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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利用所发展的
!"

!

九层区域气候模式较成功地模拟了东亚地区区域气候的季节与

年际变化!结果表明!初夏南亚高压的季节性变化与亚洲夏季风的建立具有密切关系!成功

地模拟出了降水的季节变化!但夏季降水模拟较差%实际嵌套场的引入!使降水模拟得以改

善%实际海温的引入使得南亚高压的模拟增强!而西太平洋副高的模拟则与西太平洋暖池地

区的海温具有密切关系!在厄尔尼诺年!与使用月平均海温相比!副高有明显的增强或减弱!

副高对暖池降温的响应具有不确定性%

关键词!气候模拟&季节与年际变化&南亚高压&西太平洋副高&厄尔尼诺

!

!

引言

最近几十年来!由于工业的发展!生态环境的破坏等原因!全球性的气候灾害不断

发生!同时也不断发生区域性的气候灾害!如
=&&=

年'

=&&@

年长江流域的大洪水%这些

气候灾害给全球的经济'社会以及受灾害的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

人们越来越关心气候的年际变率问题!尤其是区域气候的年际变率问题%只有在对年际

变率有了较好的模拟能力后!才能对这种不断发生的气候灾害进行提前预测以减少损失%

目前年际气候变率或称年际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气候和气候变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前人所作的关于年际变化的分析大多是建立在资料分析的基础上!例如
-.*+,

(

=

)统

计得出
=@@&

!

=&@?

百年间北半球陆地平均气温升高
$;#!A

!而气温的标准差为

$;%!A

%曾庆存等(

!

)利用多年平均气候资料计算了全球各地和各等压面上的大气环流

季节变率!发现在对流层低层环流有三个很突出的季节变率极大值区域!即热带季风

区'副热带季风区和温*寒带季风区!同时发现季节变率具有鲜明的斜压性%孙继松

等(

%

)利用北京地区近
=#

年的地面资料!分析了华北地区由冬季向夏季转换的早晚与对

流层中上层行星尺度天气系统季节性转换进程之间的关系%也有人利用模式进行气候

场年际变化的模拟!如徐建军等(

?

)利用
B&C=#

全球气候谱模式模拟研究了
D<9E

及其

年代际异常对全球及亚洲季风降水的影响!薛峰等(

#

)利用
F4GH'I

进行年际气候变率



的数值模拟!成功地再现了年际变率地理分布的基本特征!但他们所采用的模式都是

H'I

全球模式!对我们所关心的区域气候特征的细节不能较好地模拟出来%目前!用

嵌套区域气候模式做这方面研究的工作还比较少!区域气候模式能否成功再现区域气

候的年际变化特征!这正是我们所要检验的%本文利用我们自己发展的
!"

!

九层模式

来尝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通过对年际变化的模拟分析!以求发现该模式能否成功再

现气候年际变化的一些本质特征!只有这样才能更进一步地利用该模式来研究东亚气

候的动力和物理机制%

"

!

模式简介及试验方案的设计

作者在原五层
!"

!

模式(

J

)基础上发展了一个九层模式(

"

!

@

)

!改进后的九层模式沿用

了五层模式的大部分物理过程!其中对土壤温度和太阳短波辐射的计算采用了新的参

数化方案(

&

)

!模式区域为 $

"$

!

=?$KD

!

=

!

#@K<

#!模式分辨率为
=KL=K

!覆盖了整个

青藏高原!积分时间步长取为
%6)*

!积分方案采用欧拉后差与中央差交替进行的方

法!即先
=(

后差!再
#(

中央差!如此循环%边界嵌套采用单向指数嵌套!每月嵌套

一次%

为了检验该九层模式对季节与年际变率的模拟能力!我们首先设计了第一个试验

'E<=

!即利用
<'DG=&#@

!

=&&"

年共
?$

年的月平均资料作平均!求得
?$

年的月平

均场!利用此平均场生成模式所需的初始场和嵌套场!海温用的是多年平均的月平均

海温!共积分十年!这样在模拟中嵌套场就只考虑了季节变化而不包含年际变化%通

过这一实验的模拟!初步检验了该区域气候模式对季节与年际变率的模拟能力!为模

式的进一步改进提供可靠的依据%

为了进一步检验嵌套场引进年际变化后对气候场年际变率模拟的影响!我们设计

了一个敏感性试验
'E<!

