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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本文利用
;&SE

)

;&3W

再分析资料和我国
%N$

站的观测资料!首先定义了季节平均的北太平洋涛动

$

;EF

%指数!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不同季节中
;EF

的时空变化特征!特别对冬季和春季
;EF

与我国气温'降水异

常的关系作了研究(结果表明!作为北太平洋地区海平面气压 $

8AE

%年际变化的第二模态!

;EF

具有相当正压

的结构!在地面表现为阿留申群岛附近和夏威夷群岛西北部附近
8AE

场的反相变化!在对流层中层的结构与西

太平洋型遥相关类似(随着季节的变化!

;EF

的两地面中心有一定的移动!其中南部中心在东西方向的移动较

明显!而北部中心在南北方向的移动较明显(在年际变化的时间尺度上!当
;EF

处于正 $负%位相时!东亚副热

带急流轴向北 $南%偏移!并伴有急流出口区向下游东北 $东南%方向的伸展(分析
;EF

与我国冬'春气候的关

系表明!当冬季
;EF

处于正 $负%位相时!东亚沿岸的北风有较显著的减弱 $加强%!异常的偏南 $北%气流会带

来暖湿 $干冷%的空气!从而导致我国东部的大部分地区显著升温 $降温%!同时江淮'长江以南地区以及西北部

分地区的降水也有显著增加 $减少%(而在春季!当
;EF

处于正$负%位相时!受到华南地区异常西南$东北%气

流以及东亚急流入口区异常次级环流引起的上升 $下沉%运动的共同作用!华北地区降水会显著增加 $减少%!而

气温则略有下降 $升高%(进一步分析表明!前期冬季的
;EF

与我国春季的气候异常间存在紧密的联系!若冬季

;EF

处于正 $负%位相!则在随后的春季!我国西南部地区和北方大范围地区的气温会显著偏高 $低%!而西北地

区的降水会显著增加 $减少%!因此!冬季
;EF

对我国春季气候异常有一定的预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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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太平洋涛动 $

;-/4'E07(2(7F+7(1104(-)

!

;EF

%是指北太平洋阿留申群岛附近和夏威夷群岛

附近南北气压差反相变化的大气遥相关模态(作为

最早被记载的全球三大涛动之一 !

;EF

的概念在

%L#M

年便已提出并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 $

?01C*/

!

%L#M

*

?01C*/0)GU1(++

!

%L!#

%(

O.4]K07'

$

%LV$

%

和
W-

@

*/+

$

%LVL

%基于较长时间的观测资料!通过

SFB

分析的方法发现北半球冬季海平面气压场

$

8AE

%的第二个主分量即为
;EF

*

?01107*0)G

Y.4]1*/

$

%LX%

%利用点相关的方法指出
;EF

是北

太平洋地区
8AE

场上最重要的遥相关型!并基于

气压差方法给出了
;EF

指数的定义(

W-

@

*/+

$

%LX%

%利用温度差定义的
;EF

指数!详细分析了

北半球冬季与
;EF

相联系的大气环流和降水'温

度场!并指出北太平洋海表面温度和白令海的海冰

与
;EF

的变化有紧密联系(

Z05**G0)GE(4401R

H010

$

%LL%

%利用一个海气耦合模式!成功模拟了

与观测较为接近的
;EF

的变化(最近!

A()C()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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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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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利用
SW3M$

再分析资料等多种数

据!详细分析了
;EF

成熟位相时的结构及其对北

美冬季气候的影响(

我国学者对
;EF

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它与东亚

地区气候间的联系(研究表明!在年代际时间尺度

上!

;EF

与我国的夏季降水具有较为一致的变化

$

b0)*401>

!

#$$"

%!而且
;EF

的年代际变化与我

国气候的年代际突变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

A(0)G

A(

!

#$$$

*郭冬和孙照渤!

#$$"

%*

?0)

@

*401>

$

#$$V

%详细分析了冬季
;EF

变率的年代际变化!

指出
;EF

的年际变化周期'空间结构及其与东亚

冬季气候的关系都在
%LVN

年前后发生了显著的改

变(在年际时间尺度上!冬季
;EF

异常与东亚冬

季风和我国冬季气候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当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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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强 $弱%时!东亚冬季风偏弱 $强%!我国气温普

遍偏高 $低%!华南地区多 $少%雨 $郭冬和孙照渤!

