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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全国160站1951—2009年月降水和气温资料,分析了短期气候预测业务评分办法中六级要素概率时空分布

特征,并以1月、7月为代表获得了不同地区、不同级别降水和气温异常发生频率。结果表明:降水和气温的六级异常

分布存在显著空间不均匀性和年代际变化特征,1980—2009年,北方降水在1月出现特少、特多等级和7月出现特

少、偏少等级的概率较大,南方降水出现6个等级的概率基本相同;全国气温在1月和7月出现正常略低、正常略高和

偏高等级的概率较大。1980—2009年与
 

1951—1979年相比,全国1月降水为特多、偏多等级和7月降水为偏少等级

的站数明显增加,全国1月气温为正常略高、偏高和特高等级的站数明显增加,呈明显的年代际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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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更加迫切需要

准确和丰富的短期气候预测服务产品[1]。而分析降

水和气温的分级概率时空分布特征,可以获得不同

地区、不同量级降水和气温的异常发生频率,这可以

作为一种背景性信息为气候预测评估和预测产品制

作提供非常有用的参考,也为极端气候的预测提供

了基础信息,有利于短期气候预测服务水平的提高。
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2],关于多种气象要素

极端特性变化的研究有很多[3-10]。Easterling等指

出[11-12],全球最低气温、最高气温有明显的上升趋

势,而我国气温的变化趋势与全球基本一致[13-15]。
唐红玉等[16]研究表明,我国年平均最高气温的变化

特征呈现北方增暖明显、南方变化不明显的特征,各
地年平均最低气温呈明显的变暖趋势。与此同时,
许多研究也分析了极端降水的变化情况。Zhai等研

究指出[17],我国南方极端降水事件增加趋势明显,
我国北方极端降水事件减少趋势明显,蔡敏等[18]研

究也有类似结论。王小玲等[19]发现,降水量的趋势变

化主要由强降水量的变化引起,降水频率变化对降水

量趋势的贡献远大于强度变化,趋势变化主要由频率

的趋势产生。此外,全球气候存在明显的年代际变化

特征[20],在我国则表现为长江、淮河流域20世纪70
年代末后降水明显增多,而华北地区降水明显减

少[21],我国东部季风区中的“北涝南旱”型在20世纪

70年代末后转为“南涝北旱”型[22]。这些研究成果提

示预报员在气候预测业务和服务中要以发展的眼光

看待预报因子和预报对象。
多数研究成果[23-27]主要集中于极端气温、降水

的分析,实际上在气候预测业务中面对的是从正常

到异常的多级情况,如何为决策者提供丰富的预测

信息具有实际应用价值。本文采用中国气象局预报

与网络司下发的《短期气候预测质量分级检验办

法》①中对降水、气温的六级分级定义和评分办法,分
析各月各要素的六级概率时空分布特征,以期为预报

员进行气候预测时综合考虑年代际变化、年际变化和

季节内变化特征提供重要参考信息,同时也对气候预

测质量检验方法的特点和合理性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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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本文采用国家气候中心常规业务中使用的