!即利用
<'DG

+

<'4C?$

年资料中的
=&@=

年
=

月
!

=&&J

年

=

月共
=#

年的资料生成初始场和逐月嵌套场!所用的海温仍然为多年月平均海温!这

样生成的嵌套场不仅考虑了季节变化!也考虑了年际变化!共积分
=#

年%在模式的年

际变率检验中!对外界强迫因子的响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因为一个模式即使能

较好地模拟出季节变化!但如果对外界强迫因子不敏感!也无法成功再现区域气候的

年际变化%在外界强迫因子中!

99M

是较重要的一个!在长期的气候模拟中!它对年

际变率的模拟具有潜在的影响!特别是在本模式所取的区域中!海洋占了很大一部分%

众多的研究表明!海温对东亚地区的天气与气候具有重要影响!为了检验多年平均的海

温和实际每年逐月的海温对模拟结果的影响!我们设计了试验
'E<%

%与
'E<!

试验唯一

不同之处是海温资料选用
EF99M=&@=

!

=&&J

年每年逐月的实际月平均海温资料%

#

!

模拟结果的分析与检验

#$!

!

%&'!

试验的模拟结果

%;=;=

!

高度场的季节变化

首先看模式对高度场季节变化的模拟能力!为此对模拟结果作
=$

年平均%图
=

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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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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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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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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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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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场逐月分布图 $单位"位势什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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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
=$

年平均的
=

!

=!

月逐月
=$$(G1

高度场!由图可以看出!在
=

!

?

月份!南亚高

压强度一直较弱!在模拟区域内没有闭合中心出现&

#

月份!南亚高压闭合中心出现在

中南半岛北部及南海北部上空!闭合中心值达到
=J"$

位势什米&到了
J

月份!南亚高

压向西向北移至青藏高原上空!这时高压中心强度得到明显增强!达到
=J"#

位势什

米&

"

月份!南亚高压中心位于伊朗高原上空!中心达到
=J@$

位势什米!高压已控制

了亚非大陆热带和副热带的广大地区&

@

月份!高压中心东移!位于青藏高原西部上

空!强度进一步加强!达到
=J@#

位势什米&

&

月份!南亚高压逐渐南退!中心强度也

有所减弱!但仍在
=J@$

位势什米以上&到了
=$

月份!南亚高压已南退到
#

月份的平均

位置附近&在
==

'

=!

月份!南亚高压中心又回到太平洋上空%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

出!随着从冬到夏的季节转换!南亚高压中心的强度在逐渐增强!中心的位置也由太

平洋上空移到大陆中部'青藏高原上空%南亚高压的这种明显的季节变化!必将对东

亚地区的天气气候产生大的影响!特别是初夏南亚高压的季节性突变与亚洲热带夏季

风的建立具有密切的关系!这由上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出!南亚高压对南海夏季风的爆

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西太平洋副高是
#$$(G1

高度场上一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它的进退与亚洲季风及季

风雨带的移动具有密切关系%由
=

!

=!

月
=$

年平均的
#$$(G1

高度场的演变 $图略#

可以看出!西太平洋副高从
#

月份开始西伸北进!到
"

'

@

月份!西太平洋副高稳定在

中国大陆上空!

&

'

=$

月份西太平洋副高开始减弱!逐渐南退!到了
==

'

=!

月份!西

太平洋副高又回退到大洋上空!模拟的副高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其南北振荡对于季

风系统在我国东部的推进!特别是降水带的推进具有重要作用%

%;=;!

!

降水的季节变化

降水是描述气候变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衡量模式模拟效果的重要依据之一%

我国东部的降水带具有明显的南北进退的季节特征!在模式中能否再现这种季节性特

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模式的模拟效果%图
!

为模拟的
=

!

=!

月降水分布图!由图

可以看出!在
=

!

?

月!降水主要位于长江以南地区!与同期的观测场 $图略#相比

较!发现主要降水带的位置基本相符!但降水量和降水区域明显偏大%在
#

!

J

月份观

测的降水带仍位于华南地区!降水强度有所增强!而模拟的降水不仅位于长江以南地

区!而且向北扩伸!已到达华北地区!且降水强度明显强于观测场%在
"

月份!观测

雨带移到长江流域!这时模拟的雨带明显偏北!且强度偏强%在
@

'

&

月!模拟雨带随

着副高的南撤!回退到华南沿海地区!但在华北地区仍有大量的虚假降水%在
=$

'

==

'

=!

