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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个关系!反算出风应力(文

中对
99[4

和风应力场做
9:̂

分解时!将
99[4

处

理成左场!而将纬向风应力和径向风应力结合成右

场!同时为消除各场之间量级差异!在做
9:̂

分解

之前三个场分别除以各自场时间方差的空间平均值(

同时!考虑到季节性对
C2<)

#

*.

的发生'发展

有着重要影响!因而我们建立的统计大气模式具有

季节变化 %

S10*+55+512=

!

N%%!

,

9

K

/+512=

!

N%%F

&(

事实上!从图
N

给出的
N

月份和
&

月份
9:̂

分解

的第一模态不难看出两个月份海气耦合特征具有较

大差异"

N

月份
99[4

最大振幅主要出现在中东太

平洋区域!而
&

月份则主要出现在赤道东太平洋及

南美沿岸地区,

N

月份近赤道中西太平洋地区风应力

径向辐合特征比较显著!而
&

月份风应力的纬向结

构更明显(

此外!关于这个统计模式!还有一个需要确定

的参数"

9:̂

模态截取个数(文中参阅其他相关

工作 %

S10*+55+512=

!

N%%!

,

9

K

/+512=

!

N%%F

,

B(1*

?

+512=

!

#$$"

&!以及
9:̂

分解奇异值的分布!选择

截取前
F

个模态(

>=B

!

耦合模式

文中建立了两类混合型耦合模式"一个为标准

的混合型耦合模式 %记为
A'X

+

,5J

&!另一个为加

入次表层上卷海温经验参数化后的混合型耦合模式

%记为
A'X

+

+6J

&%图
#

&(

在
A'X

+

,5J

中!

DG'X

直接与统计大气耦

合!即
DG'X

提供
99[4

给统计大气模式!算出

风应力距平!反过来风应力距平与观测的气候场风

应力叠加后强迫
DG'X

!如此循环#其中
DG'X

提

供
99[4

时需要的
99[

气候场由
DG'X

在观测的

大气强迫下长时间积分得到!详见朱杰顺等

%

#$$E

&$(

与
A'X

+

,5J

不同!

A'X

+

+6J

耦合计算过程

中
DG'X

不是直接给统计大气模式提供
99[4

!

而是在
DG'X

中嵌入一个
99[4

模式 %其中次表

层上卷海温采用经验参数化方法&!将
99[4

模式

计算的
99[4

提供给统计大气模式!这主要是因为

采用次表层上卷海温参数化后
99[4

模式计算的

99[4

更加合理 %朱杰顺等!

#$$E

&(具体地!耦合系

统运行过程中!

DG'X

在大气模式计算的风应力距

%FE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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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N

!

99[4

与风应力距平
9:̂

分解第一模态"%

1

&

N

月份,%

L

&

&

月份

b)

?

=N

!

[(+3)0,59:̂ 6.J+,L+5\++*99[41*J\)*J,50+,,1*.612)+,3.0

%

1

&

-1*

!%

L

&

-/2

图
#

!

A'X

+

,5J

%

1

&和
A'X

+

+6J

%

L

&流程图 %其中各分模式间物理量一天交换一次&(下标 )

,

*代表表层

b)

?

=#98(+615)8J)1

?

016,3.05\.5

K7

+,.3(

K

L0)J8./

7

2+J6.J+2,

"%

1

&

A'X

+

,5J

!

99[1*.612)+,30.6DG'X10+/,+J5.8128/215+5(+\)*J

,50+,,1*.612)+,

,%

L

&

A'X

+

+6J

!

99[1*.612)+,30.65(++6L+JJ+J99[4,/L6.J+210+/,+J=V*3.0615).*L+5\++*5\.,/L6.J+2,),+]@

8(1*

?

+J.*8+1J1

K

平与观测的气候场风应力合成场强迫下计算出下一

时步
99[4

模式所需的混合层流场信息!同时利用

DG'X

模拟的海表高度异常 %

9_4

&通过
=e

+

模式计

算出海洋次表层上卷海温
=e

+

!再通过
99[4

模式计

算出
99[4

场!并提供给统计大气模式!计算出风应

力距平!如此循环(耦合系统运行过程中流场距平'

9_4

都是相对于
DG'X

在观测大气强迫下长时间积

分的气候平均 #详见朱杰顺等 %

#$$E

&$(

此外!多组试验还表明!还有一个重要因子影

响着系统的耦合特征...相对耦合系数 %

!

&!即大

气模式算出来的风应力距平先乘以
!

后!再与观测

的气候场风应力叠加!强迫海洋模式(正如
<++2)*

$EE

大
!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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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

学

'()*+,+-./0*12.3456.,

7

(+0)898)+*8+,

!!!

!

!!

卷

:.2;!!



%

N%%$

&所说!随着
!

由
$

逐渐增大!耦合系统将出

现
A.

7

3

分叉"系统首先出现阻尼振荡,当
!

大到

某一临界值时!系统发生第一次分叉!开始出现显

著的自激年际变率,当
!

继续增大时!系统发生第

二次分叉!出现不稳定!振荡增幅变大而不合理(

试验表明!要得到自激振荡!

A'X

+

,5J

较
A'X

+

图
!

!

A'X

+

,5J

模拟沿赤道时间剖面图"%

1

&

99[4

!等值线间隔为
$=Ff

,%

L

&纬向风应力异常!等值线间隔为
$=$N<

/

6

#

,%

8

&

9_4

!等

值线间隔为
F86

b)

?

=!

!

[)6+ 2.*

?

)5/J+80.,,,+85).*,.3A'X

+

,5J,)6/215).*,12.*

?

5(++

H

/15.0

"%

1

&

99[4

,%

L

&

U.*12\)*J,50+,,1*.612)+,

,%

8

&

,+12+I@

+21*.612)+,

%

9_4

&

=[(+8.*5./0)*5+0I12,10+$=Ff)*

%

1

&!

$=$N<

/

6

#

)*

%

L

&!

1*JF86)*

%

8

&!

0+,

7

+85)I+2

K

+6J

需要更大的相对耦合系数
!

