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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 Ζ指数确定的旱涝等级及各站月降水距平百分率的标准差分析表明 }长江中游地区大范围的旱涝主要集中

在盛夏和秋季 ∀不同季节 o旱涝的主要分布区域不同 o但洞庭湖区始终是一个旱涝多发地 ∀对 t|ys年 t月 ) usst

年 tu月各月长江中游地区 xs个代表站的旱涝等级进行经验正交函数分析 o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多通道奇异谱分

析 o得到长江中游地区的旱涝分布主要存在 w种空间型 o且具有明显的年代际和年际尺度变化 o在 us世纪 {s年代

以前 o长江中游地区以偏旱型为主 o而到 {s年代以后则转变以偏涝型为主 ~另外 o长江中游地区的旱涝具有准 {

年 !准 x年 !准 u年和准 w年的周期振荡性质 o但从 {s年代初开始 o旱涝的准 u年周期特征在长江中游地区表现不

再明显 ∀

关键词 } Ζ指数 ~旱涝等级 ~经验正交函数k∞�ƒl ~多通道奇异谱分析k � ≥≥�l

引  言

旱涝灾害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影响最大的气候灾

害之一 o往往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o甚至危及到人

们的生命安全 ∀我国气象工作者长期以来都十分重

视灾害性气候研究 o长江中下游旱涝的研究≈t2v 倍受

关注 ∀但以往对长江中下游旱涝的研究主要侧重于

分析长江中下游降水与不同海洋区域的海表温度及

其异常之间的关系≈w  ~也有利用最大熵谱和小波分

析等谱分析方法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降水异常进行

分析≈x  o发现其存在多种周期振荡性质 ∀湖南 !江西

地处长江中游南侧 o几乎年年均有不同程度的洪涝

和干旱发生 o对这一区域进行旱涝特点分析 o以揭示

旱涝发生 !发展规律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主要利用

多通道奇异谱分析方法对 t|ys年 t月 ) usst年 tu

月长江中游地区k主要以湖南 !江西为代表lxs个代

表站月旱涝等级资料进行分析 o得到长江中游地区

旱涝的时空分布特征 ∀

t  资料和方法

采用中国气象局整编的日雨量数据作为基本资

料 o选定 uxβ ∗ vsβ�otsz qxβ ∗ ttz qxβ∞范围代表长

江中游区域k见图 t矩形区域l o并将此区域内 xs个

测站 t|ys年 t月 ) usst年 tu月共计 xsw个月降水

资料作为分析对象 ∀

图 t  研究的区域和代表站

  采用的方法包括 }用 Ζ指数方法确定单站旱涝

等级 o并以此为参考建立区域旱涝等级计算方法 ~用

降水距平百分率的标准差 o分析旱涝的时空分布特

点 ~采用经验正交函数法和多通道奇异谱分析方法

分析旱涝的主要空间型和周期振荡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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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区域旱涝等级分析

研究表明≈y  o用 Ζ指数确定单站旱涝等级是比

较切合实际的 ∀一般情况下 oΖ指数确定的旱涝等

级分为 }极涝 !大涝 !偏涝 !正常 !偏旱 !大旱 !极旱 z

个等级 ∀在本研究中 o为了便于识别旱涝 o将 Ζ指

数确定的以上 z个等级分别用数字 v ou ot os op t op

u op v来表示 o显然 o大于零的数代表偏涝情况 o小

于零的数表示偏旱情况 os表示正常 ∀在此 o对区域

内 xs个代表站按月计算其旱涝等级 o再以该站降水

与区域面雨量kxs个测站降水量平均值l的相关系

数大小为权重综合确定区域的旱涝等级大小 ∀按此

方法则区域的旱涝等级可写为 }

Ζ = ��×(
Ε
ν

ι = t

Ζι ≅ Ρι

Ε
ν

ι

| Ρι |

+ s .x) (t)

