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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两 年 振 荡

罗 树 森

(国家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 )

从六十年代 V o ryrd 和 E b d o n 〔‘“
揭露低纬度平流层纬向风 26 个月准两年周期以来

,

人们先后做了不少工作
,

得出区域温度
、

降水
、

气压
、

5 00 毫巴角动量输送
、

50 0 毫巴

中纬度 1 , 2 , 3 波都有准两年周期
。

本文的主要 目的是讨论西北太平洋热带辐合带云量变化特点和周期
,

以及中国东部

降水周期
。

随后又对西太平洋热带辐合带云量与中国东部降水进行相关分析
。

在所有功

率谱计算中
,

年变化是被有意识的平滑掉
,

最大后延数取该资料长度的三分之一
。

19 6 5

年 2 月至 19 7 8 年 1 月太平洋月平均云量资料取 自〔2
, 3〕

。

按这个图集的规定
,

满天云层

以 8 表示
。

1
.

热 带 辐 合 带

全球热带辐合带是行星尺度的环流系统
,

它的演变
、

强弱
、

移动对热带地区各种天

气变化影响很大
。

随着卫星云图广泛运用
,

为热带辐合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

图 1

是五年 7 月
, 2 月 70 0 毫巴月平均流线

,

月平均热带辐合带与八年月平均云量分布图
。

从

它们相互配置来看
,

低纬度月平均云量大于五的线与月平均热带辐合带相吻合
,

走向基

本一致
。

基于这点
,

我们在下文中用低纬度大于五的月平均云量线所包围的面积变化来

反映热带辐合带的演变
。

在计算月平均云量大于五的线所包围的面积大小时
,

我们是用

月平均云量大于五的网格点数多少来表示
,

并简称为云五格点数 (它是 2
.

5 个经纬度正

方形网格点)
。

因为西太平洋热带辐合带的季节性南北移动和东西摆动与本文主题关系甚远
,

这里

就不作讨论
。

现在我们着重分析西太平洋热带辐合带年变化特点和多年演变周期两个 I’ed

题
。

从 1 9 6 5一 1 9 7 8 年西南
、

西北太平洋热带辐合带云五格点数的多年月平均值中
,

可见

西北太平洋峰值呈现在 7一9 月
,

而西南太平洋最大值在 1一2 月 , 它们之间位相差为 5

一6 个月左右
。

可是
,

西北
、

西南太平洋月云量的低值分别出现在 4一5 月和 n 月
。

图

2 还指出西南太平洋热带辐合带云量的季节变化远比西北太平洋要大得多
。

接着我们进一步研究西南
、

西北太平洋热带辐合带的长周期 变化问题
。

对 1 9 6 5一

1 9 7 8 年西南
、

西北太平洋热带辐合带各月云五格 点数进行功率谱计算
,

得 出西北太平

洋热带辐合带月平均云量的周期为 21
.

8 个月
,

西南太平洋热带 辐合带月平均云量的周

期是 20
.

6 个月
。

这些结果说明
,

西北
、

西南太平洋热带辐合带云量具有准两年周期振

动 (见图 3 )
。

本文于 1 9 81 年 1 月 12 日收到
, 19 8 2 年 3 月 巧 日收到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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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7 月(a )和 2 月 (b )7 0 0 毫巴月平均流线
、

热带辐合带
、

月平均云量线
(

—
热带辐合带

-

一 月平均云量 线 七一
, < 月平均流线 )

2
.

中国东部降水的周期

我们对黄河
、

淮河
、

长江
、

珠江四个流域 月平均降水量进行功率谱计算
。

其计算结

果如下
:

黄河流域雨量的周期为 2 5
.

3 个月
,

其谱密度值是 2 3 8
。

淮河流域雨量有 18
.

6

和 3 2
.

3 个月两种周期
,

其谱密度值分别为 92 和 1 7 4
。

长江流域雨量的周期是 3 1
.

1 个月
,

其谱密度值为 1 65
。

珠江流域雨量有两个周期
,

29
.

2 个月和 36
.

2 个月
,

其谱密度值分

别达 1 9 2 和 1 97
。

中国梅雨雨量 (见表 1 )有 2
.

5 年
、

7
.

3 年
、

1 1
.

1 年三个周期
,

其谱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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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6 5一 1 。7 8年票华太平洋热带辐合带月平均云量大于五的网格点数功率谱平均密度值和周期
吟翔 l干 」

度峰值分别达到 2 34
, 2 6 7 , 2 0 6

。

其中
,

中国梅雨雨量的 7 年和 n 年两个周期分别与月

太阳黑子相对数的 83
.

6 个月和 13 1
.

4 个月两种周期有着密切的关系
。

在图 4 中所 有功

率谱平均密度值变化曲线上的峰值都超过各 自功率谱红噪音标准
。

由此可见
,

黄河
、

淮

河
、

长江
、

珠江四个流域雨量和梅雨雨量都存在着准两年振荡
。

3
.