!这也从一个侧面

说明由于
A'X

+

,5J

中海洋温跃层变化对海表反馈

不够!从而需要更大的大气动量强迫来维持模式中

的自激振荡(

文中
A'X

+

,5J

和
A'X

+

+6J

相对耦合系数分

别取为
#=$

和
N=$F

!并以
DG'X

气候运行
F$

年后

的状态为初值!各向前积分了
"F

年!下文分析主

要基于后
#$

年模拟结果(

>=C

!

资料简介

文中参数化次表层上卷海温'确定海洋相关变

量气候场信息都需要
DG'X

在非耦合状态下的运

行结果!其中需要一些大气海洋的强迫场资料!这

些资料包括
A+22+061*

气候风应力 %

A+22+061*+5

12=

!

N%M!

&'

9X̂ %"

气候场资料 %

J19)2I1+512=

!

N%%"

&'

C>4"$

距平场资料 %

G)L,.*+512=

!

N%%&

&

以及
RD4$N

盐度 %

'.*Z0)

?

(5+512=

!

#$$#

&和

>+

K

*.2J,

的分析海温 %

>+

K

*.2J,+512=

!

#$$#

&#详

见朱杰顺等 %

#$$E

&(

此外!建立统计大气模式时需用到风应力和海

温资料(通过几种资料的对比试验!最后风应力资

料选用大气模式
C'A4X"=F

在观测的海温强迫下

#"

个样本集合平均#

[)

77

+55X

%个人交流&$!时段

为
N%F$

"

N%%%

年,海温资料来源于
>+

K

*.2J,

分析

资料 %

>+

K

*.2J,+512=

!

#$$#

&(

A

!

结果分析

A?=

!

/36

"

98.

与
/36

"

-(.

模拟比较

图
!

和图
"

分别为
A'X

+

,5J

和
A'X

+

+6J

模

N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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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同图
!

!但为
A'X

+

+6J

模拟结果

b)

?

="

!

4,)*b)

?

=!

!

L/53.0A'X

+

+6J

拟的
99[4

'纬向风应力距平及
9_4

沿赤道时间剖

面图(这里 %包括下文&为了探讨海洋次表层变

率!分析了
9_4

而没有直接分析温跃层起伏!一方

面考虑到
9_4

和温跃层起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相

关非常好!都反映了上层海洋热容量的变化

%

>+L+05+512=

!

N%MF

&!事实上在
N=F

层模式中
9_4

与温跃层起伏满足约化重力关系,另一方面是由于

9_4

是
V4Y@[YDG'X

的直接输出量!计算方便(

对比图
!

和图
"

可以看出!

A'X

+

,5J

和
A'X

+

+6J

呈现出一些相似的海气耦合特征"沿赤道

99[4

'纬向风应力距平及
9_4

都存在着明显的年

际振荡!在赤道中东太平洋出现正 %负&海温距平

时!日界线附近出现西 %东&风距平!而且在这之

前海表高度正 %负&距平信号已经由西太平洋逐渐

传播到东太平洋(同时两幅图之间的差异也比较明

显"像其他许多海气耦合模式存在的问题一样

%

S10*+55+512=

!

N%%!

,

9

K

/+512=

!

N%%F

,

B(1*

?

+5

12=

!

#$$"

,

+̂,+0+512=

!

#$$E

&!由于
DG'X

中温跃

层变化对海表的反馈偏弱!

A'X

+

,5J

模拟的
99@

[4

变率在赤道东太平洋地区过低!振荡频率过高(

相反!通过使用
9_4

%等价于温跃层起伏&参数化

次表层上卷海温!

A'X

+

+6J

中温跃层变化对海表

的反馈得到了加强!其模拟的
C<9D

振荡与观测更

为接近,这些改进在图
F

'图
E

中将被定量地给出(

此外!

A'X

+

,5J

模拟的海温受风应力局地影响比

较明显!如在风应力变率较大的
NF$̀C

"

NM$̀C

区

域
99[4

变率最大!这与观测也不相符(

图
F

给出了观测的 %

N%MN

"

#$$$

&'

A'X

+

,5J

和
A'X

+

+6J

模拟的
99[4

标准差空间分布(从

图
F1

看到!观测海温年际变率主要集中在赤道中

东太平洋!而且在东太平洋及南美沿岸达
N=Ef

以

上,而在赤道外及西太平洋地区!

99[4

年际变率

较小 %小于
$=Mf

&(图
FL

为
A'X

+

,5J

模拟结果!

从中看出模拟的
99[4

变率明显与观测不符!模拟

的变率过于西伸!最大变率中心出现在日界线附

近!并与纬向风应力变率中心重合 %图略&,在东太

#EE

大
!

气
!

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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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F

!

99[4

标准差空间分布图"%

1

&观测 %

N%MN

"

#$$$

年&,%

L

&

A'X

+

,5J

模拟,%

8

&

A'X

+

+6J

模拟(等值线间隔为
$=#f

b)

?

=F

!

[(+99[4,51*J10JJ+I)15).*,3.0

%

1

&

.L,+0I15).*,

%

N%MN #$$$

&!%

L

&

A'X

+

,5J,)6/215).*,

!%

8

&

A'X

+

+6J,)6/215).*,=[(+

8.*5./0)*5+0I12),$=#f

平洋及南美沿岸
99[4

变率明显过于偏弱!观测中

的变率大值中心完全消失(图
F8

为
A'X

+

+6J

模

拟结果!相对图
FL

来说有较大改进!模拟的
99[4

变率出现在赤道中东太平洋!而且在东太平洋及南

美沿岸地区模拟的变率与观测量级基本相当(此外

有意思的是!观测中东太平洋赤道以北的小暖池地

区存在一个小的变率中心!

A'X

+

+6J

也能刻画出

来,不过!在中太平洋地区模拟的变率与观测相比

稍大 %约
$=#f

&(

图
E

为观测的 %

N%MN

"

#$$$

年&'

A'X

+

,5J

及

A'X

+

+6J

模拟的
<)

#

*.!

指数功率谱分析结果(

观测中
C<9D

振荡主周期为
"

年!而
A'X

+

,5J

模

拟
C<9D

振荡频率明显过高!与当前许多耦合模式

一样呈现准两年振荡特征 %

S10*+55+512=

!

N%%!

,

9

K

/+512=

!

N%%F

,

B(1*

?

+512=

!

