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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C$$6V*

位势高度的月平均再分

析资料!采用合成分析方法讨论与中国夏季
%

类雨型相对应的南半球
C$$6V*

距平高度场的分布特征*运用多

变量方差分析方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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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雨型相对应的南半球西风指数波动关键区
W

*分析关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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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风波动与中国夏季降水之间的关系*寻找南(北半球西风相互作用影响中国夏季降水分布的可能途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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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雨型相对应的南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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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平高度场显示出不同的距平分布形式!并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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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风指数强弱变化与中国夏季降水的关系密切!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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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南半球的

西风波动对北半球夏季关键区的西风环流的变化有预测意义!而前期南半球关键区
W

的平均西风指数与北半

球夏季高度场的显著负相关区在贝加尔湖)南(北半球大气环流经向传播是两半球西风相互作用的可能途径!

前期南半球的异常西风使夏季贝加尔湖的平均槽强度变化!进而造成北半球关键区的西风环流异常!从而影响

中国夏季雨型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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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内近年对中国旱涝灾害的研究为开展我国

旱涝灾害气候变化和预测研究理论创新奠定了一

定的基础)但由于中国旱涝气候变化是一个难度

很大的问题!影响我国旱涝灾害气候变化的物理

因素非常复杂!就我国目前短期气候预测的实际

水平而论!还远远达不到科学上令人信服的程度!

原因正在于亚洲季风气候变化的高度复杂性)尽

管研究上已经有了很好的开始和一定的基础!但

是距离取得突破性进展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而这

方面的突破有着极大的科学意义和巨大的实际

价值)

目前已有众多的学者研究了季风(东亚大气

环流(青藏高原积雪(西太平洋海温等因子异常

变化对中国旱涝的影响 $陈烈庭和吴仁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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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祖辉和陶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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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人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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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顺利和陶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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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云和陶

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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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嘉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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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表明!中国旱涝气候变化不可能仅用

/9QR

循环就能完全解释清楚!其影响因素多且

复杂!还有一些影响因素没有被我们认识*并且

在中国旱涝气候变化中!一些年份以某些因素的

影响为主!另一些年份又以其它因素的影响为主!

其中的很多关系还没有被搞清)过去对北半球天

气气候变化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研究北半球天气

系统变化的影响上!随着对中国旱涝气候的研究

越来越深入!人们认识到在北半球大气环流的变

化对北半球的天气气候产生影响的同时!南半球

大气环流的变化也对北半球的大气环流和天气气

候变化产生影响!只有综合考虑两个半球环流场

的相互作用才能准确(深刻地认识环流场的变化!

从而系统(完善地分析天气气候的变化)现在研

究引起北半球气候变化的原因!或者引起中国气

候变化的原因已追溯到南半球的大气环流变化以

及南极海冰的影响)王会军和薛峰 $

#$$%

%提出

在研究北半球夏季气候 $特别是季风区气候%变

化时必须重视研究同期和前期的南半球大气环流

的变化)已有研究表明!南极罗斯海区和威德尔

海区海冰对我国夏季天气均具有指示意义!罗斯

海区是影响我国夏季东北地区降水的海冰关键区

$马丽娟等!

#$$B

%)

HE33+*';

$

#$$%

%通过研究

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指出中国东部夏季降水与

南极海冰变化有密切关系)许多工作针对南极涛

动和中国夏季降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薛峰

$

#$$C

%提出当南极涛动偏强时!长江流域降水偏

多!其两侧降水偏少)

9*-*-.D(

$

#$$%

%的研

究也表明春季的南极涛动与长江中下游的夏季降

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范可 $

#$$B

%分析南半

球环流异常与长江中下游夏季旱涝的关系!指出

春季南极涛动对长江中下游夏季旱涝的影响较夏

季显著!春季正南极涛动有利于长江中下游夏季

降水)南素兰和李建平 $

#$$C*

!

#$$CK

%指出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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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南半球环状模偏强"随后的夏季长江中下游地

区降水容易偏多"反之降水容易偏少#对南半球

大气环流与北半球季风$副热带高压等天气系统

之间的关系的探讨也越来越多 %张元箴和王淑静"

ABBB

&李崇银和吴静波"

!CC!

