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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蔡学湛
k福建省气候中心 o福州 vxssstl

提   要

  应用华南 ux个站 t|xw ∗ t||{年 w ∗ y月降水量资料以及有关青藏高原雪盖异常年份

资料和东亚季风强度指数 o通过典型旱涝年前期对比诊断与相关分析 o指出青藏高原雪盖对

华南前汛期降水的影响相当显著 o前冬春多k少l雪年有利于前汛期雨涝k干旱l ~典型旱 !涝

年前冬 xss «°¤中高纬环流特征显然不同 o主要表现在典型旱k涝l年北半球极涡强度显著

偏弱k强l !东亚大槽强度偏强k弱l ~东亚季风 o特别是冬季风的强弱变化 o对前汛期降水具有

较强的指示意义 ∀同时还发现 o在青藏高原西侧的伊朗高原及邻近地区冬季 xss «°¤高度

升降变化 o可作为华南前汛期降水一个强的前期征兆信号 ∀

关键词 }青藏高原雪盖  东亚季风  华南前汛期降水

引  言

华南前汛期 w ∗ y月降水量占全年总量的 ws h ∗ xs h o后汛期 z ∗ |月降水量约占全

年的 vs h左右 o可见前汛期是主汛期 ∀关于华南前汛期降水 o文献≈t 分析了降水的时空

分布及前汛期开始期的变化特征 o文献≈u 对前汛期严重旱涝的同期影响物理因子作过诊

断分析 o但对前期影响物理因子的研究显然不够 o需要对引起大气环流异常特定的前期因

子加以深入讨论 ∀

观测表明 o青藏高原积雪面积和持续时间存在很大的年际变异 o高原东部是北半球雪

盖年际变率较大的区域 o面积大且持续时间长的高原积雪可使冬季高原地面弱热源转为

冷源 o造成地气之间能量和水汽交换的异常 ∀青藏高原的热力作用对大气环流 o特别是东

亚大气环流和我国天气气候有着重要的影响≈v ∗ y  o而高原雪盖的异常无疑是影响高原热

力强度的重要因素 ∀季风活动的异常往往对中国大陆的气候 o特别是降水产生强烈的影

响 o夏季风来临的早晚 o向北推进的快慢及其强度影响到我国汛期旱涝及其雨带的时空分

布 ∀本文试图通过青藏高原雪盖异常及与其相关联的东亚季风异常对华南前汛期降水的

可能影响进行探讨 o使所得研究结果利于短期气候监测与预测应用 ∀

t  降水空间分布 !年代际振荡及典型旱涝

1 q1  资料与降水空间分布

本文选取福建 !广东 !广西及江西南部 !湖南南部分布均匀的 ux个站 }福鼎 !南平 !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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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本文得到国家/九五0重中之重科技项目/我国短期气候预测系统的研究0k|y2|s{2sw2sv2wl的资助 ∀

