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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纬地区!风速的垂直切变也是很明显的!作者解释了这些纬向气流的垂直切

变对低纬长波性质以及对不同模态的相互作用的影响!并且发现切变对低纬波动的影响具有

明显的选择性%

关键词!垂直切变&低频波&正压模&斜压模

!

!

引言

在中纬度!大气风场存在着明显的经向和垂直切变!这些切变对大气运动的稳定

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样在低纬大气运动中基本风速的垂直切变也是很明显的!低

纬地区的低层盛行着基本东风气流和高层的基本西风气流%通常!这类存在着经向和

垂直变化的纬向基本气流存在两类基本能量源'一类是与垂直切变相关的有效位能&

另一类是与水平切变相关的动能(

&

)

%热带大气运动的主要能量来自凝结潜热!特别是

积云对流活动所致的加热%南亚夏季风槽中有多个热带气旋和云团活动!构成较强的

对流活动带%同时!在南亚夏季风期!对流层低层盛行偏西风!对流层高层盛行偏东

风!风速的垂直切变非常明显!大气运动的动力过程必然受到垂直切变气流的影响%

李崇银(

!

)已经发现在南亚季风槽脊向北移动中具有
%$

!

A$

天的周期振荡%基本气流的

局地正压不稳定和基本气流的强度对中高纬度的季节内振荡激发和维持都起到十分重

要的作用!合适的西风分布有利于季节内振荡的出现(

%

)

%由于低纬地区风场与气压场

之间的地转关系不再适用!同时!水平温度场比较均匀(

?

)

!因而大气上下层间的联系不

再像中纬度那样可以用热成风关系描述&又由于大气上下层的基本气流往往有不同的

方向!因此!基本气流的垂直切变的作用不容忽视!垂直风切变可能将导致
'B9C

模的

垂直结构加深(

A

)

%薛纪善(

#

)对存在基本气流垂直切变的热带波动的垂直结构进行了计

算!得到热带扰动在高层和低层之间存在动力耦合作用!这使得热带大气波动在垂直

方向上主要被限定在某些层次上!而在其他层次上反映较弱%

D.25.*

(

"

!

@

)和
E/01F1>

6)

(

G

)在研究热带对流层的扰动对给定热源的响应时得到类似的结论'大气扰动的结构

对于给定热源的响应对于纬向基本气流的垂直切变是十分敏感的!在表面处的强东风

和随高度变化的西风垂直切变的存在对于能够模拟赤道东风是很必要的!当考虑了基

本气流的垂直切变后!主要 #

H.6)*1*5

$波动的周期要比不考虑切变时大得多%



在一个分层流体中!运动的垂直结构在数学上可以由一个外部模 #即正压模$和

无穷个内部模 #即斜压模$描述%在研究斜压
I.,,J

K

波的稳定性问题时!

-.*+,

(

&$

)发

现斜压扰动和正压扰动之间存在着耦合作用!而且不稳定的特性主要决定于相互作用

数
!

#

!"

(

#

)

$

!

*

!

(

&&

)

!其中
$

为全波数!(

#

)为特征速度振幅$%他在经过深入研究

后指出垂直模间的能量交换是不可以忽略的!这提供了一个改变中层海 #

6)H>.8+1*

$

涡漩深度结构的机制%在
!

取小值时!

-.*+,

(

&!

!

&%

)研究了一个正压
I.,,J

K

波与两个斜

压
I.,,J

K

波的共振相互作用%发现共振条件对正压
I.,,J

K

波的可能波数和频率有所

限制!只有正压
I.,,J

K

波的频率小于一定的值和波数满足一定的条件时共振才可能发

生%并进一步分析了在各种情况下正压模与斜压模之间能量的重新分配!说明特定波

动发展的能量来源%

C15.

和
E15,/H1

(

&?

)研究了在球面上的两层模式中正压分量 #外部

模$与斜压分量 #内部模$的相互作用!从两个控制方程中可以看出内部模和外部模

之间也存在着耦合作用%如果基本气流内部模垂直切变存在!则扰动量的内部模可通

过平流作用激发外部模的产生%当基本气流没有垂直切变时!内部模和外部模各自独

立发展!而且控制两者发展的机制是不同的%

L)6

等(

A

)研究了无经向变化的内部模和外

部模的相互作用!认为大气内部加热直接激发的是内部模 #斜压模$!而斜压模向外部

模 #正压模$传输能量!导致正压模的的产生%内部加热主要直接强迫内部模的生成!

