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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下游谷物天气产量变化与大型环流准

周期性振动的分析
’

汪 铎 张 镖

浙江省安吉气象站 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

提 要

本文分析了近几十年谷物产量和百余年海平面气压场及降水资料
。

揭示我国东部长江下

游粮产区的天气和谷物天气产量存在 一 年的长周期振动和 一 年的短周期振 动
,

并 且

与特定的相一致的大型环流系统振动相配合
。

通过分析讨论
,

提出了一个
“

环流
一
天气一天气产

量
”

同步振动模式
。

简言之
,

即当冬季贝加尔湖冷高压偏弱和澳洲低压偏强
,

相应地
,

春季赤道

低压偏强以及夏季南方涛动偏强时
,

则长江下游处于 长周期振动的 多水期或 短周期振动

的 多水年型
,

谷物天气产量偏低
。

反之
,

则处于少水期或少水年型
,

谷物夭气产量偏高
。

引 言

近年来
,

我们把大范围 或代表大范围 谷物产量的波动同大型环流系统的振动联系

起来研究
,

并应用于产量预报试验
,

已经取得初步进展
〔, ,

 ’。

国外也有类似工作即
。

这些工作开始都着眼于逐年产量和环流的年际变化
。

随着研究的深人
,

在我们已提出的

和正在酝酿的若干问题中
,

目前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
。

 产量和环流的变化都表现有

相一致的阶段性
,

这种阶段性看来是某种准周期性振动的反映
。

由于前后两个阶段的产

量趋势和环流形势可以完全相反
,

因此在分析年际变动的同时
,

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和掌握

产量和环流的长期变化情况
。

考虑到与谷物产量相联系的大型环流差异性
,

集中表

现在位于粮产区南北的低纬热带
、

副热带环流系统和中高纬西风带环流系统上
,

以及它们

的配置关系具有一种南北祸合振动的特点
。

因此
,

在深入分析产量和环流的工作中
,

有必

要进一步揭示天气产量和环流系统振动的普遍规律
,

并研究它们的特征和图象
。

本文以长江下游粮产区为对象
,

围绕以上两个问题
,

按照文献 分析的年型关系
,

仍

用降水天气类型联结产量和环流
,

找出环流 以气压为代表
一

天气 以降水为代表
一
产量

谷物 的准周期振动模式
,

为应用于农业产量的长期趋势预告做一试验性工作
。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 年 月 日收到修改稿
。

本文作者之一 张樟 于 一  。年在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曾研究东南亚地区谷物产量变化与大

型环流振动的关系
,

其结果在该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气象教研室分别做了报告
。

本文是作者关于这方面整

个研究工作的一部分
。

这方面的工作是在谢义炳教授积极倡导
、

鼓励和关心下进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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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气压场资料的统计分析

运用 一 年一
、

四
、

七月在
“

一
“ ,

一  
。

一
“

范 围内的

年海平面气压资料 ” ,

分区域作长序列相关普查
,

主要考察区域性气压场的变化同长江下

游降水量和谷物天气产量多年变化的对应关系
。

发现分布在南北半球的四个区域性气压

场同以上海为代表的长江下游降水天气存在某种关联
。

这四个区域是
,

亚欧大陆中高纬

地区
“

一
“ ,

一
” ,

西太平洋及其以西赤道地区
“

一
“ , “

一
” ,

北太平洋中部热带地区 一
,  

“

一 和澳洲北部及其近海地 区

一
,

一
“ 。

各区域气压场的表征值均采用平均气压
,

即区域内
“

。

网格点上气压值之和除以网格点数
。

图 给出了降水长期变化和气压场或组合后的

卞能
‘

件件

乙,日

一
土 了

年

泻眼的叭叫

曰日自
日退架恻低叫,

图 长江下游谷物天气产量  降水  及环流系统
、 、

长期振动曲线

图注 月 系统 。 以上数字均为负数

这部分资料由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气象教研室长期组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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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压系统长期变化之间的对应情况
。

图中 是上海年降水量 年滑动平均曲线
,

是

由一月亚欧大陆气压场减澳洲北部气压场组合的气压系统 年滑动平均曲线
,

表征了南

北两个半球的冷空气活动及其配置情况
。

从它的变化形态同长江下游降水的对应关系来

分析
,

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大规模
“

南北涛动
”