usss2st2sy收到 ousss2sy2us收到修改稿 ∀



安 !福州 !漳州 !建阳 !龙岩 !东山 !赣州 !广昌 !郴州 !韶关 !广州 !河源 !汕头 !信宜 !汕尾 !湛

江 !阳江 !桂林 !柳州 !百色 !梧州 !龙州 !南宁 owx年kt|xw ∗ t||{年l前汛期kw ∗ y月l降水

资料 ∀图 t¤o¥分别是根据各站 w ∗ y月降水标准化距平做 ∞�ƒ分析所得前 u个特征向量

的分布 ou个特征向量的累积方差为 xu h o各个方差贡献分别为 v{ h otw h ∀ ∞�ƒt 全区

为正值 o高值区位于武夷山 !南岭一带 o低值区分布在东南沿海 o说明降水变化的一致性占

主要成份 ∀ ∞�ƒu等值线几乎呈纬向分布 o说明其变化趋势南北反向占次重成份 ∀

图 t  华南地区 w ∗ y月降水 ∞�ƒ展开空间场 k¤l ∞�ƒtk¥l ∞�ƒu

1 q2  降水年代际振荡特点

图 u中 ¤!¥!¦!§分别给出华南前汛期降水标准化累积距平及青藏高原冬季 xss «°¤

高度 !冬季印缅槽指数 !东亚夏季风指数累积距平曲线 ∀从图上不难看出 }xs年代至ys年

图 u  曲线 ¤为华南前汛期降水k Ρl !¥为青藏高原 xss «°¤高度场( Ζ) !¦为印缅槽

指数(Ι·l和 §为东亚夏季风强度指数k Ι °l距平累积曲线

代中期 o曲线 ¤基本处于下降阶段 o而曲线 ¥!¦!§处于上升阶段 o表明这个阶段 o冬季青藏

高原位势高度上升 o印缅槽减弱 o夏季东亚季风偏强占优势 o而华南前汛期降水偏少 ~ys

年代中期到 {s年代中期 o曲线 ¤转为上升阶段 o而曲线 ¥!¦!§转为下降 o表明这个阶段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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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高原位势高度下降 o印缅槽加强 o夏季风偏弱占主导 o而华南前汛期偏涝 ~{s年代中

期以后 o¤与 ¥!¦!§差不多同时又转至下降与上升阶段 o表明冬季高原位势高度又转升 o

印缅槽又转弱 o夏季风又转强 o降水则偏少 ∀ys年代中期和 {s年代中期分别为两次突变

期 o用 �¤±±2�¤±§̄¨法检验之 o降水年代变化的突变点分别出现在 t|yx年与 t|{x年 ∀显

然 o前汛期降水存在着与东亚夏季风 !青藏高原高度场 !印缅槽强弱变化相一致的大约 us

年左右的年代际振荡趋势 ∀

1 q3  典型旱涝年

为了便于诊断分析 o本文采用假设某一时段降水服从 ° µ̈¶²± ¶型分布的 Ζ指数单站

旱涝指标和既反映旱涝的空间分布 o又反映旱涝轻重程度的 Ι !Λ区域旱涝指标≈z  o根据

t|xw ∗ t||{年 w ∗ y月降水量 o计算各站 Ζ指数 ,再根据 Ζ指数计算得出 Ι � ws , Λ � ws条

件下 o可满足气候概率 x年一遇的典型旱年和典型涝年 o如表 t ∀所得结果与实际情况基

本吻合 ∀
表 1  1954 ∗ 1998 年华南前汛期典型旱涝年份

典型旱年 t|x{ t|ys t|yv t|yz t|zt t|{x t|{{ t||t t||x

典型涝年 t|xw t|xz t|yu t|yx t|y{ t|zv t|zx t|z{ t||v t||{

u  青藏高原雪盖异常的影响

2 q1  雪盖资料

由于我国开展冰雪圈与气候变化的研究历史不长 o观测资料十分有限 o系统而准确的

雪盖资料更是难得 ∀通常表示雪盖的指标有积雪日数 !积雪深度 !���� 卫星观测的积

雪面积指数 o虽然能反映出积雪的基本特征 o但各自均有一定的局限性 ∀近年来发展起来

的 ≥ � � � 被动微波遥感积雪深度资料 o可较准确地测量地形复杂情况下的积雪深度 o但

观测序列太短 ∀如果使用单一探测资料 o必然受到资料本身客观性或代表性的限制 o难免

带来结果不一致的复杂性 o文献≈{ 强调了忌讳使用单一监测手段雪盖资料系列 o所以本

文将各种雪盖的资料 o作系统比较后再使用 ∀

t||v年前的资料 o本文以国家气候中心统计整理的 ys个站 t|yt ∗ t||v年冬春ktu

月至翌年 x月l雪日距平和李培基≈| 整理的 ys个站 t|xz ∗ t||u年冬春ktt月至翌年 x

月l雪深年际变化图及李培基≈ts 专门订正的 ≥ � � � t|z{ ∗ t|{z年冬季ktu月至翌年 u

月l积雪量资料为基础k如表 ul o结合以往诸多作者 o来源不同观测手段 !项目 !站点范围

及时段等各种积雪资料≈y !{ !ts ∗ tu  o进行相互比较 o综合分析 o寻求多数一致的雪盖异常年

份 ≠ ∀t||y年后以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监测的积雪覆盖率为依据 � ∀综合比较结果 o获得

