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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子俊 童绍颜 姜东怡

(内蒙古气象局 )

气象观测数据的时间序列(动态数据)
,

是一个具有无限的现实联系并具有无限转化可能性的客观

系统
。

本文使用连贯综合法(一种用多种方法综合迭加的统计思想 ) 近似地描述客观观测数据
。

经自回

归诊断分析和对历史资料的检验
,

收到较满意的结果
,

曾在黑白灾长期预报实际业务中应用过
,

也取得

较好的效果
。

1
.

方 法 简 介

外部世界是一个复杂形态的巨大整体系统
。

因此对预测对象须从多个侧面予以考虑
。

其发展变化

不仅受客观环境制约
,

且有自身内在的演变规律
。

用数学模型可描述为
:

李= w (劣 )+ 尹(‘)+ 凡 (才)+
。

(1)

式中 y 表示预报对象 ; w (x )表示受外部因子 x 制约的变化量
,

可由多元分析确定
; 夕(t) 为周期函数 ,

斌 t) 为平稳随机序列 ; 。 为误差项
,

由未予考虑因素及未知因素所致
。

根据以上认识
,

就预报方法简介如

下
。

l) 模型的诊断分析〔‘〕

各种统计模型都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成立
。

因此不可忽视对模型初始条件的诊断分析
。

本文的预

报对象为内蒙全区的黑白灾 ” 。

将样本〔N 一 3 7) 资料分西
、

中
、

东部 (I
、

H
、

11 1)三个区
。

由于(l) 式为线

性模型
,
w (二 )用逐步回归法确定

,

故须进行正态性检验
。

用偏度
、

峰度检验法仁2 」,

计算结果表明
,

在信度

a 二 。
.

05 条件下
,

三个区的黑白灾序列可认为遵从正态分布
。

2 ) 建立逐步回归预报方程

计算北半球 5 0 0 h Pa
月平均高度相关场

。

在 I
、
1 1

、
IH 区各初选 16 个因子的基础

_

L
,

建立逐步回归

预报方程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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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上式中因子 x 的含意参见文献” 。

3) 周期分析订正

由上述逐步回归计算结果
,

可分别得到三个区的残差 占
, ,

即
:

创
)一少

‘’一 加{梦
) ,

叫
, , 一 y‘川 一斌岁

,

沪{
二, 一 y‘” ,’一 w {劣

, 。

我们认为
,

在剔除外界对预报对象影响后
,

所得之残差应主要反映要素自身的演变

规律
。

周期分析订正
,

就是用方差分析方法对 d
:

寻找周期
,

求得它的沽计值 抓 t )
,

从而使预报结果的误

差进一步减小
。

每一区均取两个周期(经 F 检验 )
,

计算从略
。

通过周期迭加
,

得迭加值 抓 t )
,

用以对 氏

进行估计
。

由 占
,

一抓 t) 泣 j
Z

得残差 占
2

后
,

再对之进行平稳时间序列分析
,

是下一步的工作
。

4) 自回归修正

本文于 1 95 。年 1 月 1 7 日收到
,

2 0 5 9 年 5 月 2 9 日收到 修改稿
。

忿 童绍颜
,

内蒙古地区黑白灾标准及其气候特点的初步分析
,

内蒙古气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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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步将考虑要素自身演变规律的第二个因素
,

即要素的前期值对后期值变化的影响
。

所得 占
2

的基础上
,

用自回归法求得 占
:

的估计值 n (t )
,

是这一步要解决的问题
。

三个区各选三个最大的自相关系数(均经 尸 检验 )得自回归预报方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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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出此三种方法综合迭加而得的值
,

姑且称为连贯综合值(夕)
,

其方法称为连贯综合法
。

其计算通式为
:

夕= w (x ) + 夕(t )+
二
(t ) (4 )

2
.

对 比 分 析

1) 由(4) 式可知
,

连贯综合法的预测效果必然优于单一的逐步回归或自回归法(数据比较表从略)
。

值得指出的是
,

本方法对小概率事件(< 2
.

0 的严重黑灾
,

) 4
.

