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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路径与各等压面上基本气流的关系
*

董 克 勤 刘洁 军
(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所) 忿

提 要

本文涌过 71 次个例
,

对台风的移动与地面到 200 毫巴各个主要等压面上签水气

流的关系作了分析
.

所得结果如下 : 台风的路径对于 700 毫巴及以上的各层气流和

以下的低层气流表现两种不同的偏离倾向
.

作者认为 : 采用上下两层做引导气流比

目前一般所用的单独某一等压面上的引导气流要优越些
,

并不一定需耍采用好几层

等压面上的引导气流
.

丫

一
、

前 言

目前的台凤路径预报方法
,

不甜是趣骇的预报方法或者是枕舒的方法 (天气一气候方

祛 )和数值镇报方法
,

都是以引导气流概念作为基础的
.

但天气预报的趣软表明
,

台风未

来的途径与当时的引导气流之简存在有偏离的现象
.

D un
n 和 Mi lle r‘: l 首指出

,

在跳风

向西和西北移动的时候
,

未来风暴中心的路径偏于引导气流右方 10 一20 度 ; 在跳风向北

方移动时
,

路径偏于引导气流的左方
.

在国内外台风路径数值预报枯果中
,

亦常发瑰: 预

报的台风中心位骨往往比实际台风中心位世偏南
.

因此
,

有的预报模式对镇报的风幕路

径进行每 36 小时向极地移 1
.

5 个释度的握软箭正 [2]
.

这种偏离常常随着镇报 时段的延

长而增大 ; 而且对于不同层次的基本气流
,

偏向也是不一致的
.

因此可冕
,

了解这些偏离

的情况
,

对台风路径预报很重要
.

作者曹翘对 7 00 毫巴以上几层气流与台风移动的关系作过初步分析t31
,

但对 7 00 毫

巴以下各层未作考虑
.

本文研究从地面到 20 0 毫巴各个主要等压面上基本气流与台风移

动之简的偏离关系
,

企图对台风路径的预报提供一个依据
.

二
、

方 法

第一步
:
消去台风本身的环流

,

并求出基本气流 (这里所指的基本气流是地帕风)
.

第二步
:
分析台风未来的移动与初始时RlJ 各个等压面上基本气流之简的偏离现象

.

分析

方法的墓本原理是
,

假殷台风本身的环流为一圆形对称涡旋
,

而把实际的流场看作是台风

环流和基本气流的核性迭加桔果
。

由于在台风中心附近往往缺少实侧靓录
,

一般是根据

台风外围流锡的分析
,

对台风区域内插
.

在这里
,

我们采取以下的方法
:

在每一层等压面上
,

取台风最外一根阴合等高(压)钱的长轴
,

定为
“

台风影响范围
”的

半径 ; 然后以台风眼为中心画出一个圆
.

根据此圆外的高度分布
,

对圆 内进行内插分析
,

本文 1 9“年 1 1 月 l斗 日攻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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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消去台凤环流以后的圆内的高度场
.

对消去台风后的高度锡
,

进行空简平滑
,

滤掉那些小尺度的扰动
,

便求出地搏基本气

流
.

根据我俩贰验的趣瀚
,

我们选用东西竟 1 , 个翘度
、

南北长 10 个释度的范围内的 8 个

格网点上高度的算术平均值
,

代表其中简格网点

数值
,

对高度锡进行平滑
.

现在取 1 96 。年 7 月 31 日的一个例子
,

靓明

这个方法的操作步骤
:

1
.

分析台凤附近的高度锡
,

定
“

台风影响圆
”

(图 IA )
.

2
.

菠出在
“

影响圆
”
外面尚距为 , 个翘

、

释度

的格网点上的高度值
.

以圆周上东
、

西
、

南
、

北四

个对称点上高度的算术平均值
,

算作台风中心所

在点的 高度值
.

按照这些数值
,

进行内插分析
,

求

出圆内每个格网点上的高度值(图 I B )
.

3
.

根据(2 )求出的高度菠数
,

进行每 8 个点的

空简平均
,

最后按这些平均高度分析等值钱
,

便得
出我俏所考虑的范围内的地搏基本气流 (图 1C )

.

为了此较台风路径偏离当时地蒋基本气流的

状况
,

我们将 24
,

48
, 7 2 小时以后台风中心所在

点对应的地搏基本流锡高度
,

与当时台风中心所

在点对应的基本流场高度相减
.

若未来台风路径

偏向高压一侧时
,

其偏离算作正值 ; 反之
,

向低压

一侧偏时
,

算为食值
.

如图 1 所示的偏离如下
:

2 4 小时
—

+ 3 米
.

48 小时
—

一 3 米
.

7 2 小

时
—

一22 米
.

三
、

桔 果

依照上述方法
,

我们从 1 9分 到 19 64 年夏季

(6一9 月) 选取 7 1 次个例
,

针算地面及 8 , 0
、

7 0 0
、

5 0 。
、

30 0 和 20 0 毫巴各个等压面上的地褥基本气

流 (由于低撑海洋上高层查料缺乏
,

分析困难
,

只

在 26 次豁录较多的例子中作了 30 0 和 20 0 毫巴的

针算 )
,

并求出未来三天台风的路径对当时各层地

图 l 地转基本气流计算示例 (1 9‘o 年
7 月 3 1 日 2 0 时 5 0 0 毫巴 )

A 实况
,

确定台风影响范围
.

