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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H"'3)[系统为例%推导出集合平均所定义的完整动力方程#均值方程$%将初值的集合平均

问题作为一个广义的动力系统问题来进行研究"对于双初值和多初值的均值方程%利用定性理论分

析了其吸引中心的位置和个数%并使用数值试验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平均值的吸引子的结构与原

解的吸引子位置)数量和结构均有不同( 对均值方程的特征矩阵分析表明%定点附近的稳定性与原

方程相同%而且特征方程所对应的特征值也与原方程相同( 均值方程对应的相流散度为负值且数

值上与原系统相同%因此其在相空间中的体积收缩速度和原系统相同%最终趋向一个低纬曲面%均

值方程的这个性质使得H"'3)[系统的集合平均解趋于一个吸引子( 均值方程可以保持原方程的

耗散特性)吸引子特性%但稳定点位置和个数发生了变化%非定点处的 A(+"F-() 矩阵特征值与原系

统也有不同( 简而言之%一旦使用了集合平均方法%那么集合数值解并不是原系统的解%仅保持了

原系统的部分特征%因而集合平均是否有效需要根据具体问题和其他外部限定条件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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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引言

大气科学中的集合预报经历了随机动力预报)

S"),367('#"预报)滞后平均预报等几个阶段%逐步

发展到目前的业务化的集合预报和多模式集合预

报( ?1*,3-)#&*#*$首次明确地以预报大气模式不

确定性而引入随机动力预报的概念%他引入了一个

多维动力模型%求模式解的概率密度所满足的动力

方程"为了简化运算%他引入一个近似%只预报概率

分布的一阶矩和二阶矩#即均值和方差$的概率分

布( ?1*,3-)#&*#*$对 H"'3)[方程试验了这样的近

似随机方程%使用 +%%个样本计算%得出了集合预报

对几天内的预报效果有改进的结论( H3-,2#&*"'$

提出了使用 )个成员来制作集合预报的方法%他在

分析时没有采用模式变量%而是分析了偏差场%发现

如果使用 S"),367('#" 方法#S7R$产生的偏差场%

集合平均之后可以使预报结果缓慢地接近气候值%

且不需要进行回归运算%这样就可以用相对较少的

集合数来完成预报( I"..0() ()> U(#)(O#&*)!$提

出了使用滞后平均预报#H/R$代替 S"),367('#" 预

报的方案%他们的方法是除了取 1

2

% 时刻的样本值

外%还用其他的一些等间隔时刻的样本参与运算%这

样就可以有一些实况的预报信息被后面的样本所利

用%结果表明H/R相比S"),367('#"预报而言%预报

技巧有明显优势(

经过很多研究%现在集合预报已有成熟的业务化

预报方法%如!繁殖法#&",2 ()> U(#)(O%&**!$)奇异

向量法#9(#03'3,(#$%&**!"S"#,3)-3,(#$%&**#$)资料

同化法 #I"=,3D(03'3,(#$%&**#$)多系统集合法

#U(#)(O ()> I(0%&*)*"R'-,*+2 3,(#$%$%%%$等( 集合

预报的应用范围也很广%除了天气预报外%还包括月)

季)年际的预报)?%4@事件的预报%以及其他一些气

候变化问题的研究#蔡其发等%&***"姜智娜等%$%%)"