1951—2009年我国160站月降水、气温资料,根据

《短期气候预测质量分级检验办法》中对降水、气温

等级划分标准(表1),以
 

20%和
 

50%的阈值将降水

划分为特少、偏少、正常略少、正常略多、偏多、特多

共6个等级,以
 

1℃和
 

2℃的阈值将气温划分为特

低、偏低、正常略低、正常略高、偏高、特高共6个等

级。针对6个等级的评分办法如表2所示。可以看

到,预报等级与实况相符时,单站评分为100分;预

报等级与实况不符时,如果预报为正常等级,而实况

与预报相差1个等级,则得分在100分基础上减20
分,相差两个等级减40分;但如果预报为异常等级

而实况也为异常等级,但预报与实况相差1个等级,
则单站评分为80分基础上再加10分的加权奖励

分。六级异常是针对0呈对称分布,得分对应分级

预测与实况的关系也呈对称分布。表2的评分办法

强调了级别预测正确的重要性,且对异常级别预报

正确的情况有加权奖励。在这种评分思路下,如何

清楚地了解降水、气温在不同级别下的时间和空间

分布特征对预测和服务非常必要。

表1 降水和气温趋势预测六级评分制用语及等级划分标准

Table
 

1 The
 

terminology
 

of
 

six-level
 

scoring
 

method
 

and
 

the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of
 

each
 

level
 

for
 

precipitation
 

and
 

temperature
 

prediction
 

预测用语 ΔR/% ΔT/℃
特少(特低) ΔR≤-50 ΔT≤-2.0
偏少(偏低) -50<ΔR≤-20 -2.0<ΔT≤-1.0

正常略少(正常略低) -20<ΔR<0 -1.0<ΔT<0
正常略多(正常略高) 0≤ΔR<20 0≤ΔT<1.0

偏多(偏高) 20≤ΔR<50 1.0≤ΔT<2.0
特多(特高) 50≤ΔR 2.0≤ΔT

           注:ΔR 为降水距平百分率;ΔT 为气温距平。

表2 单站降水和气温趋势预测六级评分制评分表

Table
 

2 The
 

six-level
 

scoring
 

method
 

for
 

precipitation
 

and
 

temperature
 

predictions
 

at
 

one
 

station
 

实况
 预测

特少(特低) 偏少(偏低) 正常略少(正常略低) 正常略多(正常略高) 偏多(偏高) 特多(特高)
特少(特低) 100 80+10 60 20 0 0
偏少(偏低) 80+10 100 80 40 20 0

正常略少(正常略低) 60 80+10 100 60 40 20
正常略多(正常略高) 20 40 60 100 80+10 60

偏多(偏高) 0 20 40 80 100 80+10
特多(特高) 0 0 20 60 80+10 100

  限于篇幅,本文以1月和7月作为代表进行重

点分析。这里主要采用了概率统计方法,分析了气

候发生年代际转折后1980—2009年1月和7月降

水和气温的六级概率空间分布特征,并在此基础上

对比了1951—1979年和1980—2009年气温和降水

不同等级概率的年代际变化。这里采用的概率统计

原理为P(A)=m/n,其中P(A)为事件A 出现的

频率值,n 是总事件发生的总数,m 表示事件A 发

生的总次数。具体到本文,P(A)为某一等级出现

的频率值,n 为资料长度,m 是该等级在n 年内出现

该等级的总次数。本研究可为预报员做分级预报提

供重要的背景信息。

2 降水和气温分级概率时空分布特征

2.1 1980—2009年1月和7月降水分级概率空间

分布特征

均方差能够反映出气候要素值的波动振幅大

小,均方差高值区域易出现异常等级气候事件,均方

差低值区域易出现正常等级气候事件。因此,这里

首先给出了我国1月和7月降水距平百分率的均方

差图(图1)。由于我国目前的短期气候预测业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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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距平百分率作为预报对象(表1),因此这里计算

的是降水距平百分率均方差。图1表明,1月降水

距平百分率均方差高值区主要分布于我国西藏及北

方大部地区,低值区主要分布于我国南方地区;7月

均方差高值区主要分布于我国西藏及西北地区,低

值区主要分布于我国东部地区。对比1月和7月均

方差分布后发现,1月均方差要明显大于7月,且北

方要明显大于南方。这说明1月易发生异常等级降

水事件,且北方发生异常等级降水事件的概率要明

显大于南方。

图1 1980—2009年1月和7月我国降水距平百分率的均方差(单位:%)

Fig.1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precipitation
 

percentage
 

anomalies
 

in
 

China
 

in
 

January
 

and
 

July
 

from
 

1980
 

to
 

2009(unit:%)