#$$M

%(此外!夏秋季节的
;EF

与同期西北太平

洋的台风频次间也有较好的相关性 $王会军等!

#$$V

%(除了同期的联系外!赵振国和廖荃荪

$

%LL#

%还发现前期冬季
;EF

的强度与我国夏季降

水的分布有关!当前期冬季
;EF

偏强时!我国夏

季雨带主要位于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反之!雨

带则主要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后来的一些研究

$刘宗秀等!

#$$!

*张静等!

#$$V

%也从不同角度考

察了这种前期
;EF

与后期季节中我国气候之间的

联系(

由以上的回顾可以发现!此前关于
;EF

的研

究基本都是考察某一季节中 $主要是冬季%

;EF

的

年际'年代际变化及其对大气环流和区域气候的影

响!但对于
;EF

自身随季节的变化特征并没有涉

及(此外!之前关于
;EF

与东亚气候的工作多数

都集中在冬季!而对其他季节的情况研究较少(因

此!本文将通过定义季节平均的
;EF

指数!首先

对
;EF

的季节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

着重分析冬季和春季
;EF

的年际变化异常与我国

气温'降水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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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和方法

本文使用的大气环流资料为美国国家环境预报

中心和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

;&SE

)

;&3W

%发布的

全球逐月再分析数据 $

O01)0

=

*401>

!

%LLN

%(该资

料水平分辨率为
#>"cd#>"c

!垂直方向从
%$$$'E0

到
%$'E0

共
%V

个气压层!资料时段为
%LMX

年
%

月

至今(文中还使用了中国气象局发布的全国
%N$

个

台站的月平均降水和地面气温资料!资料时段为

%L"%

年
%

月至今(

以往研究中所使用的
;EF

指数的有很多种定

义!主要包括用两点 $

?01107*0)GY.4]1*/

!

%LX%

%'

两纬度 $龚道溢!

#$$$

*龚道溢和王绍武!

%LLL

*周

波涛等!

#$$X

%或两区域平均 $郭冬和孙照渤!

#$$M

%

8AE

之差来定义的方法!用两点间地面气温

之差来定义的方法 $

W-

@

*/+

!

%LX%

%!以及对北太平

洋
8AE

场做
SFB

分解后用相应时间系数来定义的

方法 $

?0)

@

*401>

!

#$$V

*

A()C()0)G ;(

@

05

!

#$$X

%(由于大气环流和大气遥相关都存在显著的

季节变化!因此用固定区域或格点间
8AE

或地面

气温之差的方法来定义
;EF

指数会存在一定的问

题(基于以上考虑!并参考
D'-5

6

+-)0)G?01107*

$

%LLX

%定义北极涛动时的做法!本文通过对北太

平洋区域月平均的
8AE

场做
SFB

分解来得到

;EF

的空间模态和月平均的
;EF

指数(其中

SFB

的区域为 $

$c

"

X"c;

!

%#$cS

"

%#$c?

%!在做

SFB

时考虑了格点面积随纬度的变化 $

;-/4'*4

01>

!

%LX#K

%(将
SFB

得到的月平均
;EF

指数作季

节平均!便得到各个季节的
;EF

指数(在考察

;EF

对应的大气环流及其与我国气候的联系时!

我们采用一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并采用
4

检验来验

证其显著性(本研究所采用的时间段为
%LMX

年
%

月至
#$$L

年
%#

月!季节的划分采取
!

"

"

月为春

季!

N

"

X

月为夏季!

L

"

%%

月为秋季!

%#

月和次年

%

"

#

月为冬季(这样在计算季节平均的数据时!

去掉
%LMX

年
%

"

#

月和
#$$L

年
!

"

%#

月!便得到

%LMX

"

#$$X

年共计
N%

年的季节平均数据(

E

!

北太平洋涛动的季节演变特征及其

对应的大气环流异常

!!

