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 5 卷 第 3 期
一9 6 5 年 s 月

气 象 学 报 V o l
.

3 5
,

A C T 人 M E T EO R O L O G IC A S IN IC A A u g u s r-

N o
。

3

1 9 6 5

亚欧 50 0 毫巴月平均高度的均方差分布及其在

长期预报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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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 州 中 心 气 象 台)

我们利用 1 9 51 一 1 9 62 年的贪料
,

作了亚欧各月 , 00 毫巴月平均高度的均方差分

布图
,

分析了亚欧 5 00 毫巴月平均高度离散中心的分布的特点
.

根据二项分布的理论
,

对指标普查法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

井且用离散中
』

合的高度距平资料
,

进行了指标普查的试验
,

结果比较好
.

一
、

亚欧各月 500 毫巴平均高度的均方差分布

我们这套亚欧地区 , o0 毫巴均方差分布图是利用 1 9 5 1 年到 19 6 2 年的资料 作 出 的
.

19 51 年到 1 9 5 8 年的资料
,

取 自中央气象局出版的历年各月平均气压形势图 [2]
.

1 9 5 9 年

到 19 6 2 年的资料
,

取自兰州中心气象台作的各月平均图
.

在北掉 70 度以北和东经 160

度以东
,

资料不全
,

可靠性差一些
.

分析月的均方差分布图的目的
,

首先是为了抓住月平均形势预报的重点地区
.

均方

差
D
是表示要素对于其平均值的离散程度的统计量

.

离散中心是高度距平平均最大的地

区
.

离散中心区是形势预报中最需要多加考虑的地区
.

1
.

离散中心的分布

图 1 是 工一12 月亚欧地区 5 00 毫巴离散中心散布图
.

由于高度距平值一般在高律度

较大
,

故离散中心几乎都位于 50
O
N 以北地区

.

在 65
“

N 以北
,

各月离散中心多分布在新

地岛东西两侧
,

比较分散
.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

在 65
“
N 以南的离散中心

,

几乎都在乌拉

尔山附近
.

我们把位于 45
O E一75

O E 之间的中心
,

称为乌拉尔离散中心
.

从图 1 可以看

出
,

除 6 月份以外
,

其它各月都有乌拉尔离散中心
.

在这一地区
,

各月多年平均的槽脊一般

都比较弱或不明显
.

因此
,

在乌拉尔山附近形势的年际变化是最大的
.

在作亚欧中高释

度 5 00 毫巴月平均形势镇报的时候
,

应该首先作好乌拉尔山附近距平场的预报
.

因为它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形势预报的成败
。

图 2 和图 3 分别为 2 月和 7 月的均方差分布图
.

2 月是均方差最大的月份之一
, 7

月是均方差最小的月份之一 图上离散中心的分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

2
。

东亚中低纬度 (30
“

一45o N )地区均方差沿纬圈的分布

离散中心区一般位于高辣度地带
,

因此中低释度地区均方差沿樟圈的分布
,

更是我们

应该注意的
.

*
本文于 1 9 6 4年 5 月 2 6 日攻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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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5 年 3 月 8 日玫到第一次修改稿
.

式中 (右 一 习 为距平值
, 二
为总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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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是 6 0 “

一 1 5 0 “E 各月 5 0 0 毫巴均方差沿 3 0 。一4 5 O
N

出
,

绝大多数月份
,

均方差沿释圈分布的重要特征是中

间 (9 0 。

一1 1 0 0 E )小
,

而东西两侧大
.

在青藏高原的中部或东部
,

经常是一个均方差值

最小的中心或相对较小的地区 (图 2 ,

图 3 )
.

在苏联咸海或以西和 日本或以东是均方差较大的

的平均变化曲线图
.

可以看

地区
.

2 , 3 月份日本海还出现了离散 中 心 (图 1 ,

图

2 )
.

说明这些月份东亚大槽深度的年际变化较大
.

在

作东亚中低释度地区的平均形势预报时
,

应着重作好

苏联咸海或以西和 日本或以东地区的距平变化预报
.

在夏季 6 , 7 , 8 三个月
,

均方差分布与上述特征有

较大的不同
.

在初夏 (6 月 )青藏高原东部较大
,

而大

陆东海岸(1 20
“E ) 较小

.

在盛夏 (7 , 8 月)在东海岸较

大
,

与 6 月份刚好相反 (图 3 ,

图 的
.

3
.

