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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各国科学家一直致力于从理论和数值模拟上对季风系统进行全面地研究(本文根据 )热力适应*理论!

从分析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大气科学和地球流体力学数值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最新版本大气环流谱模

式 $

83=>?$:L:@

%对全球非绝热加热场的模拟性能出发!分析并解释了
83=>?

对东亚夏季风 $

I38=

%子系统

的模拟情况(通过与再分析资料
V*0)01

W

+(+R$

$

;&IF

+

QXI3=>FR>>V*0)01

W

+(+

%对比分析发现!

83=>?

能很好

地模拟出夏半球副热带地区加热场的四叶型分布 $

?X8I&XQ

%!但模拟的各加热场在强度上存在一定的偏差!主

要表现在感热加热在大陆上普遍偏高!而潜热加热在印度半岛两侧'西太平洋地区 $尤其在南北纬
#%Y

%偏高!赤

道带'中南半岛'中国南海等地区偏弱(而对
I38=

子系统的分析发现!

83=>?

能很好地模拟南亚高压,较好

地模拟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主体!但西太平洋 $

!%Y;

附近%潜热偏强使得模拟的副高强度偏强'西伸脊点过于

偏西,模式也能较好地抓住夏季西风急流的两个中心!但中纬度潜热'感热的模拟偏弱造成急流两中心风速均小

于
V*0)01

W

+(+R$

资料
#%5

+

+

左右(进一步的讨论可知!造成感热和潜热偏差的主要原因是模式中云参数化方案

和积云对流参数化方案的不足!改进模式中相关的物理参数化方案将是
83=>?

后续发展的首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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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东亚夏季风对我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具有重要

的影响!其年际及年代际变化直接决定我国的农业

生产和生态环境!因此对东亚夏季风的研究具有深

远意义!发展一个能够较好地刻画东亚夏季风的气

候模式是我们模式领域孜孜追求的目标(

前人对季风的观测和理论研究已经持续了数百

年的历史!但是由于影响季风的因素众多!如西太

平洋副热带高压 $吴国雄等!

$%%!

%!副热带急流中

的
V-++G

W

波 $陶诗言和卫捷!

$%%"

%!印度洋'太

平洋的海表温度 $

88\

%$

;(4400)HO.

!

#JJ"

%及

青藏高原 $

E0)0(0)HA.

!

$%%"

%等!其复杂性使

得我们到现在对于季风的理解还只是一知半解(在

过去的
$%

年里!科学家们开始达成共识!季风是

一个海'陆'气相互耦合的复杂系统 $

A*G+4*/

!

$%%"

%(

近些年!由于气候模式发展迅速!众多科学家

开始使用气候模式来研究季风的本质(但是由于模

式中物理参数化对模式模拟结果具有重要的影响!

其中积云对流参数化是主要的不确定性之一!其对

热带降水的模拟 $张丽霞等!

$%##

%'水汽和云辐射

强迫 $

A.*401<

!

$%##

%'对
I;8X

响应的大气温度

的垂直结构 $

b'0)

B

*401<

!

$%#%

%等均具有影响!

再加之东亚季风本身的复杂性!东亚季风的模拟将

一直是气候模式研究领域的一个难题(王在志等

$

$%%@

%指出耦合模式能够较好地刻画东亚夏季风

的前两个模态(吴波等 $

$%%J

%的研究表明!

_NX3?8R+

可以模拟出亚澳季风的主要气候态特

征(

b'-.*401<

$

$%%J

%指出大气环流模式的多模式

集合可以较好地模拟东亚季风的第一模态!但是不

能模拟出东亚季风的第二模态(相比于
&3=!:K

的

模拟结果 $

&'*)*401<

!

$%#%

%!其能较好地模拟东亚

夏季风环流的气候态和季节特征!如青藏高压'西

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等!但是对季风的降水模拟偏差

较大!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大气科学和地球

流体力学数值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大气环流谱模

式 $

83=>?

%的前几个版本 $

V#K?J

'

VL$?J

%也能

较好地再现真实大气的一些基本分布形态和特征!

但是模拟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南亚高压较观测

偏低 $周天军等!

$%%K

%!那么!最近改进的参加政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模式评估 $

>F&&

3VK

%的最新版本大气环流谱模式 $

83=>?$:L:@

%

对东亚夏季风气候态和年际变化的模拟性能又是如

何-

吴国雄和刘屹岷 $

$%%%

%利用位涡性质!阐明

了大气动力过程向外加热强迫适应的原理(夏季非

绝热加热场对环流场起主导的作用 $冬季主要受地

形的影响%!因此夏季风的环流场主要是向非绝热

加热场的适应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从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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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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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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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对全球各个加热场的模拟性能出发!分析东亚夏

季风各组成部分的模拟状况!从而回答上面提出的

问题!从中发现大气环流谱模式存在的一定问题!

