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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我们用奇异值分解k≥∂ ⁄2≥¬±ª∏̄¤µ∂ ¤̄∏̈ ²© ⁄²¦∏° ±̈·¶l方法客观地析离出同期和前期北太平洋海温

场与我国西北地区春季降水的高相关区 o分析两个场之间的相关关系 ∀并对高相关区的预报指示意义

进行了讨论 ∀

1  资  料

  北太平洋ktsβ≥ ∗ xsβ�otusβ∞ ∗ {sβ • l海表温度取自 xβ ≅ xβ的格点报k共 u{y个格点l ∀资料年限为

t|ys年 tu月 ∗ t||{年 x月共 v{年 o并取 tu月至翌年 u月为前期海温k相当于 ∞�≥� 的成熟位相l !v ∗

x月为同期k相当于 ∞�≥� 的峰值位相l为左场 o西北 {w个站 t|yt ∗ t||{年 v ∗ x月k春季l降水场为右

场 o其中中国西北春季降水的分区采用 � ∞�ƒ的结果 o共分为 y个敏感区 }高原东北区 !青海高原区 !天

山k新疆北部l区 !河西西部区 o南疆区 !沙漠盆地区 ∀

u  西北春季降水与太平洋海温的相关特征

ktl 同期关系  利用北太平洋春季kv ∗ x月l海温与同期kv ∗ x月l西北降水计算奇异向量方差占

总方差的百分率 o累积方差百分率和相关系数k表略l o结果发现 o前 v对奇异向量解释了总方差的 yw h o

每对奇异向量间的相关系数均通过 Α� s .sst(ρΑ� s .sst Υ s .xstv)的显著性检验和 �²±·̈ ≤¤µ̄²法检验 ∀

因此 o我们认为前 v对空间分布型是主要特征 ∀

第 t对奇异向量的空间分布型的左场k太平洋海温 o图略l表明 }西风漂流区和日界线附近为大片负

值 o负值中心在夏威夷岛附近 ~在赤道两侧的 �¬±² v区为正值 o伸向加利福尼亚沿岸的加利福尼亚海流

区 o中心值为 s qw{ ∀这与 � ¤¶°∏¶¶²±等给出的 ∞̄ �¬±²生命史中 ≥≥× 距平合成图中的峰值位相相似 ∀

与之对应的右场 o西北地区范围内均为负值 o中心位于河西走廊 o中心值在 p s qw以上 o通过 Α� s .st的

显著性检验(ρΑ� s .st Υ s .wsvu) ∀也就是说 ,当西风漂流区 !北太平洋海流温度偏低 ,而赤道中东部的 �¬

±² v区海温偏高 o即 ∞�≥� 发展到峰值位相时 o同期西北地区的河西走廊区 !陇东 !陇南地区降水偏少 ∀

第 u对奇异向量的空间分布型是 o如果黑潮区海温偏低 o而北太平洋中部海温高 o西风漂流区海温较高

时 o西北地区的新疆北部k天山以北l区和河西走廊区降水偏多 ∀第 v对奇异向量的空间分布型解释了

总方差的 z qw h o相关系数为 s qyy ∀即如果黑潮区海温低 !北赤道回流海温高 o�¬±²v区海温低时 o西北

地区的沙漠盆地区 !河西走廊区 !青海高原降水偏少 ∀

kul 前后期关系  太平洋海温 tu月至翌年 u月与西北春季降水的奇异向量的方差的百分率 o累积

百分率与相关系数k表略l表明前 v对向量拟合了总方差的 yz qx h o对应的奇异向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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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本文由国家/九五0重中之重科技项目 |y2|s{2sx2sv资助 ∀