式ktl中 oΖι 为各个站由 Ζ指数确定的旱涝等级大

小 ~Ρι为各个站降水量与区域面雨量的相关系数大

小 ~��× 表示进行取整运算 ∀

图 u为各个代表站的降水量序列与区域面雨量

的相关系数分布k均通过信度为 s qst的显著性检

验l ∀可以看到 o其西北部和东南部站点的相关系数

相对较小 o其余各站的相关系数都比较大 o表明区域

的西北 !东南部降水相对独立 o而其他区域易出现连

动效应 ∀也就是西北部和东南部易出现局部的旱或

涝 o其他区域易呈现成片降水偏多 !偏少的现象 ∀

图 u  长江中游 xs站降水量与区域面雨量的相关系数k ≅ ts p ul分布

  根据式ktl ot|ys年 t月 ) usst年 tu月逐月区

域旱涝等级见图 v ∀区域的旱涝等级基本上分布在

大涝 !偏涝 !正常 !偏旱 !大旱 x个等级之间 o没有出

现极涝和极旱的月份 o对这种极端情况是不是存在

计算值偏小的问题还有待考查 o但一个区域整体极

涝和极旱的月份毕竟比较少 o式ktl在一定程度上能

够反应出区域的旱涝等级 ∀

从图 v可以看出 o在 wu年中 o偏涝和偏旱的月

份分别为 yz 个月和 xy 个月 o占总月份的 tv h 和

tt h o相当于在t年内平均有t qy个月和t qv个月

图 v  t|ys年 t月 ) usst年 tu月逐月区域综合旱涝等级k共计 xsw个月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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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整个区域性的偏涝和偏旱 o大涝和大旱的月