郑飞等%$%%*"段明铿等%$%&$"康红文等%$%&$$(

集合平均的数学基础是 S"),367('#" 数值试

验%每一个积分过程都可视为非平衡统计物理中的

准粒子轨迹%从而使用大量积分来研究其概率密度

分布#封国林和董文杰%$%%!$%实际业务中也计算

集合预报中的多种统计量%如均值)方差)概率密度

分布等( 本质上讲%集合预报的目的有三个!一是通

过集合平均提高预报质量%二是加强预报的可靠性%

三是为概率预报提供定量指标( 集合预报在天气预

报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集合平均是最常用的方

案之一%它的特点是计算简单%数学含义明确%以往

的集合平均预报多从随机动力预报出发%着重研究

集合预报的天气预报实现方法和具体应用%它能否

用于减小混沌系统的预报误差仍是值得研究的问

题( I"=,3D(03'()> 53'"03#&**'%&**+$在分析两

样本的集合预报时%使用了 ! 变量的 H"'3)[#! 系

统"研究结果表明!控制试验和两样本初值扰动的平

均预报本质上的区别源于非线性作用%因此%必须用

非线性的模型才能检测出集合平均预报的效果(

/)>3'*")#&**"$使用两个低阶的模型%研究了非线

性系统中约束型集合预报和非约束型集合预报的效

果%结果表明非约束型集合预报可以取得与设定约

束条件的集合预报相当的效果(

使用微分方程的定性理论在研究非线性动力系

统轨道的空间结构)混沌吸引子等方面取得了巨大

的成功%本文将从原始的非线性方程初值平均问题

出发%把它对应的均值方程系统及样本初值联合在

一起看作一个广义的微分动力系统%应用定性理论

分析此均值系统长期的动力学行为和性质%进而研

究均值系统的吸引子的结构%这对认识集合平均的

本质和变化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的安排如下!

第 & 节分析两个初值平均所得的 H"'3)[系统在相

空间中平均值方程的变化规律%运用定性理论计算

其稳定点#简称为定点$"第 $节分析H"'3)[系统均

值方程稳定点附近的动力系统结构稳定性%指出均

值方程的特征值与解方程的全部特征值是对应的%

只是排列不同"第 ! 节将均值方程的理论拓展到 )

个样本的情形"第 ' 节将均值方程的稳定点分析结

果拓展到一般的非线性方程中%并利用矩阵代数的

知识给出证明"第 +节为全文的总结和讨论(

BAS&.2%R方程的两初值点均值方程

及其稳定点

((H"'3)[#&*#!$通过定性分析和数值试验指出%

一个确定的非线性动力系统可以有非常复杂的解%

他所使用的 H"'3)[#! 方程被广泛用于混沌和可预

报性方面的研究( H"'3)[#!方程可以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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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个变量%有 #个方程%可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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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 方程组#'$完整地描述了平均值对应的发展

规律(

对于方程组#'$%可研究其稳定点问题%即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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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程组比较特殊%它的前 !个方程是独立的%而

后 !个方程受前 ! 个方程解的影响%因此可以先求

出前 !个方程的解%再求后 ! 个方程的解%具体解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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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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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平面上的投影明显不同%图 &F 中的中心区域

明显为 !个%均值的图像中除了中心区的位置和数

量不同外%轨迹的分布形式也更为复杂(

CA均值方程定点附近的稳定性分析

方程组#'$一共有 * 个平衡点%知道了这些平

衡点后%就可以用经典的微分方程理论分析方程组

#'$在平衡点附近的变化趋势( 对方程组#'$在定

点附近做小参数展开%略去高阶项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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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线性化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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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式首先可分析定点附近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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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的 #组解%重复这个过程可以发现!虽然

线性化矩阵的阶数为 #%但在定点处矩阵##$特征根

的值与H"'3)[方程的特征值是一样的( 在进行稳

定性分析时%关注的是复数根中实部的正负号问题%

以确定系统是渐近稳定还是发散%因此关于 H"'3)[

方程中.的取值范围%经典分析也适用于这个均值

方程( 即当 &8.8$'-"' 时%有稳定的平衡态%当 .3

$'-"'时为混沌状态(

实际上%特征矩阵##$式对应的特征值问题的

解表征了局部的轨道是发散还是收敛%可见均值系

统的特征值除了与均值点的位置有关外%还受到其

他集合解位置的影响%这是与单解不同的地方(

"$"第 #期 王鹏飞%等!集合平均所构成的动力系统及其特性研究



DA多初值点的均值方程及其特性

现将 $个初值的情形拓展到 ) 个初值的情形%

每个初值对应的解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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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取值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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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的讨论见第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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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式整个系统求散度%易知散度为.