#$$"

,

+̂,+0+512=

!

#$$E

&(在引入次表层上卷海温非局地参数化方案

后!

A'X

+

+6J

模拟有所改进!模拟的振荡主周期

为
"

年!与观测一致(不过!与观测相比!

A'X

+

+6J

中振荡谱能量过于集中于
"

年左右!这可能是

由于我们的大气模式是一个统计型模式!它虽然反

应了赤道地区底层大气对下垫面变率快速调整这一

事实!但却缺少高频的大气噪音强迫,而且所建立

的耦合模式只是热带太平洋区域的模式!来自热带

外的气候异常对热带太平洋海气相互作用的影响与

调制作用在该耦合模式中是无法体现的(

另外!

C<9D

还有一个显著特征是季节锁定

性!即
C2<)

#

*.

峰值一般出现在北半球冬季(从图

"1

可以看出!

A'X

+

+6J

能较好地描述这一现象!

模拟的
C2<)

#

*.

峰值一般都出现在
N

月份左右,而

A'X

+

,5J

这方面模拟较差 %图
!1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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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

!

<)

#

*.!

指数功率谱分析"%

1

&观测 %

N%MN

"

#$$$

年&,%

L

&

A'X

+

,5J

模拟,%

8

&

A'X

+

+6J

模拟

b)

?

=E

!

Y.\+0,

7

+850/61*12

K

,),.3<)

#

*.!99[1*.612)+,L1,+J.*

%

1

&

.L,+0I15).*,

%

N%MN #$$$

&!%

L

&

A'X

+

,5J,)6/215).*,

!%

8

&

A'X

+

+6J,)6/215).*,

较好的耦合模式用于
C<9D

预测!因而考察
A'X

+

+6J

中耦合振荡机制对于下一步开展
C<9D

预测

有着重要意义(在这部分!我们着重考察
A'X

+

+6J

中海气耦合特征!并与当前比较流行的几种

C<9D

理论进行比较(

在当前比较流行的
C<9D

理论中!最早提出也

是最有影响力的当数 )延迟振子*理论 %

J+21

K

+J

.,8)2215.0

&%

9/10+U+512=

!

N%MM

,

S155),5)+512=

!

N%M%

&!该理论强调风应力旋度激发的赤道附近西

传
>.,,L

K

波及其西边界反射成东传的
O+2I)*

波而

引起的时滞负反馈效应(此外!)西太平洋振子*

理论 %

\+,5+0*Y18)3)8.,8)2215.0

&强调西太平洋在

C<9D

循环中的作用 %

R+),L+0

?

+512=

!

N%%&

&!认

为
C2<)

#

*.

期间!与东太平洋正海温异常相对应!

在西太平洋赤道两侧会出现负海温异常!从而该区

域海平面气压 %

9_Y

&增加!这会导致西太
<)

#

*.F

区 %

F̀9

"

F̀<

!

N#$̀C

"

N"$̀C

&出现东风距平!这

为
C<9D

循环提供了负反馈因子()充电 放电振

子*理论%

0+8(10

?

+@J),8(10

?

+.,8)2215.0

&认为
C<9D

循环是赤道地区上层海洋热容量充电 放电循环的

结果 %

-)*

!

N%%&

&!

C<9D

暖位相期间!由于
9I+0J0/

7

输送的辐散作用!赤道地区上层海洋热容量开始逐

步放电 %向赤道外地区输送&!从而海温逐步趋于

正常而达到过渡期!这期间赤道太平洋地区上层海

洋热容量整体偏少,进一步!通过气候上翻过程!

C<9D

循环开始向负位相转换()平流 反射*理论

%

1JI+85)I+@0+32+85)I+6.J+2

&则同时强调波在太平

洋东西边界的反射及与之相应的纬向平流作用

%

Y)81/5+512=

!

N%%&

&(

R1*

?

%

#$$N

&使用一个统一

的振子模型将这几个理论都包含在内(

事实上!现在许多研究已经开始将耦合模式中

C<9D

振荡与这些理论相联系(如
S18(+0+512=

%

N%%M

&研究发现
C'A4X!

/

DYQ'!

耦合模式中的

C<9D

振荡能用 )延迟振子*理论解释,

'.22)*,

%

#$$$

&认为第二代
A1J2+

K

中心耦合模式中的
C<@

9D

振荡可以用 )充电 放电振子*理论解释,

+̂,+0

+512=

%

#$$E

&从 )延迟振子*理论及 )充电 放电振

子*理论的角度分析了
''9X!

中的
C<9D

振荡(

本文将基于上面提到的几种
C<9D

理论!考察

A'X

+

+6J

中海气耦合特征(

首先!对图
"

中
99[4

'

9_4

和纬向风应力距

平进行联合
CDb

分解(这里与建立统计大气模型

时做
9:̂

分解一样!为消除三个场之间量级差异!

在做
CDb

分解之前三个场分别除以各自场时间方

差的空间平均值!在最后绘图时又把这个权重乘回

来以恢复各自的相对量级(图
&

给出前两个模态空

间型!这两个模态的方差贡献分别为
EM=Eg

和

NE=Mg

(从两个模态的时间系数 %图略&可以看

出!这两个模态分别对应
C<9D

循环的成熟位相和

过渡位相(在成熟期 %

CDbN

&!在中东太平洋出现

大范围的海温正 %负&距平 %图
&1

&,与此相应!在

日界线附近出现纬向西 %东&风距平 %图
&+

&,

9_4

则在赤道附近表现东西反位相!在赤道中东太平洋

9_4

偏高 %低&!而在西太平洋赤道外地区出现两

个
9_4

低 %高&值中心 %图
&8

&(与赤道中东太平

洋的海温正 %负&距平相对应!在西太平洋赤道外

地区出现弱的海温负 %正&异常!并且在
<)

#

*.F

区

有东 %西&风距平!这与 )西太平洋振子*理论所揭

"EE

大
!

气
!

科
!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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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A'X

+

+6J

模拟的 %

1

'

L

&

99[4

'%

8

'

J

&

9_4

和 %

+

'

3

&纬向风应力异常的联合
CDb

分析结果"%

1

'

8

'

+

&第一模态,%

L

'

J

'

3

&第二

模态

b)

?