通过平均风切变和垂直层间的微分阻尼及行星边界层的埃克曼抽吸作用把能量转化给

外部模%

M1*

N

等(

&A

)在文中指出
O)22

(

&&

)的单一垂直模简化模型的成功之处在于这样的

事实'热带大气的运动主要是由最大值位于对流层中部的非绝热加热驱动的!而单一

模则模拟了最重要的斜压模%当考虑了上下边界层的影响!简单的两层模式中的正压

模和斜压模是通过边界层的辐合引导的垂直速度而发生弱相互作用的%风速的垂直切

变使得赤道地区波动的斜压和正压分量相互耦合!并且很大程度地影响了西传的
I.,,>

J

K

波!但对
C+2=)*

波没有影响(

&#

)

%这个差别在于正压分量为修正的
I.,,J

K

波!只能

被内部波动共振激发%垂直切变单独存在就可通过把基本气流的有效位能传给赤道波

动而使波动不稳定发展!且不稳定波的波长随垂直切变的增强而变长%同时发现不稳

定的正压分量和斜压分量都是赤道截陷的!波动的结构有利于扰动从基本气流处得到

有效位能%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基本气流的垂直切变对热带行星尺度大气波动影响会

有不完全相同的结果(

&"

)

%在长波近似下!存在的纬向基本气流垂直切变使得东传的

C+2=)*

波和西传的
I.,,J

K

波不稳定%不稳定的
C+2=)*

波的相速度受垂直切变的影响不

大&而对于不稳定的
I.,,J

K

波!切变越大!西传速度越小!基本气流的垂直切变主要

影响热带
I.,,J

K

波%

在上述各种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主要从仅包含基本气流垂直切变的绝热方程出发!

分析在长波近似下!基本气流的垂直切变对低纬长波的作用!分析切变对不同模态的

波动影响的差异及其原因%

"

!

基本方程

在赤道
!

平面上!应用长波近似"静力近似和无粘性假设!仅包含基本气流垂直

切变的斜压模式方程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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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的本征值问题及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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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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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递推关系式和正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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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基本气流为常数时正压
I.,,J

K

波控制方程的展开表达式!可以看到'即使不包含

基本气流的垂直切变!不同的正压模之间也是相互耦合的%而由 #

!%

$则得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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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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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

这是基本气流为常数时斜压
I.,,J

K

波控制方程的展开表达式!可以看到'在不包含基

本气流的垂直切变时!不同的经向斜压模之间是相互分离的%因此!对于非零解展开

要求
;

A

)

$

!这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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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长波近似下斜压
I.,,J

K

波的频散关系!当推广到
A"+&

时!其中也含有
C+2>

=)*

波%当包含基本气流垂直切变时!由方程 #

!!

$和 #

!%

$也很容易看出关于赤道对

称的展开模态 #

A

为偶数$和关于赤道非对称的展开模态 #

A

为奇数$之间是不发生

相互作用!而关于赤道对称的展开模态 #

A

为偶数$之间或关于赤道非对称的展开模

态 #

A

为奇数$之间却相互耦合!彼此影响%因此!可以由方程 #

!!

$和 #

!%

$出发!

取不同的展开截断即可得到针对不同情况的截断解!从而可以分析基本气流的垂直切

变对各斜压模态和正压模态波动的可能影响%本文主要讨论基本气流垂直切变影响下

的斜压模的本征值问题!这也是由于斜压模更适于反映低纬低频波的特征所决定的%

E15,/*.

(

&@

)已经指出'在赤道
#

平面近似下!只有
9RQ&

!

$

!

&

的自由波的振幅是

随纬度的增加而很快衰减的%许多研究表明'热带海气耦合系统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赤

道
C+2=)*

波及低阶经向模态的
I.,,J

K

波!而且关于赤道反对称的运动通常是衰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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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仅在非常极端的条件下才能发展%因此!我们对关于赤道对称或关于赤道反对称运

动的最高展开截断阶数仅取到
AR!