B 读数
,

消去台风环流
.

c 平均
,

基本流坍及未来三天台风路径
.

穗基本气流的偏离
.

拮果发现
: 台风相对于基本气流的偏离在东风带和在西风带有所不

同
.

下面按照东风带
、

西风带和过渡带三种类型
,

始出分析的拮果
:

1
.

东风带

台凤在东凤带移动的实例分析共 48 次
.

图 Z A 拾出获爵的拮果
.

图 2B 是一次典型

实例
.

从图中看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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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ZA 在东风带中未来三夭台风路径对地转墓本气流偏离的须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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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余各层为 10 来
,

图 3 A 与图 4 A 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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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B 1 9 6 4 年 6 月 29 日 20 时未来三天台风路径与各层地转荃本气流偏离实例

1
.

随着时简的延长
,

台风移动相对于地褥基本气流的偏离亦愈来愈大
,

分布亦愈离
司,

散

2
.

对高层和低层有相反的偏离倾向 ;对于 7 00 毫巴及以上的层次
,

艳大多数台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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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高压一侧偏
,

这与前面提到的分析预报忽验 〔’1以及爵多数值镇报 [21 的拮果一致
.

但对

于 70 0 毫巴以下的层次
,

多数台风路径偏向低压一侧
,

或者向高压一侧偏的较少些
.

这些

现象亦随着时简的延长
,

愈来愈清楚
.

2. 西风带

这里共分析斜算了 13 次台风处于西凤带的例子
.

图 3 A 是枕豁拮果
.

图 3B 是一次

典型实例
。

从图中可以看出
:

48

今 口口口口口
)))% 「「 一32

一一一 8 222 一64 一 t6 一
卜

11111
,,% 门 }}} 一加加 一4 一 11111

日
犯一8 一2

日日优优 l } }}}

⋯
’’

{
。。 涌涌涌涌涌

眨眨巴 11 {{{{{{{{{{{{{{{{{

。。%

「「
二

感感 爪卜卜卜卜卜卜卜卜
烤烤巴 日 {{{{{{{ 厂厂仁仁仁仁

龙

印%

喇)%

幻万
7朋毫巴

日」佑

幻%

幻%

找义】砚巴

. _ *

田%

刁)%

2 〕%

海平面
一‘竺百与

‘“‘2 4 “
哩社

,
与

“弓

哪之牙I

~图 3 A 在西风带中未来三天台风路径对地转基本气流偏离的频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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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B 1 9 5 8 年 9 月 5 日 08 时未来三天台风路径与各层地转基本气流偏离实例

1
.

在西风带的情况与在东风带具有共同的特点
: 台凤路径相对于地棘基 本气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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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随着时简的延长而增大
,

其分布亦随着时简延长愈形离散
.

对高层和低层的偏离亦

同样有相反的倾向
.

2
.

与东风带情况相反的特点
:
在西风带中

,

台凤的路径相对于 70 0 毫巴以上的基本

气流
,

不是向高压而是向低压偏
.

这一点亦与前述分析镇报趣验及一些数值预报桔果一

致
.

例如牟惟丰 [4] 首指出
:
从我国沿海北上的台风

,

有向西风槽内偏折的倾向
.

但对

7 00 毫巴以下的层次
,

台风未来的路径明显地向高压一侧偏离
.

3
.

过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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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A 在东西风过渡带中未来三天台风路径对地转签本气流偏离的须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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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卜

一部分台凤
,

当时中心在东风带
,

但一两天以后移到西凤带中
.

对于达样的台风我们

算它在东西风过渡带活动
,

单独归类进行分析扰针
.

共 10 次例子的就针拮果如图 4 A 所

示
.

典型实例如图 斗 B 所示
.

若将此图与前面两类情况的图相比较
,

我们发现
,

在过渡带

中
,

前期(未来 24 小时 )偏离分布特点类似东风带的情况
,

后期(未来 72 小时 )偏离特点与

西凤带的情况相同
.

这里需要靓明
,

由于对不同时简的偏离的豁算
,

是值接与起始点的高度(或气压)作比

较 ;如果台风在前24 小时处在东凤带并向高压偏
,

而在以后的 2 4小时台风进入西风带井向

低压偏离
,

针算出的 48 小时偏离就反而常此24 小时偏离小
.

因此
,

在过渡带中
,

就舒的拮

果应参照示例图来理解
.

在单一的东风或西风带中
,

没有这种简题(因为这里不包括少数

打搏的特殊台风路径)
.

四
、

桔 谕

根据以上分析
,

可以得到下面的拮萧
:

台凤的移动相对于 70 0 毫巴及以上的高层的牵引气流
,

本气流和 7 00 毫巴以下的低

层牵引气流之简
,

表现出两种基本相反的偏离倾向
.

有可能在 7 00 毫巴和 8 50 毫巴之简

存在一层更符合引导概念的气流
.

我们扒为在做台风路径的预报时
,

牵引气流的决定
,

应

依据以下的建裁
:
采用高

、

低两层的引导气流
,

这比过去大多数采用的 50 0 毫巴 [2] 或 7 00

毫巴 [51 一层牵引有所改进 ;最近国外流行采用多层引导气流的模式
,

这也不觅得是十分必

要的方法
。

迭个工作曹得到陶诗言先生的指导
,

谢义炳先生提出宝贵意见
,

在此表示感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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