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mage: ]	
[image: ]




博碩士論文 89621011 詳細資訊








  
  	以作者查詢圖書館館藏	、以作者查詢臺灣博碩士	、以作者查詢全國書目	、勘誤回報	、線上人數：18	、訪客IP：44.220.63.115


  	姓名	
      	  涂煥昌(Huan-Chang Tu)  
		      查詢紙本館藏  	畢業系所	大氣物理研究所
	論文名稱	
      	  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異常活動之特性分析
      	   
	相關論文		★ 1998年亞洲夏季季風區域能量特性分析	★ 以機率密度函數探討台灣及鄰近地區未來氣候變遷特性:IPCC全球海氣耦合模式資料之分析研究
	★ 北極震盪(Arctic Oscillation, AO)的波動特性與機制探討



	檔案	
		   		[image: ][Endnote RIS 格式]   
		      [image: ][Bibtex 格式]     	
      [image: ][相關文章]   [image: ][文章引用]   [image: ][完整記錄]   [image: ][館藏目錄]   [image: ][檢視]  [image: ][下載]	本電子論文使用權限為同意立即開放。
	已達開放權限電子全文僅授權使用者為學術研究之目的，進行個人非營利性質之檢索、閱讀、列印。
	請遵守中華民國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切勿任意重製、散佈、改作、轉貼、播送，以免觸法。

  
      

	摘要(中)	摘 要


本文主要是使用NCEP/NCAR的再分析資料、Reynolds OI Sea Surface Temperature資料，來探討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異常南退的情形和江淮地區二度梅雨的關係與發生的可能機制，以及該異常情況發生時，大尺度環流場中所伴隨的相關重要特徵。


由個案分析的結果顯示，西太平洋副高發生大幅度異常南退的情形時，同時在江淮地區也會發生二度梅雨。由於梅雨系統的組成和西太平洋副高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吾人相信西太平洋副高的異常南退是促成江淮地區二度梅雨發生的一個主因﹔而大尺度環流場的其他變異狀況亦為此異常梅雨降水的情形提供一適當的環境條件。


在西太平洋副高發生異常南退的前夕，在中上層大氣中，發現歐亞大陸(100°E~160°E/40°N~50°N)生成一阻塞高壓及深厚的低壓槽系統，而青藏高壓中心亦發生東方子中心東移至東亞大陸上方後再消退的活動情況。青藏高壓呈現雙中心型態，東方中心曾迅速東移至東亞大陸上空之後再消退，而反氣旋流場勢力往西退的同時，該北方擾動系統似乎能直接影響其南方西太平洋副高的發展，促使其發生異常南退的現象。於此同時，西風帶亦發生南北分流情況，而南方支流將導引北方的乾冷空氣能直接侵入華中地區，形成利於長江中下游地區梅雨降水的背景條件。


另外，在西北太平洋、日本東南方洋面附近發生大範圍異常增暖情形，其引發的大規模上升氣流將透過逐漸地調整局地異常環流的方式，來提供有利於屬於下沉氣流區的西太平洋副高往南偏移的環境條件。此外，在1998年個案中，西太平洋暖池南方近赤道地區亦發生大範圍增暖現象，這將和北方的異常海溫變化共同促使西太平洋副高異常南移的現象更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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