&

D)*

E

)*=F)*

"

!CCG

'"这些研究都表明南半球大气环流波动与中

国的降水变化密不可分#

但是前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讨论南极涛动$

越赤道气流$南极海冰变化对中国夏季降水的影

响上"对表征环流异常的指数(((西风指数没有

系统研究"未分析南半球西风指数与中国夏季降

水的关系"也没有探讨南$北半球西风之间的相

互作用以及它们的传播特征#与中国夏季雨型有

密切关系的南半球西风指数变化关键区在哪里)

前期南半球西风异常波动对中国夏季雨型分布是

否有预测作用) 前期南半球西风指数与夏季北半

球西风指数之间有什么关系) 南$北半球的西风

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影响中国夏季降水的分布) 针

对这些问题"我们在明确了北半球西风指数与中

国夏季降水关系的基础上 %严华生等"

!CCH

'"通

过多变量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找到
A!

!

!

月和
I

!

J

月与中国夏季
K

类雨型相对应的南半球西风指

数波动关键区&讨论关键区西风异常与中国夏季

降水的关系&探讨两半球西风指数之间的联系#

通过本工作为夏季降水预测寻找另外的关键因子"

结合前人对南极海冰的研究探索海冰变化与西风

异常之间的联系"为进一步研究中国降水变化的

物理机制提供依据#

!

!

资料和方法

!"#

!

资料来源

采用
"LMN

*

"LO1

提供的
ABGC

!

!CCH

年

%共
GJ

年'

A!

!

!

月$

I

!

J

月
GCC0N)

位势高度

的月平均再分析资料 %

P)-*)

;

+,)-.

"

ABBI

'"范

围为 %

BCQ?

!

BCQ"

"

AJCQM

!

AJCQD

'"网格距为

!$GQ

%纬度'

R!$GQ

%经度'#

全国
AIC

个站
ABGA

!

!CCH

年 %共
GH

年'夏

季 %

I

!

J

月'的降水资料#

国家气候中心根据廖荃荪和赵振国 %

ABB!

'提

出的方法划分的夏季雨型资料"

<

类雨型有
!C

年"

<<

类雨型有
AJ

年"

<<<

类雨型有
AB

年 %见表
A

'#

表
#

!

#$%#

!

!&&'

夏季
(

类雨型对应年份

)*+,-#

!

).-

/

-*012304.-4.0--

5

06786

5

*,0*67

5

*44-07167

19::-0203:#$%#43!&&'

雨型 年份

<

类雨型
ABGKABGJABGBABICABIAABISABIIABIHABHKABHI

ABHHABHJABJAABJGABJJABB!ABBSABBG!CCS!CCI

<<

类雨型
ABGIABGHABI!ABIKABIGABHAABH!ABHGABHBABJ!

ABJSABJBABBCABBA!CCC!CCK!CCG!CCH

<<<

类雨型
ABGAABG!ABGSABGGABIJABIBABHCABHSABJCABJK

ABJIABJHABBKABBHABBJABBB!CCA!CC!

!!

K

类雨型的分布特征!

<

类 %北方型'!主要雨带位于黄河流域及其

以北地区"江淮流域大范围少雨"梅雨较弱并常

有较明显的伏旱"江南南部至华南为一次要多

雨区#

<<

类 %中间型'!主要多雨带位于黄河至长江

之间"雨带中心在淮河流域一带"黄河以北及长

江以南大部地区少雨#

<<<

类 %南方型'!主要多雨带位于长江流域

或江南一带"淮河以北大部及东南沿海地区少雨#

!"!

!

分析方法

根据
1#335

;

西风指数公式 %

1#335

;

"

ABKB

'!

!

1

"#

KG

$#

GG

%

#

KG

表示
KGQ?GCC0N)

的高度值"

#

GG

表示
GGQ?GCC0N)

的高度值'"分别计算南半

球
A!

!

!

月$

I

!