对
%LMX

年
%

月至
#$$L

年
%#

月北太平洋地区

的月平均
8AE

场做
SFB

分析!前两个模态分别解

释了总方差的
#X>La

和
%X>!a

(按照
;-/4'*401>

$

%LX#0

%的标准!这两个模态可以同其他的模态区

分开!并且是彼此可分的(图
%

给出了
8AE

场

图
%

!

%LMX

年
%

月至
#$$L

年
%#

月北太平洋地区 $

$c

"

X"c;

!

%#$cS

"

%#$c?

%逐月
8AE

场
SFB

分析的第二模态(深 $浅%阴

影&正 $负%值

B(

@

>%

!

D'*+*7-)GSFB5-G*

$

SFB#

%

-24'*8*0A*I*1E/*+R

+./*

$

8AE

%

2(*1G-I*/4'*;-/4'E07(2(7/*

@

(-)

$

$cX"c;

!

%#$cS

%#$c?

%

2/-5,0)%LMX4- *̀7#$$LK0+*G-)5-)4'1

=

5*0)G0R

40>̀ 0/C

$

1(

@

'4

%

+'0G()

@

&

0/*0H(4'

6

-+(4(I*

$

)*

@

04(I*

%

I01.*+

SFB

分析第二模态 $

SFB#

%的空间分布!可以看

到!该模态表现为北太平洋地区
8AE

场南正北负

"L!

!

期
!

;-:!

王林等&北太平洋涛动的季节演变及其与我国冬春气候异常的联系

?3;YA()*401>D'*8*0+-)01<0/7'-24'*;-/4'E07(2(7F+7(1104(-)0)G\4+3++-7(04(-)H(4'>>>

!!!



的反位相变化!其正负中心分别位于 $

#"c;

!

%V"c?

%和 $

"$c;

!

%N"c?

%附近!与此前研究中指

出的
;EF

的两个活动中心位置 $

?01107*0)GY.4R

]1*/

!

%LX%

%比较接近!并且与
A()C()0)G;(

@

05

$

#$$X

%利用
SW3M$

再分析资料得到的成熟位相时

;EF

的结构非常相似!因此!可以认定这一模态即

为
;EF

(从
%LMX

"

#$$X

年四季的
;EF

指数中

$图
#

%可以看到!

;EF

在各个季节均具有明显的

年际变化特征!其中冬季的年际变化幅度最强 $标

准差为
$>L

%!夏季最弱 $标准差为
$>!!

%(此外!

冬季的
;EF

指数还表现出超过
LLa

信度的线性增

强趋势!而其他季节的
;EF

指数的线性趋势则非

常弱(

为了进一步考察
;EF

活动的时间变化特征!

我们对各季节的
;EF

指数进行了小波分析(结果

表明!在各个季节中
;EF

指数的显著周期均在
X

年以下!即表现以年际变率为主的特征!而年代际

变化的分量比较弱 $图
!

%(具体来看!

;EF

在秋

季中以
M

"

X

年周期为主!在其余三个季节中则以

#

"

M

年周期为主!而且无论在何种季节!

;EF

年

际变率的周期都存在显著的年代际变化(例如!尽管

图
#

!

%LMX

"

#$$X

年季节平均的
;EF

指数及其线性趋势&$

0

%春季*$

K

%夏季*$

7

%秋季*$

G

%冬季

B(

@

>#

!

D'*+*0+-)015*0);EF()G*[0)G(4+1()*0/4/*)G2-/4'*

6

*/(-G%LMX #$$X

&$

0

%

8

6

/()

@

*$

K

%

+.55*/

*$

7

%

0.4.5)

*$

G

%

H()4*/

图
!

!

%LMX

"

#$$X

年季节平均
;EF

指数的
<-/1*4

小波分析&$

0

%春季*$

K

%夏季*$

7

%秋季*$

G

%冬季(各分图左侧为局地小波功率谱

$阴影%!右侧为全小波谱 $曲线%*左侧图中的闭合等值线和右侧图中的点线为
L$a

显著性标准

B(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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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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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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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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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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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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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5)

*$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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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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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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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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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4/0()G(704*4'*L$a7-)2(G*)7*1*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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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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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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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N%

年总体而言!春季
;EF

的显著周期在
M

年

图
M

!

