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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

圃龄海陵分怖封大氧遗流的影馨
,

有雨派意见
。

一派着重朴熟力的影馨
,

另

一派RlJ 着重朴勤力的影譬
。

封海洋而言
,

在冬季大隆可以看作冷源
,

在夏季则好

似一热源
。

由朴海洋上舆大隆上受热不同的桔果
,

冬季在西伯利亚可是期推持着

一强大高赓
。

圃龄冬夏季夙的走生
,

一般也都韶焉是由放
.

海隆受热不同的效果
。

然而最近有人 (Yi n ,

19 49 ) 已握封多年来公韶印度典腼甸的夏季季夙
,

是 由熟力

而走生的妻法癸生疑简
,

他指 出季夙的来院是典西藏高原南支西夙的退却相朋璐

着
。

中圃夏季季夙的来嘛亦典它的握却有圃 (菜
、
高和%lJ

, 1肠 l)
,

是些作者们将

西藏高原南支西夙突然消失蹄之龄地形的影馨
。

赏一支宽大的氧毓纂擎西藏高原

峙
,

它将氧流分裂焉雨支沿着山的雨旁的强氧流 (C hau dh
u ry

, 1 9 6 0 和菜
,

19 6句 ;

赏西夙徙冬到夏向 j匕退却畴
,

南支急流很突然地消失
,

随着是侗燮化
,

畏波型亦

同檬地起了燮化
。

是也就是甜夏季季夙的侵入是典大氧中波型的改燮有朋保的
。

令

是雨派封粉亚洲沿岸固定大槽的形成
,

具有不同的解释
。

一派将大槽的形成蹄因

龄沿海岸强的力管锡的作用
,

另一派HlJ 蹄之龄西藏高原的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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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是雨派中遗有一些不同意觅
,

但不在本文衬流箱困
,

故不瞥述
。

本文

先攀出 1 9 4 6 年 7 月到 1 9拐 年 1 月
,

道段峙简内大氧遗流的某些事查
,

谨而就圆

在某检程度上肯定那些事查是属龄地形作用和那些是屡龄热力的影弩
。

二
、

四涸沿海岸上空的樟圈遗流

圆 1一 4 焉 1 9 4 6年 7 月到 1 9 4 6 年 1 月 3 00 毫巴上
,

按先援顺序 中求得的四调

海岸腺上的西夙分怖
。

圆上的 6 天平均西夙速度
,

是徙翘沮精密分析的 3 00 毫巴

天氧圆上求得钓束西向地棘夙
。

是些韶探的来源
,

已在作者舆其他二作者 (Ri
e
ha

La

Se ur 1 9 6 0) 合作的文中甜湍遏
。

因此可以相信徙是些圈上推演出的夙速是富
.

有代表性的
。

但高释度
.

的亚洲沿岸典低律度的欧洲海岸
,

韶锋稀少
,

是部分圆的

可靠性可能有简题
。

焉了方
·

便起见
,

沿 135
“

E (圆 1 ) 的峙简剖面圆上
,

每一倏袋是以 1 6 米/秒焉
、

简隔
,

另外三 圆则用 10
_

米/秒
。

圈 1 的一倍朽分
,

(194 6 年 10 月至 1 9 46 年 1 月) 作

者曾在其他地方登表遇 (1 9 6 0 年)
。

徙是些圆中可以看出它佣之简在型式上有很颖著的不同
。

雨佃大隆束岸的情

形 (圆 1
、

3 ) 是很筒单的
。

特别是沿 13 6
”

E 的圆上 (圆 1 )
,

在 10 月中以援有一侗

主耍急流稳定地位朴 3 0
0

N 附近
。

在 10 月中之前它的位置亦呈现有规律性 的移

勤
。

此西夙急流速度在 1 月曾建 75 米/秒
,

盛夏 7 月只有 2 5米/秒 (参考圆 5
、

6 )
。

自此往北在每 日的天氧圆中
,

有畴遗可以看到另一侗急流
,

但在 6 天平均值的圆

上HlJ 被平均掉了
。

可是夏季 的遗流舆冬季不同
,

是很不稳定 的
。

是橙宣李 雨

(Ri
e lil 1 9 4 8a) 所看到的在夏季

,

那些地方有一座串的涡旋握遏是正榷的
。

在北美

束岸(圆 3 ) 也有一锢主要急流
,

在整佃是一段峙期内 1 9肠 年 7 月到 1 9拐 年 1 月

它的位置不但是勤掘不停
,

而且有好些地方是不速擅的
。

7 月中在 45
O

N 的急流消

失了
,

而在高样度HlJ 出现另一佃新的急流
。

1 2 月的前半月是急流的样度位遣重耍

改夔的另一佃峙期
。

美团大隆束岸的急流差不多在大部分峙简裹都耍此亚洲沿岸

的偏北 10 侗律度
,

偶而在逼剖面圆上也出现有雨支急流
,

如 7 月初和 n 月中
。

再回遏来看雨佃西海岸的圆的情形 (圆 2
、

幻
,

则颖得比较零乱
,

尤其是在冬

季
。

急流位置在释度上的量化耍此束海岸多且快
。

事查上
,

冬季的急流没有固定

的释度位置
,

同峙常常有不刚固强大的西夙带出瑰
,

特别是在美团的西岸
。

但如前

面所指出
,

欧洲低释度沿岸的分析由朴言己殊的缺少
,

可能圆太筒化
,

代表性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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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
。