J

月"

AJCQM

!

AJCQD

%间隔为

!$GQ

'共计
ASS

个格点上的西风指数#

根据
K

类雨型各自的年份"将
K

类雨型对应

的西风指数分为
K

组样本"根据多变量方差分析

方法 %严华生和王学仁"

ABBA

'"分别对
A!

!

!

月

和
I

!

J

月每个经度上的西风指数进行差异显著性

检验"找到显著性检验统计量
%

值通过
C$AC

及其

以上显著性水平的经度区域"进行深入分析"详

细分析方法见文献 %严华生等"

!CCH

'#

通过显著性检验"找出
A!

!

!

月和
I

!

J

月
K

类雨型各自对应的西风指数差异最大的区域"定

义为南半球西风指数波动关键区
O

#

利用关键区
O

的平均西风指数与中国夏季

AIC

个站的降水作相关分析"进而得到西风指数

与降水的显著高相关区#

将
A!

!

!

月$

I

!

J

月南半球西风指数与北半

球夏季关键区 %严华生等"

!CCH

'平均西风指数

作相关分析"得出与北半球关键区西风指数相关

最好的南半球西风指数变化高相关区"并比较显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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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相关区与关键区
O

的分布特征#

对
A!

!

!

月南半球关键区
O

平均西风指数与

夏季北半球高度场做相关"明确南半球西风环流

异常与北半球关键区西风环流异常之间的关系#

图
A

!

与
K

类雨型相对应的南半球
I

!

J

月
GCC0N)

高度距平合成场及显著差异场!%

)

'

<

类雨型&%

5

'

<<

类雨型&%

T

'

<<<

类雨型&%

=

'

显著性检验"灰色区域为通过
C$AC

显著性检验的区域"黑色区域为通过
C$CG

及以上显著性检验的区域

F2

E

$A

!

/0+)*#@)-#(30+2

E

0,92+-=3),GCC0N)T#*323,+*,62,0,0+,08++8)2*V5)*=

4

),,+8*3)*=32

E

*292T)*,,+3,92+-=98#@'(*,#O(

E

2*,0+

?#(,0+8*%+@23

4

0+8+

!%

)

'

1)2*5)*=

4

),,+8*<

&%

5

'

8)2*5)*=

4

),,+8*<<

&%

T

'

8)2*5)*=

4

),,+8*<<<

&%

=

'

32

E

*292T)*,,+3,

"

,0+

E

8+

;

)*=

=)8W30)=#632*=2T),+C$AC)*=C$CG32

E

*292T)*T+-+U+-38+3

4

+T,2U+-

;

(

!

结果分析

("#

!

(

类雨型对应的南半球环流场特征

赵振国 %

ABBB

'分析了与中国夏季
K

类雨型相

对应的北半球同期
GCC0N)

高度场的环流特征"但

未曾讨论
I

!

J

月南半球
GCC0N)

高度场的环流分

布#我们采用合成分析研究
I

!

J

月与
K

类雨型对

应的南半球
GCC0N)

高度场的分布特征 %见图
A

'#

由图
A) T

可见"

K

类雨型对应的南半球
I

!

J

月
GCC0N)

合成高度场有明显不同的分布形势"

尤其在中高纬地区更为明显#将中纬
CQ

!

BCQM

$

高纬
AACQM

!

AICQM

$高纬
A!CQD

!

AICQD

划分为

K

片区域"则
K

类雨型对应不同的距平分布!

<

类

雨型为 +

X Y Y

,的距平型"

<<

类雨型为 +

Y

Y X

,的距平分布"

<<<

类雨型为 +

Y X Y

,的

波列分布#通过图
A=

显示
K

类雨型对应的高度场

之间有显著性差异"显著差异区主要位于高纬和

中纬"高纬的差异区通过
C$AC

的显著性检验"位

于 %

GCQ"

!

ICQ"

"

A!CQM

!

AGCQM

'&中纬的差异区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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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C$CG

的显著性检验"分布在 %

KGQ"

!

GCQ"

"

KGQM

!