)#

"

/

&

/

A$%因此均值系统的散度为负值%系统的相体积

也是逐渐减小的%这与H"'3)[系统的散度特性是一

致的( 此外%还可以仿照王鹏飞等#$%&$$的方法对

此均值系统证明其吸引子的存在性%这也与 H"'3)[

系统的吸引性质是一致的(

综合第 &)$)! 节的研究可见%H"'3)[方程的均

值系统在稳定点的个数)位置)局部A(+"F-() 行列式

特征值等性质上与H"'3)[系统是有差别的%但在耗

散性)吸引子存在性等方面是一致的(

FA一般均值方程的平衡点及其附近的

稳定性问题

((含?个变量的常微分系统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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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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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求解方程组#&'$得到的稳定点为 D个%其中第 6

个稳定点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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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后?个方程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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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方程组#&#$中每 ?个方程构成的方

程组同方程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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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也为D个%且与方程组#&'$的解相同(

对方程组#&#$中的后 ?个方程%做变量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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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方程组#&"$同方程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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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均值的稳定点为方程组#&'$的稳定点的排列组

合相加再除以 )%最多有 D

) 个稳定点#可能包含重

根$(

知道了均值的稳定点之后%根据动力系统稳定

性的理论#刘秉正和彭建华%$%%'$%只要研究方程

组#&+$的线性化系统的特征值问题%就能知道均值

系统在稳定点附近的性质(

对应方程组#&!$的线性化系数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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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每个位置给出一套 E

F%<

%这里只考

虑 &阶线性化的情形($而对于均值方程组#&+$%线

性化系数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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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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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

的行列式的值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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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线性代数的知识可知%#&*$式对应的行列式

的值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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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利用 E

F<%)

2

$

C

F

$

/

<

#/

&%)

%/

$%)

%0%/

?%)

$%

可以把!

)

2

E

&&%)

0 E

&?%)

1

)

1

E

?&%)

0 E

??%)











化为使用/

<

为基的矩

阵%记为#

2

A

&&

0 A

&?

1

)

1

A

?&

0 A

??











#变换后%矩阵 "中的

后?行的值都发生了变化%但是只有#区的值会影

响行列式的值$(

矩阵#&)$对应的特征值满足方程!>3,#

$

$

.

!$

2

%( 对于每个定点%将得到一组特征值
$

2

#

$

&

%

$

$

%0%

$

?

$%共有 D组( 均值方程的特征值方程可

化为!

>3,#

$

$

%

#$

*

)

'

&

*

%

&

#

$

$

%

!

*

$

%

%(

而 >3,#

$

$

.

#$

2

%得到的?组特征值为 >3,#

$

$

.

!$

2

%得到的D组特征值的另一个排列%因此并没有产

生新的特征值%且最大的特征值
$

0(E

也相同( 因此%

对于矩阵#&)$中各参数的取值而引起的平衡点附

近稳定性的结果%也适用于均值方程(

MA小结

定性理论分析表明%$ 个初值 H"'3)[系统的均

值方程共有 *个平衡点%如果只考虑均值的定点位

置#不考虑解的定点位置$%那么均值的平衡点为 #

个( 将 $个初值的集合平均拓展到 ) 个初值平均

后%理论上总的平衡点为 !

) 个%但其中有较多重复

的稳定点(

通过分析一般均值方程的特征矩阵%得到了一

般均值系统中相应的稳定点和平衡态性质与原动力

系统的稳定点和平衡态性质的关系( 结果表明%稳

定点附近均值方程对应的特征方程并没有引入与原

方程不同的特征值%只是在排列顺序上有所不同%因

此原方程的稳定性分析和判据也适用于均值方程(

而非平衡点附近的稳定性除了与均值本身的数值有

关外%还与参与集合计算的其他样本的数值有关(

将均值方程看作一个广义的微分动力系统来进

行研究的好处是明显的%这样可以将全部的研究动

力系统的理论)方法和工具直接用于集合平均的研

究和分析%这对认识集合平均的特性是有意义的(

本研究得到了H"'3)[系统均值方程的平衡点)稳定

性判据)吸引性质等以前未被集合平均理论所描述

的一些性质%其结果可以加深对集合平均作用的理

解%例如!集合平均是保持了原解的哪些性质%这是

有益于计算的"引入了哪些原解不具备的性质%这一

般是混淆原解的%是不利于数值计算和预报分析的(

在使用均值方程研究集合平均系统的时候%

L()K #$%&!$还证明了HO(1")"M 指数不变性"且集

合平均不能保证1

+

6

时的平均解收敛于真解%特别

是解的概率分布形式发生了变化%这些问题将另文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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