或
A"%

%

首先在
A"$

处截断!可知这时仅有
A"$

的
I.,,J

K

波存在%由方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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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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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
AR$

时的斜压
I.,,J

K

波的频散关系%其次!考虑在
AR!

处截断!可知这时

存在
A"$

和
A"!

两类
I.,,J

K

波%由方程 #

!%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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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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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截断展开有非零解!则要求 #

%&

$和 #

%!

$两个方程的系数行列式为零!从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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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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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正压模态和斜压模态分离!两者不发生相互影响!这时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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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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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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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得到多个解!其中第一个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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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这个解为求解过程中带来的增根!因此!在下面求解含有基本气流切变影响的方

程时!将略去这个根%第二种解为
+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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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不考虑基本气流垂直切变影响时得到的
A"$

时的斜压
I.,,J

K

波的频散关系%

第三种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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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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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考虑基本气流垂直切变影响时得到的
A"!

时的斜压
I.,,J

K

波的频散关系%其

他根对应的是正压
I.,,J

K

波的频散关系!这里不再详细讨论%下面!我们分析基本气

流垂直切变的可能影响!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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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得到滤掉方程求解过程带来的增根控制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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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方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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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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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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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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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根据方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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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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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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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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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对应的是
A"$

和
A"!

时的斜

压
I.,,J

K

波的取值%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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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定义可以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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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数部分对应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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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波动频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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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

+

的虚数部分对应的是
%

4

的波动增长率部分%从表
&

中可以得到'

A"$

时的斜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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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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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
I.,,J

K

波的频率随切变的增强而变

大!而且是稳定的&

A"!

时的斜压

I.,,J

K

波的频率随切变的增强却是减小!

在
)

达到一定值时出现不稳定!而且波动

增长率随垂直切变的增强而增大%从计

算来看'随着基本气流垂直切变的增强!

AR$

时的正压
I.,,J

K

波的频率也是增

加的!而且总是稳定的&而
A"!

的正压

I.,,J

K

波的频率也是减小的!而且在
)

达到一定值时出现不稳定!波动增长率也随垂

直切变的增强而增大%只有
A"!

时
I.,,J

K

波的周期在基本气流垂直切变的影响下会变

长!波动变得不稳定&而
A"$

时
I.,,J

K

波的周期在基本气流垂直切变的影响下却变

短!但是变化幅度不大!同时波动也是稳定的%因此!基本气流垂直切变对不同经向

模态的
I.,,J

K

波作用是不同的!基本气流垂直切变的影响具有选择性%

以上我们分析了做偶数展开截断时基本气流垂直切变对低纬长波频散关系的影响%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也指出斜压模或正压模所对应的
A

为奇数和
A

为偶数的波动之间

是不会发生相互作用的!而只有同为奇数的或同为偶数的经向模态所对应的波动之间

才会发生耦合%因此!下面将从
A

为奇数时的角度考虑基本气流的垂直切变对各相应

模态波动的可能影响%我们知道 #

!!

$和 #

!%

$式也可以推广到
A"+&

!这时需要定

义
:

+&

和
;

+&

的存在%首先!我们考虑在
A"+&

处截断%这时由 #

!%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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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斜压
C+2=)*

波的频散关系式%可以看出'在
A"+&

处截断时!基本气流的垂直

切变对斜压
C+2=)*

波的频散关系式没有影响%为了说明这不是由选取的截断阶数造成

的!我们分析在
A"&

处截断的情况还是同样的!与截断的阶数没有关系!因此在以下

研究其他截断时可以不考虑
C+2=)*

波%

类似
A"!

截断!考虑
A"%

截断得到下列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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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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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求得
A"&

和
A"%

的斜压
I.,,J

K

波的频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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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 #

?&

$式也包含了部分增根!滤掉增根则得到下面的简化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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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由 #

?!

$式可以计算
A"&

和
A"%

的斜压
I.,,J

K

波随切变的变化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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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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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对应的是
A"&

和
A"%

时的斜压
I.,,J

K

波的取值%

&

*

+

随
)

的变化是比较复杂的'不再是简单的增加或减小!而是在一段范围

内增加在另一段范围内减小!而且对于不同模态不同类型波动的变化趋势也是不同的!

