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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利 �月 ��  �一 �� �� 共 �� 年资料对北半 球 �� � �、�� � 月和 � 月纬偏场 的遥相 关结 构进 � 丁 � 分析

结 果 人明 � 冬季纬偏场 的遥相关结构 与位势高度场的遥相关结构
一

致
,

都存 在 � 种 呈经 向分布的遥相

关型 似在夏 季
,

位势高度场 中的遥相关现象不明 撇
,

纬 偏场中却存在 � 种 呈纬 向分布 的遥相关 划
。

对 比纬偏场 � 月和 � 月的遥相关结构
,

发现两者存在明显差异
。

关键词 高度的纬偏场 遥相关

引 占

自从 � � ��� � � 和 � � �� �� � 〔” 利用单点相关法发现 了北半球冬季 �� �  �� 高度场中

存在 � 种遥相关型以来
,

遥相关现象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

许多作者从观测
、

理论

和数值模拟几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深人的研究 〔�一 � ,
。

但是这些研究基本 仁限于冬季
。

这

并不意味着冬季以外的季节遥相关现象就不存在
,

只是由于所采用的资料和分析方法使

它们没有被揭示出来
,

本文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
。

由于长期天气异常具有驻波性
,

因此在进行遥相关分析时应设法把这种性质突出出

来
,

纬偏场正是具有这种良好性质的统计量
〔’〕 ,

它不仅能够突出环流异常的驻波性质
,

而且还能够反映海陆热力差异的异常对环流异常的影响
。

基 于上述原 因
,

本文利用 �� �� 一 ��  � 年纬 偏场资料研究 了北 半球 � 月和 � 月

�� � � � 的遥相关结构
。

这 里纬 偏场了 二 三一 厂
,

厂 是 月平均高度场 牙的纬 向平均
凸

高度资料取自国家气象局整理的 ��� �一���� 年北半球 �� 一��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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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遥相关结构时采用文献 �� �中的单点相关图方法
。

这里 自由度为 ��
,

置信水

平为 � �� 的显著性相关系数为 �
�

� �
。

�
、

冬季 �月 �� � �� � 纬偏场的遥相关

工� �

� �� �

�
�

�

图 � 冬季月平均 �� � ��� 高度资料主要的同时遥相关型示意图

粗线包围 的区域表示在相关统计分析中得到的�� � �
�

� 的 � 个最强 的分布类型 的中心
�

正负号表示每个类

型内部相关的含义 � 相同�不同�� ! 符号中心相 互之 间正�负�相关
。

细线表示冬季 � �� �� � 月平均高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图 � 以���
�

�
,

���
“

� �为基点和全场各点 �� ��� 纬偏场的同期单点相关图

阴影 区表示 与远处格点相关系数�
��户�

�

� 的相关区
,

负号 表示负相关
,

无负号为正相关
,

图中所示的相关系数均扩大 �� � 倍
。

���
�

� � �� � ��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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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年

图 � 】月 ��� �� � 纬偏场主要的同时相关类型示意图

粗实线 为 � 个型指数与局地 �� �  !� 高度相关系数 土 �
�

� 的等值线
,

�
、

一号为每个强相关 区的内部相 关关

系
。

圆点表示遥相关型最强相关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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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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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11对北半球冬季月 (12
,

l

,

2 月)500 h P a 高度场的遥相关结构的分析结果见图

l
。

他们使用了 1962一1977 年共 45 个月的 500 h p
a
高度资料

,

得flJ S 个遥相关型
。

l )

