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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上游地区汛期降水的准两年振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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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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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 0 4 4)

摘要 利用 1 9 5 1 ~ 1 9 8 7 年 5 ~ 8 月长江中上游地区 34 站的降水蚤资料
,

采用移动样

本序列的极大炳语法对长江中上游汛期降水 的周期特征进行 了客观
、

细致的研 究
。

结

果表明
,

长江中上游地 区存在显著的准两年周期振荡
,

并给 出 了其地理分布特征
,

其

他周期振荡则 不十分明 显
,

且不穗定
。

关锐词 准 两年振 荡
,

移动样本序列
,

极大嘀谱法
,

汛期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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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 年代以来
,

人们相继发现了赤道
、

中高纬平流层风场
、

温度场的准两年振荡
。

后来人们

又发现 了地面气压
、

气温
、

降水等也存在着明显的准两年振荡
。

因此
,

人们普遍认为准两年振荡

是大气环流及气象要素变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

80 年代以来
,

我国学者对中国降水的年

际振荡特征也进行了许多研究
。

黄嘉佑通过对我国 35 站月降水资料的研究指出
,

我国降水的

准两年振荡主要表现在华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
〔‘〕。

朱乾根等的研究则表明
,

包括长江流域在内

的我国大部分地区降水的准两年振荡是明显的
〔幻 。

王建新等的研究表 明
,

我国梅雨降水存在较

明显且稳定的准 7 年振荡
,

而准两年振荡虽也有表现
,

但不十分明显且不稳定
〔, , 。

那么
,

对长江

三峡工程 乃至整个国计民生都十分重要的长江中上游地区汛期降水是否确 实存在准两年振

荡
,

其分布形式如何 ? 此外
,

分析方法及资料选取的不同会不会影响研究结果 ?

本文用较为稠密的测站资料
,

用移动样本序列的极大嫡谱法研究长江中上游地 区汛期降

水可能存在的周期及这种周期的稳定性和地理分布特征
。

1 资料及方法
资料取自 1 9 5 1 ~ 1 9 8 7 年 5 ~ 8 月长江中上游地 区大致均匀分布的 34 个台站地面月降水

资料
。

为消除地理差异对各站点的影响并突出年际变化分量
,

对各站逐月原始降水序列作标准

化处理
,

将处理后所得的 34 站 5 ~ 8 月逐月
,

5 ~ 8 月总和及 34 站平均 的 5一 8 月总和的标准

化降水序列分别进行移动样本序列的极大嫡谱分析
。

许多工作在用极大嫡谱法研究气象要素变化的周期性时
,

以利用固定的样本长度及指定

的回归阶数求得的嫡谱值作为确定整个气象要素变化过程中主要周期的依据
,

并将这种周期

看成是不再变化的
。

实际上
,

正如么枕生
〔‘,
所指出的

,

用谱分析所求得的周期是叠加周期
,

这种

周期可因抽样的随机性而变化
,

因此
,

周期必然随记录的长短及时段的不同而不同
,

甚至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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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 曲和虚假的周期
。

M 巴特
〔5〕
指出

,

周期的可靠性必须同时考虑一系列相似条件下得到的波

谱才有意义
,

而不能以单一的时间序列谱特征作出结论
。

因此
,

为了客观
、

准确地揭示长江中上

游汛期降水的主要周期特征
,

本文用移动样本序列进行极大嫡谱分析
。

移动样本序列的时段取

为 1 9 5 1一 1 9 7 7 年
、

1 9 5 6 一 1 9 8 2 年
、

1 9 6 1 一 1 9 8 7 年
。

采用 B u r g 递推算法
,

最佳阶数 由最终预报

误差确定
〔6〕 。

为客观地反映降水的 急体周期特征
,

定义某周期 的极大嫡谱值占所有可分辨周期极大嫡

谱总和的百分比为该周期的相对极大嫡谱
,

以此作为寻找降水的主要周期的依据
。

2 移动样本序列的极大墒谱分析
图 la 、

b
、 e
分别为 1 9 5 1一 1 9 7 7 年

、

1 9 5 6 ~ 1 9 8 2 年
、

1 9 6 1 ~ 1 9 8 7 年三个时段上整个长江 中

上游地区平均 的汛期总降水量移动样本序列相对极大嫡谱图
。

在图
,

1a 上
,

对应于嫡谱峰值有

这样几个主要周期
: 2

.