JCQM

'附近#与图
A) T

结合可见显著差异

区正是
K

类雨型对应的距平合成场的正负中心所

在位置#

我们同样分析了与中国夏季
K

类雨型相对应

的南半球
A!

!

!

月
GCC0N)

高度场的距平分布特

征及高度场显著差异区 %图略'"分析表明与
K

类

雨型相对应的南半球
A!

!

!

月高度场的显著差异

区位于 %

SGQ"

!

GGQ"

"

CQ

!

KCQD

'和 %

SCQ"

!

ICQ"

"

ICQD

!

AACQD

'#以
CQ

!

KCQD

到
ICQD

!

AACQD

为顺序"在这两片显著差异区
<

类雨型和

<<<

类雨型对应的南半球距平环流场有明显的正负

距平中心"具有相反的距平分布形式"

<

类雨型为

+

X

$

Y

,的距平分布"

<<<

类雨型为 +

Y

$

X

,

距平形式&

<<

类雨型对应的南半球距平场在
CQ

!

KCQD

的显著差异区没有明显的距平中心"在
ICQD

!

AACQD

为负距平"

<<

类雨型与
<<<

类雨型分别对

应的南半球距平场的显著差异在 %

KGQ"

!

ICQ"

"

A!CQM

!

AJCQM

'"在这片区域
<<

类雨型有明显的正

距平中心"而
<<<

类雨型为负距平中心#以上分析

表明南半球中高纬显著差异区的不同距平形式是

区分中国夏季雨型的强信号"南半球大气环流异

常是引起中国夏季降水气候异常的一个因素#

图
!

!

南半球 %

)

'

A!

!

!

月$%

5

'

I

!

J

月西风指数显著性检验

F2

E

$!

!

?2

E

*292T)*,,+3,#9Z+

4

0

;

82*=+>),+U+8

;

-#*

E

2,(=+

%

)

'

98#@[+T,#F+5)*=

%

5

'

98#@'(*,#O(

E

大气环流的异常波动导致气候变化"在气候

学的研究中多用环流指数来表征环流异常"其中

1#335

;

西风指数的应用最广#由于高度场的显著

差异区位于西风带"适合
1#335

;

西风指数定义的

范围"因此我们采用南半球的西风指数研究南半

球环流异常与中国夏季雨型的关系"找出与雨型

分布有密切关系的西风指数波动关键区#

("!

!

西风异常与夏季降水

K$!$A

!

西风指数纬向分布特征

我们根据
!$!

节介绍的
1#335

;

西风指数公式

计算南半球
AJCQM

!

AJCQD

共计
ASS

个格点上的西

风指数"采用多变量方差分析方法得出与
K

类雨

型相对应的南半球
A!

!

!

月$

I

!

J

月西风指数之

间的显著差异区 %见图
!

'#

从图
!

中可见"

A!

!

!

月 %图
!)

'和
I

!

J

月

%图
!5

'南半球西风指数都有显著差异区存在"

说明与
K

类雨型对应的西风指数之间的差异是比

较明显的#我们将通过检验的信度水平最高的区

域定为南半球西风指数变化的关键区
O

"即
A!

!

!

月和
I

!

J

月西风指数在关键区
O

的变化最明显"

关键区
O

的西风波动与中国夏季雨型分布的关系

最为密切#

A!

!

!

月有两片区域的显著性检验值

通过
C$CG

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位于
A!!$GQD

!

HH$GQD

和
!!$GQD

!

!$GQD

#为确定
A!

!

!

月的

关键区
O

"我们分别对
A!!$GQD

!

HH$GQD

和

!!$GQD

!

!$GQD

两片区域的平均西风指数与中国

夏季
AIC

个站的降水进行相关分析"再用这两片

区域总的平均西风指数与降水做同样的分析"发

现只有
!!$GQD

!

!$GQD

的平均西风指数与中国夏

季降水的关系最密切"因此将
!!$GQD

!

!$GQD

作

为
A!

!

!

月的关键区
O

#

I

!

J

月的关键区
O

位于

ACQM

!

GGQM

"通过
C$AC

的显著性水平#我们注意

到
I

!