=&

!

[(+3)0,55\.8.6L)*+JCDb6.J+,3.0

%

1

!

L

&

99[

!%

8

!

J

&

9_4

!

1*J

%

+

!

3

&

U.*12\)*J,50+,,1*.612)+,30.65(+A'X

+

+6J,)6/@

215).*,

"%

1

!

8

!

+

&

[(+3)0,56.J+,

,%

L

!

J

!

3

&

5(+,+8.*J6.J+,

示的相一致,根据这个理论!

<)

#

*.F

区的东 %西&风

距平将激发出东传的上 %下&翻
O+2I)*

波!从而为

C<9D

循 环 提 供 了 负 反 馈 因 子(在 过 渡 期

%

CDb#

&!中东太平洋开始出现弱的负 %正&海温距

平 %图
&L

&,相应地!日界线附近出现弱纬向东

%西&风距平 %图
&3

&,而此时!

9_4

空间分布与成

熟期明显不同!成熟期
9_4

表现为东西反位相%图

&8

&!而这里则主要表现为赤道地区东西同位相!但

与
N#̀<

纬带反位相 %图
&J

&(

事实上!图
&8

'

J

结果与一些观测的和耦合

G'X

模拟的上层海洋热容量
CDb

分析结果相当

一致 %

B(1*

?

+512=

!

N%%E

!

N%%&

,

B(./+512=

!

N%%%

,

A1,+

?

1\1+512=

!

#$$!

&!并且与前面提到的 )充电

放电振子*理论也很吻合!这从图
M

可以更加直观

地看出(图
M

中实线为
A'X

+

+6J

模拟的后
#$

年

<)

#

*.!

指数!而虚线为同时期赤道地区 %

F̀9

"

F̀<

!

N#$̀C

"

M$̀R

&

9_4

总体变化情况!从图中看出!

在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出现异常前
#

"

!

个季

度!整个赤道太平洋地区热容量已出现异常!即发

生 )充电/放电*过程(

图
%

给出
9_4

沿
&=F̀<

%

È<

"

%̀<

平均&'

N!$̀C

及赤道上
9_4

时间剖面图!从图中不难看

出!

9_4

的演变在赤道外'西边界及赤道上形成一

环路!并且赤道外地区
9_4

信号西传速度比赤道

上东传速度要慢!这与 )延迟振子*理论中与赤道

波动相应的温跃层演变比较相似(但总的来说!

9_4

信号传播的速度要比赤道
O+2I)*

波及赤道第

一模态
>.,,L

K

波相速度慢!这一方面可能因为

9_4

信号传播是由许多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强迫

出来的
O+2I)*

波 %

>.,,L

K

波&叠加的综合结果

%

'1*++512=

!

N%%$

,

'(1.+512=

!

N%%!

&,另一方面赤

道外信号传播可能还会受到赤道外风应力旋度强迫

FEE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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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M

!

A'X

+

+6J

模拟的
<)

#

*.!

指数及赤道地区 %

F̀9

"

F̀<

!

N#$̀C

"

M$̀R

&

9_4

总体变化时间序列

b)

?

=M

!

[)6+,+0)+,.3<)

#

*.!99[41*J9_4.I+05(++

H

/15.0)12Y18)3)8

%

F̀9 F̀<

!

N#$̀C M$̀R

&

J/0)*

?

6.J+2

K

+10,#F "F30.6A'X

+

+6J

图
%

!

A'X

+

+6J

模拟的
9_4

变率时间剖面图 %单位"

86

&"%

1

&沿
È<

"

%̀<

平均 %横坐标反向&,%

L

&沿西边界 %

N!$̀C

&%横坐标反向&,

%

8

&沿赤道(阴影表示正值

b)

?

=%

!

CI.2/5).*,.39_4

%

86

&

J/0)*

?

6.J+2

K

+10,#F "F30.6A'X

+

+6J12.*

?

1

7

15(30.65(+*.05(+0*50.

7

)8,5.5(++

H

/15.0

"%

1

&

4I@

+01

?

+J.I+0È< %̀<

!

7

2.55+J30.6+1,55.\+,5

,%

L

&

12.*

?

5(+\+,5+0*L./*J10

K

%

N!$̀C

&!

7

2.55+J30.6*.05(5.,./5(

,%

8

&

12.*

?

5(++

H

/1@

5.0

!

7

2.55+J30.6\+,55.+1,5=Y.,)5)I+I12/+,10+,(1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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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赤道外
>.,,L

K

波影响 %

O)0561*

!

N%%&

&(

此外!仔细分析图
%1

还发现!

9_4

信号在赤

道外西传过程中在日界线附近有突然加强现象(这

个 )加强*应当对应着前面提到的与 )延迟振子*

理论相应的
>.,,L

K

波活动!即在日界线附近异常

风激发的西传
>.,,L

K

波(而赤道外
9_4

整体的西

传分量应当对应着赤道
O+2I)*

波遇东边界反射的

西传
>.,,L

K

波信号(事实上!

9_4

沿赤道'

M$̀R

及
&=F̀<

%

È<

"

%̀<

平均&的时间剖面图 %图略&

显示!在东边界附近同样出现与图
%

相似的环路!

即东传的
O+2I)*

波遇东边界反射成西传的
>.,,L

K

波!这一事实与 )平流 反射*理论中同时强调东西

边界波反射相一致(

总的说来!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发现!

A'X

+

+6J

中
C<9D

振荡能够反映出 )延迟振子*理论'

)西太平洋振子*理论')充电 放电振子*理论及

)平流 反射*理论中所揭示的一些海气耦合特征!

这说明在实际的
C<9D

循环过程中可能是多种机

制在同时起作用(比如在
C2<)

#

*.

期间!可能同时

存在多种负反馈机制!如西边界反射的东传上翻

O+2I)*

波'赤道西太平洋距平东风激发的东传上翻

O+2I)*

波'风应力旋度引起的整个赤道太平洋上层

海洋热容量向极
9I+0J0/

7

输送过程及东边界反射

的西传下翻
>.,,L

K

波等 %

R1*

?

!

#$$N

&(然而!由

于文中所用的大气模式是一个简单的统计型模式!