月份!降水又集中在长江以南地区!这时降水带的位置与观测场相符!但降水量仍

偏大%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模拟的降水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特征!但每个月的降

水值模拟普遍较观测场大!且夏季降水的模拟较差!在华北地区有大量的虚假降水%

降水作为气候模拟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模拟的
=

'

?

'

"

'

=$

月
?

个月的降

水率年际变率分布 $图略#的分析!发现模拟降水的年际变率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

与
=$

年月平均降水对比发现!大变率中心对应降水量大的区域!变率较小的区域则为

降水量小的区域%因为降水不同于其他气候要素的一个方面是它更容易受到外部强迫

因子的影响!因此降水的模拟存在着易变性%而气候稳定性是表征一个地区气候状态

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为了更合理地分析降水的稳定性!我们选择计算了降水的变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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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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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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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降水分布图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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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这是因为标准差的数量级与观测值的量级有关!如我国南方年降水可达
=$$$

66

以上!而北方的降水只有几百毫米!这就使得南方降水的标准差要比北方大得多!

但这并不能说明我国南方降水量的年际变化要比北方大!实际上北方降水的年际稳定

性要比南方小得多!因此要更客观地比较降水的年际变化的稳定性!必须消除降水量

本身量级的影响!因此我们用马开玉等(

=$

)提出的变差系数!即均方根与平均值的比来

表示"

"#

=

$

#

$

%

#

=

&

%

$

&

'

$ #

=槡
!

!

!!!!

$

#

=$

$

=

#

其中!

$

为时间序列长度!共
=$

年!

$

&

#

=

$

#

$

%

#

=

&

%

%

图
%

为模拟降水的年平均降水变差系数分布图%在黄河流域的东部与长江流域之

图
%

!

模拟的年平均降水变差系数分布

间!模拟的降水变差系数较小!大部分

地区在
$;!

!

$;?

之间!有小部分地区在

$;!

以下!在我国华南沿海地区!有一

长条形区域变差系数达到
$;?

以上!但

总的来讲!在我国东部大陆上!变差系

数较小!这说明该地区模拟的降水的年

际变化还是很稳定的%但与马开玉等(

=$

)

计算的我国观测年降水量的变差系数相

比!模拟降水的变差系数稍偏大!特别

是在华南地区!观测结果的变差系数仅

有
$;!

左右%在我国西北部!与观测值一样!变差系数都较大!通过对实际降水的时

间演变分析也可发现该地区的降水量随季节变化较大%在我国东部海面上有大量的虚

假降水!该降水区的降水量随季节也有较大的变化%由前面的分析可得!在我国内陆

降水稳定性的模拟上!该模式基本上还是成功的!但华南模拟降水的稳定性较差!这

可能是由其他因子所造成的!如副高脊线的进退等%

%;=;%

!

风场的演变分析

由前面几个气候要素场的分析发现!该模式对季节与年际变化的模拟较好%通过

对风场的分析 $图略#发现!在不同的地区!风场的季节演变明显不同!但季节变化

都很明显%众多的研究表明!大气环流在不同的层次均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曾庆存

等(

!

)研究发现!大气环流的季节变化具有显著的斜压性!因此我们从正'斜压环流两

个方面对该区域气候模式模拟的大气环流进行分解分析%按照大气环流的垂直分解方

案(

==

)

!将实际风场分解为正压环流和斜压环流两部分!正压环流代表了对流层中实际

风随高度不变的那部分!每一层的正常环流减去正压环流而得到的每层的斜压环流%

图
?

为
=$

年平均的
=

'

?

'

"

'

=$

月
?

个月的正压环流%在
=

月份!热带西太平洋

地区为一反气旋环流所控制!从分布形势来看!其中心位于太平洋中心地带!该反气

旋较强大!向西延伸到印度半岛的南端%在
!

月和
%

月 $图略#!该反气旋环流中心逐

渐向西移动!并且在
@$KD

以西!开始出现弱小的反气旋性环流!原先强大的反气旋环

流呈分解趋势%到了
?