份数分别为 | 个月和 { 个月 o占总数的 t q{ h 和

t qy h o即大约每 x年就有 t次区域性的大涝和大旱

月发生 ∀由图 v还可以发现 o从 us世纪 ys年代开

始到 {s年初 o出现大旱以上的月份有 x个月 o出现

大涝以上的月份只有 t个月 o而从 t|{s年到 usst

年 o出现大旱以上的月份只有 v个月 o出现大涝以上

的月份有 {个月 ∀表明以 us世纪 {s年代初为一个

跳跃点 o长江中游有从多旱型向多涝型转变的趋势 ∀

  从年内出现偏涝和偏旱的月数来看k图 wl o长

江中游地区出现涝或旱的几率都相当大 o只有 y年

年内没有出现区域性偏涝 otx年年内没有出现区域

性偏旱 ∀比较而言 o出现涝的可能性要比出现旱的

可能性大 o在统计的 wu年时间内出现区域性偏涝的

年份达 vy年 o占总数的 {y h ~出现区域性偏旱的年

份有 uz年 o占总数的 yw h ~只有 t|ys年既无涝月

也无旱月出现 o而有相当一部分年份既有涝又有旱

发生 ∀同时从图 w中也不难看出 ous世纪 {s年代

后 o涝月数目增多 o频率加快而旱月数目和出现的频

率都在减少 o同样也说明了以 us世纪 {s年代初开

始 o长江中游的旱涝有从多旱型向多涝型的转变趋

势 ∀

图 w  t|ys ) usst年年内出现涝月和旱月的月数 k正 }涝月 ~负 }旱月l

  长江中游地区每年的 x ) |月是年内主要的降

水集中时期k汛期l ox ) |月的涝或旱对农业生产和

人们生活影响极大 o按年内汛期出现 t个月以上区

域偏涝时计为 t次有涝年 ot个月以上区域偏旱时

记为 t次有旱年 o长江中游地区汛期有涝年和有旱

年的统计结果如表 t ∀

表 1  1960 ) 2001 年汛期k5 ) 9 月l出现 1 个月以上偏涝或偏旱的年份

年数   年份

有涝年 us t|yt ot|yu ot|yw 3 ot|yz ot|y| ot|zs ot|zv ot|zx ot|zz ot|{s o

t|{t ot|{u ot|{w ot|{{ 3 ot||t 3 ot||v 3 ot||x ot||y 3 ot||{ ot|||

有旱年 tw t|yv ot|yw 3 ot|yy ot|zt ot|zw ot|z{ ot|{x ot|{y ot|{{ 3 o

t||t 3 ot||u ot||v 3 ot||y 3 ousst

     注 }3 表示该年汛期洪涝和干旱相继出现 ∀

  t|ys ) usst年汛期kx ) |月l共有 u|年有不同

程度的洪涝和干旱发生 o发生频率达到了 y| h ~其

中有 us年汛期出现偏涝 o占总数的 w{ h otw年出现

偏旱 o占总数的 vv h ~其中有 x年的汛期洪涝和干

旱相继出现 o约占总数的 tu h ∀

v  旱涝时空分布特点

参考文献≈z 的做法 o根据区域内每个月降水距

平百分率的标准差分布k图略l o可把长江中游地区

旱涝分成 u ) w月 ox ) z月 o{ ) ts月和 tt月至次年

t月 w个不同阶段来讨论 ∀图 x是这 w个阶段降水

距平百分率的标准差分布综合图 ∀从图 x中可以看

出 o晚冬 !春季和初夏ku ) z月 o见图 x¤和图 x¥l的

降水距平百分率的标准差比盛夏 !秋季和前冬k{月

至次年 t月 o见图 x¦和图 x§l明显偏小 o说明在长江

中游地区的盛夏 !秋季和前冬的降水年际差异较大 o

易出现洪涝和干旱 ~而在晚冬 !春季和初夏的降水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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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要平稳一些 o出现洪涝和干旱的可能性相对要

