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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新书5现代气候统计诊断与预测技术6

我国气候统计的研究始于涂长望等著名学者ot|yv年出版了么枕生教授的/气候统

计0o它是世界上第一本系统叙述气候诊断和分析的专著ot||s年进行了补充修订q虽然o

在我国已出版了十余本关于统计气象的书籍o但专门论述气候统计诊断和预测的o应首推

最近出版的5现代气候统计诊断与预测技术6k魏风英编著o气象出版社ot|||o³³uy|lq

气候可以认为是大气许多不同状态总体的一个统计集合o可用这个集合的统计量k均

值!标准差l来表示气候q这意味着o与研究天气不同o研究气候自然而然地要以概率论和

数理统计作为数学工具q与对任何自然现象的研究一样o首先要了解气候o这就要用到诊

断技术q其次o要预测气候o就要用到预测方法q它们均是与现代统计技术紧密相依的q近

us年来o气候统计诊断与预测在国内外都有了长足进步o涌现了不少新技术o编制了许多

计算机程序o这正是本书撰写的学术基础q

5现代气候统计诊断与预测技术6一书分十章o前三章叙述统计基本技术o四至七章主

要叙述统计诊断o后三章主要叙述统计预测q全书内容由浅至深o论述全面o易于阅读理

解q本书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从所谓/统计计算0的视野o即运用计算机实现统计技术来撰写

本书o不拘泥于数学原理和推导~从实用出发o列出必要的计算公式o然后给出详细的气象

计算实例和结果分析要点o便于实际使用q

有时o人们有这样一种错觉o以为统计方法繁多o效果类同q其实o只要对概率统计作

些深入了解o情况并非如此q因为不同的统计方法实际上是针对不同的处理对象的o例如

对分类数据和连续变量显然要用不同的方法处理~又如若作自因分析o则应该用时间序列

分析o而对他因分析o显然应该用多元分析q在5现代气候统计诊断和预测技术6一书中o对

各种不同的方法均有详细介绍o读者应仔细分辨它们的使用对象!方法的固有特征和计算

技巧o才能恰到好处地应用这些方法q

本书是按数学中/概率论和数理统计0分支的严格意义上来选材的q也就是说o在气象

界o人们往往含混地将模糊集方法!人工智能k包括专家系统!人工神经网络l!灰色系统与

布尔代数等也归入到统计方法中q严格地说o这是不能从科学分类法意义上接受的q另外o

近年来o混沌动力学!控制理论k如卡尔曼滤波l在气候学中也有诸多应用研究q基于类似

的理由o本书中几乎没有涉及q

值得提一下第十章中的/均值生成函数模型0o这是本书作者和她的同事们在 {s年代

后期提出和发展的时间序列分析模型o它是从序列自身中抽取周期函数o建立同时性多元

模型o与传统的以前后不同时刻相关为基础的时间序列建模是不同的q另外o双评分准则

从既报准类别又报准数量角度o提出了一种新的统计模型维度识别法o它既包容又区别于

赤池信息量准则k� �≤ lo特别适合于气象!地学!经济等领域中应用q

鉴于此书具有上述特点o对从事气候诊断与预测的同仁们o都值得去参阅本书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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