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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秋雨预报的一个判据
’

严济远 许卫桐 朱静燕

上海市气象局

前 言

 年松江府志对明代成化二十年
,

长江下游一带的秋雨现象作 了如下的记述 七

月 农历 朔雨至冬十月不登
。

震泽县志在清雍正四年 又记述 八月连雨至九月
,

水

高四
、

五尺
,

城市行舟
。

上述记载表明
,

长江下游的秋雨现象早为人们注意了
。

然而在漫长

的岁月里
,

秋雨这样一个重要的气候现象
,

人们并未进行过深入 的探讨
,

直到  年高 由

禧
、

郭其蕴才指 出 我国西南
、

长江下游地区秋雨比其邻近地区显著
。

认为 月底 月初

冬季风第一次来到华 中时秋雨开始
,

当西风急流 月中在亚洲南部建立时秋雨结束
〔’〕 ,

这是在我国从天气气候角度研究秋雨的一个开始
。

为了弄清上海地区秋雨的集 中期
,

明显程度
,

我们根据  硅一 年资料
,

作出 了旬

平均雨量图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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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上海市 年一 年 年平均旬雨量图

由上图知
,

上海的秋雨和梅雨一样
,

雨期十分明显
,

集中期是 月下旬至 月中旬
。

此

外
,

秋雨期间的雨量对上海的棉花产量影响甚大
,

据调查 月雨量在 一 毫米之间
,

棉花受害程度
,

大于 毫米为 〔 〕 ,

由此可见
,

做好上海秋雨的长期预报在农业

上是很有意义 的
。

本文于 导 年 月 日收到
,

年 月 日收到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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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期间的大气环流特征

月下旬到 月上旬秋雨量的增多是明显的
,

从长期预报的角度出发
,

我们关心的是

秋雨和它前后两个相邻季节
,

即和盛夏
、

深秋的环流特徽有否明显的区别
,

如果这种差异

是存在的
,

表明秋雨这个 自然季节的开始和结束在环优上有明显的反映
。

我们抓住表征

这种环流形势转变的大气环流因子的活动规律
,

就能作出秋雨的长期预报
。

对此
,

我们根据 一 共 年 毫巴形势图
,

结合逐日雨 资料进行了分

析
,

发现秋雨的开始
、

持续
、

结束和 毫巴环流形势的长波调整是相联系的
。

在秋雨开

丛丛丛

产产门门门门⋯⋯⋯⋯ 火火火

卜卜
、、、

图 盛夏开始期环流形势图

虚线为盛 开始前荆高脊线位置

粗线为盛夏开始时即高脊线位置

始前的盛夏里
,

西风带里准稳定的主槽在河套附

近 图
。

从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为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 以下简称斟高
,

晴热

少雨
。

其后
,

随着季节的推移
,

在东亚出现了一次

明显的冷空气活动
,

副高随之衰退
,

河套低槽移到

华东上空
,

并基本上稳定下来
,

长江下游处于准稳

定的槽前 图
。

上海雨量
、

雨 日明显增多
,

秋雨

开始 其后
,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上迷形势稳定

少变
,

秋雨持续
,
之后

,

极地冷空气的活动进一步

加强
,

奄巴的长波槽发生第二次调整
,

即在西

太平洋沿岸建立起东亚大槽
,

列高进一步南撤东

退
,

长江下游处于棺后 图
,

上海秋雨结束
。

上

迷分析表明
,

月以后伴随着秋雨开始及结束的西

风长波槽脊位置的两次大调整
,

副高出现两次大衰退
,

因此
,

掌握副高的两次衰退规律
,

就

有可能作出秋雨的长期预报
。

芍芍芍
图 秋雨开始期环流形势图

虚线为秋雨开始前环流特征
,

实线为秋雨开始时环流特征
。

图 秋 雨结束期环流形势图

虚线 为秋雨结束前大相位置
,

粗线为秋雨结束时大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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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期间的气候特点

常年情况 上海秋雨的平均开始期是 月 日
,

平均结束期是 月 日
,

总雨量

毫米
,

持续期 天
,

总雨 日 天
。

由于秋雨期主要在 月
,

因此很容易理解秋雨

期间总雨量和 月平均雨量的相关系数为
。

冷空气降水多于台凤降水 根据统计
,

秋雨期间冷空气降水占
,

台风降水

占
,

而冷空气雨 日占
,

台风雨 日占
。

这表明台凤雨 日不多
,

占的雨

量却比较多
。

变化大
、

局部性明显 我们统计 了上海春雨
、

秋雨期间的雨量和均方差列于下表

表 上海春雨
、

秋雨期间的平均雨量
、

均方差表 毫米

‘

期期雨雨春秋

由上表知
,

秋雨量比春雨量稍少
,

但均方差却比春雨期间大
,

这说明秋雨不如春雨稳

定
。

可能这是因为秋雨期有 的雨量由台风造成的
,

受台风影响多的年 份 雨 量就

多
,

反之则少
。

另外
,

我们统计了春雨
、

秋雨期各站间的相关系数于下表

表 上海春雨
、

秋雨期间各站和市区相关 系数表

季
节

上海县 嘉 定 宝 山 奉 贤 金 山 青 浦 南 汇 松 江

。

度  

】
。

  !  