usss2sv2tx收到 ousst2sv2s{收到修改稿 ∀



通过 Α� s .sst的显著性检验及 � ²±·̈ ≤¤µ̄²检验 ∀

在 tu月至翌年 u月海温与西北 v ∗ x月降水的第 t对空间向量分布型上 ∀在左场上k图略l o赤道

两侧的 �¬±² v区和 �¬±² w区的东部为正值区 o而在西风漂流区 !加利福尼亚海流区等区呈负值 o中心

值大于 p s qy ∀这种分布类似于 � ¤¶°∏¶¶²±等kt|{ul给出的合成位相中的 ∞̄ �¬±²成熟位相图 ∀对应于

右场 o西北地区均降水场为正值 o但主要的大值区在高原东北侧 o中心值大于 s qwx ∀也即如 ∞̄ �¬±²发

展到成热位相时 o西北地区次年 v ∗ x月的降水偏多 ∀第 u对奇异向量解释了总方差的 tv qx h o型偶的

相关系数为 s qyy ∀当黑潮区海温增高 o太平洋中部 !加利福尼亚海流区海温较低 o则西北的天山以北的

地区降水偏多 ∀第 v对型偶的特征和意义为 o当太平洋海温呈东低西高时 o青海高原区降水偏多 ∀

3  西北春季降水与太平洋海温异常的显著性检验

  上述结果表明 o当太平洋赤道附近的海温呈现出一定的形态时 o黑潮区和西风漂流区的海温也是与

西北春季降水相关比较好的区域 ∀我们对 ∞̄ �¬±²年与非 ∞̄ �¬±²年之间的西北地区用 � ∞�ƒ 分区得

到的时间系数k� °≤l进行显著性检验 ∀

ktl ·检验  t|yt ∗ t||s年间发生的 ∞̄ �¬±²事件的年份为 }t|yv !t|yx !t|y{ !t|y| !t|zu !t|zy !

t|{u !t|{v !t|{y ∗ t|{z !t|{{ ∗ t|{| !t||t ∗ t||u !t||v !t||w !t||x !t||{ ∀为了检验 ∞̄ �¬±²年和非 ∞̄

�¬±²年西北 v ∗ x月份降水差异的显著性 o我们计算了西北春季kv ∗ x月l降水在 ∞̄ �¬±²年与非 ∞̄ �¬

±²年的·检验值 ∀结果表明 o沙漠盆地 !河西走廊及新疆北部对 ∞̄ �¬±²有较强的响应 ∀表征沙漠盆地

型的 � °≤ 在 ∞̄ �¬±²与非 ∞̄ �¬±²年的差异也非常显著 ∀同样的方法计算了 ∞̄ �¬±²年与次年的西北 v

∗ x月降水差异的·检验值 ∀结果表明 o西北地区除新疆南部外 o其余各地的·值均通过 Α� s .ts的检

验 ,尤其沙漠盆地区的差异尤为显著 ,通过 Α� s .st的显著性检验(表略) ∀

kul 黑潮 !西风漂流区对西北降水的指示意义  黑潮区和西风漂流区的定义范围为 usβ ∗ vsβ�o

tusβ ∗ txsβ∞和 vxβ ∗ wxβ�otzsβ∞ ∗ tzxβ • o对比上述两个地区的海温距平的年际变化曲线及 u阶趋势

曲线和新疆北部及高原东北侧 v ∗ x月的降水的 � °≤ 年际变化及 u阶变化趋势k图略l结果发现 o新疆

北部的降水与黑潮区的海温呈反相变化 o而与高原东北侧的降水变化基本一致 ∀

4  结  论

ktl 北太平洋海温异常与西北春季kv ∗ x月l的降水有较好的相关 ∀当 tu月至翌年 u月太平洋海

温呈 ∞̄ �¬±²型时 o西北地区降水偏多 ~而 v ∗ x月的北太平洋海温呈 ∞̄ �¬±²型时 o西北广大地区降水

偏少 ∀如果当北太平洋海温 tu月至翌年 u月呈 �¤ �¬±¤型时 o西北地区的青海高原区 v ∗ x月降水偏

多 ∀

kul除 �¬±²v和 �¬±²w区外 o太平洋海温的西风漂流区 !黑潮区 !加利福尼亚海流区和北赤道海流

区的海温以及以上述地区海温的相对变化与西北地区 v ∗ x月的降水耦合特别明显 ∀其中黑潮区的海

温与新疆北部的降水呈反相变化 o而与高原东北侧的降水近似同相变化 ∀即如果黑潮区的海温低 o新疆

北部降水偏多 ∀

kvl 西北地区 v ∗ x月份的降水对太平洋海温变化的响应区 o主要是新疆北部 o青海高原及其东北

侧 o河西走廊等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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