月份!反气旋中心已移到菲律宾以东洋面!反气旋环流继续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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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在
#

月份 $图略#!该反气旋环流开始向北扩展!到了
J

月份 $图略#!反气旋中

心脊线已达到
!$K<

!这时印度半岛北部的反气旋环流已变得非常弱%到了
"

月份!反

气旋中心已向北推进到
!#K<

附近!并且沿脊线方向断裂成三个明显的反气旋!除去西

太平洋上的反气旋外!在青藏高原的南坡!中南半岛的西北部出现一个反气旋中心!

从图
?

中可以看出!它与西太平洋地区的反气旋仍有一定的联系!可能是西太平洋上

空的反气旋西伸时断裂而形成的!另一个位于伊朗高原上的小的反气旋中心是由原位

于阿拉伯海上空的反气旋北抬而生成的!这个反气旋中心除在
J

月份变弱!几乎完全

消失外!其他几乎没有明显的变化%除反气旋中心外!印度半岛的东北部还有一弱的

气旋中心!该中心可能是由孟加拉湾地区的东风气流与伊朗高原东部的北风气流共同

作用而形成的%这个气旋性环流随着反气旋中心脊线的北移!而逐渐变弱!在
@

月份

$图略#!该气旋中心已变得非常弱!这时反气旋中心脊线已移到
%$K<

附近!青藏高原

上空为一强大的反气旋中心所控制!同时西太平洋上空的反气旋高压也异常强大%从
&

月份开始!反气旋高压逐渐南退!青藏高原上空的高压也逐渐东移并入大洋上空的高

压中!在
=$

月份!反气旋高压已回退到
!$K<

附近!高原上空的高压已完全消失%随

着冬季的来临!在
==

'

=!

月份 $图略#!高压已完全退到大洋上空%

图
?

!

合成的
=

'

?

'

"

'

=$

月
?

个月的正压环流

从正压大气环流的演变可以发现!随着季节的交替!反气旋高压南北振荡!具有

明显的季节变化%另外!从分布形势来看!正压大气环流与
#$$(G1

大气环流场的分布

非常相似!尤其是西太平洋上空的反气旋高压的季节性变动%这说明大气环流的正压

分量基本上代表了
#$$(G1

的大气环流形势!它的变化直接导致了西太平洋副高的进

退!从而对我国东部雨带的进退等区域性天气现象产生巨大的影响%

斜压性为大气环流的一个重要特性%图
#

为
=

'

?

'

"

'

=$

月
?

个月的
=$$(G1

斜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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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流分布%在
=

'

?

月!斜压环流与正压环流相比要稍偏南!随着时间的推移!南亚高

压慢慢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反气旋中心!并从中国南海地区经中南半岛向西北方向移动!

到了
"

月份!反气旋中心正好位于青藏高原上空%与
=$$(G1

的实际环流图相比!斜压

环流的脊线要稍偏北!结合正压环流可发现!在正斜压环流的相互作用中!斜压环流

占主导地位!也就是青藏高原的热力作用是南亚高压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在
@

月!

反气旋环流得到进一步加强!从
&

月开始!反气旋中心逐渐向东向南退缩!在
=$

月!

南亚高压回退到中南半岛的北部!这时在东部洋面上又生成一个小的气旋中心%

==

月

$图略#!中南半岛上空的反气旋逐渐消亡!大洋上空的反气旋则逐渐变强%为了讨论

不同层次的斜压环流的季节变化!我们还分析了
#$$(G1

的斜压环流场演变 $图略#!

发现高原的热力作用仍然占主导地位!在
"

'

@

月!高原上空为一热低压所控制!并沿

青藏高原所在纬度分成东西两部分%

图
#

!

=

'

?

'

"

'

=$

月
?

个月的
=$$(G1

斜压环流分布

#$"

!

%&'"

与
%&'#

试验的模拟结果分析

%;!;=

!

初始条件和嵌套场对多年平均场模拟结果的影响

为了分析初始条件和嵌套场对多年平均场模拟效果的影响!我们分别把
'E<=

试

验的
=$

年模拟结果和
'E<!

试验的
=#

年模拟结果作平均!求得
=$

年平均结果和
=#

年平均结果%下面给出这两个模拟结果的对比分析%

图
J

为
'E<!

