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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AAB)C)A)) 第一部分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CAA"D))= 共同资助

热带西太平洋暖池次表层暖水的起源

!!!对 !""#$!""% 年 &'()事件的分析!

巢纪平=!

# 袁绍宇!!

#巢清尘*!

#田纪伟!!

="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 北京! =)))B="

!" #青岛海洋大学! 青岛! !DD))*"

*" #国家气象中心! 北京! =)))B="

摘#要##分析了从 =A?? E=AAA 年 C? 年热带$ 副热带太平洋地区次表层温度距平资料!

在分析沿赤道距平极值曲面的深度分布后! 认为它基本接近气候温跃层的深度分布% 由此

分析了 =AAC E=AAA 年该曲面上温度距平的演变发现& =AA"F=AAB 年 G&(-

"

.%产生时! 在热

带西太平洋暖池次表层 #=D) 8附近" 的温度正距平! 是从 =AACF=AA? 年G&(-

"

.%在(-

"

.%*

区的最大正距平信号传播或演变过来的! 整个最大正距平信号的传播轨迹形成一似 'B(

字的形状% 与此同时! 当正的温度距平开始从暖池向东传播时! 一最大温度负距平信号在

(-

"

.%* 区出现! 并伴随赤道最大正距平信号的东传! 在其北部 #? E=)H(" 向西传! 然后

又向东传最后到达(-

"

.%* 区! 其传播轨迹形成一扁 ')( 字形状% 分析表明! =AA"F=AAB 年

这次完整的G&(-

"

.%FI4(-

"

.4事件主要是在热带流系的温跃层附近形成并传播的%

关键词" G&(-

"

.%FI4(-

"

.4事件) 温度距平) 气候温跃层

!*引言

G(;J是热带太平洋上层温度异常变化的海洋现象! 它的出现对热带和全球的天

气$ 气候都会造成重大的影响% 最近的分析表明*= E?+

! 以 (-

"

.%* 区出现持续的海表正

温度距平的G(;J现象! 其温度正距平来自西太平洋暖池的次表层 #=D) 8深附近"!

是在那里发展后沿赤道的温跃层东传到 (-

"

.%* 区的% 但暖池次表层的暖水是从哪里来

的! 这是一个尚未研究的新问题%

本文通过进一步分析 =AA"F=AAB 年 G&(-

"

.%FI4(-

"

.4事件热带海洋以外的次表层海

温距平资料! 发现整个热带太平洋次表层海温正 #负" 距平! 存在着有规则的分布和

演变! 它们与热带太平洋流系的分布和运动有关! 由此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果%

+*资料

本文所用的资料为国家气候中心资料室提供的美国 ;:3-990海洋研究所联合环境分

析中心 #1GK6+" 的海表和次表层海温观测资料% 这是根据投弃式温深计 #LMN"$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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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和浮标观测资料经过最优差值方法得到的! 包括 == 个标准层上的海温距平 #) 8$

!) 8$ C) 8$ D) 8$ B) 8$ =!) 8$ =D) 8$ !)) 8$ !C) 8$ *)) 8$ C)) 8"! 水平分辨

率为 ?HO!H#经度O纬度"! 范围包括 #*)HGE=B)HE*)HG! D)H(ED)H;"% 资料的时

间长度从 =A?? 年 = 月到 =AAA 年 =! 月共 C? 年% 本文对资料的分析主要集中在 #!)H; E

!)H(! =!)HGE=B)HEA)HP" 之间的热带和副热带太平洋地区%

,*热带海温距平最大变化的深度曲面

基于我们对已有大的海温距平主要发生在温跃层附近的认识! 这一认识不仅对赤

道地区是如此! 同时曾分析过黑潮次表层的温度距平的变化规律! 以及与暖池次表层

海温和(-

"

.%* 区海温变化的关系! 发现也有着一定的统计意义的联系% 为此有理由把

对温度距平的分析主要着眼在温跃层附近%由于缺少整个热带太平洋温跃层的分布资

图 =#统计意义上距平最大值曲面

#4" = 月) #Q" C 月) #:" " 月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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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续" ##R" =) 月

料! 我们构造了另一个曲面来代替温跃层% 鉴于认为大的温度变化一般都发生在温跃

层附近这一认识! 我们对 =A?? E=AAA 年 C? 年次表 == 层的温度距平资料进行分析! 得

出每个月的距平最大值出现的深度! 这样就可以得到该月统计意义上 #C? 年平均" 的

距平最大值曲面 #图 ="% 由图可以看出随着月份的变化! 该深度曲面略有变化! 但变

化的幅度很小! 其中 C 月份的深度最浅! 依次增深! 到 =! 月份达到最深%

-*距平最大值曲面上距平的分布及演化规律

通过资料分析! 利用线性差值的方法给出 =AAC E=AAA 年的距平最大值曲面上的距

平值! 如图 ! 所示%

由于在 =AAC E=AAA 年期间存在两次G&(-

"

