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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根据北半球 50 o m b 月平均年际变高的分析
,
发现北半球大气环流的年际变化具有周

期性的振动
.

从而提出了一个 5 00 mb 月平均位势高度值的预 报方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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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大气中气压踢有各种不同的振动现象存在
,

其中有两种最显著的为众所周知的周期

是气压锡的 日变化和年变化
.

但是
,

无希日变化或者年变化
,

每 日或者每年都不相同
,

这种

差异正是表现出以 日为单位的各种短期天气过程的各种特点
,

或者么年为单位的各种长

期天气过程的各种特点
.

在短期预报方法中握常采用 24 小时变压或者变高作为预报对

象
.

这样做是有好处的
,

一方面避免了 日变化的复杂性
,

另一方面使预报的时效能延长到

24 小时以上
.

这种方法尤其适用于海拔高
、

地形复杂的地区
,

如青藏高原及我国西北和

西南大部分地区 [1]
.

同样的理由
,

我俩可以殷想月平均气压锡或者位势高度踢的预报
,

也

可以采用 1 2 个月变压或者变高(以下筒称月平均年际变高)作为预报的对象
,

这样做也是

有好处的
,

一方面避免了年变化的复杂性
,

另外一方面使预报时效能延长到一年以上
.

本文的 目的是要探索出大气环流年际变化的某些特点
,

再根据这些特点研究年度的

长期预报方法
,

么便满足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以来所提出的要求
.

我俩分析了 1 9 5 4一 1 9亏8 年逐年一月和七月北半球 50 om b 60 一4 0
“

N 平均位 势 高度

廓技和年际变化
,

分析了 1 95 1一1 95 8 年北半球 5 00 m b 逐年的月平均 年 际变 高 图 以及
1 9 5 4 年以后欧亚范围的月平均年际变厚图(1 0 0 0一50 0 毫巴 )等基本资料

.

根据我侧分析

研究的拮果
,

发现北半球大气环流的年际变化是有规律性的
,

因而我俩得到一种筒单和初

步的北半球 5 00 m b 月平均图的年度的长期预报方法
.

握过四年历史青料的脸征
,

获得

了此蛟满意的拮果
.

二
、

北半球 50 0 m b 月平均环流形势的年除变化

1
.

北半球 50 0m b 6 0一4 0
“

N 平均位势离度廓技

为了便于轰明 简题起晃
,

我俩先分析一下北半球 60 一初
“

N 50 Om b 1 9 5 4一 19 , 8 年逐年

一月和七月的月平均高度的变化情况
.

图 1一2 中有三种曲擒
: 实找代表第一年的平均高

* 19 59 年 10 月 2 6 日收到
.

本文是
“
年度长期天气预报

”

一文里的一部分
.

“ 北京大学 1 958 年毕业同学
,

曾参加本文部分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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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
,

摆动的范围没有超过 10 个握度
.

西握 80
“

附近的平均槽也比较稳定
,

摆动的范围也在

10 个握度左右
.

东握 刊
“

附近的平均槽位置变化最大
,

摆动的幅度的占 30 个握度
.

脊的

位置变化以西翘 1 0
“

附近的脊此较稳定
,

东西摆动振幅豹 10 个握度
,

东趣 7 0
“

附近的脊的

20 个握度
,

西握 1 2 0
“

附近的脊豹 3 5 个握度
,

1 9 5 6 年西握 14 0
“

附近多出现一个平均槽
,

槽的上下游各出现一个平均脊
,

因此 1 95 6年北半球 60 一刊
“

N 之简平均槽脊各 4 个
.

平均

槽脊的弦度每年变化亦不同
.

以东握 14 0
“

附近的槽变化最小
,

相差最天时 (19 5 6一 19 5 7 )

不过 1 00 位势米
.

西握 80
“

附近的槽变化大
,

最大时(19 5 6一19 5 7 )到 20 0 位势米
.

东握

40
。

附近的槽的变化在二者之简
,

最大时(1 9 5 4 一1 9 , 的到 1 50 位势米
.

其它两个平均脊的

变化不超过 1 00 位势来
.

前面已握提到 1 9 5 6 年的例外情况
, 1 9先 年西握 1 4 0

“

多出现一

个槽的地区 乡到 1 9 , 7 年这里出现了一个张度最大的脊
, 1 9 5 6 年西握 80

“

附近的平均大槽

极不显著
,

但在 1 9 5 7 年这里出现了孩度最大的平均槽
.