小 ∀表 u是根据图 v中各月旱涝等级指数统计出来

的不同月份的旱涝分布情况 o同样也说明 {月至次

年 t月旱涝相对集中 o尤其是这一时段出现的涝月

要明显多于 u ) z月 o说明夏季的洪涝是长江中游的

一个主要气象灾害 ∀另外 o从表 u看 o出现在 u ) z

月的旱涝总月份也不少 o但这段时期内的降水距平

百分率标准差却比较小 o说明 u ) z月的旱涝强度比

较小 ∀

图 x  降水距平百分率的标准差分布k单位 }h l

k¤l u ) w月 ok¥l x ) z月 ok¦l { ) ts月 ok§l tt月至次年 t月

表 2  1960 ) 2001 年区域内不同时段旱涝月数统计

涝月数 旱月数 合计

u ) z月 ux u{ xv

{月至次年 t月 v{ vu zs

  从区域上来看 ou ) w月降水距平百分率标准差

较大的地区分布在区域的北部 !西部和东南部 o整个

中部的相对较小 o也就是说 ou ) w月易出现偏旱和

偏涝的地区在长江中游的北部 !西部和南部偏东的

地方 ∀x ) z月 o易发生偏涝和偏旱的地区主要在北

部 o而西部和东南部却相对稳定些 ~从气候上说 o每

年 x ) z月都是长江中游地区的雨水相对集中期 o这

就是这一时期降水距平百分率标准差相对较小的原

因 ∀{ ) ts月 o在湖南中部和北部的洞庭湖区 o江西

的东部 o降水距平百分率达到最大 o部分地方超过

{s h o说明在这些地方 { ) ts月份降水极不稳定 o出

现旱涝的可能性较大 ∀在这一时期 o长江中游整个

区域的降水距平百分率标准差都达到最大值 o一般

都超过了 ys h o所以整个区域 { ) ts月都是旱涝的

频发时段 ∀{ ) ts月长江中游地区降水相对较少 o

出现这种不稳定性很可能主要是由频发的干旱事件

造成的 ∀tt月至次年 t月 o降水距平百分率标准差

也比较大 o均超过了 ys h o与 { ) ts月相比较 o大值

中心位置出现较大的差异 o湖南的东南部 o江西的西

部以及洞庭湖区是相对较大区域 o易出现旱涝 ∀

综上所述 o长江中游地区的旱涝主要集中在盛

夏和秋季 o随季节的变化 o易出现旱涝的地域相应发

生变化 o但洞庭湖区是降水最不稳定区域 o一年四季

都易出现旱涝 o这可能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 ∀

w  旱涝的周期性分析

4 q1  多通道奇异谱分析方法简介

多通道奇异谱分析≈{  k � ∏̄·¬2¦«¤±±̈ ¯ ≥¬±ª∏̄¤µ

≥³̈¦·µ∏° �±¤̄¼¶¬¶ o简称 � ≥≥�l的主要特点就是可

以提取出 Λ维时间序列的谱性质 o也就是说从场的

序列中识别出传播型振荡 ∀其主要原理就是对这 Λ

维时间序列做滞后 Μ的排列k Μ称为滞后窗口l o

再对这个滞后矩阵作经验正交函数分解 o得到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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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空间型和时间主成分 o识别其时间序列的有用

信息 ∀

� ≥≥�选取适当的窗口长度 Μ是关键 ∀一般

来说 oΜ越大 o谱分辨率就越灵敏 o另外 oΜ大时可

分辨出相互接近的谱峰 o但在重建成分中振荡的间

歇时段定位粗糙 o如果 Μ大于振荡间歇性增强的

持续时间 o则重建成分将过低地估计增强时段的振

幅 o过高地估计在间歇时段的振幅 ∀经过一些实验

表明 o当窗口长度为 � 时 o能较好地识别周期为

Μrx ∗ Μ的振荡 o可以根据这一标准适当选取 Μ∀

� ≥≥�综合了 ≥≥�k奇异谱分析l和 °≤ �k主成

分分析l两个谱分析方法的优点 ∀显然 o在 � ≥≥�

中取 Λ � t时就是 ≥≥� o取 Μ� t就是常规的 °≤ � ∀

4 q2  资料预处理

本研究的资料是选定区域内 xs个代表站的月

降水资料 o但不是直接对降水资料进行多通道奇异

谱分析 o而是进行了以下二步预处理 }第一 o对月降

水资料采用 Ζ指数方法逐一确定单站各月旱涝等

级 o并按照前文所指出的 o用数字 v ou ot os op t o

p u op v分别表示极涝 !大涝 !偏涝 !正常 !偏旱 !大

旱 !极旱等级 o构成 xs个代表站 wu年kxsw个月l的

月旱涝等级序列 ~第二 o对旱涝等级序列进行 ∞�ƒ

分解 o把 ∞�ƒ的空间主成分k也称时间系数 o记为 ≥2

°≤l作为 � ≥≥�的分析对象 ∀

对 xs 个代表站旱涝等级的 ∞�ƒ 分析结果表

明 o空间 ∞�ƒk记为 ≥2∞�ƒl的方差贡献率递减速度

很快 o比较大的值主要集中在前面几个k图略l o如前

w个 ∞�ƒ 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 wx h otv h oz h 和

w h o其总和达到 y| h o说明由少数几个 ∞�ƒ¶就基

本能反应长江中游旱涝的空间型分布 o其时间系统

也基本上反应了旱涝的时间变率 ∀分析各个 ∞�ƒ

空间型 o可以看出长江中游地区旱涝分型主要有 w

类 }第一类也是最重要的一类就是以湖南 !江西为中

心的大范围偏涝型k图 y¤l o尺度比较大 o它的方差贡

献率达 wx h o明显强于其他空间型 ~接下来分别为西

北偏涝2东南偏旱型k图 y¥l o西南偏涝2东北偏旱型

k图 y¦l和中部偏旱 !西北和东南偏涝型k图 y§l ∀

为了分析所选区域旱涝时间序列的时间变率 o

选取旱涝等级时间序列的空间主成分作为研究对

象 o很显然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o同时由于少许几个

∞�ƒ¶的 ≥2°≤¶能反应出整体时间变率 o一方面可以

减少一些非主要信号所造成的干扰 o同时还可以减

少计算量 ∀前 ts个 ≥2∞�ƒ¶的总方差贡献率超过

了 {s h o所以以下就只对这 ts个 ≥2∞�ƒ¶所对应的

≥2°≤¶作多通道奇异谱分析 o其窗口长度选定为 tss

个月 o能识别 us个月至 tss个月的周期振荡成分 ∀

为了消除月际高频振荡成分 o对时间序列还进行了

x个月滑动平均处理 ∀

图 y  长江中游地区旱涝的主要空间型

k¤l 大范围偏涝型 ok¥l 西北偏涝2东南偏旱型 ok¦l 西南偏涝2东北偏旱型 ok§l 中部偏旱2西北r东南偏涝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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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ΜΣΣΑ结果分析

