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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

从 1 9 7 5 年到现在
,

我们用 1
.

6 m 地温做汛期 (4 ~ 9 月)降水预报的工作已有 13 年〔‘一 3 ’。 根据汤恐

苍在美国的工作
,

用 1
.

02 m 季平均地温距平做美国下一季的降水预报
,

其历史检验的效果似乎比 中国略

好川
,

但美国地温的资料情况比中国要差得多
,

到 1 98 2 年为止有 1
.

02 m 深度地温的侧站仅 38 个
,

由于

资料太少以至于分析图时颇感困难
。

而中国现有 0
.

8 m 地温的测站己达 200 多个
,

这样所分析出的图任

意性很小
,

所以实际预报的效果应该是中国的比美国的好
。

1
.

资 料 及 处 理

考虑到 0
.

8 m 地温距平的绝对值一般小于 1℃
,

为了消除十年际气候变化的影响
,

我们对地温资料

分三个时段求平均
,

即 1 9 5 4一1 9 6 5 年
、
1 9 6 6 年一1 9 了5 年和 1 9 7 6一 1 9 8 3 年三段

。

然后按季度求距平 (3 一

5 月为春季
、

余类推 )
,

填图分析
,

每隔 0
.

so c 划一条线
,

最后分析高温和低温轴线
,

规定
:

在我国的东西两

部份高温和低温轴线至少各划一条
,

一般是两条最多不超过三条
。

季降水距平百分率图抄自中央气象台
,

在这些图上我们也分析了相应的多雨和少雨轴线
。

对这两套图对比分析后得到以下一些结果
。

2
.

高温轴线与下一季多雨轴线的相关统计

1 9 5 4一1 9 8 3 年的 12 0 张 。
.

s m 季平均地温距平图上
,

有 98 张 (占 82 % )的高温轴线 是东西走向

(与纬线的夹角小于 45
“

)
,

只有 22 张(占 18 % )是南北走向
。

对东西走向的轴线
,

我们取 10 。
“

一1 0 5
“

E

(代表高原季风区)和 1 1 5
。

一1 20
O

E (代表海陆季风区)两个经度区间(100
O
E 以西因资料少

,

距平图的分

析质量不高
,

故不作统计)
,

分别统计出每张图上高温轴线在此经度区间内的平均纬度
,

再统计与其紧邻

的后一季度 (以下简称
“

后季 ,’) 的降水距平图上与此高温轴线相应的多雨轴线的平均纬度
,

求出两者的

纬度差 (记作 △必)
,

若某条高温轴线无相应的多雨轴线
,

则记作 △必> 4o
。

每张图上只统计最高温轴线和

次高温轴线(也可以不存在 )
。

第三高温轴线与后季多雨轴线的对应关系
,

不予分析
。

规定
:

凡雨带偏在

高温带之北
,

记 △必为正
,

反之为负
。

30 年季的 △必统计结果列于表 1
。

表 1 高温轴线与后季多雨轴线纬度差 (△磷
‘
)的频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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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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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温轴线呈南北走向 (与纬线的交角大于 4 5
。

)者
,

我们仿照以上 办 法
,

取 25
。

一30
“

N 和 35
“

一

4 0
“

N 两个纬带
,

统计高温轴线所在的平均经度与多雨轴线的平均经度的差值(记作 △只)列于表 2 (多雨

轴线偏东者取
“

+
”

号
,

反之取
“

一
”

号)
。

表 2 高温轴线与后季多雨轴线的经度差(△幻的频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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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和表 2 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

(1) A价(或 A劝在一 2
。

一2
“

范围内者占总数的 76 %
,

与文献〔5 」的统计结果基本一致
。

这表明用

o
.

s m 高温轴线来确定后季的多雨轴线是基本可行的
。

(2) 由表 1 可见
,

△必< 一 2
“

的频次比 △必> + 2
“

的频次要多约一半
,

表明多雨带是较多地出现在前

季高温带的偏南一些
。

(3) 由表 2 可见
,

多雨轴线平均是偏在前季高温轴线的东边
,

特别是北方地区(3 5
。

一40
O

N ) 东偏更

多
。

以上这些统计结果对降水的季度预报会有所帮助
。

但多雨轴线与降水量距平之间并无定量关系
,

有的多雨轴线所代表的正距平(R
’

> 0) 区可宽达 1 0 0 0 k m 以上 ; 有的只是一些零星孤立的 R
‘

> 0 区(尺
·

度~ 1 0 0 k m )的串联
。

所以欲作降水量的定量预报
,

仅有轴线的相互对应是不够的
。

3
.