从这些平均槽脊的每年的位置和

孩度的变化来看
,

可以看出北半球大型环流互相稠整的初步情况
.

我俩再比较一下图 1

中点修的分布情况就很容易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

每相邻两条点拔之简显然存在着相位

相反的关系
.

沿樟圈的分布也有三个高点和三个低点
.

高点和低点的 位置也是每 年有

东西的摆动
,

振幅都在 30 个握度以上
.

变化最大的地区是在 东 握 140
“

和西握 80
“

两

个平均大槽之简
,

主要 地 区是在太平洋上
.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东亚平均大槽的上游
,

每年都处于此较平直的西北气流控制之下
,

好象十分稳定
,

但在仔胭分析以后
,

这样的平

直气流每年都有周期性振动现象存在
.

这种情况不难从图 1 中实梭和虚换相互位置的变

化
,

或者相邻两点援的位相变化看出来
.

这种情况的存在不仅限于一月
,

整个冬半年都是

如此
.

七月份
,

北平球 60 一40
“

N 平均槽脊的分布此较冬季复杂
.

一般是北半球有 斗个平

均槽和 斗个平均脊
.

以西握 60
。

的平均槽和西拯 1 0 0 “

的平均脊最显著
.

东握 80
“

附近

的槽和东握 55
“

附近的脊虽也存在
,

但变化很大
.

在平均槽脊显明的地区东西摆动的现

象也最明显
.

值得注意的是
,

相邻两点接之简的相位差同样是存在的
,

只是比较冬季的变

化微弱而已
,

覆者参朗图 2 就可一 目了然
,

这里不多叙述
.

根据以上的分析
,

我俩对于北半球大型环流的年际变花可以得到以下的初步看法
:

(l) 北半球环流形势的年际变化是北半球平均槽脊的位置和张度变化的拮果
.

(2 ) 北丰球大型环流年际变化最显著的一个特点
,

是具有两年周期性的振动
.

(3 ) 北半球大型环流两年周期变化最显著的地区是在太平洋上
.

北美大陆的变化比

亚欧大陆的变化显著得多
.

以上是北半球 50 o m b 一月和七月 60 一初
“

N 之简的环流形势变化的平均情况
.

2
.

北半球 5 00 m b 月平均年际变高的两年周期

为了了解北半球 50 0 m b 每年逐月平均环流形势的年际变化
,

我俩分析了 1 951 一1 9 , 8

年八年的各月的 50 o m b月平均图
,

分析了各相邻两年各相应月的变高图
.

正如前面提到过

的
,

年际变高已过滤掉季节变化
,

所表现的是长达一年以上的长期天气过程的变化特点
.

我俩发现
,

北半球 50 0 m b 月平均年际变高图上大范围的正负中心
,

前后两张图上出现的符

号相反
.

这种现象正如我俩在24 小时变高图上所看到的现象一样
,

一个正 (食 )变高中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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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小时以后为一个食(正 )变高中心所代替
,

不过这种相反的现象在月平均年际变高图上

表现得更明显些 (图 3 是 1 9 5 3一 19 5 8 年一月的年际变高图)
.

我俩曾就亚欧地区 (30
“

一

15 0
“

E ; 1 5
“

一65
“

N )范围内做了兢针
,

从 1 9 51 一 1 9 5 8 年 8 4 个月平均年际变高图上前后出

砚符号相反的关系如表 1 所示
.

由表中百分数可晃
,

亚欧地区相邻两年对应月年际变高

符号相反的平均百分数是 夕5多 (包括第一年为零
,

第二年为正或食的情况在内
,

豹占总数

的 10 % )
.

符号相反的关系最显著的是在高樟度和中樟度
,

低牌度 (30
O

N 么南)要差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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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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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图 3 19 53 一1 95 8 年 l 月 5 00 m b 月于均年际变高图

表 1 3 0 ”

一1 5 0
0
E ; i , “

一 6 ,
“
N 范围内月平均年际变高

相邻年符号相反的百分数

777 7
.

888 65
。

666 73
.

222 7 6
.

888 7 8
。

333 7斗
.

222 7 8
。

000 77
.

222 77
.

000 7 6
.

555 7 3
.

444 7 8
.