离散中心强度的年变程

离散中心孩度的年变程
,

可以粗略代表广大地区

均方差的年变程
.

离散中心强度最大的月份
,

有 2 , 3 ,

1 1 , 12 月
,

中心数值都大于 1 0 (图 2 )
.

其次是 4 , 5 ,

9 , 1 0 月
,

最小是 6 , 7 , 8 和 1 月 (图 3 )
.

这表明
,

夏季和

隆冬 [3] 50 0 毫 巴高度距平值一般较小
,

前冬和后冬距

平值一般最大
,

春季和秋季次之
.

这些特征值得在以

后预报中注意
.

3 月

4 月

月月‘U白I

月月八凡O
�

1 0月

百1 月

6 0 80 1 0 0 !2 0 1 4 0

二
、

对于指标普查法存在的一些尚题的甜希 东径

图 4 东径 ‘0一巧。度各月 50 。毫巴

张家诚同志介绍的指标普查法 [‘1的突出优点是方 均方差沿北纬 30 一4 , 度的平均曲线图

祛简便
,

适合于一般台站使用
.

为了严格起见
,

我们把 (
-

各月均方差
舰

值的联黝

普查出来的指标
,

作过 妙显著性的检验
,

指标的信度都在 0
.

05 以下
.

但是在 1 9 6 3 年 8一

12 月的实际预报中
,

使用效果并不好
.

这一时期共使用指标 7 05 条
,

距平符号报对者 3 83

条
,

平均准确率仅 55 关
,

稍高于盲目预报 (见表 1 )
.

因而有必要分析一下原因
.

表 l 利用离散中心区和任意分区的 50 。毫巴距千资料普查预报指标结果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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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问题首先在于分区
.

原方法是将亚欧地区分成面积大致相等的若千个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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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种分区是比较任意的
.

有的区常为距平零线所通过
,

不能反映大气环流异常变化的主

要特点
.

用这些资料普查预报指标
,

必然会影响质量
.

然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在
“

普查
”的本身

.

假定所有被普查的前期要素与后期要紊都完

全没有相关
l) ,

这样就可以用二项式
,

计算在
,
次试验中

,

恰巧成功 m 次的概率 P(
,

,m ).

P(
, .

, ) ~ c 穿0
.

5
”

(1 )

对于我们的问题
,

(l) 式中的
n 为使用资料年数

,

, 为两要素距平符号相同的次数
.

如果

我们作了 K 项相关统计
,

那末在
n
年中

,

两要素恰巧有 “年距平符号相同的理论频数 j(
。

闲

为 :

f(
。 . , ) ~ K P(。

. , )
.

(2 )

根据有关文献 2) 某种信度的指标是由一定的
” 和 , 组成的

.

例如在
, ~ 12 时

,

由上

述文献的 尹查算表可查得
,

信度小于 。
.

0 1 的指标是 由 , 为 。, 1 , 1 1 ,

12 组成的
.

信度在
0

.

01 一0
.

05 之间的指标是由 m 为 2 和 10 组成的
.

所以信度小于 0
.

01 的指标的理论频数

为 :

f山
.

(。
, i ,

u
,

二)] ~ K [户(二
, 。) + p (。

. 1) + P(。
.

。) + p(u . u ) ]
.

信度在 0
.

01 一 0
.

05 之间的指标的理论频数为
:

f[二
.

(2 ,

助1 ~ K [ p(二
. 2 ) + p(二

, 、 ) ]
.

, 为其他数值时也可以按同样的方法计算出指标的理论频数来
.

指标的理论频数就是偶然性指标的期望值
.

这里所说的偶然性指标是指那些从表面

上看起来
,

两要案之间相关比较密切
,

但是并不其正有相关的假指标
。

这些
“

预报指标
”
是

没有伯日可预报意义的
.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
,

在大量的相关统计中偶然性指标是必然

会出现的
,

偶然性指标的教目
,

随着相关统计项数K 的增多而增多
,

随着信度水准的提高

而诚少
.

从表 1 可以看出
,

按原来的任意分区法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是分成 16 个区 )普查出来

的指标数
,

比偶然性指标的期望值稍为多一点
,

因而 尸很小 (尹 ~ 0. 45 《 3 .8 ) 表示大多

教指标是偶然性指标
,

是没有预报意义的
.

这就是镇报效果不好的根本原因
.