J

月关键区
O

和图
A=

所示南半球
GCC0N)

高度场的显著差异区 %

KGQ"

!

GCQ"

"

KGQM

!

JCQM

'

部分重合"表明我们通过研究关键区
O

的西风波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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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分析南半球大气环流异常对中国夏季降水南北

分布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比较
A!

!

!

月$

I

!

J

月关键区
O

内
K

类

雨型对应的西风指数之间的差异 %图
K

'"发现
A!

!

!

月 %图
K)

'在关键区
O

"

<

类雨型对应的西风

指数值比多年平均对应的西风指数值大"

<<

类雨

型对应的西风指数值接近多年平均对应的西风指数

值"

<<<

类雨型对应的西风指数值比多年平均对应的

西风指数值小#表明
A!

!

!

月在关键区
O

"中国夏

季的
<

类雨型对应高指数环流"

<<

类雨型对应多年

平均环流形式"

<<<

类雨型对应低指数环流#

图
K

!

与
K

类雨型对应的南半球 %

)

'

A!

!

!

月$%

5

'

I

!

J

月西风指数纬向变化曲线"图中方框表示关键区
O

F2

E

$K

!

/0+Z+

4

0

;

82*=2T+3

%

)

'

98#@[+T,#F+5)*=

%

5

'

98#@'(*,#O(

E

2*,0+?#(,0+8*%+@23

4

0+8+T#*323,+*,62,0,0+,08++8)2*

4

),V

,+8*3

"

,0+8+T,)*

E

-+32*=2T),+W+

;

)8+)O

相同分析"

I

!

J

月在关键区
O

%图
K5

'中国

夏季的
<

类雨型对应关键区
O

的高指数环流"

<<

类雨型对应关键区
O

的低指数环流"

<<<

类雨型对

应关键区
O

的多年平均环流形式#

K$!$!

!

西风指数变化与中国夏季降水的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定出了
A!

!

!

月和
I

!

J

月

南半球西风指数变化关键区
O

"初步分析了
A!

!

!

月$

I

!

J

月在关键区
O

与
K

类雨型对应的西风指

数的特征#为了进一步论证西风指数与中国夏季

降水的关系"我们计算了关键区
O

的平均西风指

数与中国夏季
AIC

个站降水的相关系数 %见图
S

'#

A!

!

!

月 %图
S)

'关键区
O

的平均西风指数

和中国夏季的降水在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和淮河

流域部分地区有明显的负相关"而在黄河上游有

显著的正相关#说明当前期 %

A!

!

!

月'的西风

指数强时中国夏季长江流域的降水减少"而黄河

上游的降水增多"反之亦然#即前期关键区
O

的

西风强时"中国夏季可能出现
<

类雨型"当西风

弱时"可能出现
<<<

类雨型#

I

!

J

月 %图
S5

'关键区
O

的平均西风指数

和中国夏季的降水没有大片的显著相关区域"仅

在长江以南和黄河以北地区有小范围的显著正相

关区"而在淮河流域南部有显著负相关区#表明

同期南半球西风变化对中国夏季降水分布的指示

意义不如前期西风波动对夏季雨型分布的预测意

义显著#

南半球关键区
O

的西风异常与中国降水分布

密不可分"同期西风指数的高低波动可作为区分

雨型分布的一个因子"但并不是唯一重要的一个

因子&但前期西风异常是预测夏季雨型分布的重

要因素之一#

("(

!

成因讨论

通过本文前几节的阐述我们揭示了观测事实"

即南半球的西风指数与中国降水有十分密切的关

系"但南半球的大气环流不是直接作用于中国夏

季降水"而是通过南$北半球环流场相互作用传

播到北半球"从而影响中国的降水分布#我们曾

分析过夏季北半球存在一个与中国夏季雨型分布

关系密切的西风指数波动关键区在 %

KGQ"

!

GGQ"

"

AACQM

!

ASCQM

' %严华生等"

!CCH

'"而现在我们

得知
A!

!

!

月和
I

!