同峙必填注意圆 1一4 是 6 天的平均值圆
,

若是以每天的天氧圆焉分析基

磅
,

那一定比圆
·

1一4 要夜雄得多
。

霸然地在 6 天平均值筒化了西海岸的圆
_

上最
·

大最小夙带的位置燮化耍比束海岸的大
。

人

汉

雨支急流的现象曾被静多作者注意到的
。

李雨 (大9 48 b) 的剖面圆很清楚的指

示出来
,

克里斯曼 (C re s sm a n , 1 9 5 0 ) 和菲律浦 (PhilliP s , 1 9 6 0 ) 也曾作遇研究
。

典急流曼化有阴的是副热带高墨脊
,

在北太平洋西部的热荞等部分
,

副热带高

廖脊只有微小夔勤 ; 在 7 月
·

衡衡北移到邓
。

N
, 1 月则移到 15

”

N 附近
。

典太平洋

西部副热带高廖脊的稳定情形相反
,

北太平洋束部 (圆 2 ) 的燮化是大多了
,

事变

蹬明在研究的是段畴固中
,

它徙未在一释度上停留遏一或雨侗星期
。

再顺着氟流

往下看大西洋的西部情形 (圆 3 )
,

副熟带高尽再趣燮得比较稳定
,
雄然它在释度

位置上仍有一相赏的燮化
,

一般 自 n 月初朋始
,

它可以南移到10
“

N
,

拯地西夙渭笋

的侵入到道檬低的释度
,

在阻止冬季热带夙暴的登展上有很大的作用 (李雨
,
1 9峪

c)
。

相反地
,

一

由龄太平洋西部副热带高厘是稳定在 45
“

州 附近
,

因而在那裹高空

的勤力情况基本上仍是迪朴熟带夙暴的走生
。

是默在作者 (1 9 5 0 ) 以前的谕文中
J

曾提到遇的
。

大西洋束部 (圆 4 )
,

副热带高墨似乎是很稳定
,

然而由龄那襄韶锋很少
,

是

檬的圆的代表性可能不大
。

另一可注意之黯
,

是冬季太平洋西部上有稳定的拯地束夙砖等
,

在整佃的 19 肠

年姆 月和 19 46 年 1 月
, ’

色徙未撒退到 6 6
O

N 之北
,

而在其他地方HlJ 很少聆现有

是株偏南情形
。

有趣的是赏是翘接上拯地束夙带到建最南的释度特
,

也正是副热

带高厘脊北移最北的峙候
。

假若是地方高释度圆是有代表性的活
,

那磨亚洲沿岸

的西夙氧流是最琴窄的
。

一 、

、

70 0 毫巴上情形的改燮是很大的
,

在美圃西岸遗流型式不再断阴 (7 0 0 毫巴圈

未付印)
。

雨支急流差不多完全消失
。

赏然
:

若将它典 3 00 毫巴圆上比较
,

至少在

夏季它是炸在亚洲沿岸的耍筒单
。

7 00 毫巴圆上沿 13 6
O

E 的急流在整侗研究的晗

简内不像在 30 0 毫巴圆上有速擅性舆稳定
。

它在释度上有挑次的跳勤
。

同搽
,

沿

13 S
O

E 副热恶高鬓脊的位置燮化很大
,

.

有特呈现不速植现象
。

沿 65
“

_

w 上徙 30 0

毫巴到 7 00
_

毫巴的圆改燮不是很大
,
氧流在道雨高度上的逮行是相互平行

,
_

在大

西洋的束部徙 30 0 毫巴到 7叩毫巴腹攀情形遗是没有改延
。

如果有不同的新
,

那

就是在 70 0 毫巴圆上颖得更不规HlJ 一些
。

一般地扮
,

在遣四捆地方 7卯毫巴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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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所在位置
,