为改进和进一步发展大气环流模式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以下的内容主要安排如下&第
$

节介绍大

气环流谱模式 $

83=>?$:L:@

%及所用的数据资料

和统计方法,第
!

节着重分析
83=>?

模拟的全球

加热场的分布情况,

83=>?

对东亚夏季风气候平

均态和年际变率的模拟主要在本文第
L

节讨论,第

K

'

"

节是讨论和全文的总结(

?

!

模式介绍及数据和方法

大气环流谱模式 $简称
83=>?

%是中国科学

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大气科学和地球流体国家重点实

验室 $

?38N

+

>3F

%发展的一个谱模式 $

A.*401<

!

#JJ"

,

A.*401<

!

$%%L

,王在志等!

$%%K

,包庆等!

$%%"

%(目前最新版本的
83=>?$:L:@

垂直方向上

从地面到
$:#J'F0

分为
$"

层!采用
!

8

混合坐标

系!水平方向是菱形截断
L$

个波$

VL$

%!分辨率约

为
$:M#Y

$经度%

c#:""Y

$纬度%!积分的时间步长为

#%

分钟!其物理过程参数化方法主要有&$

#

%

IHR

S0/H+R81()

B

-

的辐射参数化 $

IHS0/H+0)H81()

B

-

!

#JJ"

%!其后经
8.)0)HV(̀.+

$

#JJJ0

!

#JJJG

%及李

剑东 $

$%%M

%改进,$

$

%可以刻画深对流'中层对流

和浅对流的
\(*H4̀*

质量通量积云参数化 $

\(*H4R

*̀

!

#JMJ

%!后经
;-/H*)

B

$

#JJL

%增加了对气块有

组织的卷进和卷出!并由宋晓良 $

$%%K

%和王晓

聪"进一步改进,$

!

%行星边界层是可以计算局地

加热的高阶闭合方案 $

C/()̀-

6

0)HV-*7̀)*/

!

#JJK

%,$

L

%云方案是一个诊断方法 $

?(.0)HA.

!

#JJ@

%,$

K

%重力波拖曳 $

F015*/*401<

!

#JM"

%(

"

A0)

B

P(0-7-)

B

<&1(504*+*)+(4(](4

W

0)H71-.H

6

/-7*++G0+*H-)0

U

.0

6

10)*4*[

6

*/(5*)4+<

$

6

/*

6

0/()

B

%

本文主要分析的时间段为
#JM%

#

$%%M

年
$J

年

的资料!模式数据是由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大气科学和地球流体国家重点实验室 $

?38N

+

>3F

%大气环流谱模式 $

83=>?

%按照大气模式比

较计划 $

3=>F

%的要求采用强迫场得到的月平均

资料(用于与模式参照的资料来源主要有
V*0)01

W

+R

(+R$

$

;&IF

+

QXI3=>FR>>V*0)01

W

+(+

%再分析资料

$

0̂)05(4+.*401<

!

$%%$

%和全球降水气候计划

$

NF&F

%的月平均降水资料 $

3H1*/*401<

!

$%%!

%(

为了对比模式和观测的东亚夏季风 $

I38=

%

的年际变率!本文采用多变量经验正交分解 $

=9R

IX_

%的统计学方法!该方法主要基于经验正交分

解 $

IX_

%!其细节推导可以参考
A0)

B

$

#JJ$

%(

=9RIX_

主要的好处在于它能捕捉不同变量之间

的联系!给出不同变量在同一空间上的分布(

@

!

夏季全球的加热场

真实的大气并不是绝热无摩擦的理想大气!尤

其是夏半球感热和潜热加热在很多地区成了主导的

非绝热加热源(根据 )热力适应*理论!大尺度的

环流场受非绝热加热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向非绝热

加热场的适应过程(东亚夏季风系统是一个大尺度

的大气系统!模式对
I38=

环流场的模拟性能受

制于模式对全球非绝热加热场的模拟能力(所以在

分析
I38=

各组成部分的模拟性能之前!首先着

重分析
83=>?

对全球加热场的模拟情况(

图
#

是
#JM%

#

$%%M

年平均的北半球夏季整层

大气积分的全球加热场分布(之所以用加热廓线积

分的方法来求非绝热加热场!而不用表面的通量场

资料!原因在于采用表面通量场资料计算的非绝热

加热场忽略了大气平流过程的影响(根据
A.0)H

?(.

$

$%%!

%基于
;&IF

再分析资料分析指出!夏季

副热带地区陆地上是热源!海洋上为冷源(海洋东

侧区域以长波辐射冷却 $

?X

%为主!海洋西部同时

由长波辐射冷却和潜热加热控制 $

Q

%,而大陆西部

和东部分别由感热加热 $

8I

%和潜热加热 $

&X

%主

导!形成四叶型的加热分布 $

?X8I&XQ

%(相比于

;&IF

+

QXI 3=>FR>> V*0)01

W

+(+

$以 下 简 称

;&IFR$

%的分布图 $图
#0

%!