J

月南半球也同样存在西风指

数关键区
O

#关键区
O

的西风指数与北半球的西

风指数相关性如何) 两个半球西风指数关键区是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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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S

!

%

)

'

A!

!

!

月$%

5

'

I

!

J

月南半球关键区
O

平均西风指数与中国夏季降水的相关"图中阴影区通过
C$CG

的显著性检验"黑色

区域为正相关"灰色区域为负相关

F2

E

$S

!

/0+T#88+-),2#*=2)

E

8)@9#8

4

8+T2

4

2,),2#*)*=Z+

4

0

;

82*=+>2*W+

;

)8+)O

%

)

'

98#@[+T,#F+5)*=

%

5

'

98#@'(*,#O(

E

"

,0+30)V

=#632*=2T),+C$CG32

E

*292T)*T+-+U+-

"

5-)TW2*=2T),+3

4

#32,2U+T#88+-),2#*

"

E

8+

;

2*=2T),+3*+

E

),2U+T#88+-),2#*

否有联系) 我们通过相关分析来讨论#

K$K$A

!

南北半球西风指数的关系

我们计算了夏季北半球关键区的平均西风指

数与
A!

!

!

月$

I

!

J

月南半球的西风指数的相关

系数"分析显著相关区的纬向分布 %见图
G

'#

通过对图
G)

的分析"夏季北半球关键区的平

均西风指数与
A!

!

!

月南半球的西风指数有比较

好的正相关关系"最高通过了
C$CG

的显著性水

平"位于
KH$GQM

!

IH$GQM

"定为相关区
\A

&另在

KGQD

!

H$GQD

"定为相关区
\!

#

I

!

J

月 %图
G5

'

显著负相关区域在
A!GQM

!

A!H$GQM

和
ASH$GQD

!

AAH$GQD

通过
C$CG

的显著性检验"显著相关区分

别定为
\K

和
\S

#

比较
A!

!

!

月南半球关键区
O

%

!!$GQD

!

!$GQD

'与相关区
\!

%

KGQD

!

H$GQD

'的经度范

围"发现关键区
O

与相关区
\!

的位置大体一致#

说明对中国夏季雨型分布有预测意义的前期南半

球关键区
O

的西风波动对北半球夏季关键区的西

风同样有重要影响"可能前期
A!

!

!

月南半球关

键区
O

的西风异常致使海气作用有异常的反应"

通过环流之间的相互作用$大气的长波调整和上

下游效应使北半球夏季关键区的西风异常"从而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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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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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月关键区平均西风指数与南半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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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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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月西风指数的相关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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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夏季的雨型分布造成影响#我们对关键区

O

的西风指数与北半球夏季高度场之间进行相关

分析"寻找主要的影响区域#

K$K$!

!

西风波动影响雨型分布的可能途径

我们通过计算
A!

!

!

月南半球关键区
O

的平

均西风指数与夏季北半球高度场的相关系数来讨

论关键区
O

的西风指数变化与夏季北半球环流场

之间的相关关系 %如图
I

'#

图
I

!

A!

!

!

月关键区
O

平均西风指数与北半球夏季高度场的相关场"阴影区通过
C$CA

的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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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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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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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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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8,0+8*%+@2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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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632*=2T),+C$CA32

E

*292T)*T+-+U+-

从图
I

可见
A!

!

!

月南半球关键区
O

的平均

西风指数与夏季北半球的显著相关区主要位于欧

亚大陆"其中 %

SCQ"

!

GCQ"

"

JCQM

!

A!CQM

'%与

中纬西风带中贝加尔湖以西的平均槽范围一致'

的负相关区范围最大"相关性也最高#表明 %

SCQ"

!

GCQ"

"

JCQM

!

A!CQM

'是
A!

!

!

月南半球关键区

O

的西风异常对北半球夏季大气环流影响最剧烈

的地方#显著相关区位于北半球夏季西风指数波

动关键区 %

AACQM

!

ASCQM

'的上游"说明南半球

A!

!

!

