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 原 气 象 � � �
�

� � 一�第 � 卷

� � � � 笙

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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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
�

用严格的统计方法和较 长��寸间序列 的观测资料对北半球月书均环流相似性的演变

做 � 比较个而细致的分析
。

结 果表明 � 两个不同年份的月平均趴 平场在某个起始月相似后

相似性随之 变差
,

但过 厂约半年左右变得 又相似 这就是所谓的长期天气异常演变过程
,
�

,

平年左石的相似韵律现象

关键词 环流异常 相似韵律

月 � 飞犷
一

� � 「�

自 � � 年代苏联穆氏
’

学派提出大型天气过程的活动韵律这个概念以 来
,

有 关这 方�� !

的统计研究很多
,

在我国 长期预报 工作中
,

韵律口前是最主 要 工具之
一 。

但是迄 今为日
� ,

听有这此研究 都还仅仅停留在统 计书实分析
,

对这种现象形成机制的研 究
� ��以说 儿 乎

没有
�

这 卜要是门门 研究韵律形成的过程
、

原因和机制是一个很困难的课题
〔� 〕 。

因此

对韵律 现 象的进一步深人 研究不仅有助 于加深对 长期天气过程演变规律的 �’解
,

而 「�

对长期数程�刊�报理论和模式的建立也有着非常 重要的意义

旱在本世纪 �� 年代苏联学者就提 出 厂时问间隔为 � 个 月和 � 个月的韵律
〔’〕

‘

最

近 王绍武等人
〔’

·

� 〕又发现两个不同年份的月平均距平场在某个起始月相似后
,

相似件

会随之变差
,

了� �过 了几个月后变得又相似
。

这是一种环流演变 自身的韵律活动
。

如果这

种相似韵律现 象是 普遍存在的
,

我们就可以利用环流异常历史演变提供的可预报信息

采川统计一动力相结合的方法作出较为有效的季节长期预报
。 一

卜
‘

面我们先从观测资料的

分析人 手
,

对这 一类现象作进 一步的诊断
。

为 厂避免
’�其它韵律的概念相混淆

,

我们称这种月 平均距平场相似树的 币现现象 为

月平均环流异常演变的相似
一

韵律现象

� �� � �年� ��� � ��收到
,

�月一� ��收到修改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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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及其分析方法

在文献 ��� 中我们 已明确指 出月平均环流异常具有相当正压的垂直结构
,

因此
,

这

里我们以对 ��� �� � 距平高度场的分析来代替对整个对流层的分析
。

所用资料是国家气

象局整理的北半球 �� 一 � �
�

� 范围内 ��  �一 �� � � 年共 � � 年的 ��
� � ��

“

网格点纬偏

距平场资料
。

这种资料的优点在于突出了海陆热力差异的影响
。

首先
,

对 �� �� 一 �� � � 年北半球 � � � �� � , 纬偏距平场分月找相似
,

相似指标取为

�口 �
�

, ,

� 一 � ��气寿
�

�口 �

���

其中 � 一 �� 八�� 为放大因 子
,

云为
。 ,

的平均值
, � 。为不同时问�年�两个距平场 �

,

和 ��

的相似指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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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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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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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 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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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为网格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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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轰
�

又百万
·

丫众户
】

��
、, 一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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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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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下
为、氏, 。离

厂‘, 一

六户
、

�� 、,

一 牙
,

��·
、 一 、

,
, � 、

·

�
,

为相似系数

相似指数 �� 的值域为 � � 。
� �

。

氏。一 � 表示相 似的最 好水平
。

氏」二 � 表示最不相似的情

况
。

这样定义的相似指数既反映了环流异常的形相似
,

又反映 了位相似
,

是表示环流异

常相似性的
一

个综合指数
。

依 卜述定义的相似指标
,

凡 � 、 � ��� 零被认为是判断是否相似的临界位�
,

则认为两

个距平场具有某种形相似和值相似
,

凡 越大 表示这种相似程度越高 � 凡 � � 时
,

则认

为两个场不具备这种相似性
。

对���式取整
,

则相似指标最终的表达式为
� 。 一 �� � 卜 �’ ��� �

, 一 ��万�� ���

经过 卜述处理的相似指标相 当于把通常意义 上的相似系数进行了放大处理
,

以便使

我们能更为精细地分析环流异常相似性时间演变的统计规律
。

�
、

相似韵律现象的一个具体例
一

子

如果用上述方法计算得出的相似指标
,

起始月相似性很好
,

以后相似性迅速变差
,

了「」过 �
一

段时间又突然增加
,

则认为这是 一种环流异常演变的相似韵律现象
。

卜面我们

用一个具体例 子来加以 说明

表 �给出了 �� � � 年和 �� � � 年 �一 �� 月纬偏距平场的相似指数
。

由表 � 不难看出
,

�� �� 年 � 月和 ��  � 年 � 月月平均纬偏趾平场的相似性是很好的
,

但到了 � 月两者已不

再相似
,

� 月则就更差
,

到 了 � 月相似指数开始回升
,

� 月重又达到极值
,

� 月后又开

始下降
。

按照前面的定义可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相似韵律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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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不仅说明了环流异常具有季节尺度的可预报性
,