t|xy年后青藏高原冬春季雪盖异常序列 o多雪有 t|xy ∗ t|xz !t|yt ∗ t|yu !t|yz ∗ t|y{ !

t|zt ∗ t|zu !t|zu ∗ t|zv !t|zw ∗ t|zx !t|zz ∗ t|z{ !t|z| ∗ t|{s !t|{t ∗ t|{u !t|{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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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玉洁 o等 qt||y ∗ t|||年冬季中国地区积雪变化分析 q国家气候中心编 o气候预测评论 ot||| q

赵振国 o陈国珍 o等 q冬季青藏高原积雪对中国夏季降水的影响及季风2海温2雪盖2副高之间的可能关系 q

气候通讯 ot||{ oktl }w{ ∗ xu q



t|{v !t|{x ∗ t|{y !t|{y ∗ t|{z !t|{{ ∗ t|{| !t|{| ∗ t||s !t||u ∗ t||v !t||x ∗ t||y !t||z

∗ t||{年共 tz年 ~少雪有 t|xz ∗ t|x{ ot|x{ ∗ t|x| !t|x| ∗ t|ys !t|yu ∗ t|yv !t|yw ∗

t|yx !t|yy ∗ t|yz !t|y{ ∗ t|y| !t|y| ∗ t|zs !t|zs ∗ t|zt !t|zx ∗ t|zy !t|zy ∗ t|zz !t|{s