降水特少或特多之前季地温场特征

我们用降水正距平区的面积所占总面积的百分比(R
十
% )作为一个表征量

,

规定凡 R +
% > 65 % 者称

为多雨
,

R 十
% < 3 5%者称为少雨

。

这样可以将所有的降水量距平图分为多雨
、

正常
、

少雨三型
。

下面先
\

讨论两种极端情形
。

图 1 是 1 9 6 2 年 9一11 月 0
.

8 m 地温距平图
,

其后季 (1 9 63 年冬季) 是全国 30 多年来最干的一个季

(见图 2 )
。

全国第二个最千季是 1 9 6 1 年冬
,

将其前季的地温绝平图(图略) 与图 1 结合起来分析可看到

以下共同特点
:
(1) 高原东侧 1 0 。

。

一1 0 5
”

E 附近有一高温带
,

(2) 西半部是大范围的低温区
,

(3) 东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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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 9 6 2 年 9一 2 1 月 0
.

8 m

地温距平图 (单位℃ )

图 2 1 9 6 3 年冬季( 1 9 6 2
.

1 2一1 96 3
.

2 )

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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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大致也是低温区
,

但间以零星的正距平区
。

我们普查了 30 年的 120 张 。
.

s m 地温距平图
,

发现完全满

足上述三条者共有 7 次
,

其后季均是全国大范围少雨
。

普查中还发现高原东侧的高温对我国东部的降水是一个很强的抑制因素
。

得到如下一条规则
:

凡

是温度距平最高带出现在高原东侧(9 5
。

一1 05
O
E

,

个别情况到 108
“

E )
,

而且在其东边(105
。

一1 1 5
“

E )有

一明显低温带的季度
,

则我国东部的 2 5
“

N 以北地区(东北地区可能例外)后季总是少雨型
。

共有 20 个

季度(占总数 17 % )满足这一规则
,

没有反例
。

(计为
: 1 9 5 5 年冬

,
1 9 5 7 年冬

、

夏
,

1 9 5 9 年秋
,

1 9 6 0 年冬
、

春
、

秋
,
1 9 6 2 年春

,
2 9 6 2 年秋

,
2 9 6 4 年秋

,
1 9 6 5 年春

,
2 9 66 年春

、

夏
,

2 9 6 7 年秋
,

2 9 6 9 年秋
,

1 9 7 2 年冬
,

1 9 7 6 年秋
,
1盯8 年春

,
2 9 5 2 年冬

、

秋
。

)

图 3 是 1 9 6 4 年冬季的 o
.

s m 地温距平图
,

它的后季是我国近 30 年来降水最多 的季 (图 4 )
。

1 9 7 6

年冬季是第二个降水最多的季
,

将其前季(1 9 7 5 年 9一 n 月)的地温距平图与图 3 合起来分析
,

可发现其

共同特点是
:

(1) 在 95
。

一l o5
O
E 之间有一宽约 5 个经距的低温带

, ’_
.