因而其中一些海气耦合特征并不能全面考察(如

)西太平洋振子*理论中!强调赤道
<)

#

*.F

区出现

的纬向风异常!并认为这是由于西太平洋赤道两侧

出现的负海温异常!从而导致该区域
9_Y

出现异

常,而我们的大气模式没有
9_Y

变量!但西太赤道

两侧海温及
<)

#

*.F

区的纬向风都出现与 )西太平洋

振子*理论中一致的特征!这可能是由于理论中的

因果关系被统计大气隐式地描述出来了(

B

!

结论与讨论

针对当前一些耦合模式模拟的
C<9D

变率在

热带东太平洋普遍偏弱且其周期偏高的问题!本文

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热带太平洋模式为

平台!通过在海洋模式中引进次表层上卷海温非局

地参数化方案!并与一个热带太平洋统计大气模式

耦合!建立了一个改进的混合型海气耦合模式!对

比分析了引进次表层上卷海温非局地参数化方案前

后耦合模式模拟的年际变率的异同,进一步详细分

析了改进的耦合模式中海气耦合特征!并与当前流

行的几种
C<9D

理论进行了对比(其中改进的混

合型海气耦合模式 %

A'X

+

+6J

&由海洋环流模式'

99[4

模式'次表层上卷海温参数化方案及统计大

气模式构成,而标准的混合型海气耦合模式%

A'X

+

,5J

&由海洋模式及统计大气模式直接构成(主要

结论如下"

%

N

&与当前许多耦合模式相似!

A'X

+

,5J

模

拟的
99[4

变率在空间分布上过于偏西!赤道东太

平洋及南美沿岸一带变率过低!最大变率位于日界

线附近!且较大变率仅限于赤道南北向很窄的范围

内,

A'X

+

+6J

对该问题有明显的改进!其最大变

率中心位于赤道中东太平洋及南美沿岸!不论是强

度还是分布形式 %包括东西向和南北向&均与观测

结果非常接近(

%

#

&

A'X

+

,5J

模拟的
C<9D

振荡频率过高!

呈准
#

年周期(改进后的混合型海气耦合模式

A'X

+

+6J

模拟与观测相近!模拟振荡主周期为
"

年左右(而且
A'X

+

+6J

中
C<9D

振荡有显著的

季节依赖性!峰值一般出现在北半球冬季!与观测

也较为一致,而
A'X

+

,5J

却不能模拟出这一特征(

%

!

&进一步分析
A'X

+

+6J

中海气耦合特征表

明!)延迟振子*理论')西太平洋振子*理论')充

电 放电振子*理论及 )平流 反射*理论所揭示的

一些规律在
A'X

+

+6J

中都能被不同程度地描述

出来(这说明在实际的
C<9D

循环过程中!可能有

多种机制在同时起作用!另一方面!这也从一个侧

面证明了可以使用一个统一的概念模型将这几种理

论同时包含在内 %

R1*

?

!

#$$N

&(

当前!有关
C<9D

的海气耦合机制可以分为两

类!一类主要是通过表层局地的海气相互作用而导

致的异常!称为
99[

模态!它主要发生在赤道中东

太平洋!并表现为
99[4

自东向西的传播!周期以

#

"

!

年为主且振幅偏弱,另一类是与温跃层过程

有关的!称为温跃层模态!它通过赤道波动等使温

跃层对西太平洋风应力产生远程响应!进而影响海

表!因此!

99[4

以
"

"

F

年周期为主且振幅较大

%

G/)2

K

10J)

!

#$$E

&(在本文中!

A'X

+

,5J

的模拟

主要表现为第一类模态 %

99[

模态&!而在
A'X

+

+6J

通过引入次表层上卷海温非局地参数化方案!

强调了温跃层变化对海表的影响!即实际上是强调

&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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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温跃层模态的作用!因而不论是变率的周期还是

振幅均发生了显著变化(

强调温跃层变化对海表的影响有利于耦合系统

振荡的维持还体现在耦合强度上 %体现在相对耦合

系数
!

上&(实际上!对于中等复杂程度的耦合模

式 %包括混合型的&!海气耦合强度对耦合系统的

周期和振幅是一个关键参数 %

<++2)*

!

N%%$

&(在本

文中!如果认为热带太平洋海温与风应力的关系的

假设是正确的 %这是建立统计大气模式的基础&!

那么有什么样强度的风应力异常就应产生相应的

99[4

!反之亦然!即耦合强度
!

cN

附近时!耦合

系统应该能够维持理想的自激振荡(但由于温跃层

模态的作用不足!在
A'X

+

,5J

中要维持较理想自

激振荡!就需要更强的耦合强度 %

!

c#

&!而在

A'X

+

+6J

中只需
!

cN=$F

!与上面的分析极为接

近(由此可见!温跃层模态及其对表层的影响的确

在
C<9D

循环中起着重要作用(

不过!与观测相比!

A'X

+

+6J

中
C<9D

振荡

过于规则!振荡谱能量过于集中于
"

年左右(部分

原因可能是由于我们的大气模式是一个统计型模

式!缺少高频的大气噪音强迫,而且所建立的耦合

模式只是热带太平洋区域的模式!来自热带外的气

候异常对热带太平洋海气相互作用的影响与调制作

用在该耦合模式中是无法体现的(另外!模式这些

方面的缺陷同时限制我们更全面地考察模式中的海

气耦合特征(比如前面提到的!由于大气模式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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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Y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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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文中使用这种次表层上卷海温参数

化方法可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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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但可以改进海洋模式模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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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还

可以改进耦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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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拟!进一步还可以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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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技巧(我们将另文给予分析讨论(

参考文献 #

D-E-*-&:-9

$

48(/51>1.O

!

9

7

+0L+0O>=#$$#=9)6/215).*.35(+C2<)

#

*.,./5(@

+0*.,8)2215).*

"

>+,/25,30.65(+8./

7

2+J6.J+2)*5+08.6

7

10),.*

7

0.

T

+85

#

-

$

='2)615+^

K

*=

!

N%

"

N%N #$%=

S18(+04-

!

DL+0(/L+0-X

!

>.+8Z*+0C=N%%M=C<9DJ

K

*16)8,

1*J,+1,.*128

K

82+)*5(+50.