.%现象! 本文着重指出这两次 G&(-

"

.%现

象的联系% 分析表明! =AA"F=AAB 年G&(-

"

.%在暖池附近最大正距平信号产生的源头来

自 =AACF=AA? 年G&(-

"

.%在(-

"

.%* 区的最大温度正距平信号% 存在于(-

"

.%* 区的正距平

信号从 =AAC 年 == E=! 月开始沿南赤道洋流的位置 #? E=?H;" 逐渐西传! 大约经过一

年的时间于 =AA? 年底到达暖池! 并在暖池附近开始聚集$ 发展! 到 =AAD 年底! 已经占

据了整个中西太平洋 #=C)HGE=B)HE=")HP"! 并开始向东发展! 发展方向顺时针转

向 =B) 度% 在 =AA" 年 = E! 月间! 一最大负距平信号在(-

"

.%* 区附近出现! 并伴随最大

正距平信号的东传! 在其北部向西传! 于 =AA" 年 A E=) 月之间到达暖池附近! 此时中

西太平洋最大正距平信号已沿赤道传到 (-

"

.%* 区! 形成 =AA"F=AAB 年的 G&(-

"

.%事件%

然后! 该正距平信号在赤道东太平洋持续 C 个月后! 到 =AAB 年 = 月开始逆时针转向

=B) 度! 在 ? E=?H(北赤道洋流的位置转向西传! 而最大负距平信号也在暖池转向! 开

始在 ?H; E?H(之间向东传! 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 到 =AAB 年冬季传到 (-

"

.%* 区! 一

次新的I4(-

"

.4现象出现%

从整个时间演变的过程来看! 最大正距平信号的传播于 =AAC 年底从 (-

"

.%* 区出

发! 经 ? E=?H;之间西传! 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 于 =AA? 年底到达暖池! 并在暖池附

近开始积聚! 到 =AAD 年底! 开始沿 ?H; E?H(之间向东传 #该过程可能是波的入射及

反射的过程"! 再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于 =AA" 年 A E=) 月到达 (-

"

.%* 区! 然后逆时针

左转沿 ? E=?H(向西传! 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于 =AAB 年底到达暖池! 整个信号的传播

形成一似 'B( 字的形状! 最大负距平信号的传播形成一扁 ')( 字的形状% 正$ 负温

度距平信号的上述传播过程! 历时约 C 年%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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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 年第 C 季度E=AAD 年第 C 季度 #间隔一个季度"

图 !#=AAC E=AAB 年季度的平均距平分布图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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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年第 = 季度E=AAA 年第 = 季度 #间隔一个季度"

图 ! #续"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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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信号传播的路径基本与海洋洋流系一致!但是从

信号传播的时间来看! 这些信号的传播速度要比洋流速度快得多% 可以初步认为! 向

西传播是沿洋流的S%00QT波! 而向东传播是 U/&V-. 波% 传播过程的机制需进一步分析

研究%

由图 ! 也可以看出! 当 G&(-

"

.%或是 I4(-

"

.4发生时! 最大正距平信号和最大负距

平信号像传送带一样! 或是冷信号在暖信号北面随暖信号的东传而向西传播! 或是暖

信号在冷信号的北面随冷信号的东传而向西传播! 这也可能是信号传播方向相反的两

列不同性质的波系! 如S%00QT波和U/&V-.波同时在作用% 当然也可能存在其他的过程%

另外! 传统认为G&(-

"

.%FI4(-

"

.4形成变化是在赤道地区! 从此次分析表明! 从整个过

程看! 超出了赤道地区! 是热带$ 副热带的一种大尺度海洋现象%

本文只是分析了 =AA"F=AAB 年一次 G&(-

"

.%FI4(-

"

.4过程! 基本看到该过程的暖

#冷" 温度距平的生成演变过程! 此次过程的演变与南$ 北赤道洋流$ 黑潮所在位置很

靠近! 表明了热带太平洋流系在 G&(-

"

.%FI4(-

"

.4发生$ 发展中有重要作用% 当然这尚

需作进一步分析! 特别是海洋对大气环流的响应方面! 自然是更需分析研究的% 但我

们认为本文的分析结果对研究 G&(-

"

.%FI4(-

"

.4现象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的新问题% 本

文只是对一个个例的研究! 对近 C) 年所有G&(-

"

.%FI4(-

"

.4事件的分析将在另文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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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 #4Q%27? E=)H(" 4.R /407[43R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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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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