555

11111 222 333 斗斗 555 666 777 888 999 1 000 1 111 1 222

6665
。

666 73
.

222 7 6
.

888 7 8
。

333 7斗
.

222 7 8
。

000 77
.

222 77
.

000 7 6
.

555 7 3
.

444 7 8
.

555

张度变化也是如此 一般情况是亚欧大陆除西欧外不如北美大陆显著
,

大西洋不如太平

洋上显著
.

如果以上的兢针包括全北半球
,

桔果所得的百分数应靛更高些
,

这在以后还要

提到的
.

这种大范围的两年周期性的振动现象是带有全北半球性质的
.

从我俩已有的青料中

(1 9 51 一 1 9 5 9 )都发现这个现象的存在
.

最近我俩看到了别林斯基的工作 [z] ,

苏联学者对

于欧洲大陆气旋与反气旋兹度的兢舒也发现有两年的周期
.

别林斯基 的工作包 括有

1 9呼6一 19 5 2 年的青料
,

其中有我仍没有用到的五年青料
.

因此
,

我俩殷想就北半球范围而
言两年周期性的振动可能是大气环流年际变化的常晃的特点之一 别林斯基在 1 9 46 年

的工作中饵
,

曹挺扰斜了北华球 帕 年逐月气旋和反气旋的张度青料
,

可惜我俩没有这个

文献来做一些瀚征工作
.

根据我俩分析了四年的欧亚范围的厚度图 (5 0 0一 l0 0 0 m b)
,

也

发现同样的现象
.

月平均年际变厚与月平均年际变高分布相似
,

变厚中心孩度一般都小

于变高中心弦度
.

由此可晃 1 o o o m b 的月平均年际变化也同样有两年的周期性振动
.

变

高中心的符号与 50 o m b 上变高中心的符号是一致的
,

也靓明这种振动在对流层下半部空

气柱内是一致的
.

换一种靓法
,

对流层 下半部平均温度的变化也有两年的振动现象
.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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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俩分析了五十年中国地区月平均温度和七年的月总降水量也发现有两年周期性的振

动现象
.

揭蕴初在分析单站的温度年际变化时也曾发现过两年周期[4]
.

根据前面的枕舒
,

两年周期性的振动在亚欧部分地区 出现的平均为 7 5拓
.

还有 2 多外

没有这种现象
.

在仔韧分析了逐年各月的平均年际变高之后
,

发现各正负中心区不是固

定在一个地区而是在援慢地移动
.

在移动过程中有的中心会消失
,

有的中心会新生
,

因此

在局部地区有时不能发现两年周期性的振动现象
.

我俩如果将同一时简的前后相应的正

食中心位置点在一张图上
,

然后将各中心速拮起来
,

用箭头表示移动的方向
.

发现这些中

心移动的轨跻
,

在一定的范围内
,

沿着某种方向移动
.

图 4 (a) 和(b)是一月和七月的变高

中心轨跻图
.

从图上可以看出以下JL 个事实
:

(l) 同一地区有一个以上孰跻同时出现时
,

移动方向是一致的
.

(2 ) 各种轨跻有的是南北向
,

有的是东西向
,

但是南北之简似乎有一个分界技
,

这条

分界拔大致在 30
“

N 左右
.

南北中心的救跻好象各自成一系挽
,

越过这一界接的不多兑
,

东西方向上也似乎有一定的范围
,

但不如南北分界袋明确
,

各月亦有所不同
.

一月份大陆

东岸的轨跻只限于南北狭长的地区
,

七月份美洲大陆 30
“

N 以北的轨跻只限菊互狭长地

区
,

根据现有的青料
,

我俩还没有发现一条孰跻是横穿亚欧大陆或者横渡太平洋的
.

至于

揍半球一周的轨跻是没有的
.

所以正负变高中心活动的范围是有一定的
.

各月情况各不

相同
.

(3 ) 中心移动的方向与平均气流的方向似乎联系不起来
,

有爵多轨跻是由东向西
,

正

好与平均气流的方向相反
,

(4 ) 变高中心的弦度有时变化很大
,

当兹的中心出现后
,

往往能推持一段时期才减

弱
.

在勒跻图上可以看出这样的事实
: 当前一张图上的两个符号相同的中心在下一张 图上

会合时
,

中心弦度会显著的升高或降低
.