7

)812Y18)3)81,,)6/215+JL

K

5(+

C'A4X"

/

DYQ'!8./

7

2+J

?

+*+0128)08/215).*6.J+2

#

-

$

='2)615+

^

K

*=

!

N"

"

"!N "F$=

S10*+55[Y

!

_15)3X

!

G01(16<

!

+512=N%%!=C<9D1*JC<9D0+@

215+J

7

0+J)851L)2)5

K

=Y105V

"

Y0+J)85).*.3+

H

/15.0)12Y18)3)8,+1

,/0318+5+6

7

+015/0+\)5(1(

K

L0)J8./

7

2+J.8+1* 156.,

7

(+0+

6.J+2

#

-

$

=-='2)615+

!

E

"

NF"F NFEE=

S155),5)̂ 9

!

A)0,54'=N%M%=V*5+01**/12I10)1L)2)5

K

)*5(+50.

7

)812

156.,

7

(+0+ .8+1*6.J+2

"

V*32/+*8+.35(+L1,)8,515+

!

.8+1*

?

+@

.6+50

K

1*J*.*2)*+10

K

=-=456.,=98)=

!

"E

"

NEM& N&N#=

'1*+X4

!

Xh**)8(X

!

B+L)1Z9C=N%%$=4,5/J

K

.3,+23@+]8)5+J

.,8)2215).*,.35(+50.

7

)812.8+1* 156.,

7

(+0+,

K

,5+6=Y105V

"

_)*+101*12

K

,),

#

-

$

=-=456.,=98)=

!

"&

"

NFE# NF&&=

'(1.Q

!

Y()21*J+09GA=N%%!=D*5(+,50/85/0+.35(+9./5(+0*

D,8)2215).*

#

-

$

=-='2)615+

!

E

"

"F$ "E%=

陈烈庭
=N%&&=

东太平洋赤道地区海水温度异常对热带大气环流及

我国汛期降水的影响 #

-

$

=

大气科学!

N

"

N N#='(+*_)+5)*

?

=

N%&&=V6

7

185.35(+99[1*.612)+,)*5(++

H

/15.0)12+1,5+0*Y18)3@

)8.*5(+50.

7

)812156.,

7

(+0)88)08/215).*1*J01)*3122J/0)*

?

5(+

01)*

K7

+0).J)*'()*1

#

-

$

='()*+,+-./0*12.3456.,

7

(+0)898)@

+*8+,

%

98)+*5)1456.,

7

(+0)819)*)81

&%

)*'()*+,+

&!

N

"

N N#=

'.22)*,X=#$$$=[(+C2<)

#

*.@9./5(+0*D,8)2215).*)*5(+,+8.*J

A1J2+

K

8+*5+08./

7

2+J6.J+21*J)5,0+,

7

.*,+5.

?

0++*(./,+\10@

6)*

?

#

-

$

=-='2)615+

!

N!

"

N#%% N!N#=

'.*Z0)

?

(5XC

!

_.816)*)>4

!

G108)1AC

!

+512=#$$#=R.02JD@

8+1*4521,#$$N

"

DL

T

+85)I+4*12

K

,+,

!

1̂519515),5)8,

!

1*Jb)

?

@

/0+,

!

'̂@>DX .̂8/6+*515).*

#

'

$

=<15).*12D8+1*.

?

01

7

()8 1̂@

51'+*5+0

!

9)2I+09

7

0)*

?

!

X̂

!

N&=

J19)2I14X

!

Q./*

?

4'

!

_+I)5/,9=N%%"=4521,.39/0318+X1@

0)*+ 1̂51N%%"

!

:.2/6+N

"

42

?

.0)5(6,1*JY0.8+J/0+,

#

X

$

=

<D444521,<C9̂V9

!

W=9=̂ +

7

1056+*5.3'.66+08+

!

R1,(@

)*

?

5.*

!

=̂'=

!

E

"

M!=

+̂,+0'

!

'1

7

.5.*J)4

!

9101I1*1*>

!

+512=#$$E=[0.

7

)812Y18)3)8

1*J4521*5)882)615+I10)1L)2)5

K

)*''9X!

#

-

$

=-='2)615+

!

N%

"

#"FN #"MN=

b/R+)\+)

!

B(/-)1*

?

!

B(./G/1*

?H

)*

?

!

+512=#$$F=48.6

7

10),.*

,5/J

K

.350.

7

)812

7

18)3)8.8+1*,515++,5)615).*

"

_.\@0+,.2/5).*1,@

,)6)215).*I,=()

?

(@0+,.2/5).*,)6/215).*

#

-

$

=4JI=456.,=98)=

!

##

"

#N# #N%=

G)L,.*-

!

O122L+0

?

9

!

W

77

12

7

19

!

+512=N%%&=C>4J+,80)

7

5).*

#

'

$

=C'XRb>+1*12

K

,),Y0.

T

+85>+

7

.059+0)+,N

!

[+8(=>+

7

=N

!

C'XRb

!

9()*3)+2JY10Z

!

>+1J)*

?

!

W*)5+JO)*

?

J.6

!

&#=

G/)2

K

10J)C=#$$E=C2<)

#

*.@6+1*,515+@,+1,.*128

K

82+)*5+0185).*,)*

16/25)@6.J+2+*,+6L2+

#

-

$

='2)615+^

K

*16)8,

!

#E

"

!#% !"M=

A1,+

?

1\1[

!

A1*1\1O=#$$!=A+158.*5+*5I10)1L)2)5

K

0+215+J5.

C<9D+I+*5,)*5(+Y18)3)8

#

-

$

=-=Y(

K

,=D8+1*.

?

0=

!

!!

"

"$&

"#N=

A+22+061*9

!

>.,+*,5+)*X=N%M!=<.06126.*5(2

K

\)*J,50+,,

.I+05(+\.02J.8+1*\)5(+00.0+,5)615+,

#

-

$

=-=Y(

K

,=D8+1*.

?

0=

!

N!

"

N$%! NN$"=

A/1*

?

>.*

?

(/)

!

R/Q)31*

?

=N%M%=[(+)*32/+*8+.3C<9D.*5(+

,/66+082)615+8(1*

?

+)*'()*11*J)5,6+8(1*),6

#

-

$

=4JI=45@

6.,=98)=

!