的描述
,

以下称为 系统
。

图中
。是四月

赤道地区气压场 年滑动平均曲线
,

以下称为四月赤道 夕指标
。

那里可认为是南北半球

环流直接相互作用的地区
。

图中 是由七月北太平洋中部气压场减澳洲北部气压场组合

的气压系统 年滑动平均曲线
,

它正好处在
“

南方涛动
”

范围内
〔 〕 ,

一般称为 系统
。

图中四条曲线基本一致的周期性变化表明
,

上海降水与一月 系统
、

四月赤道 夕指标

呈反相关
,

与七月 系统呈正相关
。

即上海多水 少水 期对应一月 低值 高值

期
、

四月赤道 夕指标低值 高值 期和七月 高值 低值 期
。

表 是分阶段平均降水量

与环流系统表征值之间对应的情况
。

配合图
,

可以说明近百年来长江下游降水与环流

系统具有相对应的六个完整阶段
。

虽然降水和环流在各阶段略有先后
,

但是仍可以对比

出多水期与少水期环流系统存在的明显差异
。

表 分阶段平均的降水量和环流系统表征值对应情况

上海年降水量 一月 系统

段 序

—
卜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下 ,

一阶段 年 , 毫 米 阶段 年 , 毫 巴

四月赤道尹指标 七月 系统

阶段 年 毫 巴 阶 段
毫 巴

舀甘山口臼

…
以公甘甘口

、 、

、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多水期平均

少水期平均

 

 

 

 

偏多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低值期平均

高值期平均

一

。

一
。

。

一

偏 低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低值期平均

高值期平均

偏低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高值期平均

低值期平均

。

一 导

。

一 分

介

一 1
。

2 4

偏 高

1
。

1 7

一 0
。

8 9

多水期减少水期 一 2
.
9 7 一 0

。

7

由定性分析的六个周期性变化的阶段
,

正完成三个周期
。

按序列长度 106 年推算
,

周

期的平均长度接近 36 年
。

有人已从旱涝研究中得出上海降水有 36 年周期的结果
,

并认

为同夏季南方涛动指数 (取两个点的气压差) 的 36 年周期变化有密切关系
〔们

。

我们的分

析表明
,

不仅与雨季(6~ 习 月 )降水同期的夏季环流(50 系统)有正相关关系
;
而且早在冬

春
, “

南北涛动
”

( S N O 系统)和赤道 尹指标亦已分别显示出与雨季降水有负相关关系
。

换

言之
,

从长期来看
,

前期冬春季节的环流特征及其演变已予示了后期降水天气的类型
。

运用谱分析定量计算了一月 SN O 系统和上海年降水量的功率谱 (图 幻 以 及四月赤

道 p 指标和七月 50 系统的功率谱 (图略)
。

进一步证实 36 年周期是上海降水和与之相

联系的环流系统的低频振荡的主要周期
。

协谱还揭示了一月 SN O 系 统与上海年降水量

在 30 一40 年周期上负相关最显著
,

并且在整个中低频域上
,

负贡献占优势
。

这些结果同

前面的定性分析是一致的
。

功率谱分析还指出
,

上海降水和环流系统存在着 2一3年周斯

的短期振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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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一月 SN O 系统功率谱(a) 和上海年降水量功率谱(b)

三
、

长江下游粮产区天气产量的振动

谷物的天气产量是指受天气气候影响引起谷物产量变化的波动成份
。

表示成

Y , 一 Y 一Y
:

(1)

Y 。 为天气产量
,
Y 为谷物实际产量

,
r

.

为时间趋势产量
。

单位均取斤/亩
。

( l) 式 是把

非天气气候影响所构成的趋势产量从实际产量中滤去
。

目前对时间趋势项没有统一的处

理方法
,

这里采用较常见而又接近客观分析的分段线性拟合法
〔幼〕 ,

来模拟趋势产量
。

公

式写成

Y 。‘一 a 。+ 兄 乙
a、

(
t
‘
一t

、一 1
)

‘= 1

(
2
)

Y
: ‘

为趋势产量序列
, a 。
为产量基数

, a ,

为 了段的参数
,

t
‘

为年代
,
艺为年序

:1、 2 、

…
、

n ,

夕

为段序
:1、 2

、

…
、

m

,

( m <
n

)