而且环流异常

的历史演变可以提供很有价值的可预报信息
。

但是这样一种现象是否具有普遍性呢 � 下

面我们利用 上面提 出的统计方法对北半球 �� 年纬偏距平场资料逐月进行严格的检验
。

� � � ��

表 � �� �� 和 ��� � 年纬偏距平场相似指数的时间变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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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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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以 � 月为起始月滞后

个月的回归直线

图 �� 以 � 月为起始月滞后 � 个月的

回归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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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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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 月为起始月滞后 � 个月的回归直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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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流异常演变过程中相似韵律现象的统计事实

为了对环流异常相似性的时间演变规律作出比较客观严格的统计分析
,

这里我们采

用
一

了类似于文献 �� 中的统计方法
。

首先考虑以 � 月为起始月的情况
。

先计算不同年问

�� � 年中所有 可能的两年组合 �的各相似指数
,

并统计出相似指数数值相同的出现频数
,

然后 计算 与各级相似指数对应的 卜一个月即 “月的平均相似指数瓦
,

对应的 � 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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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的累加再除以相应的频数 � 再计算 � 月的平均相似指数
,

依此类推直算到滞后 11

个月的平均相似指数
。

然后以起始月出现的各级相似指数(R ,j) 为横坐标
,

以滞后月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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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起始月为 1 月的回归直线的斜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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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起始月为 7月的回归直线的 图 4 海温场起始月为 1 月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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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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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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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相似指数(瓦)为纵坐标分别作出滞后 1个月
、

2 个月 … …直至滞后 11 个月的散布图
。

再用最小二乘法找到一条最能代表图中点散布情况 的直线作为总体回归直线(这里已考

虑 了用起始月各级相似指数出现的频数为权重系数参加回归)
,

得出滞后 l个月一 11 个

月共 11 条回归直线
。

以回归直线 的斜率反映相似性的好坏
。

如果随着起始月相似指数

数值的增加
,

滞后月的相似指数也有明显的增加
,

即回归直线的斜率较大
,

则认为滞后

月的相似性从统计上来说是比较好的
。

图 1给出了滞后 1 个月
,

3 个月
,

5 个月的回归

直线
,

可以看出滞后 1个月回归直线的斜率已变得很小
,

3 个月甚至变为反位相
,

但滞

后 5个月时回归直线的斜率又明显增加
,

为了更清楚地表示环流异常相似性的演变
,

图

2 和图 3 分别给出了以 l月和 7 月为起始月的回归直线的斜率变化图
。

容易看出回归直

线的斜率并非随着滞后月的增加而逐渐减小
,

而是滞后 6 个月左右直线的斜率回升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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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斜率又变小
。

这说明对不同的起始月
,

月平均环流异常演变过程中 6 个月左右的相似

韵律是比较 普遍的
,

这进 一步证实 r 文献{l
,

2 〕中所提出来的事实
。

利用同样方法
,

我们还分析 j’北太平洋海温场相似性的时间演变
。

结果表明月 平均

海温场的相似韵律活动也很明显
,

但大气和海洋韵律活动的位相并不 十分 一致
,

异常海

温场相似性的重现
一

般 比对应月大气的重现时间滞后一段时问
。

另外异常海温场相似州
-

的持续性是比较好的
。

图 4 给出 厂以 l 月 为起始月的异常海温场回归 直线的斜率变化

5
、

结束语

综 仁所述
,

月平均环流和海温异常的演变存在着半年左右的相似韵律现象
,

尽竹这

种现象 卜分复杂
,

有此情况还不 卜分清楚
,

但相似韵律活动确实是存在的
。

由 J
几

相似韵

律表现为不连续的关系
,

所 以不能从大气或海洋本身来认识其形成过程
,

而必须要研究

地气系统中的相 互作用
,

从 中寻找相似韵律形成的原因
。

为此
,

我们利 J日
一

个相似离差

形式的海气锅合模式
,

从理论和数值模拟两个方面进一步研究 了相似韵律现象产生的动

力学机制
,

有关结果将另文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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