∗ t|{t !t|{v ∗ t|{w !t|{w ∗ t|{x !t||s ∗ t||t !t||y ∗ t||z年共 ty年 ∀在这些年份之

中 o与吴统文 !钱正安 ≈综合挑选的 {个多雪年和 tt个少雪年的结果一致 ∀
表 2  青藏高原冬春季雪盖异常基本资料

统计者 项目 年代 多雪年 少雪年

国家气候
中心

雪日距平
t|yt ∗ t||v

tu ∗ x月

t|yyrt|yz t|yzrt|y{ t|zurt|zv

t|zwrt|zx t|zzrt|z{ t|z|rt|{s

t|{trt|{u t|{urt|{v t|{xrt|{y

t|{yrt|{z t|{{rt|{| t|{|rt||s

t||urt||v

t|ytrt|yu t|yurt|yv t|ywrt|yx

t|y{rt|y| t|zsrt|zt t|ztrt|zu

t|z{rt|z| t|{vrt|{w t|{wrt|{x

t||srt||t t||trt||u

李培基≈| 
雪深年际
变化图

t|xz ∗ t||u

tt ∗ x月

t|yzrt|y{ t|ztrt|zu t|zurt|zv

t|zwrt|zx t|zzrt|z{ t|z|rt|{s

t|{trt|{u t|{urt|{v t|{xrt|{y

t|{yrt|{z t|{zrt|{{ t|{{rt|{|

t|{|rt||s

t|x{rt|x| t|x|rt|ys t|ysrt|yt

t|yurt|yv t|ywrt|yx t|yyrt|yz

t|y{rt|y| t|y|rt|zs t|zsrt|zt

t|zxrt|zy t|zyrt|zz t|{srt|{t

t|{vrt|{w t|{wrt|{x

刘玉洁ul

等

最大覆盖
率

t||y ∗ t|||

tu ∗ u月
t||zrt||{ t||yrt||z

李培基≈ts  积雪量图
t|z{ ∗ t|{z

tu ∗ u月

t|z{rt|z| t|z|rt|{s t|{trt|{u

t|{urt|{v t|{xrt|{y t|{yrt|{z

t||srt||t t||urt||v

t|{srt|{t t|{wrt|{x

2 q2  雪盖异常对前汛期降水的影响

将 tz个前冬春多雪的 w ∗ y月降水标准变量的分布合成于图 v¤o将 ty个前冬春少雪

的 w ∗ y月降水标准变量的分布合成于图 v¥∀图中展示 o前冬春多与少雪年 o前汛期降水

距平的分布趋势完全相反 o即对应多雪年各地的降水均为正距平 o对应少雪年的降水均为

负距平 ∀通过·检验约 wrx区域 o置信度达 s qsx o其中一半以上超过 s qst ∀又另作 v¤与

v¥合成差值图k图略l o发现合成差最显著区域集中在闽西 !赣南 !粤东北至珠江三角洲一

带 ∀为了进一步分析高原雪盖异常 o对该区旱涝影响程度 o再查对典型旱涝年份 o除 t||w

∗ t||x年雪盖资料暂缺 o可以发现 t|xy年后的典型旱年基本对应前冬春少雪年 o概率为

z r{ o典型涝年基本对应前冬春多雪年 o概率为{r| o其余未对应的个别旱 !涝年也未出现

图 v  前冬春多雪k¤l与少雪k¥l年 w ∗ y月降水标准变量合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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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统文 o钱正安 q青藏高原冬春积雪异常与我国东部夏季降水的进一步分析 q国家气候中心编 o气候预测

评论 ot||| q



矛盾 ∀由此表明 o青藏高原前冬春雪盖异常对华南前汛期降水的影响相当显著 o即前冬春

多雪有利前汛期涝 o前冬春少雪有利前汛期旱 ∀

v  典型旱涝年前冬 xss «°¤环流特征

3 q1  中高纬度环流特征

为了了解前期环流特征 o由图 w¤给出 wx年 w ∗ y月降水标准变量与前冬 tu月至翌

年 u月北半球 xss «°¤高度相关分布 ∀由图可见 o低纬太平洋主要为弱的负相关区 o从西

伯利亚至我国东部和日本为正相关所控制 o格陵兰岛及附近极地为强的负相关所覆盖 o北

美洲东北侧至北大西洋又为大片正相关加强区 o由此看出东亚太平洋从低纬至高纬再到

北美表现为/ p n p n 0遥相关结构 o其中后 u个/ p n 0相关区中心部位置信度达到 s qsx

水平 ∀与此同时 o从非洲北部地中海沿岸经西亚南部一直到西藏高原大片区域为负相关

区 o其中青藏高原西侧相关置信度达 s qsx以上 ∀再由图 w¥给出典型严重旱(Ι � ys)年

(t|x{ !t|yv !t|yz !t|{x !t||t年)与典型严重涝( Λ � ys)年kt|xw !t|yu !t|yx !t|y{ !t|zv

年l 前冬 xss «°¤高度差值合成k涝减旱l分布 ∀从图上清楚看到 o东亚太平洋从低纬至

高纬再到北美正负差值区与图 w¤正负相关区基本上一一对应 ∀通过·检验 o中高纬几个

高差值区中心部位显著性水平都达 s qsx ∀以上统计表明 o典型涝k旱l年前期冬季北半球

极涡强度显著偏强k弱l o东亚大槽强度偏弱k强l o青藏高原及其以西均为负k正l高度距平

占据 o形成亚洲上空东高西低形势 o这与文献≈{ 所指出的异常多k少l雪年冬季环流形势

基本一致 ∀典型涝年的前冬冷空气活动主要来自里海 !咸海以西的偏西路径 o对我国的影

响也明显偏弱 ~相反 o典型旱年影响我国的冷空气主要来自西北或偏北的超极地路径 o

其强度也明显偏强 ∀由于典型旱涝前冬东亚大槽强度的差异 o进而导致影响我国的东亚

图 w  k¤l前冬 xss «°¤高度场与 w ∗ y月降水相关分布k相关系数扩大 tss倍l

k¥l典型严重旱涝年前冬 xss «°¤高度差值分布k单位 }§¤ª³°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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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风强度的不同 o即典型涝年东亚冬季风偏弱 o典型旱年冬季风偏强 ∀