如 1 9 5 7 年 1 月巴芬岛附近的 一36 。位势米的中

心就是由原来在巴芬岛的 + 16 0 位势米和在翘芬兰的 + 14 0 位势米合并而成 的 (参看

图 3 (d)
,

(e) ) ; 当前一张图上一个中心在下张图上分裂为两个中心时
,

竣度就会减弱
,

如

1 9 , 5 年 7 月在斯堪的那推亚半岛附近的 + 2初 位势米的中心
,

在第二年向东分裂了一个

一 1 0 0位势米的中心
,

而原来的中心减弱为 一 16 0 位势米(图略 )
.

以上这些分析
,

瓷明了北半球大气环流存在着两年的 自然周期性的振动现象
,

这种振

动不是驻立波
,

而有援慢移动过程
,

活动的范围是有地区性的
.

关子发生这种周期性振动

的物理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

根据太阳活动有 2
.

2 年的周期现象
,

BlJ 林斯基的研究敲为大

气两年周期是与太阳活动的半周期有关
.

日本高桥浩一郎也分析出太阳活动有 斗年的周

期 ts]
.

大气中的两年周期变化可能与太阳的活动有关
.

我俩知道太阳活动的周期是很多

的
,

例如众所周知的 n 年的周期
,

27 日的周期已握被用来解释气候变化和长期预报的依

据 t01
.

分析大阳各种活动的周期与以半球为范围的大气变化拮合起来
,

对于今后长期照

报方法的研究会有帮助
.

两年周期现象的存在
,

’

规明大气环流在外界因素的影响下出现了长期的援慢的稠节

过程
.

大气环流长期发展的过程是趋向于某种平均状态
,

但是接近平均状态的可能性井

不大
,

永远围携着平均值上下振动
,

这是大气环流年际变化的一般规律
.

因此大气环流特

殊反常的持覆性是不长的
.

例如大陆东岸夏季副热带高压位置的偏北或者偏南
,

对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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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东岸各地的水旱情况有极密切的关系
.

图 , (a
)和(b)是 so o m b l斗。

”

E , 5 0
“

w 7 月份

平均急流位置变化的情况
.

急流的位置代表副热带高压的北界的平均位置
.

1 9 5 3
、

1 9 5 5

年的位置偏北
,

19 弘
、

1 9 , 6 年的位置偏南
.

两地都以 1 9 , 5 年的急流较孩
.

与之相应的月

蛛
: 。

成
景

图 5 19 5 2一1 9 5 8 年 7 月 5 0 0 m b 1 4 0

变高和急流位置逐

o
E (

a

年变
·

(b )

)
一

和 so
o

w (叼年际

平均年际变高图上(参看图 的 在急流以北的变高与急流以南的变高符号正相反
,

1 4 0
“

E

和 8 0
“

W 处 1 9 5 5一1 9 , 4 年北方是食变高
,

南方是正变高
, 1 9 5 6一 19 5 5 年北方是正变高

,

南方是食变高
.

所以 1 9 5 , 年气压梯度最大
,

急流弦度也大
.

可晃急流位置的南北摆动
、

急流孩度大小的变化
,

与月平均年际变高中心的周期性的振动是分不开的
.

从位势高度

梯度的增加和急流加兹的事实来看
,

动能 与位能是同时增加的 ;相反
,

是同时减小的
.

所

以高度踢的周期性的振动可能是产生这种事实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俩在前面已握提到

19 5 6 年在西握 1 4 0
“

附近新生一个平均槽的周题
,

在分析了月平均年际变高图后
,

发现在

1 9 5 5一 1 9 , 4 年的变高图上西握 14 0
“

附近有一个正变高 中心
,

中心孩度是 15 0 位势米
,

按

照两年周期的振动规律
,

在这里的下一次变高图上有可能出现一个负中心
.

事实也正是

如此
,

虽然中心弦度只有 90 位势米
,

已握能产生一个低槽
.

同时在西握 80
“

附近是由一

个负中心变为一个正中心的过程
,

因此原有的平均槽变得不显著了
.

3
.

北半球 5 00 m b 月平均年际变高的分布

北半球 50 0 m b月平均年际变高正食区的分布基本形式有三种
:
握向分布

,

樟向分布和

东北一西南向分布
.

为此
,

我俩曹就欧亚大陆东岸和美洲大陆东岸做了一个初步的比较
.