基本气流垂直切变的影响呈现出更大的选择性%

A"%

时的斜压
I.,,J

K

波的频率随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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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

)

(

&

*

+

)

%

(

&

*

+

)

"

$;$$ Q$;%%%%% Q$;&?!@#

$;$! Q$;%&G#@ Q$;&%@G#

$;$? Q$;!G%AS$;$?#&) Q$;&!G@@

$;$@ Q$;!G@?S$;&$G%) Q$;&$"#"

$;&! Q$;!GG!S$;&AG$) Q$;$@#?"

$;&@ Q$;!G!"S$;!!&!) Q$;$A@@#

$;%$ Q$;!#%!S$;%&?$) Q$;$&?#!

变的增强而减小!而且是稳定的&

A"&

时的斜压
I.,,J

K

波的频率随切

变的增强先是减小然后是增加最后

又减小!在
)

达到一定值时出现不稳

定!波动增长率随垂直切变的增强

而增大%只有斜压
I.,,J

K

波的周期

在基本气流垂直切变的影响下会变

得更长&而正压
I.,,J

K

波的周期在

基本气流垂直切变的影响下却变化不大%这更进一步说明'基本气流垂直切变对不同

经向模态的
I.,,J

K

波作用是不同的!基本气流垂直切变的影响具有选择性%

$

!

总结与讨论

在本文中!我们分析了基本气流的垂直切变对低纬长波的频散关系的影响!得出

了与前人研究不完全相同的结果%首先!基本气流垂直切变的影响是以偶数次幂的形

式 #

)

!和
)

?

$出现于频散关系的控制方程中的!因此!东风切变和西风切变对波动的

频散关系的影响是相同的%但是!在正压模和斜压模之间起联系仅仅是
)

!因此!东风

切变和西风切变对波动结构的影响是不同的%其次!与低纬低频波有密切关系的
C+2>

=)*

波的频散关系并不受基本气流垂直切变的影响!

M1*

N

等(

&#

)由数值计算也得到了类

似的结果%而且这与展开的截断阶数无关!我们可以清楚地从
C+2=)*

波的截断控制方

程中直接得到这一结果%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
C+2=)*

波的频散关系不受基本气

流垂直切变的影响!其结构仍是受到基本气流垂直切变的改变!这可以从截断展开的

方程中看到这一点%事实上!在
A"&

截断时!在分析基本气流垂直切变对
A"&

的

I.,,J

K

波的影响过程中如果不令
:

+&

"$

和
;

+&

"$

!则可得到
:

+&

和
;

+&

与
A"&

的正

压模和斜压模展开系数
:

&

和
;

&

的关系!这说明
:

+&

和
;

+&

都是受到基本气流切变的

影响!这无疑与
M1*

N

等(

&#

)的数值结果是不同的%至于吴立广(

&"

)得到与东传
C+2=)*

波

对应的不稳定模态!我们分析认为那可能是在方程运算过程中带来的增根!而我们在

得到最后的控制方程之前已经把这些增根滤掉了%第三!基本气流垂直切变对
I.,,J

K

波的影响是通过不同经向模态的正压模和斜压模的耦合实现的%当我们仅取单一经向

模态截断时!得到的各波动的频散关系是不受基本气流的垂直切变的影响的%当截断

解中包含两种或两种以上经向模态时!这时基本气流的垂直切变使得不同经向模态的

正压模和斜压模发生耦合!从而很大程度地影响了
I.,,J

K

波的频散关系%第四!即使

是受基本气流垂直切变影响很大的
I.,,J

K

波!不同经向模态的正压模和斜压模所受的

影响也是不同的%不同经向模态的正压模和斜压模的频率和增长率随基本气流垂直切

变的变化是不同的!这与以前研究得到的切变仅仅加快或减慢
I.,,J

K

波运动的结果是

不相同的%但不同经向模态的正压模和斜压模所受的影响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因基本

气流垂直切变而变得不稳定的各正压模和斜压模的增长率都是随着基本气流垂直切变

的增强而增大的%由于本文的模型是简化的!得到的结论是初步的!所以需要进行更

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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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付遵涛等'基本气流的垂直切变作用下的低纬低频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