E

"

#N !#=

-)*bb=N%%&=4*+

H

/15.0)12.8+1*0+8(10

?

+

7

101J)

?

63.0C<9D=

Y105V

"

'.*8+

7

5/126.J+2

#

-

$

=-=456.,=98)=

!

F"

"

MNN M#%=

MEE

大
!

气
!

科
!

学

'()*+,+-./0*12.3456.,

7

(+0)898)+*8+,

!!!

!

!!

卷

:.2;!!



-)*P)1*

?

U+

!

B(1*

?

P/+(.*

?

!

+512=N%%%=b/*J16+*5123016+\.0Z

1*J+]

7

+0)6+*5,.35(+5()0J

?

+*+015).*.3V4Y

/

_49G\.02J.@

8+1*

?

+*+0128)08/215).*6.J+2

#

-

$

=4JI=456.,=98)=

!

NE

"

N%&

#NF=

O)0561*SY=N%%&=D8+1*)8>.,,L

K

\1I+J

K

*16)8,1*J5(+C<9D

7

+0).J)*18./

7

2+J6.J+2

#

-

$

=-='2)615+

!

N$

"

NE%$ N&$"=

_15)3X

!

4*J+0,.*^

!

S10*+55[

!

+512=N%%M=40+I)+\.35(+

7

0+@

J)851L)2)5

K

1*J

7

0+J)85).*.3C<9D

#

-

$

=-=G+.

7

(

K

,=>+,=

!

N$!

"

N"!&F N"!%!=

_15)3X

!

9

7

+0L+0O

!

40L21,5+0-

!

+512=#$$N=C<9VY

"

[(+C2<)

#

*.

,)6/215).*)*5+08.6

7

10),.*

7

0.

T

+85

#

-

$

='2)615+^

K

*=

!

NM

"

#FF

#&E=

X++(2G4

!

G+*5Y>

!

40L21,5+0-X

!

+512=#$$N=b185.0,5(1513@

3+855(+16

7

2)5/J+.3C2<)

#

*.)*

?

2.L128./

7

2+J82)615+6.J+2,

#

-

$

='2)615+^

K

*=

!

N&

"

FNF F#E=

X)22+04-

!

S10*+55[Y

!

G01(16<C=N%%!=48.6

7

10),.*.3,.6+

50.

7

)812.8+1*6.J+2,

"

A)*J81,5,Z)221*JC2<)

#

*.+I.2/5).*

#

-

$

=

-=Y(

K

,=D8+1*.

?

0=

!

#!

"

NFE& NF%N=

<++2)*- =̂N%%$=4(

K

L0)J8./

7

2+J

?

+*+0128)08/215).*6.J+23.0C2

<)

#

*.,5/J)+,

#

-

$

=-=456.,=98)=

!

"&

"

E&" E%!=

Y()21*J+09GA=N%%$=C2<)

#

*.

!

_1<)

#

*1

!

1*J5(+9./5(+0*D,8)2@

215).*

#

X

$

=91* )̂+

?

.

!

'12)3=

"

481J+6)8Y0+,,

!

#%!

77

=

Y)81/5-

!

X10,)1b

!

J/Y+*(.15Q=N%%&=4*1JI+85)I+@0+32+85)I+

8.*8+

7

5/126.J+23.05(+.,8)2215.0

K

*15/0+.35(+C<9D

#

-

$

=98)@

+*8+

!

#&&

"

EE! EEE=

>+L+05-Y

!

.̂*

?

/

K

->

!

C2J)*G

!

+512=N%MF=>+215).*,L+5\++*

,+12+I+2

!

5(+06.82)*+J+

7

5(

!

(+158.*5+*5

!

1*JJ

K

*16)8(+)

?

(5)*

5(+50.

7

)812Y18)3)8D8+1*

#

-

$

=-=G+.

7

(

K

,=>+,=

!

%$

"

NN&N%

NN&#F=

>+

K

*.2J,>R

!

>1

K

*+0<4

!

96)5([X

!

+512=#$$#=4*)6

7

0.I+J

)*,)5/1*J,15+22)5+99[1*12

K

,),3.082)615+

#

-

$

=-='2)615+

!

NF

"

NE$% NE#F=

>.

7

+2+\,Z)'b

!

A12

7

+05X9=N%M&=G2.L121*J0+

?

).*12,812+

7

0+@

8)

7

)515).*

7

155+0*,1,,.8)15+J\)5(5(+C2<)

#

*.

/

9./5(+0*D,8)221@

5).*

#

-

$

=X.*=R+1=>+I=

!

NNF

"

NE$E NE#E=

95.8ZJ12+[<

!

S/,12188()4-

!

A100),.*^C

!

+512=N%%M=D8+1*

6.J+2)*

?

3.0C<9D

#

-

$

=-=G+.

7

(

K

,=>+,=

!

N$!

"

N"!#F N"!FE=

9/10+UX-

!

98(.

7

3Y9=N%MM=4J+21

K

+J185).*.,8)2215.03.0C<9D

#

-

$

=-=456.,=98)=

!

"F

"

!#M! !#M&=

9

K

/AA

!

<++2)*-^

!

G/5U2+0 =̂N%%F=9+1,.*121*J)*5+01**/12

I10)1L)2)5

K

)*1(

K

L0)J8./

7

2+JG'X

#

-

$

=-='2)615+

!

M

"

#N#N

#N"!=

9

K

/AA

!

<++2)*- =̂#$$$=C<9D)*1(

K

L0)J8./

7

2+J6.J+2=Y105

V

"

9+*,)5)I)5

K

5.

7

(

K

,)812

7

1016+5+0)U15).*,

#

-

$

='2)615+^

K

*=

!

NE

"

N% !F=

R12218+-X

!

>1,6/,,.*CX

!

X)58(+22[Y

!

+512=N%%M=D*5(+

,50/85/0+1*J+I.2/5).*.3C<9D@0+215+J82)615+I10)1L)2)5

K

)*5(+

50.

7

)812Y18)3)8

"

_+,,.*,30.6 [DG4

#

-

$

=-=G+.

7

(

K

,=>+,=

!

N$!

"

N"#"N N"#F%=

R1*

?

'

!