大西洋东部型 (E A )
,

2) 太平洋北美型(P N A )
,

3) 大西洋西部型 (w A )
,

4) 太平洋西部型

(W P )
,

5 )欧亚大陆型(E U )
。

为了比较纬偏距平场和文献【11中遥相关结构的差异
,

我们首先考察了 PN A 型在纬

偏场中的反映
。

图 2 是 以 P N A 型的一个强相关中心 (50
“

N

,

1
70

“

W )为基点的单点相

关图
。

从图中我们可 以看到基点附近区域与加拿大西部(50
“

N

,

1 10

O

N
) 和太平洋中部

(3 0
O
N

,

1
70

O

w ) 区域呈明显的强负相关
。

相关系数分别达一0
.
80 和一0. 78

。

与墨西哥

湾区域呈强的正相关
。

最大相关系数为 0. 68
。

这种遥相关型的分布与文献川中的 PN A

型的分布十分一致
。

为了进一步考察纬偏场和高度场遥相关结构的差异
,

我们计算了全场 288 个点的单

点相关图
,

综合统计得到纬偏场全场遥相关分布
,

如图 3所示
。

由图 3 我们可清楚地看到文献[lI 中的 5 种遥相关型在纬偏场中亦存在
,

而且位置

基本不变
。

但是纬偏场中的遥相关型与文献【l] 中的遥相关型相 比
,

强度有所变化
,

如

图 l和图 3 所示
。

对 比图 1 和图 3
,

我们可看到 : 在图 1 中加拿大西部格点与美国东南格点间负相关

可达刁
.
72 ,

而图 3 中只有{
.
66; 在 图 1 中

,

其与太平洋中部地区负相关为一0
.
8 6

,

而

图 3 中为一0 8 2
。

变化最大的是太平洋西部型中格点间的负相关
,

在图 1 中可达一0
.
85

,

而在图 3 中只有{
.
57

。

其它遥相关型强度也有变化
,

但差异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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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分析说明: 文献!l」中从月平均距平场得到的遥相关型在月平均纬偏场中

也能得到
。

虽然遥相关强度有些变化
,

但其地理位置不变
,

基本形式都是一致的
。

3

、

夏季 7 月 500 hP a 纬偏场的遥相关

为了研究夏季 500 hPa

综合统计得到图 4 和 图 5
。

关中心
,

下面分别讨论之
。

3

.

1

、

东太平洋一红海型(E P R

遥相关的结构
,

我们对 7 月全场各点(288 个)作单点相关图

由图 4 和 图 5 可看到: 夏季 500 hP
a
纬偏场存在 4 种强相

型)

!8(岁 E

一
E P R

日咬一
W

图 4 夏季 7 月 50 0 hP a 纬偏场主要的同时相关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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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夏季 7 月 50 0 hP a 纬偏场主要的同时相关型示意图

阴影区表示与远处格点强的负相 区
,

阴影 区高达一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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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以 (2 0
O
N

,

1 2 0

O

W )

为基点的单点相关图

F , 9

.
6 A s F i g Z b u t fo

r t h e p o i 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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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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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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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以(20
O
N

,

4 0

“

E )

为基点的单点相关图

7 A sF ig
.
6 butfo r the Po

lnt

(20
“

N

,

40

“

E )

.

表 1 东太平洋一红海型所在格点间的相关系数

T able 1 C orrelation eoeffi cientsam ong grld Pointsin E astP aeifie一R e d S e a (E P R ) P a tte r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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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北太平洋一北美型所在格点间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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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和图7 分别以(2 0
“

N

,

1 2 0

“

W ) 和(20
“

N

,

4 0

“

E
)为基点的单点相关图

。

由图 6
·

和图 7 可以

看到: 在(2 O
O N ,

12 0

“

W ) 和(20
O
N

,

4 0

“

E) 附近的格点间呈明显强的负相关
。

最大相关系数可达

{
.
72

,

其下垫面是墨西哥南部的东太平洋区域和介于非洲和亚洲之间的红海附近区域
。

另外
,

在表 1

中给出了它们所在格点间相关系数的分布情形
。

3

.

2

、

北太平洋一北美型卿PN A 型)

作各点单点相关图时
,

我们发现在格点(50
“

N

,

1 3 0

“

w )和 (50
“

N

,

9 0

“

W )附近

区域之间呈明显的负相关
。

最大相关系数可达刁
.
72

,

其下垫面是北太平洋和北美大陆

称北太平洋一北美型
。

此遥相关型颇似 PN A 型 中北太平洋中部与北美大陆的加拿大西

部格点间的负相关
。

但 N P N A 型没有象 P N A 型那样在高低纬之间也存在强相关
。

这

一点从图 8 和图 9 上看得十分清楚
。

表 2 给出了这个遥相关型所在格点间的相关系数
。

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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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以(50
“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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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 图 9 以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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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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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

为基点的单点相关图 为基点的单点相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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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亚欧型所在格点间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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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欧型是在青藏高原西部与东欧大平原之间存在的强的负相关
。