83=>?

较准确地模

拟出北半球夏季非绝热加热的整体分布 $图
#G

%!

但是从强度上来说!

83=>?

模拟的非绝热加热和

;&IFR$

给出的强度在局部地区存在一定的差异(

图
#7

给出了
83=>?

和
;&IFR$

资料的差异图!从

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83=>?

模拟的总非绝热加热

场和
;&IFR$

的差异主要集中在
!%Y8

#

L%Y;

的热

带和副热带(由于本文主要关注
I38=

!所以着重

分析亚洲及其邻近海洋上加热场的模拟情况(从图

#7

可以知道!

83=>?

模式模拟的非绝热加热场在西

北太平洋地区强度偏强大约
"%A

+

5

$

!印度半岛的

K"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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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JM%

#

$%%M

年平均的夏季整层大气积分的总非绝热加热的全球分布 $单位&

A

+

5

$

%&$

0

%

;&IFR$

,$

G

%

83=>?

,$

7

%

83=>?d;&IFR$

_(

B

<#

!

8.55*/R5*0)

B

1-G01H(+4/(G.4(-)+-20(/7-1.5)R()4*

B

/04*H4-401H(0G04(7'*04()

B

2/-5#JM%4-$%%M

&$

0

%

;&IFR$

,$

G

%

83=>?

,$

7

%

83=>?d;&IFR$<

图
$

!

#JM%

#

$%%M

年
$J

年平均的夏季整层大气积分的 $

0 7

%感热和 $

H 2

%凝结潜热的全球分布 $单位&

A

+

5

$

%&$

0

'

H

%

;&IFR$

,$

G

'

*

%

83=>?

,$

7

'

2

%

83=>?R;&IFR$

_(

B

<$

!

8.55*/R5*0)H(+4/(G.4(-)+-20(/7-1.5)R()4*

B

/04*H

$

0 7

%

+*)+(G1*'*04()

B

0)H

$

H 2

%

7-)H*)+04(-)'*04()

B

2/-5#JM%4-$%%M

&$

0

!

H

%

;&IFR$

,$

G

!

*

%

83=>?

,$

7

!

2

%

H(22*/*)7*G*4S**)83=>?0)H;&IFR$

""

大
!

气
!

科
!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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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两侧及南北纬
#%Y

两条纬度带上强度偏强

#$%A

+

5

$

,相反在印度半岛南部'中南半岛'我国南

海地区'青藏高原北部和赤道西太平洋地区
83=>?

模拟的非绝热加热场偏低
#$%A

+

5

$左右,北半球中

高纬地区总非绝热加热场的模拟相对偏差较小(

为了探究
83=>?

中哪个非绝热加热场模拟的

偏差造成了上述区域总加热场的差异!下面将各个

加热场分开分析(图
$

是
#JM%

#

$%%M

年平均的夏

季整层大气积分的感热和凝结潜热加热的全球分

布!其中图
$0

'

G

分别反映的是
;&IFR$

和
83=>?

中感热 $强度
"

!%A

+

5

$

%的分布!图
$H

'

*

反映潜

热$强度
"

K%A

+

5

$

%的分布!而图
$7

'

2

分别是它们

的差(从感热分布图来看!夏季强度大于
!%A

+

5

$

的感热加热主要分布于大陆地区 $图
$0

'

G

%!而与

;&IFR$

相比 $图
$7

%!

83=>?

模拟的感热加热在

大陆上整体偏强大约
K%A

+

5

$

!但在整体偏强的趋

势下!局部地区出现了偏弱!即与东亚夏季风具有

密切关系的青藏高原地区 $虽然要考虑高原地区

;&IFR$

资料的可信度%以及我国华北地区!其偏

弱的原因与潜热在该地区偏强有关 $图
$2

%!因为

降水会抑制表面的感热释放(

从凝结潜热分布 $图
$H

'

*

%来看!潜热加热

$强度
"

K%A

+

5

$

%主要分布在北半球热带和副热

带地区!且集中在南亚'东亚'北印度洋和西太平

洋(图
$*

表示
83=>?

和
;&IFR$

的潜热差异!从

中可以知道
83=>?

模拟的潜热在印度半岛两侧的

印度洋'赤道印度洋及南北纬
#%G

的两纬度带地区

强度偏强
#%%A

+

5

$以上!在北纬
!%G;

附近的西太

平洋地区偏强大约
L%A

+

5

$

(相反!呈澳洲回旋镖

形的潜热加热偏弱带以孟加拉湾东部'中南半岛为

顶点嵌于其中!其一条偏弱带在赤道西太平洋地

区!一直延伸至中太平洋!另外一条偏弱带沿着中

国海岸线及夏季梅雨锋区所在位置!一直延伸至日

本及日本以东的太平洋地区 $偏低大约
L%A

+

5

$

%(

在欧亚大陆的北部!模式模拟的潜热偏弱大约

"%A

+

5

$

!这与该地区的感热偏强可以相互抵消!