。

联合运用 (1)
、

( 2) 式
,

可以模拟天气产量序列
。

表 2 自南而北对长江下游地区 1950一 1980年三十年来谷物天气产量与降 水 量作 分

期对照分析
。

可见
,

水稻天气产量与夭气类型有一致的负相关
,

即多水期产量低
,

反之少

水期产量高
。

三麦天气产量在沿江一带与天气类型成明显负相关
,

淮河流域变成正相关
。

表 2 中的多水期和少水期分别同表 1 中的 5
,

7 两段和第 6 段相一致
。

另外
,

根据一些记

载和调查
,

获知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
,

以太湖平原为代表的谷物年景相当好
,
这一阶段

同表 1 中第 4 段 (少水期)吻合
。

因此
,

可以推测长江下游谷物天气产量亦存在着 30 一40

年周期的长期振动
。

图 1 召 是沿江天气产量 10 年平均曲线
‘’
(每五年一个 10 年平均值)

。

可见
,

谷物天气产量的长期振动与天气以及相联系的环流系统的长期振动是密切关联的
。

进一步对上海近 30 年天气产量做短序列功率谱分析
,

将取得的主要周期列于表 3
。

表中还对照列出降水和环流系统短期振动的显著周期
,

以及上海水稻生长季积温短期变

1) 沿江天气产量取上海稻麦三熟年产量
、

浙北嘉兴地区 10 县和苏南昆山县的水稻
、

三麦产量共三十年资料 统 计

处理
,

并参考解放前记载
、

调查材料
,

综合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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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长江下游地区谷物天气产量(斤/亩)与降水量(毫米)分阶段平均对照分析

}

浙 江 省

}

上 “ 市

{
一-

一-

卫‘
一. ‘

一兰-
~.-
堕一一

-

卒还司笃墨簿羁髯途途述炭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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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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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1 2 3 5

】
一 1 4

·

4

1

‘2 06

!

一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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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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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8
·

4

】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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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期 二

~_

{
44 ·

3

}

1 2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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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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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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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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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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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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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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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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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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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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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了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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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

}

一 “1
·

o

】
一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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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透2

·

0

}

”
·

。

】

一
}一 5 ·

”
}
一 王o

·

”
! !

一了
·

“

一
一“

·

”
!
一 工1

·

“
}
一 1 6

·

了
}

b
·

“
1

注
:
表中末行变率是指多水期减少水期谷物天气产量差值与谷物平均产量之比的百分比值

。

化的显著周期
〔8“。

可见
,

长江下游谷物天气产量的短期振动与天气的短期振动以及相联

系的环流系统的短期振动均具有一致的 2一3年周期
。

天气类型不仅反映雨水
,

还反映温

度
、

日照等因子
。

如所周知
,

生长季雨水
、

热量
、

光照条件与水稻天气产量有密切关系
,

雨

水偏多
、

光照和热量偏少对稻作的生长和成熟不利
。

由以上分析
,

可以把谷物天气产量
一

天气
一

环流看成一个广义的 自然生态系统
。

这个

系统的准周期性振动可概括为长周期振动的多水期和少水期 (或短周期振动的多水年型

和少水年型)之间的准周期转换
。

多水期 (或多水年型 ) 的含义是连续若干年的一个阶段

内(或一年内)天气产量偏低
、

多水天气类型占优势
、

并有相联系的环流系统对应
。

少水

期(或少水年型 )则相反
。

表 3 上海谷物天气产量
、

天气和与之联系的环流系统短序列功率谱分析结果

分析对象
}
谷物天气产量

}
年 降 水 量

}
10o
C积温

}
一” sN

O 系统
{ 管臀藻}

七月 so 系统

主要周期(年 )

四
、

环流一天气一产量的长期振动

长江下游谷物天气产量和天气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环流存在着阶段性和 30 一40 年周

期的长期振动
,

用多水期和少水期两种类型概括
,

它们的特征和差异性可以从两方面来描

述
:

1
.
阶段性在南北半球大范围海平面气压场上都有表现

。

我们在上 述六个阶段 中选

取两个阶段 (表 1 中 4
,

5 两段)
,

代表少水期和多水期
。

分别作一
、

四
、

七月海平面气压的

10 年平均图和相应的多水期减少水期气压差图 (多水期由 1945一 1954 年 10 年合成
,

少

水期 由 1933一1942 年 10 年合成)
。

一月气压形势(图 3
a ,

b) 表明
,

冬季气压场的差异主

要是
,

位于南半球的澳洲低压多水期较少水期偏强
;
北半球贝加尔湖附近的冷高压和阿留

申附近的低压
,

多水期较少水期均明显偏弱
。

于是构成一月 SN O 系统多水期(少水期)为

低值 (高值)
,

即
“

南北涛动
”

