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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

,

用动态模糊聚类 作丹东大暴雨区划
’

谢世俊 丛安佐 张心有

夕 辽宁省丹东市气象科学研究所

丹东是我国北方降水最多的地区之一
,

大暴雨频繁
,

大小洪灾无年不有
。

在研究暴雨

预报方法时
,

分区建立预报工具更为有效
。

在大暴雨气候分析
、

气象服务以及抗灾中
,

也

需要对各县区大暴雨的频繁严重程度作出划分
,

以便确定工 作 重 点
。

为此
,

本 文 应用

 !一 。年共 年 个测点的资料来进行区划
。

这 些 测点包括国家和军队气象台

站 个
,

其余 个为水文站
,

是从近百个站点中挑选出来的
。

测 点 距 离一般在 一

之间
。

各点资料年代相同
,

在选择过程中对资料的均一性进行过审查
,

统计方法相

同
。

劣 ,

忿 ,

它

区划所依据的指标

最大降水量
,

取各点 年中的极值
,

分布情况如图
。

大暴雨 日数
,

取各点 年出现日雨量大于 的天数
,

分布情况如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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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丹东地区 最大雨量

单位

图 丹东地区 一 年大暴雨 日数
单位

二 ,

地形地势和地理位置
。

了 , ,

只
, 。

指标 二 是纬度 甲 ,

经度 只和高度 的函

本文于 弓年 月 日收到
,

年 月 日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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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地理条件对丹东大舞雨日数的影响 图 丹东大暴雨区划

单位

数
。

本文直接引用了局地因子影响大暴雨 日数的趋势面分析 的结果
, ’,

其意义是

地形在各地引起大暴雨日数增加和减少的情况
,

见图
。

这三项区划指标中
, 二

,
二 是预报和防讯所关心的基本问题 二 是气象工作中所必须

往意的地理条件影响
。

区划所用的方法及原理

我们采用动态模糊聚类 算法
’
来进行区划

,

其原理是 分类结果使泛函

目标函数 。 ,

的 达到最小
。

目标函数的计算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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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子值
, ”‘
第 ￡类中心值

,

范数
,

这里为绝对距离
。 “

为样本

数
,

为分类数
,

”为待选定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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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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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迭代运算
,

并且运算过程是收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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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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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心有
,

用趋势面分析 计算局地因子对暴雨分布的影晌 丹东井

雨成因及规律研究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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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指标数
。

本文指标为 个
, 。二

。

以简单形式计算
,

取 。 二
,
丙

,

限定误差值
,

迭代到误差小于 时
,

即达到分类目的
。

气

计 算 步 骤

给出区划指标的原始数据矩阵

一 ‘ , , , 一
劣

, 了

忿, ,

劣
, 宕

, ,

⋯
为地点号

。

给定初始分类矩阵 。。,

使满足

每个元素的权重
。‘,

都在
,

间取值

每列元数之和为

每行元数之和大于
。

。 。

。 。 。 。 。

二

。 。 。

⋯

一一

按公式 计算类中心值 ”
, 、。

因云
, ,

故 ”‘
, 。

值是 。个
。

按公式  计算权重数值 川
, , , ‘为迭代序号

,

第一次计算 二
。

通过计算得到矩阵
、‘ 。 ,‘, ‘ 玄

, , ,
二

, ,

⋯
判断

。 二 。 , , 一。 扮

如果
,

即未达到精度要求
,

则以
。‘

为初始矩阵
,

重复迭代
,

直 到 达精度要求为

止
。

达精度要求后
,

便将
。‘

矩阵中每一列
‘, ,

的最大者变为
,

其余变为 。,

即获得分

类矩阵
,

形如

、

⋯⋯⋯
,工一

一一
了‘

、
了

社‘
、

区 划 结 果

育

经过九次迭代 一
,

达到精度要求
,

误差 一
,

得出分类矩阵
。

区划结果如图
,

共分为三类六区
。

由于丹东地区大暴雨次数和雨量都多于北方各地
,

因而对三类大暴雨区定名为
,

大

暴雨较频繁严重区
,

大暴雨频繁严重区
,

大暴雨最频繁严重 区
。

各区情况如下

区 为鸭绿江中下游右岸河谷浅山区
,

包括宽甸县南部和丹东市郊一部分
。

这里

是东北的暴雨中心
,

年雨量在 以上
。

参加区划的 年中
,

丹东地区发生 功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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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特大幕雨过程 宁次
,

有 5 次发生在 n l 区
。

本区魂河
、

蒲石河汇入鸭绿江处
,

是历年

防洪的重点
。

历史上几场特大的台凤基雨
,

中心都在本区的黑沟
。

11 区
:
年雨量在 1000一1200m ln 之间

,

是气旋暴雨最多之处
,

大暴雨也很频繁
,

25 年

中发生过两次 500 m m 以上的特大暴雨过程
。

根据本区地理特点
,

分为两个亚类区
:11 ‘

为
·

抽凤南部丘陵区
,

包括抽岩县和凤城县南部和东沟县西北部
,

位于大洋河中下游
,

常有洪
-

涝及内涝发生
。

1 1
,
为凤宽北部山区

,

包括凤城县东北部及宽旬县北部
。

本区几 乎每 年

都发生
“
啸山

”

( 泥石流)事件
,

冲毁铁路
、

公路和农田

I 区
:
年雨! 在 800 一1000m m 之间

,

多于北方广大地区
。

大暴雨次数较 11
、

I n 区少
,

而多于丹东以外的地区
。

分为三亚类 区
: I。 为南部沿海乎原区

,

包括东沟县的大部
,

副高

西部切变线引起的暴雨
,

多分布于本区
。

当暴雨与风暴潮同时发生时
,

在鸭绿江口和大洋

河口便遭受严重损失
。

I
, , 为抽风西北部山区

,

包括帕岩县
、

凤城县西北部
,

是靠近辽东

半岛分水岭的山脊地区
。

本区暴雨多为冷祸和偏北冷锋引起的局部性撰雨
,

用线等强对

流天气多由本区进人
。

I
:

为宽甸东部山区
,

处于鸭绿江支流浑江南侧
,

属深山区
,

也是易

于发生
“
喻山

”

和洪涝的地区
。

以上区分
,

与防汛实践经验基本相符
,

而且更明确地判明了工作重点
.
从 地理环境

看
,

丹东处在辽东半岛向东南的斜坡上
,

有利于夏季东南气流的抬升
。

雨t 线
、

暴雨次数

等值线等
,

略与地形等高线平行
。

把丹东地形月为三级阶 梯
,

与区划结果的界线基本一

致
。

石
。

小 结

此方法的优点在于能根据分类要求的数目和精度
,

获得明确的分类结果
。

但分类数

及精度含有经验性
。

对此
,

我们先用点聚图方法
,

对 二: , ‘ : 作了分析
,

发现点子聚为三个

群落
,

这样取 奋= 3 使其不失客观性
。

此法如用手算
,

颇感烦琐
,

但用微型计算机
,

程序井
一

不复杂
,

很快能打印出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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