%LMX

"

#$$X

年各季节中
;EF

指数对同期
8AE

场 $左侧!等值线间隔
$>"'E0

%和
"$$'E0

位势高度场 $右侧!等值线间隔
%$

@6

5

%的

回归图(深'浅阴影&通过
LLa

'

L"a

信度检验

B(

@

>M

!

D'*+(5.140)*-.+/*

@

/*++(-)

$

7-)4-./

%)

7-//*104(-)

$

+'0G()

@

%

-28AE

$

1*247-1.5)

%

0)G"$$R'E0

@

*-

6

-4*)4(01'*(

@

'4

$

/(

@

'47-1.5)

%

-)

4'*+*0+-)015*0);EF()G*[2-/4'*

6

*/(-G%LMX #$$X>&-)4-./+()4*/I01+0/*$>"'E02-/8AE0)G%$

@6

52-/"$$R'E0

@

*-

6

-4*)4(01'*(

@

'4>

D'*1(

@

'40)GG0/C+'0G()

@

+()G(704*4'*L"a0)GLLa7-)2(G*)7*1*I*1+

!

/*+

6

*74(I*1

=

以下!但对于
%LN$

"

%LX"

年这一时期
;EF

却是以

M

"

X

年周期的变化为主!而只有在
%LN$

年以前和

%LX"

年之后
M

年以下的周期才占主导 $图
!0

%(

图
M

是各季节中
;EF

对应的
8AE

场和

"$$'E0

位势高度场异常(可以看到!在各个季节

V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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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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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F

的正位相都表现为北太平洋地区
8AE

场

上一个北负南正的偶极子结构!但偶极子两个中心

的位置随季节存在一定的变化(总体来看!该模态

的位置在冬季略偏南!而在夏季略偏北(对于南部

的正中心而言!其位置随季节有较为显著的东西方

向移动!但南北方向移动较小*相反!北部的负中

心随季节有显著的南北方向移动!但东西方向的移

动相对较小 $表
%

%(从
8AE

场上
;EF

信号的空间

分布来看!春秋季时
;EF

的显著信号只出现在北

太平洋区域!而冬夏季时
;EF

除了与北太平洋的

8AE

有超过显著性的关联以外!还与印度洋周边以

及北大西洋的部分区域有显著的联系!这种联系在

冬季表现得最明显 $图
M

%(在
"$$'E0

位势高度场

上!

;EF

基本表现为一个类似西太平洋型 $

?01107*

0)GY.4]1*/

!

%LX%

%的环流异常(在垂直结构上!通

过比较
8AE

场和
"$$'E0

位势高度场可以发现!

;EF

在夏季表现出标准的正压结构!两中心随高度没有

明显的西倾!但南部中心随高度增加有一定的向北

倾斜*在其余三个季节中!

;EF

的两个中心随高度

略有西倾!但基本仍表现为相当正压结构 $图
M

%(

与
8AE

场和位势高度场上南北向的偶极子结

构相对应!

;EF

在风场上也有显著的信号(由图
"

可以看到!无论在哪个季节!当
;EF

处于正位相

时!

#$$'E0

急流轴的南北两侧都会分别表现出显

著的东风和西风异常 $图
"

%(虽然这一纬向风异常

的位置随季节存在一定的变化!但在各季节中其异

常中心的经度基本都位于急流核的下游地区!也就

是说风场的变化在急流的出口区更加明显 $图
"

%!

这说明在各个季节中
;EF

的变化均表现为东亚副

热带急流的南北移动!并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副热带急流向下游地区的伸展(这一变化特征与北

大西洋涛动 $

;3F

%非常相似(

表
C

!

各季节中
$F0

场上
/02

两中心的位置

!%@)#C

!

!"#)',%.1'(&-'+."#.6',#(.#+&'-/0237+1(

?

-'7+&#%&'(&

春 夏 秋 冬

北部中心 $

N$c;

!

%V$c?

% $

X"c;

!

%N$c?

% $

NV>"c;

!

%M$c?

% $

N$c;

!

%V$c?

%

南部中心 $

!"c;

!

%N$c?

% $

!"c;

!

%V$cS

% $

!V>"c;

!

%N#>"c?

% $

!"c;

!

%V$c?

%

图
"

!