3 q2  青藏高原及西侧位势高度异常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反映青藏高原及以西高度场的变化特征 o图 x¤给出典型严重旱 !涝年前

冬青藏高原及其西侧 xss «°¤高度场差值分布 ∀从图上显然看出 o有一个高差值中心位

于青藏高原西侧的伊朗高原及邻近上空 o通过·检验 o伊朗高原及附近置信度达 s qst ∀而

青藏高原上空未达显著性标准 ∀再由图 x¥给出前汛期降水与前冬青藏高原及西侧 xss

«°¤高度相关分布 o我们可以看到 o图上高相关区k置信度 s qsu以上l与图 x¤高差值区非

常接近 o且在伊朗高原往青藏高原西南侧方向的等值线比图 x¤更加清楚呈舌状向东延

伸 o而青藏高原大部的相关置信度低于 s qsx ∀文献≈tv 曾发现青藏高原西侧与冬季青藏

高原积雪也存在位势高度负的高相关区 o并指出该区高度下降不是雪盖作用的结果 o而是

该时期有频繁的西风槽活动或加深 ∀文献≈{ 也指出 o青藏高原异常多雪年冬季高原西侧

有频繁的西风冷槽活动或加深 o并与偏西的南支槽前偏南气流东移结合 o而通过高原上

空 o引起高原降雪 o并致使高原上空高度场下降 ∀但至于为何伊朗高原及附近位势高度变

化的显著性向四周减弱并强于青藏高原 o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但由此仍表明 o青藏高原异

常少k多l雪年冬季与典型旱k涝l年前冬在该区域大的环流背景基本上一致的 o并可认为

位于伊朗高原及邻近地区冬季 xss «°¤高度的升降变化 o可以作为华南前汛期旱涝的前

期征兆信号 ∀

图 x  k¤l 典型严重旱涝年前冬青藏高原及西侧 xss «°¤高度差值分布k单位 }§¤ª³°l

k¥l 华南 w ∗ y月降水与前冬青藏高原及西侧 xss «°¤高度相关分布

k相关系数扩大 tss倍l

w  东亚季风活动异常的影响

如何表示季风的强度 o国内已有各种各样的指数 o有的侧重热力因素 o有的侧重动力

因素 o没有统一标准 ∀经比较 o施能≈tw 在 usβ ∗ xsβ�范围内 o用每 x 个纬度的 ttsβ∞ !

tysβ∞标准化海平面气压差的和来定义的东亚季风强度指数 o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o但具有

年代长的优点 ~李崇银 !张利平≈tx 在 z qxβ ∗ tz qxβ�otsxβ ∗ tuxβ∞范围 o用对流层上kuss

«°¤l !下k{xs «°¤l层散度差来表征的南海季风强度指数 o既考虑纬向风分量又考虑了经

向风分量 o具有较强的物理意义 o不足之处是资料年代短 o本文将两者结合使用 o即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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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夏季风各自特点区别应用 ∀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提供的海平面气压 o以文献≈tv 的方法 o计算 t|xw ∗ t||{年东亚