较 300 毫巴上的释度略焉高些
。

三
、

月平均的西夙夙速

以主要急流焉原黯来补算圆 1一住的月平均西夙夙速
,

在遣些夙速分怖圈 (5a

一6b ) 上
,

‘般西夙速度在大隆束岸要此沿西岸的大得多
,

瘴差具越到冬季越大
。

是舆钠密阿斯 (N a

mi
a s ) 和克莱浦 (Clap p ) (1 9 4 9 ) 的拮果相符

。

7 月 (圆 sa ) 沿

飞
/

0

肺度

·2 。 一
心 。

”
。 2o

’

沁 一 4o 米 Z秒

圆 s a

。 ‘。 aO , 。 如
’

如 血 米 ,秒

圆 s b
-

圆 6 在 1 3 5o E
,
1 3 5o w

、

65
O

W 和 15
“

W 翻接上以主要急洗中心焉起黔
,

爵算 3 00 毫巴西夙夙

速 (米 I秒) 的
2卜均剖面圆

。

(a ) 焉 1 94 5 年 7 月
,

(b ) 焉 1 9 4 6年 i 月
。

13 6
O

E
、

13 6
“

W 和 1 6
“

W 的夙速是差不多
,

而沿
‘

肠
。

W 的耍此其他急流中心夙速

豹大 10 米/秒
。

然而冬季常主要西夙渭笋移至西藏高原南部峙
,

「

束亚的释圈撰流加

强得很大 (菜
,

19 6 0)
。

也就在是季邹西太平洋的西凤速度速超遏大西洋西部的夙

速
。

提 7 月到 1 月急流的凤速在 13 5o E 上由她 米/秒增加到 66 米/秒; 在 65
O

W 上

捉 31 米/ 秒增加到 54 米/秒
。

在另外三趣度上划徙 加 米/秒增加到 34 米/秒
。

圆 6a 和 6b 篇700 毫巴 7 月和 1 月凤速的剖面圆
。

在道一高度一般情况和 30 0

毫巴相似
,

只是不如 冬00 毫巴圆上明颖
,

而且在所研究峙期中
,

西夙的速度在道

四侗地方中
,

除 10 月外均以沿 65
“

W 焉最大
。

此较圆 5a
、

5b 和 6a
、

6b 可看出垂值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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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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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l

神度

卞, 共勃 米渺
.

洽 劝米/秒

圆 6 a
圆 6 b

圆 6 在 1 3 5
O

E
、

1 3 5
0

W
、

6 5
0

W 和 1 5
0

W 翘楼上以主要急流中心焉起黔
,

针算 7 0 0 毫巴上西夙

夙速 (米I秒) 的平均剖面圆
。

(
a
) 焉 1 9 4 5 年 7 月

,

(b ) 扁 1 04 5年 i 月
。

、

滚

夙的切燮
,

·

在冬季以亚洲沿岸最大
,

’

夏季则以北美木西洋沿岸最大
,

而西海岸最

弱
。

煊亦妻明一般大隆西岸的握向温度梯度是此较弱的
。

德桔前面所述
,

我佣得到下面的桔萧
:

L

自 30 0 毫巴在海洋上顺着氧流愈往柬

释圈
,

遗流愈不稳定 ; 但在大隆上助愈往束瞬流愈稳定
。

是侗拮流完全典我们天

氧趣脆在太平洋和大西洋束部堤流型式零乱的事宣相符合
。

是些地方也就是阻塞

波常走生的地方 (R ex
,

1 9 6 0)
。

在 70 0 毫巴上太平洋和美洲天陵的情形相反
,

西太

平洋上瞬流的稳定度徙 3 00 毫巴到 70 0 毫巴有颖着的诚弱
,

而在束太平洋上则相

反
,

撰流情况在大西洋束西岸徙 3 00 毫巴到 700 毫巴燮化很少
。

四
、

3 0 0 毫 巴上等高粽简的距雕分怖

本文前筋所甜希雕冒在拾出全球的释圈遗流的一般概念
,

但甜输遗谨限朴此

四握脉上的情形
、

焉捕救是缺默
,

我们以月平均召00 毫巴圆上最南和最北的雨修

速擅的等高腺固距雕来度量平均释圈遗流
。

在所研究的 七侗月 中 (1 9 4 6 年 7 月

一1 9 4 6 年 1 月)
,

得出一侗共同的特黯
,

即此雨等高腺的 距雕在接近束海岸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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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最小
,

近西岸最大 ; 谨 n 月是例外
,

在是侗月中最大距雕是在太平洋的中部
,

但在美团西岸附近遗有一侗次大的距雕存在
。

圆 7a 和 7b 是是七强圆中的雨佃例

子
。

遣雨圈指出雕亚洲大隆不遗的地方
,

在 1 40
“

E 和 17 6
O

E 翘挂简雨倏等高接辐

合建到一最小的距雕
,

往束又趣向幅散
,

在 n
.