0
、

6
.

5
、

8
.

7 年
,

而图 1b 上表现明显的周期为 2
.

2
、

2
.

9
、

3
.

7 和 6
.

5 年
,

图

1a 中表现明显的 8
.

7 年周期在图 lb 中已很 不明显
,

6
.

5 年周期 已比 2
.

2
、

2
.

9 年周期弱得多
。

图 1c 上的主要周期为 2
.

0
、

4
.

3
、

5
.

2 年
,

2
.

9
、

3
.

7
、

6
.

5
、

8
.

7 年周期 已难以分辨
。

可见
,

仅取 3 个

时段作移动样本序列的极大嫡谱分析
,

谱峰所对应的主要周期就有不小变化
,

但三个时段上准

两年周期一直十分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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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移动样本序列的极大嫡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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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用传统 的极大嫡谱分析法
,

只计算 1 9 5 1 一 1 9 8 7 年这一时间序列的相对极大嫡谱
,

结果

如图 2 所示
,

表现明显的周期有两个
: 2

.

0 年及 6
.

0 年
。

但这并不能说明 2
.

0 年及 6
.

0 年周期

的可靠性及稳定性
〔‘

·
5 〕,

因为这只是以单一的时间序列谱特征作出的结果
。

而移动样本序列的

相对极大嫡谱分析证明
,

准两年周期振荡在不 同的时段均有明显的表现
,

因而是稳定 的
,

而

6
.

0 年等周期的振荡则不稳定
。

我们还对 5一 8 月逐月降水序列进行同样的分析
,

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图略 )
。

因此
,

可以

确认
,

长江中上游地区汛期降水存在着十分明显
、

稳定的准两年周期
,

其他周期 (如 6一 8 年周

期 )虽也有表现
,

但不如准两年周期 明显
,

且不稳定
。

这与梅雨降水的年际振荡特征不同
〔, 〕。

梅

雨受西太平洋副高等特定天气系统的影响
,

而这些天气系统历年的位置
、

强度有 明显差异
,

从

而使得历年梅雨出现的迟早
、

梅雨期的长短
、

梅雨量的大小有很大的差别
,

因此梅雨期降水的

周期性振荡特征较为复杂
,

大气环流中的准两年振荡在梅雨降水中表现不十分明显
。

而本文研

究的对象为长江中上游 5 ~ 8 月降水
,

与梅雨发生的时间及地理区域不同
,

受影响的夭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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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尽相同
。

长江中上游 5 ~ 8 月降水更直接

地受西风带中系统的影响
,

因而准两年振荡十

分明显
。

19 5 1一 19 8 7

3 准两年周期振荡的地理分布特

征

对 34 站逐 月及 5 ~ 8 月总和共 17 0 个序

列分别进行极大嫡谱分析
,

发现在所选的 34

站中
,

大部分站的极大嫡谱值落在准两年周期

(2
.

0 ~ 2
.

7 年 )上
。

即使有些站的最显著周期

不是准两年周期
,

在准两年周期上也几乎总有

一个次大值嫡谱峰或至少是一个峰值
。

此 外
,

降水具有准两年周期的台站离散地 分布 于长

江中上游各地
。

5 7

7
.

2 5
.

。

:
一I 一3 15 17 波数
3

.

3 2
.

8 ?一 ? 一 周期 (年

图 2 传统的极大嫡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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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列出了整个汛期及汛期各月降水准两年振荡相对嫡谱大于 40 %的站点数
、

最大中心

及其相对嫡谱值
。

准两年振荡在 5 月最明显
,

相对嫡谱值达 40 %的站数多达 18 个
,

占全部站

数的 53 %
,

最大中心在钟祥
,

中心谱值高达 88
.