从而导致中高纬地区总的非绝热加热偏差不大(对

比图
$2

和图
#7

!可以知道!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上

83=>?

模拟的潜热加热的偏差在总加热偏差中起

了主导作用(

图
!

是对应的长波辐射冷却$小于
d#J%A

+

5

$

%

和短波辐射加热 $大于
K%A

+

5

$

%的全球分布图(

对比图
!0

和
!G

!发现
83=>?

模拟的长波辐射冷

却在南北半球副热带地区强度上存在较大的偏差!

由于长波辐射冷却与温度的
L

次方成正比 $

#

F

L

%!

从而间接地说明
83=>?

模拟的副热带地区大气的

平均温度低于
;&IFR$

资料(重点看一下青藏高原

地区!

83=>?

中的长波辐射冷却至少低于
;&IFR$

L%A

+

5

$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知!高原地区感热加

热模拟的偏弱是导致高原上空大气温度偏低的一个

重要原因!从而导致长波辐射冷却偏弱(最后看

83=>?

模拟的短波辐射对大气的直接加热情况!

比较图
!7

和
!H

!可以发现在高原地区
83=>?

模

拟的短波辐射直接加热低于
;&IFR$L%A

+

5

$左

右!印度半岛'中南半岛和日本以东地区$与西风急

流的中心模拟有关%偏低
L%

#

"%A

+

5

$

!偏差最大的

是在北非撒哈拉沙漠地区(从中也说明
83=>?

中

短波辐射对大气的直接加热模拟偏低是导致高原地

区大气温度偏低的另一个原因(

综上所述!

83=>?

对全球加热场的模拟在分

布上与
;&IFR$

较为一致!但在强度上存在一定的

偏差!其偏差主要表现在感热加热和凝结潜热加

热!而长波辐射冷却的偏差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感热

和潜热偏差的体现!其受制于温度场的模拟,对短

波辐射直接加热的模拟在局部地区也存在一定的偏

弱!可能与模式中使用诊断云方案对云量模拟的偏

差有关(

A

!

夏季季风

A<>

!

夏季季风的气候平均态

根据陶诗言和卫捷 $

$%%"

%给出的
I38=

的概

念图可知!

I38=

的主要组成部分有南海的季风

槽'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青藏高原上空的南亚高

压'长江流域的梅雨锋面以及中纬度西风急流中的

准静止
V-++G

W

波等(以下将从对流层底层到对流

层高层逐步分析
I38=

的几个重要组成部分(

图
L

是
#JM%

#

$%%M

年平均的降水场和
MK%'F0

的风场分布(在风场上!

83=>?

能很好地模拟出

索马里急流'印度半岛东侧和中南半岛东侧的两个

季风槽(但是在降水场上!

83=>?

模拟的结果和

NF&F

的降水强度上存在一定的偏差!主要表现在

印度半岛两侧及西太平洋地区 $尤其是南北纬
#%Y

的两条纬度带上%降水强度偏强!而在孟加拉湾'

青藏高原南侧'华南和
!%Y;

太平洋地区降水偏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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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气候平均的夏季整层大气积分的 $

0

'

G

%长波辐射冷却和 $

7

'

H

%短波辐射加热的全球分布 $单位&

A

+

5

$

%&$

0

'

7

%

;&IFR$

,$

G

'

H

%

83=>?

_(

B

<!

!

&1(504-1-

B

(7015*0)H(+4/(G.4(-)+-20(/7-1.5)R()4*

B

/04*H

$

0

!

G

%

1-)

B

RS0]*/0H(04(-)0)H

$

7

!

H

%

+'-/4RS0]*/0H(04(-)()+.55*/

&$

0

!

7

%

;&IFR$

,$

G

!

H

%

83=>?

图
L

!

$

!%Y8

#

K%Y;

!

L%YI

#

#M%Y

%气候平均态的夏季降水场 $彩色!单位&

55

+

H

%和
MK%'F0

的风场 $矢量!单位&

5

+

+

%分布&$

0

%

NF&F

的降水和
;&IFR$

的风场,$

G

%

83=>?

_(

B

<L

!

\'*H(+4/(G.4(-)-24'*71(504-1-

B

(701+.55*/5*0)

6

/*7(

6

(404(-)

$

7-1-/+'0H()

B

%

0)HS()H2(*1H04MK%'F0

$

]*74-/+().)(4+-25

+

+

%

()4'*H-50()-2

$

!%Y8 K%Y;

!