Y)81/5-=#$$"=W*J+0,51*J)*

?

C<9D

7

(

K

,)8,

.

40+I)+\

#

X

$

*

R1*

?

'

!

P)+9Y

!

'105.*-4=C105(i,'2)615+

"

[(+D@

8+1* 456.,

7

(+0+V*5+0185).*=4GWG+.

7

(

K

,)812X.*.

?

01

7

(9+@

0)+,

!

N"&

"

#N "M=

R1*

?

'=#$$N=4/*)3)+J.,8)2215.06.J+23.05(+C2<)

#

*.@9./5(+0*

D,8)2215).*

#

-

$

=-='2)615+

!

N"

"

%M NNF=

R+),L+0

?

>A

!

R1*

?

'=N%%&=4\+,5+0*Y18)3)8.,8)2215.0

7

101@

J)

?

63.05(+C2<)

#

*.@9./5(+0*D,8)2215).*

#

-

$

=G+.

7

(

K

,=>+,=

_+55=

!

#"

"

&&% &M#=

B(1*

?

> A

!

C*J.( X=N%%#=430++,/0318+

?

+*+0128)08/215).*

6.J+23.05(+50.

7

)812Y18)3)8D8+1*

#

-

$

=-=G+.

7

(

K

,=>+,=

!

%&

"

NN#!& NN#FF=

B(1*

?

!

>A

!

_+I)5/,

!

9=N%%E=950/85/0+1*J+I.2/5).*.3)*5+01*@

*/12I10)1L)2)5

K

.35(+50.

7

)812Y18)3)8/

77

+0.8+1*5+6

7

+015/0+

#

-

$

=-=G+.

7

(

K

,=>+,=

!

N$N

"

#$F$N #$F#"=

B(1*

?

!

>A

!

_+I)5/,

!

9=N%%&=V*5+01**/12I10)1L)2)5

K

.35(+8./@

7

2+J50.

7

)812Y18)3)8D8+1* 156.,

7

(+0+,

K

,5+61,,.8)15+J\)5(

5(+C2<)

#

*.

/

9./5(+0*D,8)2215).*

#

-

$

=-='2)615+

!

N$

"

N!N#

N!!$=

B(1*

?

>A

!

B+L)1Z9C=#$$"=4*+6L+JJ)*

?

6+5(.J3.0)6

7

0.I)*

?

)*5+01**/12I10)1L)2)5

K

,)6/215).*,)*1(

K

L0)J8./

7

2+J6.J+2.3

5(+50.

7

)812Y18)3)8D8+1* 156.,

7

(+0+,

K

,5+6

#

-

$

=-='2)615+

!

N&

"

#&%" #MN#=

B(1*

?

>A

!

O2++61*>

!

B+L)1Z9C

!

+512=#$$F=4*+6

7

+)0)812

7

1@

016+5+0)U15).*.3,/L,/0318++*501)*6+*55+6

7

+015/0+3.0)6@

7

0.I+J99[1*.612

K

,)6/215).*,)*1*)*5+06+J)15+.8+1*6.J+2

#

-

$

=-='2)615+

!

NM

"

!F$ !&N=

B(./

!

G/1*

?H

)*

?

!

B+*

?

j)*

?

8/*

!

B(1*

?

>.*

?

(/1=N%%%=4*)6@

7

0.I+J8./

7

2+J.8+1* 156.,

7

(+0+

?

+*+0128)08/215).*6.J+21*J

)5,*/6+0)812,)6/215).*

#

-

$

=Y0.

?

0+,,)*<15/0+98)+*8+

!

%

"

!&"!MN=

B(./Gj

!

B+*

?

j'=#$$N=Y0+J)85).*,.3C<9D\)5(18./

7

2+J15@

6.,

7

(+0+ .8+1*

?

+*+0128)08/215).*6.J+2

#

-

$

=4JI=456.,=

98)=

!

NM

"

FM& E$!=

周天军!王在志!宇如聪!等
=#$$F=

基于
_49G

/

V4Y

大气环流谱

模式的气候系统模式#

-

$

=

气象学报!

E!

%

F

&"

&$# &NF=B(./

[)1*

T

/*

!

R1*

?

B1)U()

!

Q/>/8.*

?

!

+512=#$$F=[(+82)615+,

K

,@

5+66.J+2bGD4_9@,/,)*

?

_49G

/

V4Y,

7

+850124G'X94XV_

1,)5,156.,

7

(+0)88.6

7

.*+*5

#

-

$

=4851X+5+.0.2.

?

)819)*)81

%

)*

'()*+,+

&!

E!

%

F

&"

&$# &NF=

周天军!宇如聪!郜永琪!等
=#$$E=

北大西洋年际变率的海气耦合

模式模拟
VV

"热带太平洋强迫#

-

$

=

气象学报!

E"

%

N

&"

NM #%=

B(./[)1*

T

/*

!

Q/>/8.*

?

!

G1.Q.*

?H

)

!

+512=#$$E=D8+1*

156.,

7

(+0+8./

7

2+J6.J+2,)6/215).*.3<.05(4521*5)8)*5+01**/@

12I10)1L)2)5

K

=VV

"

[0.

7

)8125+2+8.**+85).*

#

-

$

=4851X+5+.0.2.

?

)81

9)*)81

%

)*'()*+,+

&!

E"

%

N

&"

NM #%=

朱杰顺!周广庆!

B(1*

?

>A

!等
=#$$E=

参数化次表层上卷海温改

进
C<9D

模拟#

-

$

=

大气科学!

!$

"

%!% %FN=B(/-9

!

B(./G

j

!

B(1*

?

>A

!

+512=#$$E=V6

7

0.I)*

?

C<9D,)6/215).*L

K7

1@

016+5+0)U)*

?

5(+,/L,/0318++*501)*6+*55+6

7

+015/0+

#

-

$

='()*+,+

-./0*12.3456.,

7

(+0)898)+*8+,

%

)*'()*+,+

&!

!$

"

%!% %FN=

%EE

"

期
!

<.;"

朱杰顺等"一个改进的混合型海气耦合模式"

C<9D

模拟

BAW-)+,(/*+512=4*V6

7

0.I+JA

K

L0)J'./

7

2+JX.J+2

"

C<9D9)6/2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