表 2 为 19 51 一1 9 5 8 年逐年各月 80
“

w 与 1 4 0
“

E 的对称情况
,

正号代表对称
,

食号代表不

对称
.

从表中可以看出
,

对称的情况的占 60 并
,

不对称的情况钓占 40 多
,

对称的情况此较

占优势
.

根据逐月的情况来看
, 5 月简不对称的情况居多

, 6 月份对称情况占优势
, 9 月

份起不对称的情况增加
,

至 12 月最多
.

原因可能是 5 月 简极地冷空气的活动和南方暖空

气的活动只 限于部份地区
, 5 月以后

,

热带暖空气活动是带有半球性盾的
,

所以又恢复对

称的形势
.

9 月份起
,

热带暖空气有开始减弱的趋势
,

已出现不对称
,

但 9
、

10 两月此较

多变
,

n 月份起不对称情况才占优势
,

12 月份达到最高点
,

可觅这时的冷空气活动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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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大陆东岸是有不 同的
.

到一月份
,

极地冷空气活动范围扩大
,

才恢复对称的优势
.

如果

以上的分析是正确的
,

我俩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
,

极地冷空气活动的相对的增弦或减弱
,

从部份地区发展到东西半球相同
,

需要的时简长 ;热带暖空气活动相对的增弦或减弱在半

球上是一致的
,

需要的时简短
.

由此可兑东西半球一致的特殊反常的年际变化发生在 1一

4 月和 6一 8 月的可能性多些
.

5 月
、

n 一12 月的可能性比较小
.

我俩对于大陆东西岸月平均年际变高的分布也作了一些比较
,

拮果如下
:

欧亚大陆东岸稗向分布全年占 51 %
,

10 一5 月占 5 7拓 ; 西岸握向分布全年占 60 拓
,

10 一, 月占65 多
.

北美大陆东岸律向分布全年占 7 1拓
,

10 一5 月占 7 6多 ; 西岸握向分布全

年占 7 2 多
,

10 一5月占 76 拓
.

这羡明大陆东岸月平均年际变高的分布以肆向居多
,

而以冬

季最显著
.

北美大陆此欧亚大陆要显著得多 ;大陆西岸的情况正相反
,

以拯向分布居多
.

这种分布情况又是与北半球 5 00 m b 急流位置的分布有关
.

根据我俩用 地棘近似舒算
1 9 5 1一 1 9 5 7 年 1

、

4、7
、

1 0 四个月的等风速袋图 (图略 )
,

北半球多季急流的分布一般是接

近大陆西岸时分支
,

离开大陆东岸时汇合
.

分支处与月平均年际变高多握向分布
,

汇合处

与月平均年际变高多辣向分布是一致的
.

因此从月平均年际变高的周期性的振动也可以

推断急流的张弱变化
.

以上的这些分析还是很初步的
,

我俩对大气环流与长期天气过程的特点需要进一步

深入研究
.

我俩已利用月平均年际变化的周期振动现象
,

找到一个初步的长期预报方法
,

这一方法已在兰州中长期会裁中提出了初步报告
,

下面将祥翘叙述这个方法以及就肆的

拮果
.

三
、

北半球 50 0 m b 月平均环流形势的长期预报

根据月平均年际变高有周期性变化的特点
,

使我俩有可能研究长达一年以上的长期
、

预报方法
.

要做某一个月的 5 00 m ‘平均环流形势的预报
,

可以采用前一年同月的平均图

做初始锡
,

再加上具有两年周期变化的月平均变高值
,

这与那麦斯制作 7 o om b 月平均图
.

预报方法相近似川
,

不过那麦斯是用上一月的平均图作初始踢加上定值的变高
,

他考虑的

是季节的变化
,

而且假定季节变化是不变的
.

拮果是预报时效短
,

准确率也不高
.

我俩避

免了考虑季节变化的复杂性
,

又找到了年际变化的一些特点
,

所以在制 定蔺报方程时有了
‘

一定的依据
.

筒单的预报方程可以写如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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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二 万~ : + a( H一1 一 H
,

、)
,

(l)

式中从 是预报的月平均位势高度 ; 从
一 : 、

从、 是前一年和前二年同月的 月 平均 位 势 高

度 ;姆据两年周期变化的特点
,

(H
,

一 H
”一1)应歌与(H

。一, 一 H问)符号相反
.

“
值应是食

值
.