L%YI #M%Y

%&$

0

%

NF&F

6

/*7(

6

(404(-)0)H;&IFR$S()H

,$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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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前面分析潜热加热的分布是一致的(通过对

比!发现降水偏弱的原因在于&$

#

%

83=>?

不能很

好地捕捉浅对流降水!$

$

%

83=>?

模拟的深对流

发展高度偏低!强度偏弱 $图未给出%(以上的分

析可以说明!我们模式采用的积云对流参数化方案

$改进的
\(*H4̀*

方案%在浅对流和深对流的处理

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使得
83=>?

模拟的降水和

NF&F

相比存在偏差!最终导致图
$

中
83=>?

模

拟的潜热加热场的差异(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是常年存在的且随季节会

北进南退'西伸东撤的一个大尺度大气系统!尤其

是夏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位置与
I38=

密切

相关!会影响我国夏季降水的雨带(因此!模式能

否很好地刻画副高对模式模拟
I38=

至关重要(

图
K

反映的是夏季
K%%'F0

位势高度场和温度场(

从图
K0

和
KG

的对比来看!

83=>?

模拟的西太平

洋副热带高压强度偏强'西伸脊点过于偏西'副高

脊线较
;&IFR$

偏北
$

个纬度,在
K%%'F0

的温度

场上!

83=>?

的暖中心在副热带陆地上模拟较好!

而在西太平洋过于东伸(但是较前几个版本!副高

的模拟已经有很大的改进!前一版本
83=>?

模拟

的副高偏弱!不能模拟出
KMMH0

B6

5

等值线 $陈昊

明等!

$%%J

%(

?(.*401<

$

$%%#

%根据全涡度方程从理论和一

系列数值试验指出!夏季季风降水所释放的凝结潜

热是决定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形成和所在位置的重

要因素(根据对图
$

中潜热加热场的分析!

83=>?

中
!%Y;

附近潜热加热偏强大约
L%A

+

5

$

!可以解释

83=>?

模拟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在强度上会强于

;&IFR$

!也解释了
83=>?

中暖中心为何过于东伸!

再加上印度洋的潜热加热偏强 $图
$2

%!在一定程度

上使得副高位置偏西 $

b'-.*401<

!

$%%J

%(那么!

为什么
83=>?

中模拟的副高位置偏北- 副高偏北

与东亚副热带锋区的位置偏北有关系(华北地区偏

强的潜热加热 $图
$2

%!使得副高位置偏西偏北!在

副高控制下的华南地区降水偏少'潜热加热偏弱

$图
$2

%(

讨论完副热带高压的情况!不可回避对流层上

层青藏高原地区上空的南亚高压(陶诗言和朱福康

$

#J"L

%的研究指出!夏季南亚高压和西太平洋副

热带高压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大气子系统!它们

之间存在着物理联系(

?(.*401<

$

$%%#

%的研究发

现!夏季季风降水释放的潜热加热是联系南亚高压

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纽带!且进一步指出南亚

高压的形成和强度除了受高原表面强大的感热加热

的影响!潜热加热也起了不小的贡献(从
83=>?

模拟的南亚高压 $图
"

%来看!南亚高压的位置和

中心强度与观测较为一致!但是中心的面积大小略

微偏小(从前面的分析来看!高原南侧的凝结潜热

加热偏弱而高原南部的凝结潜热偏强与高原表面的

感热加热偏弱共同作用'相互补偿!最终使得

83=>?

模拟的南亚高压没有产生较大的偏差(在

$%%'F0

的温度场上!

83=>?

得到的暖中心位置较

;&IFR$

偏西偏北!从图
$7

可知!这一暖中心正好

对应了感热加热的正中心(

图
@

反映了夏季
$%%'F0

高度层上!纬向风在

!%Y;

#

K%Y;

的空间分布(从图
@0

可以知道!除了

在 $

L%Y;

!

J%YI

%附近存在着副热带西风急流的极

大值中心外!在
L%Y;

附近'

#L%YI

#

#K%YI

范围内

存在着西风急流的次大值中心!其轴区风速达
$K

5

+

+

(在
83=>?

的结果中!在
M%YI

#

J%YI

范围内

也能模拟出风速的大值区!但位置偏北了
KY

!且中

心风速只有
$K5

+

+

!在日本东侧地区!也存在着一

个次大值中心区!风速仅有
#@:K5

+

+

!与
;&IFR$

相比!

83=>?

模拟的两个急流中心区风速都大约

偏小了
#%5

+

+

(

根据经典的热成风原理&

$

-

$

8

H

I

+8

$

F

$

&

!

纬向风速随高度的变化与经向温度梯度呈正比!而

温度场和非绝热加热有关!因此
83=>?

中对非绝

热加热场模拟的差异!决定了
83=>?