34 % ; 8 月准两年振荡也较明显
,

最大中心在广

昌 ; 6
、

7 月相对稍差
,

谱值达 40 %的站数分别为 n 个
、

8 个
,

最大中心分别在榕江
、

宜宾
。

再看

整个汛期(5 一 8 月 )的情况
,

准两年振荡明显
,

相 对嫡谱值达 40 %的站点有 14 个
,

最大中心在

常德
,

中心谱值达 88
.

16 %
。

由上分析可见
,

长江 中上游地区汛期各月降水均存在明显的准两

年振荡
,

但各月的明显程度和振荡中心有所不同
。

附表 准 两年振荡相对墒谱值达 40 %的站数
、

最大中心及其谱值

T ab le N u m b e r o f t he s t a tio n s a t w h ie h th e r ela t iv e e n t r o p y s p e e t ru m

e x e e e d s 4 0 %
,

m a x im a l e e n t e r s a n d th e ir s Pe e t r a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5 ~ 8 月

达 4 0 % 的站数 18
.

1 1 8 16 1 4

最大中心 钟样 榕江 宜宾 广 昌 常德

最大谱值 8 8
.

3 4 % 5 2
.

7 1 % 7 3
.

8 8% 77
.

9 5 % 8 6
.

1 0 %

下面根据图 3 来研究汛期各月降水准两年周期振荡的具体分布特征
。

5 月长江中上游大

部分地 区存在着明显的准两年振荡
,

主要表现为三个振荡 区域
,

其中心分别为钟祥
、

酉阳
、

毕

节
,

位于 5 00 h Pa
平均槽前

,

呈东北
一

西南走 向
; 6 月准两年振荡主要表现在沿江及江南大部分

地区
,

此时 so oh Pa
平均图上副高北上

,

南支槽南压
,

江淮入梅
,

可能受江淮梅雨准 7 年周期的

影响
,

6 月长江中上游降水准两年振荡没有 5 月明显
; 7 月也类似

,

只是在上游宜宾附近相对嫡

谱值达 73
.

88 %
,

谱值达 40 %的站只分布于一些零星地区
; 8 月江南大部地区位于副高南侧的

东风带中
,

准两年振荡十分明显
,

广 昌处相对嫡谱值达 77
.

95 %
,

长江以北也 出现了多个 40 %

以上的中心
,

但强度显然不如江南
。

图 4 为汛期总降水量准两年振荡的地理分布
。

由图可见
,

以常德为中心的广大区域上存在

着十分显著的准两年振荡
,

大多数站的相对嫡谱值在 40 %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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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可以认为
,

长江中上游地 区汛期降

水的准两年振荡是普遍存在的
,

但其分布形式

比较复杂
,

显著程度在各月
、

各地有所不同
,

其

形成机制与高空环流
、

地形等有关
,

有待深入

研究
。

3 0’N

4 结 论
( 1) 长江中上游地区汛期降水存在 明显且

稳定的准两年振荡
,

而其他周期振荡 (如 6 ~ 8

年周期 )虽也有表现
,

但不 十分明显
,

且 不稳

定
。

这对年时间尺度的长期预报具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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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汛期总降水量准两年振荡的地理分布 单位
:
丸

F lg
.

4 G eo g r a p hie d is tr ib u t io n o f Q BO
产5 in t h e to t a

l

p r

ec ip ita tio n fo
r th e w e t se a so n (in u n it o f砂 re e n t a g e )

(2) 准两年振荡在汛期各月均有明显表现
,

5 月最 明显
,

8 月其次
,

6
、

7 月相对稍差
。

各月的

分布区域有所不同
。

(3) 移动样本序列的极大嫡谱法较传统的极大嫡谱法更能客观
、

准确地揭示出气象要素序

列各种尺度的周期振荡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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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a d d itio n ,

w e s tu d y the d is t r ib u t io n o f th e o s e illa tio n s
.

T he o th e r Pe r i记ie o s e illa t io n s a r e n o t 5 0 o bv io u s a n d s t a ble
.

K eyw o r d s q u a s i
一

bie n n ia l o se illa t io n ,

m o v in g sa m Ple s e r ie s ,

m a x im u m e n tr叩 y s p e e tr u m

m e thod
,

floo d s e a s o n p r e e ip ita t io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