试验模拟的多年月平均降水分布图!可以发现!用实际初始场及嵌

套场模拟的降水要较
'E<=

试验中的年平均降水好得多!有较大的改善!特别是在东

部边界地区!除
"

'

@

月外!其他月份中国东部海面上的虚假降水几乎完全消失%然而

在
#

'

J

月模式区域右下角!海面上的虚假降水并未消失!在
"

'

@

月!东部洋面上的

虚假降水虽然也有所减小!但并不是很明显%与
'E<=

试验的结果相比!在
=

!

J

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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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J

!

'E<!

试验模拟的多年月平均
=

!

=!

月降水分布图 $单位"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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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黄河流域之间的降水基本上减小!从
#$66

到几百毫米不等!长江以南地区降水

量略有增加!基本上在
#$66

左右!除
J

月份华南地区的降水增加稍多%由图
J

可以

看出!在前
J

个月!降水带普遍南移!使得原先模拟偏北的降水带与观测更加符合%

特别是在
J

月份!原先位于长江以北'黄河流域的大量降水!差不多已完全消失%在

"

'

@

'

&

月!华北地区大量的虚假降水仅有少量的减少!华南地区的降水有增加的趋

势!但降水带偏北的总体形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在
=$

月!原先位于辽东半岛

附近的降水已消失!降水带向西收缩!江南地区的降水带同时也向南移动%在
==

'

=!

月!降水量没有明显的变化!但降水带稍稍有点南移%总之!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真实的初始条件!特别是实际嵌套场的定期强迫!对降水的模拟有较好的改善!由于

模式积分时间较长!在达到平衡态后!初始场的作用可以看作已完全消失!这时候实

际嵌套场通过边界定期向大气模式输送大尺度环流影响!因此!对于模拟降水的改善

应主要是合理嵌套场的使用%

西太平洋副高作为
#$$(G1

高度场上的一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初始场和嵌套场的改

变对它的影响程度又有多大呢, 由
=

!

=!

月
'E<=

与
'E<!

试验模拟的
#$$(G1

高度

场的差值分布图 $图略#发现在
=

!

#

月西太平洋副高基本上是增强的!但在东部平原

靠近长江入海口的地方!有一减弱中心!但差值并不是很大!一般在
!

!

?

位势米&

J

'

"

月!整个模式区域均为增强区域!与
=$$(G1

相类似!高纬度地区增强幅度大!低纬

地区增幅小&从
@

月份开始!东部平原上的正差值中心又开始出现&到了
&

月份!该

差值中心明显增强到
=$

位势米!并且中心移到朝鲜半岛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正

值中心继续向东移动!且中心持续增强!这从
=$

'

==

'

=!

三个月的差值可以看出%另

外!还发现该正差值中心基本上位于
==$KD

以东!

%$K<

以北的区域内%综合上面的分

析可以看出!初始场和嵌套场对
#$$(G1

高度场的影响要比对
=$$(G1

的影响小得多%

虽然对西太平洋副高的模拟稍有改善!但改善并不明显!在夏季中低纬度地区高度场

的增强不到一个位势什米%

%;!;!

海温对模拟结果影响的初步分析

通过对高度场与温度场的分析 $图略#!发现
'E<!

与
'E<%

两个试验模拟的高度

场可相差几个位势米!而温度场几乎没有明显的不同!仅相差零点几度%对两个试验

模拟的高度场在中国东部地区经向平均的差值时间纬度演变图 $图略#分析发现!在

=$$(G1

!海温对高度场的影响主要集中在
=#

!

%#K<

之间!除少数几年内减弱外!在

其余年份均是增强的!由此可见!实际海温的引入使南亚高压模拟偏强&而对
#$$(G1

高度场的模拟则要复杂得多!尽管对高度场的影响仍然集中在中纬度%高度场在
=&@!

'

=&@#

'

=&@&

年明显减弱!在
=&@%

'

=&@?

'

=&@J

'

=&&=

'

=&&!

'

=&&%

'

=&&?

年增强!而

在其他年份没有明显的变化!其中变化最强的
=&@!