三
、

用离散中
,

乙区的 500 毫巴距平查料普查预报指标的拭盼桔果

离散中心区是高度距平平均最大的地区
.

距平零线通过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

因此距

平特征的代表性较好
.

如果前期环流的反常变化对后期有影响 (这是所有相关方法的前

提 )
,

那末
,

前后期离散中心区高度距平的相互关系是首先应该重视的
.

基于以上的想法
,

我们普查了离散中心区的便报指标
.

各离散中心都分别与前 1一12

个月的各离散中心的高度距平找相关
,

共作相关统计 90 0 项
,

得 0
.

05 信度以下的指标 49

条
.

从表 1 可见
,

实际得到的指标数比偶然性指标数明显地多
,

因而 尸 较大 (尸 ~ 斗
.

2 >

3
.

5) 在 。
.

05 信度之下
,

可以否定无相关的假设
,

得出某些离散中心区的 50 0 毫巴高度距

平的前后期之间
,

存在较密切的相关的结论
。

然而在这 49 条指标中也包括了由于
“

普查
”

而出现的偶然性指标
,

至于究竟那一些是真指标
,

那一些是偶然性指标
,

这只能通过镇报

l) 这个假定是有间题的
,

事实上两者是有相关的
.

2 ) 徐国昌 : 长期预报方法中相关概率的统计与检验(手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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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或其他的方法进行分析
.

由于偶然性指标相对地减少
,

因而在 1 9 6 3 年 8一 12 月预报试验中的平均预报准确率

此任意分区高 10 务(见表 1 )
.

若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一块地区的距平预报
,

则任意分区指标的准确率可提

高到 65 多
.

离散中心区指标的准确率提高到 75 多
,

都比原来提高 10 多
。

不过这时少数地

区
,

由于预报意见矛盾的指标数目相等
,

而无法决定预报
,

未参加准确率统计
.

关于后一

点章少卿
、

丁士晨 [4] 曾作过讨论
,

我们的试验也证实了他们的结论
.

不过由于年代不够

长
,

试验次数不够多
,

上述各结论都有待于今后验证
.

另外
,

我们还对比了用任意分区和乌拉尔离散中心区 5 00 毫巴高度距平资料与甘肃

东部区域性降水量的相关指标普查结果 (表 2 )
,

任意分区得到的指标数比偶然性指标的

期望值还少一点
,

而乌拉尔离散中心得到的指标数却比偶然性指标的期望值多得多
.

由

于资料少未作 护 检验
.

这说明
,

某些月份乌拉尔离散中心区的 50 0 毫巴月平均高度与后

期甘肃东部的降水量有一定的关系
,

值得今后注意
.

表 2 利用乌拉尔离散 中心 区和任意分区的 50 0 毫巴距平资料普查甘肃东部区域性

降水距平预报指标普查结果对比表

诊诊诊
相关统计计 信度 < 0

.

01 的指标数数 信度在 。
.

01 一0
.

05 之间的指标数数

总总总项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偶偶偶偶然性指标的的 实际普查出来来 偶然性指标的的 实际普查出来来
期期期期望值值 的指标数数 期望值值 的指标数数

任任 意 分 区区 2 斗5 666 3 斗斗 2 999 1 5 999 13 777

乌乌扫劝丈离散散 2 4 000 111 111 999 1444

中中心区区区区区区区

四
、

小 精

在 50 0 毫巴月平均高度的均方差分布图上
,

乌拉尔附近经常有一个离散中心
.

这一

地区应成为 中高释度月平均 50 0 毫巴形势预报的重点
.

在青藏高原的中部或东北部
,

经常是一个均方差最小的中心或相对较小的地区
,

在作

东亚中低稗度平均形势预报时
,

大多数月份应着重作好 日本附近和苏联咸海附近的距平

预报
.

初夏 (6 月 )应注意高原东北部
.

盛夏 (7 , 8 月 )应作好我国东部沿海的距平预报
.

随着指标普查数量的增大
,

偶然性指标 (假预报指标) 的数 目也会增加
.

比较盲 目的

作大量相关统计
,

会使偶然性指标在指标总数中相对增多
,

影响预报质量
.

只有在正确的

思想指导下作相关统计
,

才有可能得到较好的结果
.

用离散中心区高度距平资料
,

普查出来的预报指标中的偶然性指标相对较少
,

指标质

量较好
。

这一结论
,

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验证
.

本文的统计和绘图工作大多是孟梅芝
、

王天章两同志完成的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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