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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地-气过程动力、热力结构综合物理图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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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第二次青藏高原大气科学试验(TIPEX) 3个边界层观测基地(改则、当雄、昌都)及相关的卫星、探空、地面等

加密观测(IOP)资料, 综合分析了青藏高原地-气物理过程及其动力学模型, 揭示了高原边界层动力学特征和高原湍

流运动规律; 发现高原边界层低层风向、风速具有多层次变化特征, 高原边界层对流混合层较为深厚, 高原边界层大

气密度远小于平原特征相联系的高原湍流运动“强浮力”效应. 高原深厚边界层Ekman螺线及高原边界层动力“抽

吸泵”效应. 研究了高原近地层局地水汽静态分布状况和水汽的侧边界平流输送特征. 分析了高原近地层与边界层

异常热力结构, 其中包括高原强辐射现象、高原中部地面强热源特征等. 综合上述青藏高原近地层与行星边界层动

力、热力结构特征, 提出了描述高原边界层湍流与对流混合机制的综合物理图象. 揭示了显著影响中国长江流域洪

涝的青藏高原对流云团的生成、发展和移动的特征, 给出与高原“爆米花”云系频发相关的湍流运动和对流泡动

力、热力结构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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