它是全国 40
“

N 以南 的 距平最低

区 ; (2) 此低温带的东西两边是两块高温带
,

中心值大于 + 1℃ ; (3) 华南是一低温区
。

对大范围降水最

重要的是第一点
,

我们根据这一点反查了 30 年的所有个例
,

发现有 21 个季满足这一点
,

(计为
: 1 95 6 年

秋
,
1 95 8 年春

,
1 0 6 2 年夏

,
1 9 6 4 年冬

,
1 9 7 0 年冬

、

春
,
1 9 7 1 年春

、

夏
、

秋
,
1 9 7 2 年夏

、

秋
,
2 9 7 3 年春

,
1 9 75 年

秋
,
1 9 7 7 年春

、

夏
、

秋
,
1 9 7 8 年冬

,
1 9 7 9 年春

,
1 9 5 1 年夏

,
1 9 5 2 年夏

,
x g s 3 年冬

。

) 其后季出现多雨型 7 次

‘占多雨型总数的
命

一 4 , % )
,

出现正常型 , 3 次
,

少雨型仅出现过一次
。

这就是说
,

当高原东侧为一 低

温带时
,

后季出现多雨或正常的机率达 95 %
。

这对季度预报无疑是有用的
。

训川门
l

!J川川

丫\
、、\

图 3 1 9 6 3 年 1 2 月一1 9 6 4 年 2 月
0

.

8 m 地温距平图

图 4 1 9 6 4 年 3一5 月降水量

距平百分率图

4
.

地温特高或特低的后季降水分布特征

30 年的 12 0 张 o
.

s m 季平均地温距平图上
,

最暖的季度是 1 9 8 1 年春季
,

正距平区的面积约占全国

的 93 % (图略 )
,

最冷的季度是 1 9 7 。年春
,

负距平区约占全国面积的 95 %
。

如果我们规定
,

凡正距平义负

距平)区面积占总面积 90 % 以上者称为特暖 (特冷)季
。

则 30 年来共有 4 个特暖季 (1 95 8 年冬
,

1 9 7 3 年

春
,
1 9 7 5 年秋

,
1 9 8 1 年春)

,
9 个特冷季(1 9 5 7 年冬

,
1 9 6 0 年秋

,
1 9 6 1 年秋

,
1 9 6 5 年夏

,
1 9 6 8 年冬

,
1 9 7 0 年

春
,
1 9 7 6 年冬

、

春
、

秋)
。

4 个特暖季之后季出现多雨型和正常型的次数各占一半
,

未出现少雨型
; 9 个特

冷季之后季出现正常型与少雨型几乎各占一半
,

未出现多雨型
。

可见就全区域而言
,

地温高低与后季降

水也具有正相关关系
。

地温距平场的另一种具有特色的分布是
:

我国东西两半 (大致以 100
“

E 为界) 各自内部的距平符
一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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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一致
,

但两半部之间符号相反
。

它又分为西正东负和西负东正两类
,

前一类计有
: 1 9 5 8 年秋

,
1 9 6 9

年春
、

秋
,
1 9 7 1 年冬

,
1 9 了2 年春

,
1 9 了4 年冬

,
1 9 7 9 年春等 7 个季度

,

其后季西部有 5 个为多雨型 2 个是正

常型 ; 东部有 4 个少雨型
,
3 个正常型

。

西负东正的季度计有
: 1 95 6 年冬

,
1 9 5 9 年夏

,
1 9 6 1 年夏

,
1 9 6 3 年

秋
,
1 9 6 9 年冬

,
1 9 7 3 年夏

,
1 9 7 5 年冬

,
1 9 8 。年冬等 8 个

,

其后季西部全是少雨型
,

东部是多雨型和正常型

各占一半
。

最典型的个例是 1 9 6 1 年夏
,

西部负距平中心达一 2℃以下
,

东部的正 中心在 + 1
“
c 以上 (图

5 )
,

其后季我国东半部除东北外几乎全是降水正距平
,

西部除北疆外几乎全部少雨
,

东西之间对比十分

强烈(见图 6 )
。

只5
.

g s
a

1 0 万
一

1 ]苏
。

1 25
.
F

二

图 5 2 9 6 1 年 6一8 月 o
.

s m

地温距平图

图 6 1 9 6 1 年 9一 1 1 月降水

距平百分率图

5
.

结 束 语

通过分析 1 95 4一 1 9 8 3 年 30 年的逐季 o
.

s m 地温距平图
,

发现高(低)温轴线与后一季的多 (少) 雨

轴线墓本相合
,

两者偏离在土 2
“

纬距以内者占 7 6 %
。

全国性多(少 )雨季的前季地温场最显著的特征是

青藏高原东侧(大致 95
“

一1 05
“
E )有一条低(高)温带

。

全国性的地温高(低)季之后一季
,

出现多(少)雨

型的机率比少 (多)雨型要大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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