'

=&@#

'

=&&=

年均是厄尔尼诺年或

在厄尔尼诺爆发的前夕!而厄尔尼诺年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赤道东太平洋海温的升温和

西太平洋暖池地区的相对降温!由此可见!西太平洋暖池地区的海温对于西太平洋副

高的模拟具有重要影响%另外!由前面的差值分布图还可以看出!对
#$$(G1

高度场的

影响要比对
=$$(G1

高度场的影响大得多!在
=$$(G1

最高差值仅有
%

位势米!而在

#$$(G1

可达到
=$

位势米以上%

图
"

是
'E<!

试验与
'E<!N'E<%

试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

==$

!

=!$KD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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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所模拟的降水率及降水率差值的时间演变图 $单位"

66

#

$

1

#

'E<!

&$

O

#

'E<!N'E<%

%#K<

#所模拟降水率及降水率差值的时间演变图%由图
"1

可以看到!采用实际的初始

场与嵌套条件所模拟的降水明显不同于用多年平均场所模拟的结果 $图略#!它更细致

地刻画了每一年不同的降水特征!可以发现!在
=&&!

年以前!几乎每年均有几次明显

的降水过程!特别是在
=&&$

'

=&&=

年!其中
=&&=

年的特大洪水在这里也能体现出来!

=&&=

年的平均降水率要强于其他年份!从
=&&!

年开始!长江中下游开始进入少雨期!

最后
?

年的最低降水率明显小于其他年份%由图
"O

看出!实际海温的引入!使得降水

率的改变并不是很大!基本维持在
=66P

>=以内!也有几个突出的月份!但持续的时

间并不长%另外!还可发现!差值为正值持续的时间最长!即实际海温的引入使得模

拟的降水在大部分模拟时间内是减少的!可以看出!从
=&@"

年初到
=&&=

年下半年及

=&&!

年下半年到
=&&?

年上半年!基本上都是正异常%

南海地区 $

=$#

!

=!$KD

!

=$

!

!$K<

#和孟加拉湾地区 $

@$

!

&#KD

!

=$

!

!$K<

#这

两个著名的季风区!引入海温后!对这两个地区的风场变化有何影响呢, 图
@

为
'E<!

试验模拟的南海地区 $实线#与孟加拉湾地区 $虚线#的纬向风场及与
'E<%

试验模

拟的纬向风差值的时间演变图%由图
@1

可以看出!这两个地区的纬向风场的年际变化

较
'E<=

试验十年的模拟结果 $图略#更明显!其中南海北部地区东风强!而孟加拉

湾地区西风强%由
'E<!

与
'E<%

试验的纬向风场的差值图 $图
@O

#发现!这两个地

区的纬向风场在大部分模拟时间内是
'E<%

试验结果是增强的!但增强幅度并不大%

由这两个地区的经向风的差值分布 $图略#也可以发现同样的现象%

(

!

结论

本文利用新发展的
!"

!

九层区域气候模式模拟检验了其对东亚地区区域气候季节

与年际变化的模拟能力!主要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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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模拟的南海地区 $实线#与孟加拉湾地区 $虚线#的纬向风场及纬向风差值的时间演变图 $单位"

6,

>=

#

$

1

#

'E<!

&$

O

#

'E<!N'E<%

$

=

#该模式对区域气候的季节与年际变化的模拟还是成功的%模拟结果表明!南

亚高压和西太平洋副高均有明显的季节变化!初夏南亚高压的季节性突变与亚洲夏季

风的建立具有密切的关系%

$

!

#控制试验
'E<=

模拟的降水虽然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但每个月的降水值模

拟普遍较观测场要大!且夏季降水的模拟较差!在华北地区有大量的虚假降水%采用

实际的初始场和嵌套场后!江淮流域多雨!华北与华南地区少雨!降水模拟得以改善%

$

%

#由高层斜压环流场的分析!发现斜压环流起主导作用!也就是青藏高原的热

力作用是南亚高压得以维持的一个重要原因!与高层相对应!低层斜压环流为一气旋

性热低压所控制%

$

?

#引入实际嵌套场后!实际海温的引入使得南亚高压的模拟增强!而西太平洋

副高的模拟则与西太平洋暖池地区的海温具有密切关系!在厄尔尼诺年!与使用月平

均海温相比!副高有明显的增强或减弱%副高对暖池降温的响应具有不确定性%

通过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孟加拉湾地区的降水场与风场的分析!发现实际海温的

引入使降水模拟量普遍减少!相反在该地区的大部分模拟时间内纬向风场却是增加的!

但增强幅度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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