  不同等级降水出现概率对预报降水趋势的量级

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里参照表1的降水等级划分

标准,给出了1980—2009年1月降水六级概率分布

图(图2)。图2表明,1月降水出现特少、特多等级

概率大于20%的高值区主要分布于东北、内蒙古、
华北、黄淮、西北、西南地区西部以及华南沿海,部分

地区出现概率超过50%。1月我国降水出现偏少、
正常略少、正常略多、偏多等级的概率相对较小。对

比图1a也可以看出,特多和特少等级的高概率区域

对应均方差高值区,而低概率区则对应均方差低值

区。综合以上分析可知,1月我国北方降水出现特

多、特少等级的概率较大,出现偏少、正常略少、正常

略多、偏多等级的概率较小,而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

出现6个等级的概率接近。

  1980—2009年7月降水的六级概率分布(图3)
表明,7月降水出现特少等级概率大于20%的高概

率区主要分布于西北地区、内蒙古、江南大部;偏少

等级的高概率区主要分布于东北、华北、黄淮、内蒙

古、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以及江南地区;特多

等级概率大于20%的高概率区主要分布于新疆、西
藏西部、江淮以及华南沿海地区。7月降水基本未

出现正常略少、正常略多、偏多等级的高概率区域。
对比图1b也可以看出,特多和特少级的高概率区域

对应了均方差高值区。综合以上分析可知,7月北

方降水出现特少、偏少等级的概率较大,而南方地区

出现偏少、特多的概率略占优势。

  综合上面分析可知,1980—2009年1月北方降

水出现特少、特多等级的概率较大,且部分地区出现

特少等级概率接近50%;7月北方降水出现特少、偏
少等级的概率较大。1月和7月南方降水出现6个

等级的概率比较接近。对比1月和7月降水概率空

间分布特征后还可以发现,1月出现异常等级概率

要明显高于7月。以往短期气候预测业务人员倾向

于正常等级的趋势预报,几乎不考虑预报异常等级。
然而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降水异常事件频

发,而预报员发布的预测信息多数为正常等级,直接

影响到降水预测准确率的提高,同时也大大降低了

预测服务的效果。现行的短期气候预测评分标准更

着重强调等级预报的正确性,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

对预报异常等级的加权奖励。因此,针对现行短期

气候预测业务评分标准和服务需求,并综合考虑年

代际气候变化背景,在有利的年际、季节内变化特征

和预测因子、预测方法的支持下,对于一些出现异常

等级降水概率比较高的区域(如北方部分地区),给
出异常等级趋势预报的把握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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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80—2009年1月我国降水六级概率分布(单位:%)

(阴影区表示概率分布超过20%的区域)

Fig.2 Distributions
 

of
 

the
 

six-level
 

probability
 

of
 

precipitation
 

anomalies
 

in
 

January
 

from
  

1980
 

to
 

2009(unit:%)
(the

 

shaded
 

area
 

denotes
 

the
 

probability
 

over
 

20%)

  

2.2 1980—2009年1月和7月气温分级概率空间

分布特征
    

1980—2009年1月和7月我国气温的均方差

分布(图4)表明,1月气温均方差异常高值区主要集

中于我国北方及西藏地区,均方差低值区主要分布

于我国南方地区。相比于1月,7月气温的均方差明

显减小,且北方地区气温的均方差也要明显大于南

方。以上分析说明,1月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变化剧

烈,容易出现极端气温事件,而南方气温波动相对较

小;7月全国气温波动都较小。
  

  参照表1中气温等级划分标准,本文绘制出了

1980—2009年1月我国气温的六级概率分布图(图

5)。图5表明,1月出现正常略低等级概率大于20%
的高概率区主要分布于华北、黄淮、江淮、江汉、华南、
西藏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正常略高等级的高概率区

主要位于华北、西北、西南、江南、华南、江淮、黄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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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80—2009年7月我国降水六级概率分布(单位:%;其他说明同图2)

Fig.3 Distributions
 

of
 

the
 

six-level
 

probability
 

of
 

precipitation
 

anomalies
 

in
 

July
 

from
 

1980
 

to
 

2009(unit:%;
 

others
 

same
 

as
 

in
 

Fig.2)