冬季风强度指数序列 o将 t月份的指数序列与前汛期降水全区平均标准化变量求相关 o算

出相关系数为 p s qvw o置信度达 s qsu ∀根据冬季风强度指数对比典型旱涝年份 o统计出

典型旱年前冬东亚季风偏强的年数占优势k概率 zr|l o典型涝年前冬东亚季风偏弱的年

数占主导k概率 {rtsl ∀由图 y¤给出 t月东亚冬季风强度指数与前汛期降水的相关分

布 ∀从图上可以看出 o高相关区位于华南南部沿海一带k信度达 s qstl o等值线基本上呈

纬向分布 o与本区 w ∗ y月降水 ∞�ƒu分布趋势基本一致 o高的隔季负相关表明 o前冬东亚

季风的强弱对华南前汛期旱涝有较强的指示意义 o即前冬季风强时前汛期一般少雨 o前冬

季风弱时前汛期则一般多雨 o南部沿海尤为显著 ∀在这里也反映了与上文典型旱 !涝年中

纬度环流特征对比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 ∀

图 y  t月k¤l !v ∗ x月k¥l东亚冬季风强度指数与 w ∗ y月降水标准变量相关分布

  春季kv ∗ x月l正是东亚低纬冬 !夏季风转换的季节 o经向风由北风转为南风 o纬向风

也从东转向西 o转换季节季风的强弱对华南的影响又是如何 �我们将统计的 t|xw ∗ t||{

年 v ∗ x月东亚冬季风强度指数距平和与前汛期降水标准变量的全区平均求相关 o算得相

关系数 s qvv o置信度达 s qsu ∀各地相关分布如图 y¥所示 o分布趋势仍相似 ∞�ƒu o高相关

区仍位于华南南部 !珠江三角洲至两广交界处 ∀再对比典型旱涝年份 o经统计 o在典型旱

年中春季冬季风偏弱的年份占优势k概率 zr|l o在典型涝年中春季冬季风偏强的年份占

主导k概率 {rtsl ∀由此可见 o从 t月负的高相关到 v ∗ x月正的高相关及其分布 o都反映

了冬 !春季季风的强弱可影响到华南前汛期雨带的南北分布差异 ∀

东亚夏季风先是在南海爆发 o然后迅速北上影响中国大陆 o并作为一个重要的水汽输

送源和热源中心对中国大陆施加影响 ∀据统计≈tw  o南海季风爆发日期具有较大的年际变

异 ∀t|{s ∗ t|{|年期间 ot|{w !t|{x年夏季风爆发早 ox月初即开始 ot|{v !t|{z年爆发比

较晚 oy月初才开始 ~t|{s !t|{u !t|{v !t|{z !t|{{ !t|{|年夏季风偏弱 ot|{t !t|{w !t|{x

年夏季风偏强 ∀对照前冬雪盖异常年份 ot|{s !t|{u !t|{v !t|{z !t|{|年正是对应多雪

年 o则 t|{t !t|{w !t|{x年正是少雪年 ∀夏季风的统计证实了张庆云 !陶诗言…所解释的物

理意义 }冬春高原持久雨 !雪 o土壤水分正距平的短期气候效应 o即春末夏初增暖慢 o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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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庆云 o陶诗言 q亚洲夏季风强弱变化的一个强前兆信号 q气候预测评论 ot||{ q



夏季风爆发迟 o夏季风偏弱 ∀我们将爆发日期偏早的 u年前汛期降水标准变量作合成 o将

爆发日期偏迟的 u年前汛期降水标准变量也作合成而比较之 o图中显示k图略l o爆发日期

早的合成距平全区为负 o爆发日期迟的合成距平大部地区为正 ∀经·检验 o未达 s qsx信

度标准 o这里可能由于资料年代短 o再则 {s年代前汛期降水总体维持偏弱 o在这期间的降

水差异不会很显著 ∀但综合 v ∗ x月东亚冬季风强弱和南海季风爆发迟早 o都一致地反映

了这样一种关系 }若春季 v ∗ w月北风弱且 x月南风强k或 v ∗ w月东风弱且 x月西风强l o

东亚夏季风先行者南海季风爆发早 o前汛期主要雨带可迅速推向华南以北 o以至该地区整

体降水少于常年 o南部沿海更少 ~反之 v ∗ w月北风强且 x月南风弱 o夏季风爆发迟 o主要

雨带徘徊于华南 o降水多于常年 ∀

x  小结与讨论

ktl 华南前汛期 x年一遇的典型旱年有 t|x{ !t|ys !t|yv !t|yz !t|zt !t|{x !t|{{ !