6
“

W 和 14 6
O

W 之简幅散最大
。

翘

趣美洲大隆等高袋又彼此接近
,

值到 50
“

W 舆 70
“

W 之简焉止
。

徙是粗度以下
,

它佣又彼此雕朋
。

要在欧洲沿岸滩定雨等高腺最大固隔的所在是很困靴的
,

因焉在所研究的是

段峙简内
,

由朴蔗稀欧洲部分韶锋的缺少
,

等高腺只能叠到 加
“

E 的西篷
。

不遇

大家都知道
,

一般在白令海附近
,

那裹是有一平均槽存在的
。

是爵明最北的一倏

等高腺延入欧洲之役不含更向北走的
,

而且在趣遇低槽位置之前等高腺耍搏向向

之卜

尸

味味味沐沐沐圆 7 a 19 4 5年 8 月 圆 7 b 1 94 6年 1 月

圆 7 30 0毫巴平均圆上的最南和最北速搜等高楼圆
。

‘

(
a
)需 1 9 4 5年 8 月

,

(b) 庸 19 46 年 1 月
。

南
,

因而在是地区附近可以推想
,

是雨倏等高腺将耍幅合到最小距雕
。

由此往束

又将遇到西藏高原
,

在是高原上西夙夙速至少在冬季是很弱的 (C ha

ud hu ry
,

19 50 ;

桨
, 1 9 6的

,

徙夙力的微弱可推知等厘面的等高袋在高原上的距雕一定是大的
。

由

此我佣得到三佃等高腺幅散和三侗等高袋幅合医域
,

前三者分别位朴欧洲沿岸附

近
、

美洲西岸和西藏高原
;
筱三者RlJ 在亚洲沿岸外、 美洲束海岸典白令海附近

。

大的平均西夙夙速是在等高腺简隔最小的逼域
,

夙速小的是在等高腺简隔最大的

地逼
。

冬季在强西凤夙速的地逗
,

只有一主耍的强西夙带 ; 而在弱西夙夙速逼
,

仁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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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J 有雨佃是檬的西夙带
。

是一套是粤钠密阿斯和克莱浦 (1 949 ) 的圆有所不同
,

他

佣拾出在整侗北半球
,

只有一佃西夙急流
。

假若我佣用波勤现象来解释西凤带律

圈分怖的特性
,

那必得出三侗波勤
。

在研究氧屋 日除曼化的地理分怖中
,

奈伯格

(N yb e rg
,

19 钧 ) 在北半球也誉现有三侗最大舆三调最小 中心
,

遏雨捶现象在某枕

程度上可能是相阴璐的
。

长 五
、

、

西夙遇山的分支现象

句

只

一

常氧流碰到一侗煞限高的回形山版特
,

它将被分朋楼着山派流遏
。

是峙氧流

的速度在山版的雨侧最强
。

假如山脏的高度是有限的
,

但它是热限畏的伸展在和

氧流垂直的方向上
,

是峙氧流将爬着山派越遏
。

遣雨踵型式的障碍物封大氟瑕流

的作用
,

已翘被静多氧象擎者 (Q
u e n即

,

1 9 4 7 ; st ew art
, 1 9 4 8 ; B Ol in

,

1 9 6 0 等等)

甜湍遇
。

西藏高原是颧似第一桓型式的障碍物
,

而洛磺山版HlJ 是叛似第二植型式

的障碍物
。

但是它佣都不是燕限畏
、

热限高
,

因此必定有一部分氧流也要越遏西

藏高原
,

而 - 倍朽分氧流在洛磺山附近也要叠生分支现象
。

在冬季
,

西夙在西藏高原的分支现象已由 Cha
u
dh

u ry (1 9 6 0) 和作者 (1 9 5 0)

研究遇
。

在是雨佃研究工作裹明滩地指出了有雨支西夙急流存在
,

一支在高原的

北篷
,

另一支在南篷
。

在夏季西夙向北撤退
,

.

因此西藏高原已不再是位龄西犀以俘

奥
。

所以高原南篷的急流就看不觅了 (Yi
n ,

19 49 ; 菜篇正
、

高由蒋
、

捌匡南
,
1肠1)