弱(强 )
。

在一月气压差图上 (图 3 c)
,

从亚洲大陆到东南亚为

一片负值区
,

意味着冬季东亚冷空气活动多水期较少水期偏弱
。

四月气压形势(图略)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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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 月多水期(a) 和少水期(b) 海平面气压形势图及多水期减少水期的
1 ,

4

,

7 月海平面气压差分布图(c
,

d

,

e)

( 多水期
: 1945一1954 年连续 10 年平均

,

少水期
: 1933一1942 年连续 1。

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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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压差图(图 3 d) 表明
,

贝加尔湖以西有一片正气压差
,

意味着春季的大陆冷空气活动多

水期明显偏强
;
澳洲北部伸向南亚次大陆有一片负气压差

,

该地区的低压环流多水期四月

仍持续偏强
,

赤道 夕指标为低值
。

七月气压差图上 (图 3 e)
,

印度洋到南亚次大陆有一片

负值区
,

表明夏季印度低压环流多水期较少水期明显偏强
。

南半球低纬从印度洋经澳溉

到太平洋的高压带多水期较少水期偏弱
,

也即南半球澳洲附近的冷空气活动多水期偏弱
。

于是
,

七月 50 系统为高值 (南方涛动强)
。

少水期则相反
。

若从南北半球的冷空气活动
,

着眼
,

可归纳为多水期冬季
“

北弱南强
” ,

春夏转为
“

北强南弱
” 。

少水期则相反
。

上述诸差异还可以从不同经度带上的不同阶段气压场对比中显示出来
。

这里多水期

扩充为两个同类型阶段
,

由 1907一 1916年和 1945一1954年 20 年资料合成
;
少水期也扩

充为 1933一1942年和 1961一1970年 20 年资料合成
。

图 4给出一
、

四月 (七月图略) 沿
600E 一70

0 E ,

z l o

O

E 一iZo
OE ,

1 5 0

0

E 一160
0
E ,

1 7 o

o

w 一160
“

w 四个经度带的气压廓
、

线
。

可看出主要差异同样是
,

亚欧大陆多水期(少水期 )一月气压明显偏低(高);反之
,

四
、

七月偏高(低)
。

而在北太平洋上
,

多水期(少水期)一月气压明显偏高(低 )
;
反之

,

四月偏

低(高)
。

在西太平洋赤道地区 (包括澳洲北部)
,

多水(少水)期气压一
、

四
、

七月持续偏低

(高)
。

在东太平洋热带地区
,

多水(少水)期气压一
、

四
、

七月持续偏高(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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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沿四个经度带 1 月和 4 月海平面气压廓线多水期(实线)与少水期

(虚线)差异

以上大范围气压形势多水期与少水期的对比差异性
,

正是长江下游天气和产量及相花

联系的环流系统长期振动的主要特征图象
。

2

.

高空环流形势也具有阶段性的特点
。

由于高空资料有限
,

我们仅对 195 1一 1980

年 50 0 毫巴环流特征作初步分析
。

最近三十年大致为一个周期
,

接近两个阶段长度
。

即

五十年代(表 1 第 5 段的中后期)同七十年代中后期(表 1 第 7 段前期)合讲统计
,

对应多

水期
;
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前期 (表 1第 6段 )对应少水期

。

表 4统计了这两个不同类

型的北半球极涡位置和强度
、

西太平洋勘高的强度
、

西伸脊点和脊线位置
、

5 月亚洲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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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指数与经向度之比等特征量”
。

可见多水期与少水期的 50 0毫巴环流 形势是很不同

的
。

多水期极涡位置的优势
,

冬春季节偏在西半球
,

进人初夏( 6 月 )偏在东半球
。

极涡强

度冬夏持续偏弱
。

少水期则相反
。

多水期上半年的副高西伸脊点持续性偏西
,

盛夏副高

强度偏弱
,

脊线偏南
。

少水期相反
。

多水期 5月亚洲地区西凤偏弱
,

盛行经向环流
;少水

期西风偏强
,

盛行纬向环流
。

为了比较不同阶段高空急流的差异性
,

计算和绘制了亚洲上空 50 0 毫巴的平均地转

风廓线
。

图 5 是沿 90
O
E 的情况(沿 120

“

E 图略)
,

从晚冬到晚春 (2
,

4
,

5 月)位于较低纬

度的强西风带
,

多水期强度偏强
,

且 120
O
E 处位置偏南

。

反之
,

少水期偏弱偏北
。

位于中

高纬度的强西凤带
,

多水期偏弱
、

少水期偏强
。

初夏( 6 月)强西风带合成一支
,

多水期沿

90
OE 处位置偏南

,
1 2 0

0

E 处强度偏强
。

少水期则相反
。

低纬的东风带
,

4

、

6 月多水期偏强
,

少水期偏弱
。

从以上气压场和高空环流长期振动的分析看到
,

存在着一种 4一6 个月的季 节性振
、

动
。

这种振动在大陆冷高压和极涡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

这一点以后还将作分析和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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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北半球 500 毫巴沿 90
“
E 月平均地转风速廓线多水期(实线)与少水