图4 1980—2009年1月和7月全国气温均方差(单位:℃)

Fig.4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temperature
 

in
 

China
 

in
 

January
  

and
 

July
 

from
 

1980
 

to
 

2009(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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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1980—2009年1月全国气温六级概率分布(单位:%;其他说明同图2)
Fig.5 Distributions

 

of
 

the
 

six-level
 

probability
 

of
 

temperature
 

anomalies
 

in
 

January
 

from
 

1980
  

to
 

2009(unit:%;
 

others
 

same
 

as
 

in
 

Fig.2)

江汉地区,其中长江流域地区的正常略高等级出现

概率达到40%左右;偏高等级的高概率区主要位于

西藏、西北地区中东部及华南沿海地区;特高等级的

高概率区主要位于新疆北部、东北大部地区。1月

气温出现特低、偏低等级的高概率区在全国都较少。
综合上面分析可知,1月全国气温出现正常略低、正
常略高的概率较大,出现偏高等级的概率次之,而出

现特低、偏低、特高等级的概率相对较小。
  图6为1980—2009年7月我国气温的六级概

率分布。图6表明,7月气温基本以正常略低、正常

略高等级为主,其中大部地区出现正常略低、正常略

高的概率大于30%,尤其是南方部分地区正常略高

等级出现概率大于40%以上。与之相反,7月我国

气温基本未出现特低、偏低和特高等级的高概率区。
7月气温出现偏高等级的高概率区主要位于西北地

区中东部、西藏、内蒙古和江南北部地区。从以上分

析可知,7月全国气温主要集中于正常略低、正常略

高和偏高3个等级,而特低、偏低和特高气温等级出

现的概率很小。同时,对比图4与图5、图6后发

现,1月和7月气温均方差高值中心都主要分布于

我国北方地区,然而全国大部地区气温都集中于正

常略低、正常略高和偏高3个等级,因此评分办法中

的六级气温得到的均方差分布特征与六级的概率分

布特征有较大的差异。气温的六级分布特征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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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对称。
  综合上面分析可知,1980—2009年1月和7月

降水距平百分率均方差能较好反映出降水六级概率

分布特征,而1月和7月气温均方差不能很好反映

出气温六级概率分布特征。从气温六级概率空间分

布特征看到,1月和7月出现正常略低、正常略高和

偏高等级的概率较大,而出现特低、偏低、特高等级

的概率较小。虽然现行预报评分标准对异常等级气

温预报也有额外加权奖励,但是从1月和7月全国

气温六级概率空间分布特征来看,我国大部地区气

温基本都处于正常等级之中,基本不会出现异常等

级情况。因此,结合现行的气温评分标准和气温六

级概率分布特点,并同时考虑年代际、年际尺度的气

候背景,1月、7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出现正常略低、
正常略高和偏高等级的概率较高,而特低、偏低和特

高等级出现概率低,呈现明显的偏态分布。业务人

员在进行气候预测服务时应充分考虑这种气候特

征。

图6 1980—2009年7月全国气温六级概率分布(单位:%;其他说明同图2)

Fig.6 Distributions
 

of
 

the
 

six-level
 

probability
 

of
 

temperature
 

anomalies
 

in
 

July
 

from
 

1980
 

to
 

2009(unit:%;
 

others
 

same
 

as
 

in
 

Fig.2)

2.3 气温和降水概率年代际变化特征

全球气候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发生了显著的

年代际变化。为了揭示气候年代际变化对气温、降

水概率分布的影响,本文还对比了1951—1979年和

1980—2009年两个时间段中降水和气温的差别,分
别计算出这两个时段降水和气温6个等级概率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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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的站数(如图7所示)。由图7可知,1980—
2009年,1月降水特多、偏多等级和7月降水偏少等