。

雄然如此
,

在夏季西藏高原上西夙弓等南椽的位置通常仍比其上下游偏龄低样度
。

在 50 0 毫巴
*

高空上
,

副热带高厘脊在西藏高原附近的平均位置最低的事查
,

可以

甜明是一黯
。 、

由朴洛磺山脏是此较是的
,

所以可能镶疑它的分支作用
。

但因焉它攀竟不是

煞限畏的
。

波林 (B oli n ,

19 50 ) 巢已指出
,

洛磺山的高攀不是分怖在每一虑
,

而

是集中朴 40
“

N 附近 ; 常氧流碰到山脏峙
,

雄然它主耍地是爬上山派越翘
,

但德

有一些是耍揍遇它的
。

在洛磺山脏存在着的雨支急流可以表示分支现象 (圆 2 )
。

冬季的平均部面圆 (副羲炳
,

19 6 1 ) 也很清楚地表示雨支急流的存在
。

强稠热力作用的攀者
,

可能镶疑上面的解释
,

而将雨支急流的存在蹄之龄温

度锡的分怖
,

即是等温袋的密集常和急流业存
。

但是焉什厕在山地峙常出现雨调

等温袋的集中
‘

匾域呢? 幅射艳不能形成遏檬的温度锡
。

没有任何理由
,

可以淤明

*

隆史天氛圆
,

海平面和 5 00 毫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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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什磨幅射曹在山地 (特别是在洛磺山)形成雨锢低温碱域
。

由圆 7a 一7b 上
,

可

以看到 由夏季到冬季某雨倏等高接最大和最小的简距的位置业没有什磨颖著的燮

化
。

在斐亦斯 (B ye rs ) 和斯太雨
一

(St a rr
,

19 41 ) 的平均 40 00 米高空圆上也已指出

所稍
“固定槽

” (在亚洲束海岸和北美大湖逼) 的位置在冬季和夏季育除上是相同

的
,

退一黑占波林 (1 9 6 0 ) 也曾加以爵明
。

是些现象强有力地指出了地球表面上的

地形控制着大氧遗流的一定形馨
。

在夏季大隆此海洋暖
,

在冬季划恰相反
。

假定

上面所淤的遣些现象是由朴地面受热不同的桔果
,

那晒它佣必定具有季箭燮化
,

但是现在表示不出来
。

卡内和爱力生 (Ch
am ey 和 El ias se n ,

19 49 ) 已艇明滩地瞪

明遏地形野大氧瑕流的重要性
。 ‘

色俩将沿着 钓
。

N 的地面形状弓}遨逮勤方程中
,

得出了道侗摊圈上平均撰流波型的主要型式
。

、

但是是桓理由敷以瞧用到欧洲的情况
。

沿着欧洲海岸金没有高山
,

一

然而西夙

仍然分焉雨支 (圆4
、

7 )
二

只有一佃可能的解释
,

是假定 山脏封大氧的提勤是有波
\

勤的特性
,

那磨在欧洲海岸附近西夙的鬓霓或分支可能是共振砚象
。

上面已指出

高空有三佃主要的西夙幅散地逼和三佃相磨的西夙幅合逼域
。

雨侗幅散逼是固定

的
,

是就是西藏高原和洛磺山逼
。

焉使半球性波勤教 目在一定的西凤强度下成焉

恒定的
,

就需耍形成第三佃幅散逼
。

奈伯格 (19 4 9) 利用同檬的视念来解释氧屋 日

除夔化的三涡型式
。

斯克拉 (Se ker a) 的一锢束西向分速馒勤的色散现象的理希
,

扮明和我仍痘襄所得的桔果业不是不一檬的
。

斯克拉的篷界修件是沿着一锢翘度
.

上
,

西夙在一定的释度上最大
,

‘

而在燕限速的地方诚小焉零
。

因焉假定大氧是燕

幅散的
,

因此沿着道修翘较上的南北向夙速也固定起来
,

南夙正在最大西夙的上

面
,

而北夙正在它的下面
。

道就指 出了西夙沿着一定趣袋上的分支现象
。

在是握

接的下游
,

西夙急流分焉雨支
,

且在一定距滩上幅合和幅散着
。

是锢理希有助朴

因和上游共振
,

西夙在欧洲海岸加宽的戳念
。 -

少
、

兄
‘

六
、

勤能跨遇海岸向下游的输送

在常常出现西夙最大或者最小的趣度
,

是由朴徙最大西夙的翘接上向下游集

聚勤能
,

或者提最小西凤的翘技上向下游消失勤能的一佃桔果
。

很 自然地可以想

像跨遇最大西夙握楼喻送的勤能
,

耍此跨遇最小西夙翘袋的勤能大得多
。

平均起

来一定有一侗逼域勤能在集聚
,

而另一侗逼域在消失 ; 如果耍推持一侗恒定肤熊
,

在前一租匾域裹勤能一定不断地燮焉其他形式的能
, 或者由龄摩擦作用消失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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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援一踵1豆域裹
,

必定不断地徙位能的燮换
、

厘力做功等等作用来走生勤能
。

我佣现在用地棘夙速度来甜流遣一嘿占
。

我们徙每夭天氧圈补算南北筑流的勤
、

能 而束西氧流的速度则用 6 日平均值
,

助是由圆 1一4 求得
。

因焉我仍只注意速

度的大小蔽次
,

所以近似地利用
,

6 日平均束西向夙速业没有什磨缺默
。

我犯,针算T 沿着 1 3 丘
。

E
、

1 3 5
O

w
、
6 5

“

W 和 1 5
’

w 麒袋上
, 6 0

’

N
、

6 0
0

N
、

生O
O

N
、

加
。

N 和 2 0a N 地方的勤能在束西向上愉送的速率
,

业且求出了月平均值
。

我佣假

定遣碰愉送速率代表由敦释度做中
』

口南北各 6
。

羁四 (10 佃律度的羁困) 内的平

均植
,

.