期(虚线)差异性(多水期由 1951一1962 年平均合成
,

少水期由 1963一1972

年平均合成)

表 4 近三十年分阶段统计 500 毫巴环流特征量和环流指数

北半球极涡中心位置偏向情况

““中
J
。“度

{
遵塑垄堕壑竺竺燮竺

一

竺竿矍牛}
强度指数

}

脊线位置

}

西”脊“

11一6 月1
6一8 月 }

“一8 月 }
7一8 月 }

12一6 月

5 月亚洲地

区西风指数/

多 水 期 i偏酉
:
偏东= 7

‘
1 偏在 60

OE 以东
占 17/21

偏在60
“

W 以西

占 7/9

偏 东

一 2
.
4

经向度

2 .33

0n.
J
主乙勺
嘴上

一一

内匕脚勺J任
i�2

川川JZI |||||

少 水 期 I偏西
:
偏东= 2

:3

多水年型
(1954年)

少水年型
(1953年)

偏 西

一 4
.
8

1 5

一 1 0

一 3 4

9 5

偏西

偏东

西偏 东偏

1) 均采用中央气象台公布的 50 。毫巴环流特征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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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环流一天气一产量的短期振动

从长江下游天气和环流系统的长序列功率谱的高频部分所揭示的显著周期
,

以及谷

物天气产量的短序列功率谱分析所揭示的显著周期来看
,

都是 2一3 年
。

东南亚和澳洲的

降水功率谱分析明也指出存在这一类周期
。

北极极涡变化的分析表明
〔‘。“ ,

极涡的准两年

振动与热带 50 毫巴上空准两年的西风极大值出现时间有显著对应关系
。

所 有这些统计

事实说明
,

2 一 3年周期是一类相当普遍的振动现象
。

我们选取 1954年和 1953年的一
、

四
、

七月海平面气压图
,

分别代表多水年型和少水

年型的冬
、

春
、

夏不同季节的环流形势
。

这两年上海年降水量距平分别为 267 毫米和一

13 8毫米
,

即 1954年比 1953 年偏多 400 毫米
。

图 6 给出一月气压场的主要差异是
,

贝加

尔湖附近冷高压和阿留申低压多水年型偏弱
,

少水年型偏强
。

位于澳洲北部的低压多水

年型明显偏强
、

范围较大
,

少水年型则相反
。

由此形成 2一3年振动的冬季特征为多水(少

水)年型
“

北弱南强
”

(

“

北强南弱
”

)

。

四月气压场(图略)的主要差异是
,

澳洲北部的低压和

南印度洋的高压带
,

多水年型均偏强而少水年型偏弱
。

亚洲大陆冷高压中心多水年型较

少水年型偏南
、

强度偏弱
。

七月(图略)
,

大陆冷高压多水年型较少水年型偏强
; 以高原为

中心的热低压
,

多水年型较少水年型偏强
、

中心偏西
。

南印度洋伸向澳洲的高压带多水年

型明显偏弱
,

即那里的冷空气活动偏弱
。

少水年型则相反
。

2 一3 年振动的夏季特征概括

为多水(少水)年型
“

北强南弱
”

(

“

北弱南强
”

)

。

W忱屠twHI括

公阳急Z�戈

甚渗选立月全七￡
七 9 0 艺 1 2 0

“

七 1 5 O E 1 8 0 1 5 O W

图 6

b

1 月多水年型(a) 和少水年型 (b) 海平面气压形势

从两类年型的高空 50 0 毫巴环流特征对比来看(表 4末两行)
,

多水年型
:
北极涡冬春

偏在西半球
,

夏季偏在东半球
,

且强度持续偏弱
。

西太平洋副高强度夏季偏弱
,

脊线偏南
。

亚洲地区 5 月为低指数
。

少水年型则相反
。

可以看出
,

两种年型在海平面气压场和高空环流上这种差异
,

同前述的多水期与少水

期所显示的差异是相当一致的
。

也即 2一3 年周期的短期振动和 30 一40 年周期的长期振

动所表现的环流特征图象基本相同
。

可以设想
,

两种振动的大气环流机制可能存在着某

些 内在联系
。

应说明
,

在多水期或少水期中都含有两种年型
,

而多水 (少水)期中多水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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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年型 占优势
。