热带辐合带与中国东部降水关系

1 9 7 2 年我国普遍干旱少雨
,

珠江
、

淮河
、

黄河三个流域年平均降水量比风调雨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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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国梅雨雨量
,

各流域月平均降水量
、

月太阳黑子相对数功率谱平

均密度值和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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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6 7 年少 1 00 毫米左右
。

这年西南太平洋热带辐合带云五格点数为 8
。

同年
, 7 月份西北

太平洋热带辐合带也很弱
,

与它有关台风发生频数比 1 9 6 7 年也少
。

1 9 6 9 年长江
、

字住河
、

黄河地区多雨内涝
。

这年 2 月份西南太平洋热带辐合带 云 系 均比 1 9 6 7 年 和 1 9 72 年同

期都强得多 (见表 1 )
。

表 1 各气象要素对比

典 型 年 } *

—
l 丫匕

计算功率谱的

资 料 年 代

西北太平洋台凤频数

西南太平洋台风频数

2 月西南太平洋月平均云量
大于五网格点数

7 月西北太平洋月平均云量
大于五网格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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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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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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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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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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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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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平均降水量 口
、

常德
、

长沙
、

九江
、

南昌 19 51一1 9 78

阜泰阳临沂
、

徐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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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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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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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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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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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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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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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流域平均降水量

黄河流域平均降水量

珠江流域平均降水量

5 9 3

1 4 3 4

_

68 4

1 5 3 0

_

7 6 7

1 3 9 8

天水
、

西安
、

汉中
、

惠民
、

洛阳
、

安
、

安阳
、

开封
、

郑州
、

济南

广州
、

桂林
、

百色
、

梧州
、

南宁

1 9 5 1一1 9 7 8

1 9 5 1一1 9 7 9

接着我们讨论雨量异常年份的情况
。

1 9 6 6 年
、

19 71 年
、

1 9 7 2 年
、

1 9 7 6 年我国东部

地区千旱少雨
。

在这四年里西南
、

西北太平洋热带辐合带也是少云
。

1 9 6 5 年和 19 6 9 年长

江
、

淮河地区多雨内涝
,

西南
、

西北太平洋热带辐合带强而多云
。

1 9 6 7 年
、

1 9 了4 年我

国大部分地区风调雨顺
,

西南
、

西北太平洋热带辐合带云系也比较活跃
。

综上所述
,

西

南
、

西北太平洋热带辐合带的盛衰与中国东部地区涝旱有关 (见图 5 )
。

我们进一步分析 1 9 6 5一 1 9 7 8 年西南
、

西北太平洋热带辐合带云五格点数与 1 9 6 5一

1 9 7 8 年黄河
、

淮河
、

长江
、

珠江各流域月平均降水量的后延相关系数 ( K动 的变化特点
。

当 K n
为 1 0 , 2 1 ,

23 时
,

西北太平洋热带辐合带云量分别与黄河
、

淮河
、

长江
、

珠江各

流域月平均雨量为正相关
,

超过 5%置信度 0
.

1 7 7 9 临界相关系数的标准
。

当 K n 是 3 ,

1 3 ,

15 时
,

西北太平洋热带辐合带云量分别与黄河
、

淮河
、

长江
、

珠江各流域 月平均雨

量为负相关
,

超过 1% 置信度的一 0
.

2 3 2 4 临界相关系数标准
。

当 K n 为 3 , 4 , 5 , 6 , 7 和 15
,

1 6 , 1 7 ,

18 时
,

西南太平洋热带辐合带云量分别与黄河
、

淮河
、

长江
、

珠江各流域 月平均

降水量为正相关
,

超过 1%置信度 0
.

23 24 临界相关系数标准
。

有趣的是当 K n
是 5 ,

17

时
,

西南太平洋热带辐合带月平均云量与黄河
、

淮河
、

长江
、

珠江四条流域月平均降水

量的正相关系数都同时大于 1%置信度 。
.

23 24 临界相关系数值
。

当 K n 为 。, 9 , 1 0 , 1 1 ,

1 2 和 21
,

22
,

23
,

24 时
,

西南太平洋热带辐合带云量分别与黄河
、

淮河
、

长江
、

珠江各流

域月平均雨量的负相关系数小于 1%的一。
.

2 3 2 4 临界值
。

更有意思的是当 K n 为 1 0 , 1 1 ,

2 2 ,

23 时
,

西南太平洋热带辐合带云量与黄河
、

淮河
、

长江
、

珠江四个流域月平均雨量

都同时低于 1%置信度的一 0
.

2 3 2 4 临界相关系数值
。

这些讨论表明有可能用西南太平洋

热带辐合带月平均云量的演变来预测隔季黄河
、

淮河
、

长江
、

珠江各流域月平均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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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寡
。

4
.

讨

1
.

西南
、

西北太平洋热带辐合带月平均云量
,

珠江各流域月平均降水量都有准两年周期
。

论

中国梅雨雨量
,

黄河
、

淮河
、

长江
、

2
.

中国梅雨雨量的 7 年
、

n 年两个周期分别与月太阳黑子相对 数 的 83
.

6 个月和

1 3 1
.

4 个月两种周期有着密切关系
。

3
.

西北
、

西南太平洋热带辐合带盛衰与中国东部地区年降水量的多寡有关
。

并且
,

西南太平洋热带辐合带月平均云量与黄河
、

淮河
、

长江
、

珠江各流域月平均雨量有后延

五个月的正相关
。

这点为中国东部降水的隔季预报提供有用的背景条件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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