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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旱涝的

蒋尚城

O L R 特征
‘

温士顿

(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 ) (马里兰大学气象系 )

卫星观测的 o L R (射出长波辐射) 资料已在大气环流变化及气候异常为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

本
文试图利用美国气候分析中心所提供的 9 年 N O A A 卫星所观测的 O L R 资料

,

对长江流域的夏季雨量

的估算进行试验并对旱年
、

涝年的广大低纬地区的 O L R 特征进行诊断分析
,

为卫星资料应用于长江流

域的旱涝分析预报作一初步探索
。

1
.

资 料

本文用到两个基本资料集
,

一是 1974
.

6一1 9 84
.

5( 其中 1 97 8 年有 10 个月缺测 )N O A A 极轨卫星系

列一天二次的 o L R 资料 (全球 2
.

5
“ 只 2

.

5
。

格点数值 )
。

关于此资料的详细说明见 G ru b e r 和 W in s to n 石’了

及 G ru b er 和 K rue ge rlz ]的文章
。

月季平均值资料是由美国气候分析中心所提供
。

另一是相应时期长

江流域(95 个测站 )的降水资料
,

是由中国地面观测月报表得到的
。

2
.

O L R 与雨量的关系

1) 计算

图 1为长江流域计算 区的范围
,

共分为 24 个 2
.

5
O x 2

.

5
。

的网格区
。

取每个网格区中心格点上的

表 1 长江流域不同时空尺度O L R与雨量的相关 (全部相关系数显著性水平均超过0
.

01 )

NNNNNNNNNNNNNNNNN rrr bbb

时时时 空空空空空空

月月月 A ...
平 均均 6 4 8 (2 1 6 ))) 一 0

.

4 6 (一 0
.

6 8 ))) 一2
.

7 3 (一 4
.

4 1 ))) 7 9 7
.

54 (1 2 10
.

17 )))

距距距距 平平平 一 0
.

5 3 (一 0
.

6 4 ))) 一 3
.

7 6 (一 4
.

4 7 ))) 000

BBBBB * ***
平 均均 3 7 8 (1 08 ))) 一 0

.

6 2 (一 0
.

4 9 ))) 一 3
。

1 6 (一 2
。

3 8 ))) 9 0 5
.

12 (7 1 7
.

3 3 )))

距距距距 平平平 一 0
.

6 8 (一 0
.

6 5 ))) 一3
.

8 9 (一 3
.

4 6 ))) 000

CCCCCCC 平 均均 2 777 一0
。

8 555 一2
。

6 444 7 7 6
。

2 444

距距距距 平平平 一0
.

8 111 一 2
.

8 777 000

AAA ***
平 均均 2 1 666 一0

。

3 555 一 1
。

7 000 5 6 3
.

4 333

距距距 平平平 一0
。

5 555 一 3
。

4 444 000

BBB 二二 平 均均 12 6 (3 6 ))) 一 0
.

5 7 (一0
.

4 5 ))) 一2
。

5 1(一 1
.

8 ))) 7 5 5
.

7 1(5 8 5
.

0 7 )))

距距距 平平平 一 0
。

7 3 (一 0
.

7 2 ))) 一 3
.

7 9 (一 3
.

8 1))) 000

CCCCC 平 均均 999 一O
。

9 444 一3
。

0 555

距距距 平平平 一 0
。

9 444 一 3
。

0 666

不带括号的是对全区24 个2
.

50 x 2
.

S’网格区取样
,

带括号的是对长江优城干拢区 8 个2
.

S’ x 2
.

5’网格区取样。

不带括号的是对14 个扩 K 5’有重盛的网格区取样
,

带括号的是对 4 个5
. x so 独立的网格区取祥

。

*
本文于 1 9 8 7 年 1 0 月 2 0 日收到

,
1 9 88 年 5 月 2 4 日收到最后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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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L R 值作为该区的平均值
,

而各区内的

平均雨量则由该区内几 个 测站的雨量平

均求得
。

由这二个资料集再对 不同时 间尺度

(月
、

季)和空间尺度(A
: 2 5

。 “ 2
.

5
。 ,

B :

5
。 > : 5

“ ,

C : 7
.