另外还看出
,

多水期与少水期 (或两种年型 )的含义同纯粹的旱涝概念不

一样
。

六
、

环流一天气一谷物天气产量振动模式

回顾以上分析
,

环流系统的准周期性振动与长江下游天气和天气产量准周期性振动
:

的可能联系概括为
:

多水期或多水年型(少水期或少水年型 )

亚洲冷高压弱
(强)

澳洲低压强
(弱)

春季赤道两侧低压环流强 (弱)、
<以 4 月赤道 p 指标低值

(高值)表征>

厂ee
夕、

|

、

、、了

冬季环流
“

北弱南强
”

(

“

北强南弱
<以 1 月 SN O 低值(高值)表征>

夏季环流
“

耳匕强南弱
, ,

(

“

J 匕弱南强
, ,

)

丁<以 7 月·

5 0 高值 (低值 )表征> 七

东亚冷空气
活跃(偏弱)

澳洲冷空气
弱(强)

长江下游多水
(少水)
夭气类型

谷物天气产量
偏低 (偏高)

令令

、tJr、JLr

!多水期 } 少水期 渗水期}少水期}多水期

环环环
流流流
(((l月月
SSS N ())))

天天天
一一
七七

}}}烽烽

水水水

口
\
汀沐

一

口
,

!

l

}

, ,

{

1

1

土二一一19()()1冬)1() l(} 2 (j 19 3 (, 1冬)4 (} l}〕5 0 1 9 6() l勺7 () 19 8 (J I冬!9 ‘
} 年

图 7 长江下游环流
一
天气

一
天气产

量长期振动模式示意图

由此获得的印象是
,

影响长江下游降

水天气类型的因素有两个
,

一个是冬夏冷

空气活动的强弱
,

包括一半球冷空气活动
·

对另一半球的影响
。

另一个因素是赤道两

侧低纬热带环流对北半球副热带环流的影

响
。

近几年在环流影响夭气的许多研究有

助于我们比较系统地认识和考虑向题
。

其

中
,

w

r
i g h

t 对南方涛动有比较全面的阐

述
〔““ ,

指出南方涛动同全球气压场和温度

场的变化动态有关联
。

文献质〕曾综合各家
-

有关研究
,

提出了一个影响长江流域降水

的环流模式
。

另外
,

对于冷空气活动这一

因素的估价E9,
’“〕 ,

认为在南北半球大型环

流变化及其相互影响中起着积极作用
。

并

且
,

这种相互影响和作用在东亚到澳洲一

带最显著
。

综上所述
,

有关环流系统的振动如何影响长江下游天气和谷物产量的过程和机制
,

固

然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澄清;但是它们之间的基本联系和大体环节是比较明确的
。

因此
,

有

可能针对长江下游粮产区
,

建立一个环流
一

天气
一

天气产量的长期振动模式
。

图 7 是这个

模式的图解
。

按照 30 一40 年周期振动趋势
,

八十年代处在多水期
,

谷物夭气产量面临偏

低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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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结 语

通过分析
,

长江下游谷物天气产量和天气类型及其相联系的大型环流系统的准周期

性振动之特征图象是比较清楚的
。

给出的模式尚处在试验阶段
,

如何应用于具体的产量

预报尚须进一步研究
。

因为
,

模式所展示的是谷物天气产量的趋势
,

距离预测预报谷物产

量
,

中间还有一些环节需要研究解决
。

关于大气环流的长周期振动
,

据初步研究看起来
,

应该是指特定区域和固定环流系统

组合的 (如涛动 )
;
并且同季节有关

。

换言之
,

不同区域和不同环流系统组合
,

在不同季节
,

长期振动的周期是不尽相同的
:
或 30 一40 年周期显著

;
或较短的周期(如 20 一30 年) 显

著
; 或许还存在更长的 (如 50 一 60 年或 70 一80 年 )重要周期

。

天气和谷物天气产量的周

期亦然
,

并同地理位置关系密切
。

这些令人感兴趣的现象
,

我们将继续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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