t||t !t||x年 o典型涝年有 t|xw !t|xz !t|yu !t|yx !t|y{ !t|zv !t|zx !t|z{ !t||v !t||{年 ∀

kul 华南前汛期降水与冬季青藏高原 xss «°¤高度 !印缅槽及东亚夏季风强弱变化

存在相一致的大体 us年左右的年代际振荡趋势 ∀

kvl 青藏高原前冬春雪盖异常对华南前汛期降水的影响相当显著 o前冬春多雪有利

前汛期雨涝 o前冬春少雪有利前汛期干旱 ∀

kwl 前期冬季北半球 xss «°¤高度场与前汛期降水相关表征 o东亚太平洋从低纬至

高纬再到北美呈/ p n p n 0遥相关型分布 ∀典型旱涝前冬中高纬环流呈现明显的不同 o

主要表现在典型旱k涝l年北半球极涡强度显著偏弱k强l o东亚大槽强度偏强k弱l ∀

kxl 冬季青藏高原西侧 xss «°¤等压面高度的升降变化对华南前汛期降水具有很强

的指示意义 o特别是伊朗高原及邻近地区的位势高度的变化可以作为前汛期旱涝一个强

的前期征兆信号 ∀

  kyl 东亚冬季风的异常 o对华南前汛期降水也有较强的指示意义 o前冬东亚冬季风

强 o表现为前汛期降水偏少 o反之冬季风弱 o则表现为降水偏多 ∀夏季风来临的早晚 !向北

推进快慢及其强度影响到该地区前汛期降水及雨带的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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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zl 综上所述 o可以归纳成如上框图所示的统计事实与相关关系 ∀

  影响前汛期降水的因素较多 o也非常复杂 o可能来自东南西北众多方面的影响 o如东

面的海洋 o再如南面的季风还应包括热带对流活动 o南半球大气环流及赤道辐合带的异常

等 o还有待另文讨论 ∀
致谢 }国家气候中心陈乾金对本文进行了审阅并提出宝贵的意见 o特此表示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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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开发的污染预报

ΧΑΠΠΣ模式已推广到各重点城市及国家气象中心业务(试)运行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5大气污染防治法6及5气象法6的有关规定 o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中国气象

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空气质量预报工作的通知0k环发≈usss uvt 号l o决定自

usst年 y月 x日起 o在中央电视台共同发布全国 wz个重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预报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

院灾害性天气研究中心徐大海研究员和朱蓉副研究员创建的 ≤ �°°≥城市大气污染数值预报系统k见本

刊第 tt卷第 t期l o在环发≈usss uvt号文件中被列为推荐使用模式 ∀为贯彻两局文件精神和给各地气

象部门提供空气污染业务预报的技术支持 o中国气象局减灾司于 v月 tv ∗ ty日举办了空气质量预报模

式培训班 o将 ≤ �°°≥系统下发到两局文件中所列 wz个重点城市的气象业务部门 ∀

此外 ousst年 u月 ut日国家气象中心数值预报运控室与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灾害性天气研究中心

共同签定了/协作建立多城市空气质量预报系统0技术开发协议书 o引进 ≤ �°°≥系统 o为国家气象中心

正式开展环境空气质量业务预报作技术准备 ∀国家气象中心主任助理陈德辉研究员和中国气象科学院

灾害性天气研究中心主任柳崇健教授分别在协议书上签字 ∀截止到发稿时间止 o≤ �°°≥系统已在神威

机上与国家气象中心数值预报业务模式对接成功 o并投入业务试运行 ∀

朱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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