w qv qt  周期性

按照上面所介绍的方法 o经过多通道奇异谱分

析 o可以得到 wst个k由空间维数和窗口长度确定l

拓征值不为零的空间2时间特征向量 k记为 ≥×2

∞�ƒl o其序列长度为 tsssk空间维数 Λ ≅滞后窗口

长度 Μl o和 tsss 个空间2时间主成分k记为 ≥×2

°≤¶l o其序列长度为 wst ∀分析 ≥×2°≤¶的周期性也

就能揭示出了原隐藏在 ≥2°≤¶中或旱涝等级中的周

期性质 ∀

前 vu个 ≥×2∞�ƒ¶的方差贡献率见图 z o可以看

出前面几个 ≥×2∞�ƒ¶的方差贡献率比较大 o后呈减

小的趋势 o并逐步接近零 ∀这 vu个 ≥×2∞�ƒ¶的总

方差贡献率己接近 zs h o可以反应出 ≥×2°≤¶的主

要信号特征 o所以我们只对前 vu个 ≥×2°≤¶进行周

期性研究 ∀

图 z  前 vu个 ≥×2∞�ƒ¶的方差贡献率

  图 {是从这 vu个 ≥×2°≤¶中选出的具有代表性

的空间2时间主成分 o其他一些周期性不明显或与其

图 {  部分空间2时间主成分k记为 ≥×2°≤l
k¤l ≥×2°≤t和 ≥×2°≤u ok¥l ≥×2°≤v和 ≥×2°≤w ok¦l ≥×2°≤x o

k§l ≥×2°≤y和 ≥×2°≤z ok l̈ ≥×2°≤tu和 ≥×2°≤tv ok©l ≥×2°≤tv和 ≥×2°≤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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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某个相似或相近 o这里就没有再列举 ∀可以看到

第 x个空间2时间主成分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o说明

从 us世纪 ys年代到 us世纪末长江中游地区具有

旱涝明显增多的趋势 ∀其他几对如 ≥×2°≤t和 ≥×2

°≤u o≥×2°≤v 和 ≥×2°≤w o≥×2°≤y 和 ≥×2°≤z o≥×2

°≤tu和 ≥×2°≤tv !≥×2°≤tv 和 ≥×2°≤tw 都可直观

地看出具有明显的周期性质 o说明原 ≥2°≤¶序列或

旱涝等级序列中同样具有这样的周期信号 ∀

  � ≥≥�从场的序列中识别传播性振荡需要 t对

≥×2∞�ƒ¶和 t对 ≥×2°≤¶满足 v个条件≈y  }≠ 两个

相邻的特征值接近相等 ~� 由对应的两个 ≥×2∞�ƒ¶

描述的时间序列有相同的周期并且正交 ~≈ 这一对

≥×2°≤¶正交 ∀ � ≥≥� 的所有特征值是按降序排列

的 o故只有相邻的两个特征值是接近相等的 o如果这

一对 ≥×2∞�ƒ¶是有相近周期的准周期序列 o且对应

的一对 ≥×2°≤¶又是正交的 o那么这一对 ≥×2°≤¶的

迟后相关系数随着迟后量的推移呈现周期性变化 o

理论上讲 o两相同周期的正交序列当它们的位相相

差 trw周期时 o其相关系数达到最大k等于 tl o这里

给定的标准是只有当迟后相关系数能达到 s qz以上

就认为这一对 ≥×2∞�ƒ¶具有近似相同的周期 o且当

二者相关系数达最大时就是其位相移动了其周期的

trw ∀由此可知 o通过这一方法不仅能够判断哪一对

≥×2°≤¶及 ≥×2∞�ƒ¶反映原资料场中的某一周期振

荡成分 o而且还可以通过该方法估计这一周期振荡

成分的周期 o利用这一方法的分析结果见表 v ∀可

以看出 }长江中游地区的旱涝具有准 {年 !准 x年 !