级的站数要明显多于1951—1979年,1月降水特少

等级和7月降水特少、正常略少等级的站数要明显

少于1951—1979年,而1月降水偏少、正常略少、正
常略多等级和7月偏多、特多等级的站数变化不大。
1980—2009年1月气温特低、偏低、正常略低等级

的站数明显少于1951—1979年,而正常略高、偏高

和特高等级的站数明显多于1951—1979年。两个

时段7月气温6个等级的站数都没有太大变化。以

上分析同时表明,全球变暖引起降水、气温等级分布

的改变在冬季最显著,需要引起预报员关注。
  降水特少、特多等级和气温特低、特高等级的概

率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气温、降水极端事件发

生的频率。1980—2009年与1951—1979年全国降

水特少、特多等级的概率差值分布可以很好地表现

不同年代降水异常等级的变化特征(图8)。图8表

明,1月和7月降水特少等级概率的显著负值区域

图7 1月和7月的降水与气温六级概率大于25%的站数

Fig.7 The
 

number
 

of
 

stations
 

where
 

the
 

six-level
 

probability
 

of
 

precipitation
 

and
 

temperature
 

anomalies
 

greater
 

than
 

25%
 

in
 

January
 

and
 

July

图8 1980—2009年与1951—1979年全国降水概率的差值分布(单位:%)
(阴影区表示达到0.1显著性水平)

Fig.8 Precipitation
 

probability
 

anomalies
 

between
 

the
 

periods
 

of
 

1980—2009
 

and
 

1951—1979(unit:%)(the
 

shaded
 

area
 

denotes
 

passing
 

the
 

test
 

of
 

0.1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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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布于西南东部、江南等地区,其出现概率下降

了20%左右;而北方大部为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正

值区域,其出现概率上升了10%左右。1月和7月

降水特多等级概率的显著性负值区主要分布于内蒙

古、西北部分地区等地;正值区主要分布于江淮、江
南等地区。综合以上分析可知,1月和7月降水特

少等级概率在我国南方地区有下降趋势,在北方地

区有上升趋势,而降水特多等级概率在我国南方地

区有上升趋势,在北方地区有下降趋势。以上结论

与文献[23-27]结果一致。

  1980—2009年与1951—1979年的气温特低、
特高等级的概率差值分布(图9)表明,1月气温特低

等级概率为全国一致的负距平区,且显著性负值区

主要分布于北方地区,即气温特低、特高等级出现概

率下降了10%以上。与之相反,1月气温特高等级

概率表现为全国一致的正距平区,且显著性正值区

也主要分布于北方地区,其出现概率上升了10%以

上。7月气温出现特低、特高等级概率基本没有明

显的变化。从上面分析可知,1月我国大部地区出

现气温特低等级的概率在降低,而出现气温特高等

级的概率在上升,这一年代际变化趋势在北方尤为

显著。7月全国气温特低、特高等级的概率基本维

持不变。同时,这也说明我国夏季气温增暖不显著,
而冬季气温增暖显著,并且北方地区异常增暖幅度

要明显大于南方。以上结论与文献[13-16]结果较

一致。

图9 1980—2009年与1951—1979年全国气温概率的差值分布(单位:%)

(阴影区表示达到0.1显著性水平)

Fig.9 Temperature
 

probabilit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eriods
 

of
 

1980—2009
 

and
 

1951—1979(unit:%)
 

(the
 

shaded
 

area
 

shows
 

passing
 

the
 

test
 

of
 

0.1
 

level)

  综上所述,与1951—1979年相比,1980—2009
年1月降水特多、偏多等级和7月降水偏少等级的

站数增加明显,1月降水特少等级和7月降水特少、
正常略少等级的站数减少明显;1980—2009年时段

1月气温特低、偏低、正常略低等级的站数明显减

少,1月气温正常略高、偏高和特高等级的站数明显

增加,而7月气温6个等级的站数基本无变化。同

时,1月和7月降水特少等级概率在我国南方地区

有年代际下降趋势,在北方地区有上升趋势,而降水

特多等级概率在我国南方地区有年代际上升趋势,
在北方地区有下降趋势。1月我国大部地区出现气

温特低等级的概率在降低,而出现气温特高等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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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在上升,这一变化趋势在北方尤为显著。7月