在截殷中
,

由于月平均年际变高中心有援慢的移动
,

中心弦度也有变化
, a 值突际不

是丁个常数
.

我俩曾用 5 个袒度和 , 个稗度的网格求得各月历年平均
“
值代入(l) 作预

报
,

拮果是槽脊的位
.

置此较接近实况
,

但是槽脊的振幅和弦度此实况大
.

如果槽脊的位置

与实况有较大差异时
,

拮果就更不好
.

为了改正弦度偏大的简题
,

我俩改用 , 00 m b 的准

平均 图[s1 为初始锡
,

因为我俩分析了七年的欧亚范围的各月距平图
,

也发现有两年周期性

的振动现象
,

不过有时不如月平均年际变高显著
.

我俩假定月平均位势高度 H
,

是由同月

的准平均位势高度 万 和具有周期性的扰动 H’ 两部分所粗成的
.

并且假定 H’ 只是具有

两年周期变化的单一波
,

也就是

月
‘

== 诬 ssn 少
e o s 二, ,

(2 )

式中 A 是振幅 ; 必是相位角 ; ,
是时简

,

以年为单位
.

预报方程可写为

万 = H + 汉 sin 少
c o s 二,

.

(3 )

在一个周期内只有三个数据
,

我俩可以用前两个数据 Hl
、

场 决定 A si n 必
,

由此可以舒算

出第三个数据 H
3

.

合
t = 1 ,

Hl 二 万 一 A sin 电 。 )

t == 2 ,

H2 = H + 才 s in 少
.

(5 )

由 (钓和(的消去 万
,

得到

‘ 1
d sln 岁 = — 戈月 2

一 月 1 夕
。

2
(6 )

代入(3 )式可求得 H 3

玩 二 H +
1

/ , ,

—又月2
一 月口

e o s 3 尤

一 万 一 生 (H
Z
一 H I)

,

2
(7 )

在一般情况下
,

(7 )式可改写为
·

H
,

= 万 一 生 (从
一: 一 H

,
一2

)
(8 )

H
。

是预报的月平均位势高度
,
月加1、H 卜

:

是前一年和前两年的月平均位势高度
.

这一预

报方程禽明利用已知的月平均的年际变高
,

就可以预报出下一年的月平均位 势高度 值
.

(s) 式右边第二项前面是鱼号
,

表示未来的月平均距平是与前两年月平均年际变高的符号

相反
,

张度只有二分之一 利用这个方程爵算时非常筒便
.

我俩舒算了 1 9 5 5一 1 9 5 8 年逐

月亚欧 5 00 m b 月平均预报图
.

四年的历史青料的瀚征桔果
,

预报的变高与实际变高的平

均相关系数为 0
.

6 , ,

可能羡差为 士 0
.

04 (相关系数扰舒的范围如图 6一 7 中的花授部分)
.

四年各月的相关系数可参看表 3
.

其中相关系数最高的达到 0
.

95 (19 , 7 年 11 月)
,

最低的

是 一 0
.

0 0 4 (19 5 5 年 9 月 )
.

四年各月的平均相关系数表明一年中有两个高点出现在 , 月

和 12 月
,

有两个低点 出现在 4 月和 9 月
,

以 9 月为最低
,

平均为 0. 村
.

如将相关系数按季

节平均
,

如表 4.



3 4 6 气 象 学 报 3 0 卷

表 3

2

1
3

.

1
斗

平均

0
.

8 3

0
.

力

0
。

6 8

0
。

6 6

0
.

73

0
.

8斗 1 0
.

斗9 } 0
.

69 0
.

9 3 } 0
.

5斗 0
。

8 2 0
。

0 9 0
.

00斗 0
。

斗2 0
、

80 0
.

9斗 0
。

6 2

0
.

53 } 0
.

66 } 0
,

朽 0
.

6 0 } 0
.

7 9 0
.

3 2 0
。

8 3 0
.

59 0
,

7 5 0 3 0 0
.

9 3 0
.

6 2

0
.

6 0 ! 0
.

77 ! 0
.

7 0 0
。

6 7 1 0
.

8 9 0
.

8 2 0
.

6斗 O
。

79 0 斗5 0
.

9 5 0
,

9 1 0
.

7斗

0
.

5 6 1 0
.

6 2 } 0
.

6 0 0
.

7 , 1 0
.

6 6 0
.

8 8 0
.

