内部Rossby波源并不主要为热带SSTA所决定，

从而也就对赤道太平洋SSTA持续时间表现出不敏感性，正是由于这种不敏感性才导

致了响应场对赤道太平洋地区SSTA持续时间的不敏感性。

    (4)在夏季赤道东太平洋存在正SSTA的情况下，尽管大气内部动力过程的作用
十分重要，但夏季赤道东太平洋正SSTA对夏季西太平洋副高的影响也明显存在，因

此，基于赤道太平洋地区SSTA的夏季西太平洋副高的可预报性受到赤道东太平洋正

SSTA及大气内部动力过程的双重影响。

    不同模式结果的比较表明，我们的模拟结果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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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ng Influence of Positive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Anomalies
over the Eastern Equatorial Pacific on Subtropical High

over the Western Pacific

                  Long Zhenxia  and  Li Chongyin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Numerical Modeling Atmospheric Sciences and Ceop勺sical Fluid Dynamics

        Institute of Atmospheric P句sics, 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 Beijing 1110029)

Abstract   IAP 2-level AGCM and LASG 9-level spectral AGCM are employed to simulate the ef-

fect of positive SSTAs with different duration (the SSTAs are prescribed only in January, January-Feb-

ruary, January-April and January-August with the climatological SST in the other period respectively)

over the eastern equatorial Pacific on the subtropical high over the western Pacific.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despite the diversity of SSTAs duration, both the distribution and the 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anomalous subtropical high are similar, and so are the rainfall anomalies (therefore the latent 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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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malies); the ITCZs are characterized by late northward displacement from the Indian Ocean to the

western Pacific in May.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rainfall anomalies and the subtropical high anoma
lies over the western Pacific suggests the possible physical link between these two variables. The results

also suggest that the atmospheric internal dynamical process is responsible for the insensitivity of at.

mospheric responses to the duration of SSTAs over the eastern equatorial Pacific. On one hand, the
Rossby wave sources maintain the disturbances al middle-high latitudes which are excited in the

tropics,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sensitivity of Rossby wave source to the duration of SSTAs over the

eastern equatorial Pacific leads to the insensitivity of atmospheric responses to the duration of SSTAs
over the eastern equatorial Pacific. The results show when the positive SSTAs are prescribed over the

eastern equatorial Pacific, although the atmospheric internal dynamical proces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here is also obvious influence of positive SSTAs over the eastern equatorial Pacific in summer on the

summer subtropical high over the western Pacific, therefore, the predictability of summer subtropical

high over the western Pacific is determined by both the SSTA over the equatorial eastern Pacific and the
atmospheric internal dynamical process. The different model results also suggest that the above results
are model-independent.

Key words: subtropical high;  western Pacific;  internal dynamical process;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anomaly

龟尸日 .r说产云 说 公之布 乙门 、少‘今公 、乡分 之布 侣侣 乡全 沈嘴 砚卜分 魂产奋占嘴 遭左 之洲分之罕布说布 遭心 去右 乙佗 之洲宁之嘴 之嘴 占佗 杏佗 之罕宁 之左 聋嘴 咨左 己布 之产奋之嘴 己左 亡乡言 之佗

(C21世纪初大气科学回顾与展望一一第三次全国

    大气科学前沿学科研讨会论文集》出版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中国气象局科技教

育司和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共同编辑的《21世纪初大气科学回顾与展望一 第三次全国大气科学前沿学

科研讨会论文集》。近日由气象出版社出版.
    该书收集了中国大气科学界8位院士和几十位学者对于20世纪大气科学各个领域研究进展的回

顾以及对21世纪初大气科学前沿领域展望的文章，范围涉及全球变化，气候动力学和气候预侧，大

气环流和大气动力学，中小尺度气象学，大气物理、大气探测和人工影响天气，大气环境和大气化

学，以及高新技术在大气科学研究的应用等领城.这些文章不仅总结了大气科学各个领域在20世纪

的研究成果。而且还根据国际大气科学发展趋势和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对大气科学研究的需求。以及我

国大气科学研究的优势，提出了新世纪初我国大气科学研究的优先领域与前沿课R.

    该书对大气科学工作者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李太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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