5
“ x Z o

o

)计算 O L R 及雨

最的 平均值和 距平值
,

分别进行相关统

计
,

结果如表 1
,

这里 N 为样本数
, a ,

b 为
、

回归系数
, : 为相关系数

。

回归方程y 二 a +

b x ,
y 为雨量(m m )

, x

为 O L R (W / m
’

)
,

△为对 9 年平均 的 距平
,

△y ~ b
·

△x 为

距平的线性方程
。

另外还对于各个网格区分 别 计算了

, ,

图 2即为对于 A 和 B 尺 度的分布图
。

格点中 上面 的数字是对月平均计算的

下面括号 内 的数字是对季平均汁算的
。

最后还对于 19 79
.

1 2一1 9 8 0
.

1 1 整年

进行了旬平均为相关计算(图略 )
。

2) 结果与讨论

主要计算结 果如 表 1 和 图 2 所示
,

由此可 以看到
:

¹ 长生充嘴夏季为月
、

季 O LR 与

雨璧又其厄平艺可育简 单为块性关系
。

对 于 A 尺变
,

相 尧 系攻为一 0
.

53
,

在民

江 充成干充上 (包 括 8个网 洛 区 ) 则为

一。
.

3 生,

经 准登灵奢性 水 平 均 超 过

0
.

0 1 ,

这个 值 与 A rk in ‘’ ( 19 84 ) 所 计

算的 197 4一 i , 8 。年 夏季 热带 中太 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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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长江流城 r 的分布
( a

: A 尺度 ( 2
,

5 0 x 2
.

5 0
)

, b : B 尺度 (5
0 x s 。

) )

。

这个结果是令人技午为
,

因为在这以前
,

用卫星资料估算月
、

季雨量的工作 (如 B ar ret t〔’J , ki lon s ky
朴多

和R 。m ag 。〔‘ ]及 A rk i。仁
’]等工作 ) 均 只 限于热带 洋面

,

而对中纬度大陆是否也存在狡好的关系一般是怀

疑的
。

乡 统汁结果表明
,

相关系数是随时空尺度的增加而增大 (表 1)
。

对于 C 尺度 (即整个长江流城区 )

相关系跳达一 。
.

94
,

虽然泽本数减少
,

但相关的显著性水平仍超过 。
.

01
。

说明大 面积的 OL R 与雨里

的相关畏度很高
。

再从时月尺度看
,

距平值的相关季的都比月的高
,

而平均值仅 C 尺度是如此
。

从 10

天平均为垅汁洁袅
,

C 尺度为负相关系效从 0
.

94 降为 0
.

58
, A 尺度则降为 0

.

31 ( 夏季 )

度大大降低
,

这表明月平均也许是线性关系能应用于雨量沽算的临界时间尺度
。

只

’

相””

释
» 从长江流域 【的分布(图 2) 看

,

关 系最差的是在西部高原东侧的上游地区
,

最大相关则在长江流

域 9 年平均的最大雨量中心附近
。

达暗示地形和降水且可能是影响
r
的重要因子

。

1) A r k i n , P
.

A
. , A n e x a m i n a t i o n o f rh e s o u th e r n o s e i lla t io n i n t h e u PP e r t r o Po s Ph e r ie t r o P ie a l a n d

s u b t r o P ie 31 w i n d f ie ld , 22 3一228 , 19 8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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¼ 虽然只算了 1 年的旬平均资料
,

也有助于我们了解 r 随季节的变化
。

结果正如所预计的那样
,

r
在冬季即便是 C 尺度也只有一 O

。

21
,

比夏季低得多
。

而在热带洋面上 r 的季节变化很小
。

这是容易理

解的
。

由于东亚季风区主要降水集中于夏季
,

其它季节雨天较少
,

冬天更少
。

这时月平均的 O L R 值不

仅决定于雨量的多少
,

还更决定于地理位置及地形
。

这说明热带洋面以外的地区
,

简单的线性关系只适

用于降水集中的雨季
。

3
.