我国气温特低、特高等级的概率基本维持不变。这

也说明我国夏季气温增暖不显著,而冬季气温增暖

显著,并且北方地区增暖幅度要明显大于南方。
降水和气温分级概率特征在时间上表现出显著

的年代际变化,从侧面反映出气候背景的变化对降

水和气温预报趋势的影响,预测因子的选择也要随

年代际变化特征而更新。因此在短期气候预测业务

中,除了要考虑月、季尺度和年际尺度的变化外,还
需要结合降水和气温的六级概率分布特征,考虑年

代际变化对降水和气温趋势的影响,通过多时间尺

度综合集成来提高气候预测、评估及服务水平。

3 结论和讨论

本文利用中国气象局预报与网络司下发的《短
期气候预测质量分级检验办法》中对降水、气温的分

级定义和评分办法,采用国家气候中心常规业务中

使用的1951—2009年全国160站月降水、气温资

料,分析了各月降水、温度在不同年代际背景下的六

级概率时空分布特征,并以1月和7月作为代表进

行了重点分析,得到了如下结论:

1)下发的短期气候预测质量分级标准和评估办

法是针对正负异常对称分布要素设置的,而实际降

水和气温的六级异常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不均匀性

和年代际变化特征。

2)1980—2009年,北方1月降水特少、特多等

级和7月降水特少、偏少等级出现的概率较大。南

方降水在1月和7月出现6个等级的概率比较接

近。1月和7月我国气温出现正常略低、正常略高

和偏高等级的概率较大。这种概率分布特征提示预

报员要慎重分析小概率事件出现的原因及其影响。

3)1980—2009年与1951—1979年相比,1月降

水特多、偏多等级和7月降水偏少等级的站数明显

增加。1月气温正常略高、偏高和特高等级站数也

明显增加,而7月气温六级等级站数基本无变化。
以上结果说明六级概率分布的年代际变化特征在全

球变暖背景下引起降水、气温等级分布的改变在冬

季最显著。

4)1980—2009年与1951—1979年相比,1月和

7月降水特少(特多)等级概率在我国南方(北方)地
区有下降趋势,在北方(南方)地区有上升趋势。1
月我国大部地区出现气温特低(特高)等级的概率在

降低(上升);7月气温特低、特高等级的概率基本维

持不变。这种气候变化的年代际背景提示预报员在

集成预测结果时要考虑年代际信号变化的影响。

5)针对现行短期气候预测业务评分标准,结合

年代际气候变化背景,在有利的年际和季节内变化

特征支持下,北方地区降水趋势应给出异常量级的

预报信息,而南方地区预报指示意义相对不明显。
全国气温出现正常略低、正常略高和偏高3个等级

的概率较高。
现行气候预测评分标准侧重于分级预报的准确

率,尤其支持异常等级降水和气温的预测。因此该

评分方法鼓励提升气候预测的服务效果。降水六级

概率时空分布特征基本符合正负异常对称分布,其
六级评分制比较合理。但气温六级概率时空分布特

征呈现出明显的偏态分布,六级评分不能很好反映

出实际情况,应适当改进。
此外,现行评分方法未考虑到降水和气温的空

间不均匀性和年代际变化特征,忽视了不同地区出

现不同等级要素异常的概率不同所造成的预测难度

的差异。近年来已经有研究将概率权重引入天气预

报评估方法之中[28-29],另外对比无技巧预报(如气候

预报、持续性预报)的技巧评分[30],也可以不同程度

地解决区域差异的问题,因此现行气候预测评分可

以引入其他评估方法的优点并进一步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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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tandard
 

of
 

the
 

probability
 

classification
 

definition
 

and
 

scoring
 

method
 

in
 

short
 

term
 

cli-
mate

 

prediction
 

operation,
 

analysis
 

is
 

conducted
 

on
 

six-level
 

probability
 

classification
 

of
 

monthly
 

precipita-
tion

 

and
 

temperature
 

anomalies
 

in
 

January
 

and
 

July.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s
 

are
 

obtained
 

through
 

the
 

monthly
 

precipitation
 

and
 

temperature
 

data
 

at
 

160
 

stations
 

in
 

China,
 

which
 

are
 

operationally
 

used
 

by
 

National
 

Climate
 

Center
 

of
 

CMA.
 