中副热带西

风急流的偏差(根据
b'0)

B

$

$%%"

%对非绝热加热

场是如何影响西风急流中心位置的研究指出!非绝

热加热的变化是影响急流中心强度和位置的首要因

素!急流的中心往往会趋向于非绝热加热场的中

心!从而引起西风急流中心的东西变化(参看图
#7

83=>?

和
;&IFR$

总非绝热加热差异场可知!在

L%Y;

附近的这条纬度带上!

M%YI

#

J%YI

和
#!%YI

#

#M%Y

范围内
83=>?

模拟的总加热场均偏低于

;&IFR$

!这对于
83=>?

模拟的西风急流的强度偏

弱有一定的影响!且参看图
$7

'

2

!在
L%Y;

附近!

M%YI

#

J%YI

这一区域主要是由感热和潜热共同偏

弱所致!而在
#!%YI

#

#M%Y

是由潜热和短波辐射偏

J"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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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K

!

夏季平均的
K%%'F0

位势高度场 $等值线!单位&

H0

B6

5

%和温度场 $彩色!单位&

^

%&$

0

%

;&IFR$

,$

G

%

83=>?

_(

B

<K

!

\'*H(+4/(G.4(-)-2+.55*/5*0)

6

-4*)4(01'*(

B

'4

$

7-)4-./+().)(4+-2H0

B6

5

%

0)H4*5

6

*/04./*

$

7-1-/+'0H()

B

%

04K%%'F0

&$

0

%

;&IFR$

,$

G

%

83=>?

图
"

!

同图
K

!但为
$%%'F0

_(

B

<"

!

805*0+_(

B

<K

!

G.42-/$%%'F0

%@

大
!

气
!

科
!

学

&'()*+*,-./)01-234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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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夏季平均的
$%%'F0

纬向风场分布 $单位&

5

+

+

%&$

0

%

;&IFR$

,$

G

%

83=>?

_(

B

<@

!

\'*H(+4/(G.4(-)-2+.55*/R5*0)a-)01S()H2(*1H04$%%'F0

$

.)(4+

&

5

+

+

%&$

0

%

;&IFR$

,$

G

%

83=>?

图
M

!

夏季
@KYI

#

#!KYI

平均的垂直速度 $

"

%分布图 $单位&

F0

+

+

%&$

0

%

;&IFR$

!$

G

%

83=>?

(箭头表示运动方向

_(

B

<M

!

\'*7/-+++*74(-)+-2]*/4(701]*1-7(4

W

$

"

%

0]*/0

B

*HG*4S**)@KYI0)H#!KYI()+.55*/

$

.)(4+

&

F0

+

+

%&$

0

%

;&IFR$

,$

G

%

83=>?<

3//-S+5*0)4'*H(/*74(-)-25-4(-)

弱引起(从温度场上看!对流层中层到高层 $图
K

'

"

%

83=>?

模拟的温度在高纬陆地上空偏高!因而

温度的经向梯度减弱!也导致高层西风急流偏弱(

最后来看
I38=

系统中比较典型的一个现象!

即反哈德莱环流 $

0)4(RO0H1*

W

%(从图
M

的垂直速

度
"

$

8

坐标垂直速度%分布图可以看出
83=>?

中

模拟的垂直速度
"

偏弱!而垂直速度的大小与降水

有关!垂直速度偏弱!对流发展高度偏低!降水偏

少!从而使得
83=>?

模拟的凝结潜热加热在大部

分地区偏弱!具体可以参看图
$

中对潜热加热的分

析(

通过以上对
I38=

几个重要子系统气候平均

态的分析可以发现!

83=>?

基本抓住了
I38=

的

基本特征!包括了低层的季风环流'西太平洋副热

带高压'南亚高压和西风急流!但也存在一定的偏

差!模拟偏差很大原因在于
83=>?

对潜热加热场

和感热加热场的模拟存在偏差!使得
83=>?

模拟

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强!西风急流偏弱等(

A<?

!

夏季季风的年际变化

I38=

的年际变化!可以从多方面来讨论!如

降水的年际变化'风场的年际变化等(本文主要从

多变量经验正交分解 $

=9RIX_

%出发!讨论

83=>?

对
I38=

的两个主要模态的模拟情况(

A0)

B

*401<

$

$%%M

%通过
=9RIX_

指出!东亚夏季

风的两个主要模态均由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

且与
I;8X

的发展和消亡有关(

#@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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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J

是对
#JM%

年
#

$%%M

年
$J

年的
,,3

资料

进行
=9RIX_

分解后的空间第一模态 $

IX_#

%和

空间第二模态 $

IX_$

%的分布!这里采用了
!

个变

图
J

!