准 u年和 w年的周期振荡性质 o其中准 {年和准 x

年信号稍强 ∀

表 3  主要成对 ΣΤ2ΠΧσ的周期及方差贡献率

成对特征成分的序号 周期 方差贡献率r h

t ∗ u |y个月 x qvtrx qs|

v ∗ w ys个月 w qyyrw qyt

tu ∗ tv uw个月 u qsurt q||

tv ∗ tw w{个月 t q||rt q|s

w qv qu  旱涝的年代际变化和准 u年周期振荡

这里特别关注长江中游旱涝的趋势成分和较短

周期的周期振荡性质 ∀可以看到 o由 � ≥≥� 分析中

的第 x个空间2时间主成分主要反应了旱涝的年代

际变化 o第 tu otv个空间2时间主成分反应旱涝的准

u年周期振荡性质 ∀针对长江中游地区的 w种主要

旱涝空间型k图 yl o分别用上述空间2时间主成分重

建这 w种旱涝空间型的空间主成分k也称为时间系

数l o可以分析这些旱涝空间型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

图 | 为 ≥×2°≤x 重建的 ≥2°≤t2≥2°≤w ∀由此可见 o

≥×2°≤x中的趋势成分反应在不同的 ≥2°≤¶中是各

图 |  ≥×2°≤x的前 w个通道的重建成分 ok¤l ∗ k§l分别对应第 t ∗ w个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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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 o甚至相反 ∀

这说明 o不同的旱涝空间型所对应的不同的空

间2主成分 o由于第一空间型的方差贡献大 o所以重

建的第一个空间2主成分最接近原 ≥×2°≤x ∀图中可

以看出 o≥×2°≤x在第一通道的重建成分以 us世纪

{s年代初为一个分界点 o以前的值均是负值 o后面

的值均是正值k见图 |¤l o结合第一旱涝空间型不难

发现 o这正是前面所说的 ous世纪 {s年代是由多旱

型向多涝型转变的一个转折点 o也就是说长江中游

大范围偏涝这一空间型k见图 y¤l在 {s年代以后更

加明显 ∀图 |¥可以看出西北涝2东南旱型k见图 y¥l

在 |s年代开始也有加强的态势 o但在此之前却表现

不明显 ∀而从图 |¦和图 |§中可以看出 o西南涝2东

北旱型k见图 y¦l和中部旱2西北 !东南涝型k见图

y§l在近 ws年来呈现出减弱趋势 ∀

  准 u年周期振荡是在 ≥×2°≤tu和 ≥×2°≤tv这

一对空间2时间系数中体现出来的 ∀它们在原 ∞�ƒ

中时间主成分的前 w 个通道的重建成分见图 ts ∀

可以看出 o准 u年周期振荡在第一通道和第二通道

的前期体现得比较好 o也就是说 o从 us世纪 ys年代

到 {s年代初 o长江中游的大范围偏涝型 !西北偏涝2

东南偏旱型具有典型的准 u年周期性质 o但其振幅

是呈递减趋势 ∀在 us世纪 {s年以后 o这种周期性

表现得很不明显了 o这可能是与前面所得出的结论

在 us世纪 {s年代长江中游旱涝特点发生明显变化

有关 ∀

图 ts  ≥×2°≤tu和 ≥×2°≤tv的前 w个通道的重建成分 ok¤l ∗ k§l分别对应第 t ∗ w个通道

x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长江中游地区 xs个代表站 t|ys )