长江流域旱涝年的 O L R 特征

我们从有 O L R 资料的年代里选出 1 9 7 6 年(旱年 )和 1 98 0 , 1 98 3年( 涝年 )作旱涝个例的对比分析
。

图 3 为对应年的 O L R 夏季( 6
, 7 , 8 月 )平均图

。

一般说来
,

在低纬地区
,

小于 225W / m
之

的区域为对流活

动区和降水区 (对应为 1T C z 区 )
、

大于 250 w / m
Z

的区域为大规模下沉干区 (即对应副热带高压区 )
。

由

图可以看出长江流域旱年和汾年
,

印度和西太平洋 I T C z 的强度和副热带高压的位置是有明显差别的
,

我们把这些系统称为影响长江流域早涝的关键系统
,

并以该系统活动 区内的最小和最大 O L R 轴所在

的位置作为 IT C Z 和副高的位置
,

最小与最大 O L R 的区域平均值表示其强度
,

将旱涝年这些关键系统

6勺特征值列于表 2 以资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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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旱涝年低纬关健系统的位置
、

强度及其距平值

气候平均

,人,曰n内Dn
j
lZ
J山咋 任,曰,翻,山

南
、

北 IT C Z 与副高的强度

(W / m
Z

)

IT C Z (7 0一1 0 0
o
E )

IT CZ (1 2 0一 15 0
o
E )

南 IT C Z (13 5一 1 6 5
o
E )

副高(1 20一 15 0
O
E )

南
、

北IT C Z 与副高的位置(纬度 )

IT CZ (70一1 0 0
o
E )

IT CZ (1 2 0一1 56
o
E )

南
.
IT C Z (13 5一 1 6 5

o
E )

副高(12 0一I5 0
O
E )

1 4
.

2

8
。

9

4
。

8

2 3
。

8

111 9 7 6 (旱 ))) 1匀8 0 (涝)))

平平 均均 距 平平 平 均均 距 平平 平 均均 距 平平

222 0 888 777 1 8 999 一1 222 1 9 666 一 555

222 2 222 1 000 2 0333 一 999 2 0 999 一 333

222 2 555 555 1 9 999 一 2 111 2 0 999 一 1 111

222 5 333 777 2 5 999 1 333 2 4 888 222

1115
。

666 1
。

444 1 4
.

666 0
.

444 1 3
.

222

111000 1
.

111 7
。

777 一 1
。

222 7
.

555

666
。

333 1
。

555 3
。

888 一 1
。

OOO 3
.

555

222 7
。

111 4
。

lll 2 1
。

555 一 2
。

333 1 9
.

888

.

指南半球 IT CZ
,

纬度为南纬
夕

正距平为偏南
,

负距平为偏北
,

无特指南的系统均指北半球
。

由表 2 可以看到
:

1
.

印度及西太平洋的 IT c z 强度涝年都比旱年强
,

且最小 O L R 在涝年都是负距平
,

旱年则为正距

平
。

2
.

有意思的是涝年南太平洋上 IT C Z 的强度比北半球更强
,

其距平为一 21 w / m
,

(1 9 8。) 和一 n

w / m
,

(1 98 1)约为北半球的一倍以上
。

这说明南半球对长江流城洪涝的影响不容忽视
。

3
.

无论是旱年和涝年最大 O L R 值(表示副高强度 )都是正距乎
。

说明西太平洋副高强度不是长江

流域旱涝的决定因子
。

4
.

西太平洋 IT C z 与副高的位置旱年与滋年有明显差别
。

早年都偏北
,

涝年则都偏南
。

但是副高

的位置差别比 IT C Z 的差别明显得多
。

所以通过诊断分析
,

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

长江流城旱涝低纬地区 O L R 的特征是清楚的
,

对于涝年
,

印度洋 IT C Z 和两半球的西太平洋 IT C Z 都偏强(最小 O L R 负距平 )
,

西太平洋副高与 IT C Z 的 位置都

偏南(最大 O L R 轴所在纬度位置为负距平)
,

而副高的位置偏南更明显
。

早年则相反
。

这很可 能反映

了低纬强迫热源(rr C Z 中的对流活动产生的 凝结潜热释放) 的异常对中高纬大气 环流异常的 重要作

用
。

其具体影响过程的机制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

对实际演报而言似应更多地注意低纬度(不仅副热带而且赤道两侧的 IT C z )
。 “

立足于低纬洋面
”

川

不仅是暴雨中短期预报的重要观点
,

也应当作为旱涝长期预报的基本观点
。

故对于长江流城的 旱涝预

报应更着重于监测 rr C Z 的异常井把卫星的 O L R 观测作为重要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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