月关键区
O

的西风波动使贝加尔湖附近的

环流异常"通过上下游效应和能量频散对北半球

夏季关键区的西风环流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夏季

进入中国的冷空气的强度和路径"造成中国夏季

降水的分布异常#

已有研究证实"南极涛动的强弱波动直接影

响南半球中高纬西风波动"通过我们的分析结合

前人的研究成果"寻找到一条前期南半球西风异

常影响我国夏季降水的可能途径为!

A!

!

!

月南

极涛动异常使南半球关键区
O

的西风异常"通过

经向遥相关型的传播"使显著差异区的环流场对

异常信号有明显响应"从而使北半球冬季西风异

常"在海气相互作用下"使北半球夏季平均槽减

弱或加深"进而造成北半球关键区的西风环流增

强或减弱"影响中国夏季雨型的分布#这一推论

将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重点"寻找前期南半球西

风波动影响夏季中国降水分布的物理途径#

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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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娟等!南半球西风指数变化与中国夏季降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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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及讨论

我们通过以上分析得到一些结论!

%

A

'

K

类雨型对应的
I

!

J

月南半球
GCC0N)

距平高度场有差异显著"主要差异区位于中纬

%

KGQ"

!

GCQ"

"

KGQM

!

JCQM

'"

K

类雨型显示出不

同的距平分布形式#说明与中国
K

类雨型对应的
I

!

J

月南半球环流场的不同分布形式是区分中国

夏季雨型分布的一个强信号#

%

!

'南半球
A!

!

!

月$

I

!

J

月都存在与中国

夏季
K

类雨型相对应的西风指数变化关键区
O

#

A!

!

!

月关键区
O

在
!!$GQD

!

!$GQD

"在关键区

O

中国夏季的
<

类雨型对应高指数环流"

<<

类雨

型对应多年平均环流形式"

<<<

类雨型对应低指数

环流&

I

!

J

月关键区
O

位于
ACQM

!

GGQM

"在关键

区
O

我国夏季的
<

类雨型对应高指数环流"

<<

类

雨型对应低指数环流"

<<<

类雨型对应多年平均环

流形式#

%

K

'

A!

!

!

月南半球关键区
O

的平均西风指

数与中国夏季降水有显著相关关系"显著负相关

区在长江流域及淮河流域以南部分地区"显著正

相关区在黄河上游#表明前期为高指数环流时"

我国夏季可能出现
<

类雨型&为低指数环流时出

现
<<<

类雨型的可能性大#前期南半球的西风波动

对中国夏季雨型分布具有预报意义#

%

S

'

A!

!

!

月南$北半球西风指数的显著相

关区与关键区
O

的范围大体一致"表明前期南半

球西风环流异常对北半球夏季关键区的西风环流

的变化有预测意义#

%

G

'

A!

!

!

月南半球关键区
O

的平均西风指

数与北半球
I

!

J

月高度场的显著负相关区与贝加

尔湖以西的平均槽范围一致#

在本文中"我们揭示了南半球西风指数与中

国夏季雨型分布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一事实"并

得出前期
A!

!

!

月南半球西风指数与
I

!

J

月北半

球西风指数之间有很好的相关关系"提出前期南

半球西风指数可以作为预测中国夏季雨型分布的

一个因子的构想"但还有许多问题未搞清楚#已

有研究成果指出"中高纬地区对南极海冰异常强

迫有广泛的响应"海冰变化对气候有重要影响

%程彦杰等"

!CC!

&马丽娟等"

!CCI

'#我们分析

得出与中国夏季
K

类雨型对应的夏季南半球
GCC

0N)

高度距平场在罗斯海外围$南极半岛周围有

不同的距平型"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推测

罗斯海外围$别林斯高晋海以及南极半岛的海冰

变化可能是引起中国夏季雨型分布的起始地"南

半球西风指数波动关键区
O

可能是对海冰变化响

应强烈的敏感区"从而可把中国降雨气候变化与

南极海冰变化联系起来#要回答南极海冰变化对

南半球西风环流产生影响"再传播影响到北半球

西风环流"进而与中国夏季降水分布相联系"对

这一系列的问题"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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