usst年月降水资料的分析 o得到长江中游地区的旱

涝有如下几个特点 }

tl 长江中游地区旱涝发生比较频繁 o平均 t年

时间内大约有 t qy个月区域性偏涝和 t qv个月区域

性偏旱 ∀主要集中在盛夏 o秋季和前冬 o随季节的变

化 o易出现旱涝的地域相应发生变化 o但洞庭湖区始

终是一个旱涝多发地 ∀

ul 长江中游地区旱涝空间型主要表现为大范

围偏涝型 o西北涝2东南旱型 o西南涝2东北旱型和中

部旱 !西北和东南偏涝型等 w种类型 ∀

vl 长江中游的旱涝存在明显的年代际变化 ∀

在 us世纪 {s年代以前 o长江中游地区以偏旱型为

主 o而到 {s年代以后则转变以偏涝型为主 ∀

wl 长江中游地区旱涝也具有明显的年际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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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存在准 {年 !准 x年 !准 u年和准 w年周期振

荡性质 o其中准 u年周期性质在长江中游地区 ous

世纪 {s年代以前表现十分明显 o但在 {s年代以后

表现就不明显了 ∀

文章对长江中游地区旱涝的时空分布 !主要空

间模型以及周期性特点进行了初步研究 o对长江中

游旱涝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但就旱涝形成的物理机

制在这里没有涉及 o也是下一步将进行的主要工作 ∀

另一方面 o文中运用多通道奇异谱分析方法得到长

江中游地区旱涝的空间分型和相应的时间系数序

列 o如果利用各种统计学方法对时间系数做延伸预

报 o再结合对应的空间主成分就可以做出未来长江

中游旱涝月预报 o这也是值得继续进行研究的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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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εψ ωορδσ: Ζ2¬±§̈ ¬~©̄²²§r§µ²∏ª«·ªµ¤§̈¶~∞�ƒ ~ � ≥≥�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及中国气象局专业研究所

2005 年度学术年会在北京召开

  ussy年 t月 t{日由中国气象局科技发展司和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及中国气象局专业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气象科学

研究院及局专业研究所 ussx年度学术年会0在北京召开 ∀中国气象局宇如聪副局长 !局科技发展司赵大铜副司长出席会议开

幕式并讲话 ∀宇如聪副局长在讲话中肯定了/一院八所0认真贯彻落实中国气象事业发展战略研究成果在推进科研与气象业

务结合方面取得的新进展 o对外合作与交流不断加强 o国内外影响逐步扩大 ∀宇如聪副局长在讲话中还指出 o在 /十一五0开

局之年 o/一院八所0要站在新起点 o进一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谋划气象科研事业发展 o为实现中国气象事业发展战略研究

提出的宏伟目标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持和高层次人才资源 ∀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吕达仁院士 !国家气候中心丁一汇院士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方精云院士分别以/ �� �� �≥≥项

目介绍0 !/中国降水的年代际变化及成因0 !/近 us年中国植被的动态变化0为题做了大会特邀报告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院

长张人禾研究员 !副院长张小曳研究员及国家/ |zv项目0首席科学家徐祥德研究员 !国家/十五0攻关项目首席科学家薛纪善

研究员分别做了/大气科学领域的若干前沿问题0 !/亚洲沙尘暴0 !/国家 |zv计划 ) ) ) 城市环境成果综述0及/我国全球中期与

中尺度数值预报的新发展0的大会主题报告 ∀

本届年会在贯彻落实中国气象事业发展战略研究成果 o促进科研与业务的结合和多轨道研究型业务的建设 o为加强中国

气象科学研究院及中国气象局专业研究所的学术交流和活跃学术气氛 o推动 /一院八所0科技工作的发展和科研水平的提高

将起到积极作用 ∀参加本届学术年会的有来自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等中国气象局 tx个科研业务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

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的 vss余名科技工作者 o参加会议的还有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沈善普教授等 v名专家 ∀

年会除特邀报告外 o还分设 /灾害天气与数值预报0 !/气候与大气化学0 !/生态环境 !大气探测与人工影响天气0v个主题

分会场开展交流 o与会专家围绕会议主题在机理研究 !预测理论 !同化技术 !遥感技术 !成果应用推广等方面进行了研讨和交

流 ∀

k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王德英l    

{u                     应  用  气  象  学  报                 tz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