0 的严重白灾两个极端情况 )的预测有较为

满意的效果
,

则是难能可贵的
。

2) 连贯综合法所得残差序列的检验

(1) 由于连贯综合法是线性变换
,

因为样本动态数据已通过正态性检验
,

故残差必遵从正态分布
。

(2) 平稳性检验
—

参数检验 [aj

经计算(计算结果从略 )分析结论为接受平稳性假设
。

分析还告诉我们
,

就平稳性而 言
,

姚> j
,

> y

(样本动态数据)
。

即经自回归诊断处理后的资料数据
,

优于未处理过的资料数据
。

(3) 连贯综合法所得残差 d
。

序列的自相关检验〔a〕

经计算(计算结果从略 )分析可知
,

占
,

是白噪声
,

而样本残量仅在 In 区可视为白噪声
。

故处理后的

数据更符合假设条件
。

3
.

讨 论

l) 用本方法作 1 9 8 8 年度内蒙三个区黑白灾预测
,

利用(4) 式得 夕‘” = 4
.

3
,

少
”’一 2

.

6
,

少川
’= 2

.

2
。

即 1 9 8 8 年冬至 1 9 8 9 年初春
,

内蒙西部将有白灾
,

中
、

东部基本正常
。

实况验证
,

此预测基本正确
。

2) 小概率事件是天气预报工作的难点
。

本方法不但报正常情况拟合率高
,

且报小概率事件也有可

靠的机率
。

1 9 8 8 年实际业务使用也取得较好结果
,

我们认为是因为数学模型体现了事物成因的复杂性
,

从而较好地刻划了事物的本质
。

3) 本方法在考虑外部因子作用时
,

数学模型选用逐步回归法
。

我们认为预报的关键是 因 子 的 筛

选
。

只要选好因子
,

用多元分析的其它方法取代逐步回归
,

也有相同效果
。

4) 随机序列一般是非平稳的
。

本方法用平稳时间序列法所得估计值 斌 t) 与残差 d
Z

值差别很小
,

又经白回归诊断和统计检验
,

取得满意结果
。

这说明本方法是寻求随机序列平稳化和误差的白噪声途

径中的一次有益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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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象学会第 22 届全国会员代表会议在青岛召开

中国气象学会第 22 届全国会员代表会议于 19 9 0 年 10 月 23 日至 26 日在青岛召开
。

来 自全国各

地
、

各部门的 1 40 余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回顾总结第 21 届理事会任期四年

来的工作 ; 汇报近四年来我国大气科学各分支学科取得的科学进展 , 选举产生第 22 届理事会 领导成

员 ; 表彰为学会工作做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
。

国家气象局党组向这次会议发了贺词
,

高度评价了学会

的工作
,

称赞中国气象学会在其 6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
,

为建设我国现代化气象科技事业做出了重大贡

献
。

第 21 届理事会理事长陶诗言致开幕词
,

副理事长章基嘉向大会做工作报告
。

报告全面回顾了第21

届理事会四年来的工作
,

总结了经验
,

并就下一届理事会的工作重点提出了建议
。

与会代表们认真听

取了章基嘉同志的工作报告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

最后一致通过了这个工作报告
。

代表们还讨论通过

了经过修改的
《

中国气象学会章程
》 。

会议期间
,

动力气象学等 11 个分支学科委员会做了近四年来学科研究进展的报告
。

从这些报告中

可以看到
,

近四年来我国气象科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

学术气氛十分活跃
,

学术水平有了明显提

高
。

到会的 2z 届理事会理事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常务理事
、

理事长
、

副理事长和秘书长
。

章基嘉

当选理事长
,

曾庆存
、

周秀骥
、

王锡友
、

刘式达
、

陆渝蓉当选副理事长
,

彭光宜当选秘书长
。

会议还

决定聘请陶诗言
、

黄士松为第 22 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 ; 授予叶笃正
、

谢义炳中国气象学会荣誉会员称

号
。

会上还表彰了从事气象工作 50 年以上的 24 位老一辈气象工作者
,

表彰了先进省级气象学会
、

先进

省级气象学会秘书处
、

先进地
、

市气象学会及优秀兼职学会干部
。

会议期间
,

还召开了第 22 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

讨论了各分支学科委员会的组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