春秋

由上表
,

春雨期间上海地区各站的相关系数均在 一 之间
,

而秋雨期间则

为 一 之间
,

显然秋雨的局部性较为明显
。

秋雨预报的一个判据

秋雨的分类

在寻求秋雨预报的判据之前
,

首先要对秋雨进行分类
,

从目前长期预报的水平来看
,

如能预报 出偏多
、

偏少
、

或正常三种类型
,

即可初步满足需要
,

为此
,

我们规定

刀 五 十。 为多秋雨年

丑 丑 一 。 为少秋雨年

五 一。 五 簇丑 。 为正常秋雨年

式中丑 是秋雨量
,

是秋雨期间的平均雨量为 毫米
, , 是秋雨的均方差为

毫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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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预报秋雨的判据

前已阐明
,

秋雨的开始
、

持续
、

结束是西风带长波槽脊两次大调整的结果
,

而伴随这两

次大调整副高亦表现出两次大衰退
。

因此
,

在寻求秋雨预报的判据时
,

应着眼于副高的前

期特徽
。

在这方面作 了一些尝试
,

最后发现 毫巴 月平均副高的强度和其后期的秋

雨有较好 的相关
。

所以把 月月平均副高强度做为预报秋雨的一个重要判据
。

强副高型
—

多秋雨

我们发现 月 毫巴月平均环流图上副高 线西界比常年位置偏西 个经度

以上 图 或北界比常年位置偏北 个纬度以上的强副高型
,

在 一 年中共有

年
, , , ,

 
。

在这 年中多秋雨有 年
,

正常偏多有 年
,

因此
,

当

出现强副高型时
,

秋雨为正常偏多或多秋雨年的统计准确率为 二
。

澎澎澎澎澎澎澎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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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从从从

图 年 毫巴 月月平均 图

—强副 气裂
阴影区表示副高常年平均位置

图  年 毫巴 月月平均 图
—弱副高型

阴影区表示副高常车平均 位置

弱副高型
—

少秋雨年

月 。毫巴月平均图上副高 线比常年位置偏东 个经度 以 上 图 或北界比

常年位置偏南 个纬度以上的弱副高型共有 年
, ,  , , ,

 
,

,  , 峨, , 。

在这 年中少秋雨年有 5 年
,

正常偏少秋雨年有 s 年
,

多

秋雨年有 1年
,

正常偏多年有 2 年
,

因此
,

当出现弱副高型
,

秋雨为正常偏少或少秋雨年的

统计准确率为 8八l= 73
.
3%

。

正常或断裂副高型
—

正常秋雨年

8 月 500 毫巴月平均图上副高 588 线
,

在常年位置正负 5 个经纬度内摆动
,

称正 常副

高型
。

在 25 年资料中属正常副高型(图 7)的有 4 年(1954
,

1 9 5 6
,

1 9 5 8
,

1 9 6 9 ) 均 为正常秋

雨年
。

另外
,

8 月 500 毫巴月平均图上副高分裂为二个中心 (图 8)
,

其中一个中
』

白通常在长

江流域 厂另一个中心在 日本以南的太平洋上
,

我们称之为断裂副高型
。

在 25 年资料 中属

这类副高型的有 5 年 (2560
,

1 9 6 2
,

1 9 6 4
,

1 9 6 5
,

1 9 6 6
)

,

其中除 1965 年为少秋雨年外
,

均为

正常秋雨型
,

因此
,

出现这两类副高型时
,

为正常秋雨型的统计准确率为 8/9 = 88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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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9 56 年 50 0毫巴 8 月月平均 图
—

图 8 1964 年 50 0 毫巴 8 月 月平均图
—正常副高型 副高断裂型

(阴影区表示副高常年平均位置) (阴影区表示副高常年平均位置)

8 月 500 毫巴月平均副高的类型为什么对秋雨有影响? 对此
,

我们对强弱两类副高

的类型和秋雨的关系作了对比分析
,

发现 8 月强副高型的 5 年中
,

9 月台风在厦门以北登

陆的有 4 次
,

因此对上海降水影响较大
, .

有助于多秋雨年的出现
。

反之
,

8 月为弱副高型

的 n 年
,

9 月没有一个台风在厦门以北登陆
,

因此对降水影响少
,

有利于少秋雨年的出

现
。

那末又为什么 8 月出现强副高型能影响 9 月台风登陆的地点? 统计表 明
: 8 月出现

强副高型的年代
,

除 1976 年外
,

9 月月平均副高强度均比常年强
,

有利于台风登陆地点偏

北
;
反之

,
8 月出现弱副高型的年代

,

其中有 7 年 9 月平均副高强度比常年弱
,

有利于台风

登陆位置偏南或远离我国大陆时就转向了
,

这表明 8一9 月副高强度具有较好的持续性
,

这和陈兴芳 同志的文章
,

8 一9 月副高的持续相关系数 。
.
52 是一致的〔3二。

5

.

预报效果检验

该项工作开始于 1979 年春
,

所用资料为 1954一1978 共 25 年
,

于 1980 年 10 月 工作

结束后
,

我们对 1979和 198。年 9 月秋雨进行了检验
,

结果和实况符合
。

但由于资料较

短
,

考虑因子比较简单
,

所以结果是非常初步的
,

以后还要不断修正
。

石熙春
、

江玉洁同志为本文提供了一些统计资料
,

祝美娟同志为我们绘制了图表
,

对此深表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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