=9RIX_

分解
#JM%

#

$%%M

年
$J

年资料得到的
IX_#

和
IX_$

$等值线为海平面气压场!彩色阴影为降水场!矢量为
MK%'F0

的风

场%&$

0

'

G

%观测场,$

7

'

H

%

83=>?

_(

B

<J

!

\'*+

6

04(01

6

044*/)+-24'*2(/+40)H+*7-)HIX_5-H*+IX_#0)HIX_$-2H0402/-5#JM%4-$%%MG

W

5.14(R]0/(04*IX_

$

=9R

IX_

%

0)01

W

+(+

$

4'*7-)4-./+0/*4'*+*0R1*]*1

6

/*++./*

!

4'*7-1-/+'0H()

B

+0/*4'*

6

/*7(

6

(404(-)

!

0)H4'*]*74-/+0/*4'*S()H2(*1H04

MK%'F0

%&$

0

!

G

%

XG+*/]04(-)

,$

7

!

H

%

83=>?

量场!主要是海平面气压场 $等值线%'降水场 $彩

色阴影%和
MK%'F0

的风场 $矢量%(从观测场来

看!

IX_#

的空间型解释方差为
!L<Ke

!海平面气

压场的空间分布表现出副高西伸!脊线位于
$%Y;

附近!风场上主要是从海洋吹向陆地!反映了发展

的
I38=

的空间分布型!主要的干湿位相分别位

于副高控制地区和副高的南北两侧,相比
83=>?

的结果!其
IX_#

空间型的解释方差为
!#<#e

!与

观测相当!海平面气压场的空间分布所反映的副高

呈东北西南走向的分布!位于南海上空的副高西部

与观测接近!但西太平洋上中心位置相比观测要偏

北大约
#%

个纬度!这和前面气候平均态的副高位

置略微偏北一致!但是偏北程度上更加明显!风场

上和观测一致!干湿位相同样位于副高控制区和副

高两侧且在副高西侧也出现了湿位相(相比

IX_#

!观测的
IX_$

的解释方差仅为
#!<Le

!西

太平洋副高偏东偏南!干湿位相的分布依旧是位于

副高控制区和副高两侧!反映了减弱的
I38=

的

空间分布(而
83=>?

得到的
IX_$

的空间分布和

观测几乎没有可比性!很大的原因在于本文采用单

独大气模式的结果!不存在海气相互作用!这里就

不再具体分析了(

图
#%

是对应上图
=9RIX_

分解后空间分布模

态的时间序列!这里着重分析图
#%*

'

2

(从图
#%*

中可以知道!通过
JKe

信度检验的周期主要是
L

#

K

年的周期!和
I;8X$

#

@

年的周期较为一致(而

对
83=>?

结果的分析 $图
#%2

%发现!其通过检验

$@

大
!

气
!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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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对应于图
J

空间分布模态的前两个主成分
F&#

和
F&$

&$

0

'

G

%观测,$

7

'

H

%

83=>?

,$

*

'

2

%对观测和
83=>?

的
F&#

进行的功率谱

分析 $点虚线是
JKe

的信度检验!虚线是马尔可夫红噪音谱%

_(

B

<#%

!

\'*4(5*+*/(*+-24'*+

6

04(01

6

044*/)+7-//*+

6

-)H()

B

4-_(

B

:J

&$

0

!

G

%

XG+*/]04(-)

,$

7

!

H

%

83=>?

,$

*

!

2

%

4'*+

6

*74/010)01

W

+(+-2

4'*2(/+4

6

/()7(

6

1*7-5

6

-)*)4

$

F&#

%$

H0+'RH-44*H1()*

&

JKe7-)2(H*)7*1*]*1

,

H0+'*H1()*

&

4'*=0/̀-]

)

/*H)-(+*

*

+

6

*74/.5

%

的周期主要集中在
!<K

年左右!说明
83=>?

对

I38=

的年际变率具有一定模拟能力!但是仍具有

很大的提升空间(

B

!

讨论

通过以上
83=>?

模拟结果和
;&IFR$

资料的

对比及环流场和非绝热加热场的对照分析!从中可

以知道
83=>?

对非绝热加热场模拟的偏差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
83=>?

对
I38=

模拟的能力!尤其凸

显在
83=>?

对感热加热和凝结潜热加热场模拟的

偏差上(

模式中对感热加热模拟的偏差主要原因在于模

式中云参数化方案的缺陷!

83=>?

中模拟的感热

加热偏强!原因是
83=>?

模拟的中低云量偏少!

使得入射到地面的短波辐射偏多!造成地表温度偏

高!从而使得地表对大气的感热加热偏强(由于不

同资料对低云的定义不同!所以这里没有给出

83=>?

和
>8&&F

的低云量分布!而从地表的温度

分布间接地反应低云的模拟情况(图
##0

反映了

83=>?

和
;&IFR$

的地表温度的差值场!从中可

以发现
83=>?