业且假定没有勤能可以跨趣月平均等高拢愉迭
。

赏莲勤肤憩是恒定峙
,

彼

一侗假定可以成立
。

在是植情况下
,

等高挑可以看做流技或者轨胁而没有任何勤

能跨遏它俩
。

在是桓假定下
,

我们补算 了 30 0 毫巴上跨趣 135
O

E
、

13 6
O

w
、

65
’

w 和

15
O

W 翘钱月卒均最南和最北的等高袋
:

(参考日 7a 和 7b )
‘

之尚每月的勤能傅播
。

表 1 是补算的拮果
。 卜

人
�、

表 1 19 肠一拐 年在 3 00 毫巴上最南和最北等高楼之阴在翠位垂直距雕
上径迫

; 侗樱雄平均的勤能输送量
。 (肇位

:
10 14 雨格 ,秒 )

8 月 ! 9 月 } 1 0 月 } 1王月 1 2月

8 5
.

1 8
.

4 7
.

0

1 8
.

0

n�nU八U八”
.

⋯
八nt才O‘OJ丹匕曰1�勺

曰.上n�门�nU八U
.

⋯
J
IQ甘几口勺自gJ

J.工O自
J.上一�J

Z
八曰只�4.3.

‘

6.7.,土曰1怕1.7月

:5
4
�协nU八b

曰1

.4

⋯4
八00口丹oh‘

表 2 19 药一邻年在 70 0 毫巴上 邪
。

N 和 BS
“

N
、

之阴在翠位垂道距离阳二

’

握遇 住侗径拢的平均勤能愉遥量
。

(翠位
:
10 14 雨格l秒)

7 月 1 8 月 ! 9 月 } 1 0月 1 1 月 1 1 2月

O‘叱1占7
内b

.

⋯
巴神4

,工t了

己上

1 3 5
o

E

1 3 5 0
、V

6 5
0
万V

1 5
0

W

5
、
6

4
.

6

8
.

4

4
一

6

曰a八neU

⋯
O口�勺5八沙1山门了nU

.

⋯
O‘n口4
n八曰10曰9�nU

.

⋯
,土曰143�了�a3no.

⋯
n�00
白,上

.9

⋯8
n�nUO‘d土

,

月

份人

由表上可以看到通常束海岸的勤能的束西向输送量大朴西海岸
,

遏一默在冬

季更特别明颖
。

、

在冬季翘趋 13 6
O

E 的喻送量最大
。

徙 1 2 月到 1 月粳遏 13 5
O

E 的

平均嘛送量此艇遇 1 35
O

w 和 15
O

w 的大 4. 6 倍
,

·

瓦握遏 6 5o w 的大 1
.

6 倍
。

在所

有的 4 侗趣接上
,

由夏季到冬季输迭量都有一侗急增
。

在 70 0 毫巴上
,

由龄我仍没有月平均圆
,

所以我仍只好蔚算 雨锢 固定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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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O

N 和 筋
。

N
,

表 2 ) 之简的勤能束西向输送量
。

针算方法和 300 毫巴上相同
。

由表 2 可以看出来在 700 毫巴上的肤况已艇登生相赏的燮化
:

勤能的输送量已不

像 300 毫巴上握遏 13 6
“

E 最大 (至少在冬季是是檬的)
,

而现在是趣遏 65
”

W 最

大
,

在七佃月中差不多都是其他艇钱上的一倍
,

不遏各侗艇袋上的差 别 已不像

30 0 毫巴上那檬大
。

维然勤能愉送量在 65
O

W 上最大
,

但用 6 日束西向夙速针算

勤能输送量
,

在封固握线上的差别业不算颖著的
。

此较表 1 和表 2 可以知道
,

雄然

用龄熟
勺

算表 1 的雨修等高钱之简的释距
,

一般地都小龄用朴言卜算表 2 的樟距
—

叨 佃样度 (幼一肠
。

N )
,

但是 70 0 毫巴上的输迭量此 3 00 毫巴上自然小得多
。

在

夏季 3 00 毫巴上的输送量此 700 毫巴上大雨倍
。

在冬季沿着 13 6
”