6 7 0
。

9 0 0
,

6 6 0
‘

3斗 0
.

1 7 0
。

6 2

0 J6 3 1 0
.

研 1 0
.

6 1 0
.

科 1 0
.

7 2 0
.

7 1 0
.

5 6 0
‘

斗7 0
,

5 7 0
。

6 0 0
。

7 4 0
.

必

⋯
l

⋯
l
汀..............

\�氏、�
曰,678习

\
.

旧,/�弓弓5
1,

/荞/�9999

伙夕j一,1,1,11么

表 4

季 节 春 ( 3
,
斗

,
5 月 )

夏( 6
,
7

,
8 月)

}
, ( 9 ,

1。
, 1 1 月)

⋯
冬 (1 2

一 月)

相 关 系 数
0

.

6 6 0
。

6 6 0
.

5 5 0
.

7 0

(a
)

、

( b )

图 6 1 9 5 7 年 1 1 月北半球 , 0 0动 年际变高实测值(a )和爵算值(b )

可晃秋季最差
,

春夏相同
,

冬季最高
.

这种情况藐明过渡季节大气环流每年变动很大
,

同

时也征明在过渡季节中秋季此春季变化复杂得多 [01
.

我俩又分析了四年中各种相关系数

出现的婿率
.

相关系数大于 :0 8 和小于 0. 6 的出现颁率各占 29 另
,

大于 0. 6 的出现频率

占 7 1拓
.

由此可晃
,

这样的预报效果还是比较合人满意的
.

以上的献阶只是欧亚部分地

区的预报
,

如果应用到全北半球
,

平均相关系数可能要提高一些
,

因为我俩贰阶的地区不

是两年周期性的振动最显著的地区
.

在后面的实例中可以看得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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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俩选了两个极端的实例来轰明简题
.

1 9 5 7 年 n 月是四 年中预报效果最好的一个

例子(图 6 (
:

)和(b) )
,

相关系数 0. 95 ; 19 ” 年 9月是四年中孩报效果最差的一个例子 (图 7

(a) 和(b))
,

相关系数一0. 0 04
.

图 6一 7 中的 (a) 是实况
,

(b) 是预报变高
.

以上的相关

系数只限于亚欧部分地区 (图中画有花边)
.

1 9 5 7 年 n 月欧亚大陆 30
“

N 以北出现两个正

图 7 19巧年 9 月北半球 soo m b 年际变高实测值(a) 和静算值(目

变高中心和一个负变高中心
.

在朝解半岛北部的正变高中心
,

实况与预报的竣度都是12 。

位势米
,

但实况的中心位置此预报的偏西钓五个握度 ;在 90
“

E ,

65
“

N 的负变高中心
,

实况

与预报的孩度和位置都是一致的 ; 在 30
”

E 竹
“

N 的正变高中心突况此预报的位置偏西的

五个握度
,

弦度也十分接近
,

所以相关系数很高
.

如果就全北半球的实况和预报相比较
,

北美大陆及大西洋中部的食变高中心
,

格林兰附近的正变高中心
,

都预报出来了
,

位置相

差也不天
,

但是弦度比实况大到一倍以上
.

此外 日本以东的负中心和地中海以西的正中

心的菠报情况相 同
.

所以按北半球范围(7 0
“

N一30
O

N )针算的相关系数是 0
.

82
,

比欧亚部

分地区的相关系数降低了 0
.

1 1 ,

但是桔果还是不坏的
.

1 9 5 5 年 9 月欧亚部分地区 40
“

N

以北的符号都报反了
,

相关系数是负值
.

在北半球其它地区各正食中心的位置基本上都

报对了
,

但是 50
“

N 以北中心弦度报得偏大
,

相关系数是 0
.

63
,

比欧亚部份地区提高了豹
0. 63

.

可晃预报北半球此预报亚欧部分地区效果好得多
.

从以上两个实例可以看出两年

周期性的振动是全北半球的现象
,

出现不规刻的情况只限于局部地区
.

所么这一蔺报方

祛更适于做北半球的年度长期殖报
.

利用 (s) 式制作北半球 5 00 m b 月平均环流形势蔺报
,

只是考虑了两年周期变化
,

关于

振动中心有规刻的位移没有考虑在内
,

有待今后进一步的研究
.

本文承哀子兴同志帮助舒算
、

王建挥同志帮助糟图
,

仅此致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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