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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在初夏時期與台灣地區梅雨季結束後，梅雨鋒面帶逐漸向長江以北移動，此時低對流層大氣常常會有滯留性的暖心東亞地區。這種滯留性的暖心在地面造成持續高溫，亦稱為熱浪。持續高溫對農作物、畜牧、養殖業造成損害，對人體亦有直接的傷害，嚴重的甚至會死亡。因此，東亞地區初夏的持續高溫之研究與分析，對熱浪的警戒與防災都是相當重要且有意義的。


本文利用1996~2002年的東亞天氣圖，統計選出東亞地區的三個持續高溫之個案，(1)1996年6月27日到7月6日，暖心出現10天；(2)2000年6月25日到7月3日，暖心出現9天以及(3)2002年6月20日到6月25日，暖心出現6天。並針對個案的氣流特性與熱力場做分析，討論持續高溫的熱力與動力結構。


由於持續高溫發生在副熱帶高壓脊附近的下沉氣流區，本文之三個個案分為（1）偏西北型且脊線呈東西走向（1996年）、（2）偏西北型且脊線呈西南-東北走向（2000年）與（3）偏西南型脊線呈西南西-東南東走向（2002年）。雖然副熱帶高壓的位置與強度不一樣，但是低層暖心皆發生在長江口與東海附近。


根據熱力學分析的結果顯示，溫度平流的作用使暖心的位置稍微向東北移動，下沉運動造成空氣的擠壓增溫才是持續高溫的主因；在南北剖面圖發現，在副熱帶高壓脊線附近的高層之下沉氣流是由高緯地區的經向環流所貢獻，低層的下沉氣流則是由低緯的經向環流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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