E 艇袋上是侗比

值大龄 10
。

由上面的扮明
,

可以清楚地看到封流唇上部的空氟向下游到海洋上的峙候
,

将耍逐撕消失它的勤能 ; 赏它向下游到大隆上的峙候
,

将要逐渐地遣得勤能
。

因

此封朴勤能来爵
,

海洋是勤能的消耗地
,

而大陵是勤能的契造地
。

我们裂做了勤能的分怖圆
,

淮一步橙育上面所妻的阴题
。

因焉在低释度的夙

是很小的
,

假如我们做每翠位艘精的勤能圈
,

HlJ 纷低樟度地医的勤能舫不是有效

的
。

但是事查上
,

低律度的面横又比中
、

高律度大得多
,

所以低释度地逗的全部勤

能量业不算小
,

而在大氧的勤能平衡上可以聆生一锢重要的作用
。

斯太雨 (1 9住8 )

即曾用副熟带高屡做焉一侗勤能的契造地
。

焉了老虑面棱的因素
,

我们分析了每

6 惆樟度
,

10 锢握度和 1 厘米厚度的艘横中的勤能分怖圆
。

是些圆指出了下列事

宜
,

勤能的最大和最小碱每天很清楚地向下游移勤
。

一般地
,

赏最大值雕朋了束

海岸附近的地逼援
,

在它的附近又生成一侗新的最大值
。

赏是些最大值接近了西

海岸峙
,

它仍的强度就诚弱了
。

圆 8a 一8c 是是些圆的例子
。

在圆 8a 上
,

在中太平洋有一侗勤能的最大值由西方移来
。

在北美勤能的分怖

是很均匀的
,

勤能的最大和最小的 中心值都很小
。

在大西洋上有雨侗最大值
。

在

雨天以徒 (圆 8b ) 原在中太平洋的最大值
,

已翘移上北美西海岸
, ‘

白的强度也大

大地诚少
。

同峙在亚洲海岸的勤能增畏得很属害
。

在美圃西部和束部的勤能也增

加了很多
。

再雨天以往 (圆8c )
,

最大值在美洲西海岸上诚弱
,

而在亚洲海岸上一

侗最大值又重新形成 ; 原来位龄美团西部的勤能最大集中逼
,

现在向束移勤而强

度又增加了 ; 原来位朴美团束海岸的最大值也在束移趣遏海岸峙加深了
。

是些事

查在我俩甜湍的期简妻峙特刻刻地重祖着
。

“广
二

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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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8a 10 月 2 2 日 圆 sb 1 0 月 2 4 日

圆 8 1 9 4 6 年 1 0 月 2 2 日 (圆 sa
)

,

2 4 日 (圆 sb )
,
2 6 日 (圆 se

)
,

每 5 涸稗度 10 涸翘度和 1 厘

米厚度艘稍的勤能分怖圆
。

翠

位是 10
’.

雨格
。

圈 se 1 0 月 2 6 臼

解释西海岸附近勤能的消耗是此较容易的
。

由天氧趣瞰上我们知道大型的涡

勤是常常出现在道些区域
,

摩擦消耗将是诚少勤能的重要因素
。

但是摩擦作用的

消耗到建什磨程度
,

可以待以筱再做决定
。

在是些地区勤能燮成其他形式的能
,

或者用放
·

反抗氧屡做功上也都是十分可能的
b

在束海岸勤能的走生
,

可以是由其

他形式的能燮成 的
,

、

或者由龄氟赓在是些逼域做功的桔果
。

乙沙

七
、

热力作用封遗流型式的影瞥

在上一箭已握衬流了地形封大氧遗流的影智
。

主耍的拮谕是
:

地形是地球上

一锢固定的形状
,

由它的作用使大氧遗流所叠生的某些形熊不愈随着季筋燮化
。

因此可以用地形作用来爵明大氧中的固定槽和西凤在固定地 匾幅合和幅散 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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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

现在我们要甜流第二侗尚题
,

地面不同的熟作用绮大氧瑕流癸生什磨影馨?

在冬季大隆比海洋冷
,

在夏季 (至少在中释度 ) 助清祝相反
。 ‘

履桓海隆温差所老

成的亲所周知的桔果
,

就是在封流唇底部冬季的亚洲高厘
。

它封高空瑛流的作用

维然是存在着
,

但是到现在遗不很清楚
。

蔽我们甜流下列筒罩的案例
。

一惆低屡槽位撰
·

亚洲海岸
,

在冬季等温袋的分

怖是由束北到西南向割切等墨袋
。

沿着海岸麟上
,

氧屡梯度的方向是向南
,

而温

度梯度的方向是向西北
。

按照桐格的理流 (v
.