最大相关系数可达

一0
.
71

。

此遥相关型在位置 卜很象冬季 E U 型中亚洲北部 与欧洲西部之间的负相关
。

但

冬季 E U 污, r打3 个强相关中心 (60
“

N

,

一0
“

E )

,

(
6 0

“

N

,

8 0

O

E
) 和(40

O
N

,

1 3 0

‘
)

E
)

,

而 A E 型只有两个强相关中心
,

而且中心之间距离较近
。

从图 10 和图 11 中可清楚地看

到: 两个互 为负相关的系统紧靠一起
,

两 中心(4 0
“

N

,

60

“

E) 和 (50
“

N

,

30

“

E) 仅相

隔 30 个经度
,

故为了 与冬季 EU 型区别
,

我们称之为 A E 型
。

由表 3 给出 厂此遥相关

刑所在格点间的相关系数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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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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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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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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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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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点的单点相关图 为基点的单点相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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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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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

加拿大一白令型(C B)

此划是在加拿大北部区域与阿留申群岛北部的白令海域之间存在的负相关
,

称之 为

加拿大一白令型
。

其间相关系数最大可达一0
.
6 8 (点(60

“

N

,

1 7 0

O

E
) 与(70

O
N

,

1 3 o
w )

表 4 加拿大一白令型所在格点间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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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相关系数)
。

图 12 和图 13 分别是 以点(60
“

N

,

1 7 0

“

E
)和(70

O
N

,

1 3 0

O

E
) 为基

点的相关图
。

它们可直观地反映此遥相关型的位置
。

由表 4 给出了它们所在格点间的相

关系数分布情况
。

1 黝) E

}

/ , / / 一
耳

180 E
, /

一}
-
一

、

,|寸|

…
9笼) 二
一…
\、l曰I,"\/I,

I--\
\ \ 、莎

一、、

日日日厂卜日日

W
�月O曰

、 叫 一 一 口/一

5

士卜 _ l一 一 2

O O E 白 E

图 12 以(60
“

N

,

1 7 0

“

E
)

为基点的单点相关图

F ig
.
12 A sF ig

.
6 butfo r the

point (60
“

N

,

1 7 0

“

E
)

.

图 13 以(70
“

N

,

1 3 0

“

W )

为基点的单点相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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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冬季 500 hP a纬偏距平场各纬度间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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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夏季 500 卜P a 纬偏距平场各纬度间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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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夏季纬偏场中也存在强的遥相关
,

其分布特点是呈纬向型
,

其中 E P R

型呈纬向对称分布; 另 3 种遥相关型虽有经 向分布趋势
,

差异却不大
,

最大经向差为

10 个纬度
,

而冬季遥相关型分布特点是呈经向型
,

例如 P N A 型 中高低纬之间的相关中

心间隔可达 30 个纬度
。

W
P 型

、

W
A 型及 E A 型均呈明显的经向分布

。

那么夏季的遥

相关在以往的文献中为什么没有明确地指出呢? 这可能与我们所用的资料有关
。

由于纬

偏场资料突出了纬向海陆分布差异
。

这样便使原高度场中夏季不明显的呈纬向分布的遥

相关现象被突出出来
,

而对冬季无多大影响
。

另外
,

我们又分析了冬季和夏季 50 0 hPa

纬偏距平场各纬度之间的相关系数
,

见表 5 和表 6
。

表中更清晰地显示出冬
、

夏遥相关

的分布特点
。

例如
,

冬季 40
“

N 与 70
“

N 间的相关系数为刁
.
66

,

夏季时为一0 13 ; 冬

季 30
O
N 与60

O
N 间相关系数为{ .6 9

,

而在夏季为 0
.
12

。

4

、

结 束 语

通过对冬季和夏季 的代表月 1 月和 7 月 500 hP a 纬偏场的遥相关分析
,

得到 r l

月和 7 月遥相关结构
。

其特点是
:
冬季遥相关结构呈明显经向分布

,

夏季呈纬向分布
。

冬季高低纬之间相互作用明显
,

而夏季高低纬之间相互作用不明显
。

本文结果初步显示 了遥相关现象的季节变化
。

我们认为研究遥相关现象的时间演变

以及时空四维遥相关对于认识环流异常的形成与演变是十分重要的
。

不足的是这里我们

只分析了两个月的结果
,

许多工作尚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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