The
 

six
 

levels
 

are
 

defined
 

as
 

much
 

more
 

than
 

normal
 

(L1),
 

moderately
 

more
 

than
 

normal
 

(L2),
 

slightly
 

more
 

than
 

normal
 

(L3),
 

slightly
 

less
 

than
 

normal
 

(L4),
 

moderately
 

less
 

than
 

normal
 

(L5),
 

much
 

less
 

than
 

normal
 

(L6).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ssued
 

six-level
 

probability
 

classification
 

is
 

suitable
 

for
 

symmetrical
 

distri-
bution

 

cases
 

for
 

positive
 

and
 

negative
 

anomalies
 

but
 

neglecting
 

spatial
 

inhomogeneous
 

distributions
 

and
 

in-
ter-decadal

 

variations
 

of
 

monthly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1980—2009,
 

the
 

probability
 

of
 

L1
 

and
 

L6
 

for
 

precipitation
 

in
 

North
 

China
 

is
 

high
 

in
 

January
 

whereas
 

that
 

of
 

L6
 

and
 

L5
 

is
 

el-
evated

 

in
 

South
 

China
 

in
 

July.
 

The
 

six-level
 

probability
 

for
 

precipitation
 

in
 

January
 

and
 

July
 

is
 

generally
 

similar
 

in
 

South
 

China.
 

The
 

probability
 

of
 

L4,
 

L3,
 

and
 

L2
 

temperature
 

is
 

high
 

whereas
 

that
 

of
 

L6,
 

L5,
 

and
 

L1
 

is
 

low
 

for
 

temperature
 

in
 

China
 

in
 

both
 

January
 

and
 

July.
 

Compared
 

to
 

those
 

in
 

the
 

period
 

of
 

1951—1979,
 

the
 

station
 

numbers
 

of
 

L1
 

and
 

L2
 

in
 

January
 

and
 

L5
 

for
 

precipitation
 

in
 

July
 

hav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ut
 

those
 

of
 

L6
 

precipitation
 

in
 

January
 

and
 

L6
 

and
 

L4
 

for
 

precipitation
 

in
 

July
 

have
 

remarkably
 

decreased
 

in
 

the
 

period
 

of
 

1980—2009.
 

Meanwhile,
 

the
 

station
 

numbers
 

of
 

L4,
 

L5,
 

L6
 

for
 

temperature
 

in
 

January
 

have
 

substantially
 

decreased
 

but
 

those
 

of
 

L1,
 

L2,
 

L3
 

for
 

temperature
 

in
 

January
 

increases
 

signifi-
cantly

 

and
 

the
 

six-level
 

temperature
 

probability
 

in
 

July
 

shows
 

no
 

variability
 

since
 

1980.
 

The
 

above
 

results
 

could
 

provid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climate
 

forecasters
 

to
 

fully
 

consider
 

inter-
decadal,

 

inter-annual
 

and
 

inter-seasonal
 

variability.
 

The
 

standard
 

of
 

the
 

scoring
 

method
 

for
 

the
 

climate
 

prediction
 

focuses
 

on
 

the
 

accurate
 

rate
 

of
 

classification
 

prediction,
 

and
 

especially
 

emphasizes
 

the
 

abnormal
 

level
 

of
 

precipitation
 

and
 

temperature.
 

Therefore,
 

the
 

scoring
 

method
 

will
 

help
 

promote
 

climate
 

prediction
 

services.
 

The
 

six-level
 

scoring
 

method
 

for
 

precipitation
 

is
 

more
 

reasonable,
 

while
 

for
 

temperature
 

the
 

method
 

needs
 

appropriate
 

impro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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