中全球大陆的地表温度普遍高于

;&IFR$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83=>?

中模拟的中

低云量偏少(

而模式对凝结潜热加热场模拟的偏差主要问题

在于模式中的积云对流参数化方案(

83=>?

中模

拟的垂直速度
$

偏弱!深对流发展高度偏低!浅对

流的模拟较差!降水强度在孟加拉湾'青藏高原南

侧'华南和
!%Y;

太平洋地区偏弱!而在印度半岛

两侧及西太平洋地区 $尤其是南北纬
#%Y

的两条纬

度带上%降水强度偏强!造成了
83=>?

模拟的潜

热加热场相对于
;&IFR$

的偏差(当然!以上的讨

论都只局限于单独的大气环流模式!大气和海洋之

间不存在真实的海气反馈作用!如果采用全耦合模

式!充分考虑大气和海洋之间的反馈作用!模式模

拟的潜热加热场也许会有一定的改进(图
##G

反映

的是全耦合模式 $

_NX3?8R+

%和
;&IFR$

的潜热

!@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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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夏季平均的 $

0

%

83=>?

和
;&IFR$

的地表温差分布

$单位&

^

%及$

G

%最新版本的耦合模式
_NX3?8

和
;&IFR$

的

潜热差的分布 $单位&

A

+

5

$

%(实线为正值!虚线为负值 $零

线省略%

_(

B

<##

!

\'*+

6

04(01H(+4/(G.4(-)+-2

$

0

%

4'*4*5

6

*/04./*H(22*/R

*)7*

$

^

%

G*4S**)83=>?0)H;&IFR$0)H

$

G

%

4'*7-)H*)+0R

4(-)'*04()

B

H(22*/*)7*

$

A

+

5

$

%

G*4S**)4'*)*S*+47-.

6

1*H

5-H*1

$

_NX3?8

%

0)H;&IFR$<8-1(H

$

H0+'*H

%

1()*

&

6

-+(4(]*

$

)*

B

04(]*

%

]01.*

$

a*/-1()*-5(44*H

%

加热场的差!相比单独大气环流模式!最新版本耦

合模式模拟的潜热加热在
!%Y;

的西太平洋地区'

赤道带'印度半岛东西两侧等有所改进!但是南北

纬
#%Y

的两条纬度带上!潜热加热没有得到明显改

善(从中说明积云对流参数化方案对单独大气环流

模拟和耦合模式的模拟性能具有重要的影响!仍有

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改进和发展(

C

!

总结

本文根据夏季环流场向热力场的适应过程这一

事实!从
83=>?

模拟的全球加热场出发!分析诊

断了
83=>?

对
I38=

各重要组成部分的模拟情

况(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

#

%与前几个版本的大气环流模式相比!最新

版本的
83=>?

模式能更好地反映东亚夏季风的各

组成部分!如低层的季风环流'降水场'西太平洋

副热带高压'南亚高压等!但是与观测相比!还是

存在一定的偏差(

$

$

%

83=>?

能较好地模拟出夏半球副热带地

区四叶型加热场 $

?X8I&XQ

%!但模拟的全球非绝

热加热场的强度存在一定偏差!尤其表现在感热加

热和潜热加热的模拟上!

83=>?

模拟的感热加热

在全球陆地上普遍偏高,模拟的潜热加热在印度半

岛两侧'西太平洋地区 $尤其是南北纬
#%Y

%'高原

南部偏高!而在以中南半岛和中国南海为转折点的

呈回旋镖型的两条带上'高原北部'大陆中高纬地

区等模拟的潜热偏低(

$

!

%

83=>?

模拟感热加热的偏差主要是由模

式中云参数化方案所致!

83=>?

中模拟的中低云

量偏低!使入射到地面的短波辐射量偏大!地面温

度偏高!感热加热偏强,而导致潜热加热的模拟偏

差主要在于积云对流参数化方案!

83=>?

中垂直

速度
$

偏小!深对流发展高度偏低!对浅对流的模

拟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

L

%

83=>?

中西太平洋地区 $

!%Y;

附近%模

拟的潜热加热偏强使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度偏

强'西伸脊点过于偏西,高原南部潜热偏强'南侧

偏弱及高原地区感热加热偏弱共同作用!模拟的对

流层高层的南亚高压接近于观测值,而北纬
L%Y

的

纬度带上!

M%YI

#

J%YI

感热和潜热偏弱!使得西风

急流的中心偏弱!

#L%YI

#

#K%YI

潜热'短波辐射偏

弱使得西风急流的次中心模拟也偏弱(

$

K

%

83=>?

对
I38=

年际变化的第一模态模

拟较好!但是对第二模态模拟的较差 $其中的物理

原因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且对
F&#

的周期性

具有一定的模拟能力!但是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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