Bj er kne
s
和 c ol ab

, 1 9 3 6 )道粳温廖

锡将要走生氧旋性的遗流
,

空氟直默辉遇海岸徒称耍得到额外的氧旋性涡度
。

因

此它们的艳封涡度将要大放
·

槽楼地方的艳封涡度
。

所以是些空氟矍黯此它佣没有

攫得额外涡度峙
,

能更向北方做氟旋性移勤
。

赏它仍到淫脊楼的位置峙向南折回
,

但是它仍将不能在再棘向北行前回返原来它们敲朋海岸的地方
。

圆 9 。即 是上远

现象的一佃略圆
。

在是调圆上
,

我们可以看到沿着流袋或等屋袋的下游
,

槽默向

北移勤
。

圆 9a 也指出了由第一锢槽黯到脊黯的半佃波是是大朴顺氟流捉脊黯封

第二槽黯的半侗波畏
。

是是由龄
·

空氧璧黯由第一佃槽默到脊黯向北移勤了较畏的

距雕
,

因此所要的特简也大放
4

它俩徙脊默向南移到第二锢槽默所耍的畸简
。

在冬季大陵的西海岸的情况就不一株了
,

力管锡是相反的
。

因此一佃空氧置

黯 由海洋翘遇西海岸峙
,

它将得到硕外的反氧旋性涡度
。

是檬在大陵上沿着等屋

籍的方向上
,

槽默的樟度位置舟要向南移勤
。

而由第一佃脊默向下游到槽黯的半

佃波畏大放
·

槽默到第二侗脊默的半惆波是 (圆 g b)
。

在夏季
,

海洋平均地耍比大隆冷
。

因此圆 9b 就表示海洋上的流袋型式
,

而

圆 9a 表示大隆上的流楼型式
。

因焉夏季的海隆温差此冬季小
,

所以上述现象在

夏季就不像冬季那檬颖著
。

歇哈格 (S ch
e市ag

, 1 9 4 8 ) 的 6 00 毫巴平均高度圆和斐欧斯和斯太雨 (B
eye rs 之

st arr 19 4 1) 的 4 公里氧厘圆上在太平洋和欧亚大隆上都很好地表现了是一默
。

因

焉北美和北大西洋的面横比较小
,

因此在道些地方上熟力作用就不容易看出来
。

要甜流道桓瑕流型式
,

大隆和海洋的面横
,

大小必填比雁斯具的恒定波波畏莲耍

大
。

焉了巡一步甜湍热力作用封大氧瑕流的影粤
,

我仍做了圆 1 0a 和 10b
。

圆 10 a

表示太平洋 30 0 毫巴上空 5 日平均南北向速度的暗尚剖面圆
,

是是 由 1 3 5o w
、 .

50
”

N 和 135
“

E
、

6 oo N 之简的高度差别豁算的
。

它表示出在海洋上
,

冬季南夙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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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L 。

专L : 育讨一, 一七一一一飞六一
今 ”

奋L
s

圆 g a

导L
。

~ ,
‘

一
-

-

丫

圆 g b

L
s 导Ls

冬季(a )亚洲海岸
,

(b) 威洲海岸下游的理想的疏楼型式
。

横勒表示

距海岸的距雄
,

翠位是 L so (L
s
即 R os sb y 的恒定波波畏 )

。

L一、9
.可一、目则

夏季北夙盛行
。

遣一卿i和上面的甜希完好地相合
。

因焉在海洋上流拢的斜度在冬

季是由西南向束北
,

而在夏季是由西北向束南
,

因此一般地在冬季出现南夙
,

在

夏季出现北夙
。

在大陵上就完全相反
。

圆 10 b 则是相赏的欧亚大陵 的情况
,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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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夙 .。

米 , 秒 。

北 夙 5卜了月 ,月 ,月 ID月

圆 10 a

一l月 . 2月 ,月

南 夙
.

“

队
· _

-

” ‘ 2

:盯~北 夙 ’
·

o卜T马 含月
’

妈 龟。几

圆 10 b

、1月 12马 l月

圆1 0 19 4 5 年 7 月至 19 4 6年 1 月 5 0
o

N 肺圈上五 日平均的南北向夙速(米 /秒)
。

(
a )

在 13毛
’
E 和 1 3舀

。

W 之背 (太平洋)
,

(b )在 1舀
。

W 和 1 3 5
O

E 之简(欧亚大陵)
。

1 3 6
“

E
、

6 0
“

N 和 1 6
“

W
、

6 0
0

N 之尚 3 0 0 毫巴上的高度差别补算的
。

正像我犷J所预

料的
,

在冬季北夙盛行
,

在夏季南夙盛行
。

德桔起来
,

由朴
·

海陵的热力差别所造成的影粤
,

在冬季使得等高技或等厘袋

在雕朋大隆的晗尚北斜
,

在攫入大陵峙简南斜 ; 在夏季HlJ 有完全相反的趣势
。

(徐淑英
、

朱抱真择自中团地球物理李粗第二卷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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