%LMX

"

#$$X

年各季节中
;EF

指数对同期
#$$'E0

纬向风场的回归&$

0

%春季*$

K

%夏季*$

7

%秋季*$

G

%冬季(粗线&

#$$'E0

急流

轴的位置*等值线间隔&

%5

)

+

*深'浅阴影&通过
LLa

'

L"a

信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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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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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北太平洋涛动与我国冬春气温!降

水的关系

!!

图
N

给出了冬春季节
;EF

指数对我国气温和

降水的回归图(由图
N

可见!当冬季
;EF

处于正

位相时!每对应
;EF

一个标准差的变化!我国东

部的大部分地区会有
$>#e

以上的显著升温!其中

内蒙古中部地区升温最强!在
$:Xe

以上 $图
N0

%!

这与郭冬和孙照渤 $

#$$M

%的结论是一致的(比较

特殊的是 $

!$c;

!

%$"cS

%附近的四川盆地东南部地

区!与周围地区不同!这一区域的气温与
;EF

关

图
N

!

%L"%

"

#$$X

年
;EF

指数对同期
%N$

站 $

0

'

7

%气温 $等值线间隔&

$>#e

%和 $

K

'

G

%降水 $等值线间隔&

%"55

%的回归&$

0

'

K

%冬

季*$

7

'

G

%春季(深'中'浅阴影&通过
LLa

'

L"a

'

L$a

信度检验

B(

@

>N

!

D'*+(5.140)*-.+/*

@

/*++(-)

$

7-)4-./

%)

7-//*104(-)

$

+'0G()

@

%

-2H()4*/5*0)

$

0

%

+./207*0(/4*5

6

*/04./*0)G

$

K

%

6

/*7(

6

(404(-)-)

4'*H()4*/5*0);EF()G*[2-/4'*

6

*/(-G%L"% #$$X>

$

7

%

0)G

$

G

%

0/*4'*+05*0+

$

0

%

0)G

$

K

%!

K.42-/+

6

/()

@

5*0)>&-)4-./+()4*/I01+0/*

$>#c&()

$

0

%

0)G

$

7

%!

0)G%"55()

$

K

%

0)G

$

G

%

>D'*1(

@

'4

!

5(GG1*

!

0)GG0/C+'0G()

@

+()G(704*4'*L$a

!

L"a0)GLLa7-)2(G*)7*1*I*1+

!

/*+

6

*74(I*1

=

系很弱且不显著 $图
N0

%(此前研究曾指出!这一

区域的冬季气温变化受东亚冬季风的影响也较小!

而且与周围地区存在较大差异!并进一步指出这种

差异可能与该地区的地形分布有关 $

?0)

@

0)G

&'*)

!

#$%$

%(因此!我们推测这一区域对
;EF

响

应与周围地区不一致!极可能也是受到局地地形的

影响(对降水而言!当冬季
;EF

为正位相时!江

淮及其以南地区的冬季降水会显著增加!其中增加

最显著的区域位于淮河流域!但降水量增加最多的

区域位于东南沿海地区!均在
%"55

以上 $图

NK

%(此外!从宁夏沿河西走廊一直到新疆北部地

区的降水也有显著的增加!只是由于该区域平均降

水量较小!因此增加的绝对降水量比较小(通过分

析东亚沿岸的低层风场可知!当冬季
;EF

处于正

位相时!东亚沿岸受到异常反气旋的控制!其中显

著的南风异常主要出现在我国东南沿海以及包括朝

鲜半岛'日本大部在内的西北太平洋区域 $图
V0

%(

这种风场异常会削弱东亚冬季风!并且增加向我国

东南沿海的水汽输送!因而引起我国东部的升温和

降水增加(

在春季!

;EF

主要影响华北平原及其周边区

域的气温和降水(当
;EF

处于正位相时!每对应

;EF

一个标准差的变化!华北平原地区会有
$>Me

以上的较为显著的降温 $图
N7

%!同时该区域的降

水普遍会有
%"55

以上的显著增加 $图
NG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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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沿岸的低层风场可知!春季
;EF

对应的风场

异常与冬季相似!只是南风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区域

较冬季有所减少!主要集中在包括黄海'朝鲜半岛

和日本西部的区域内!同时!异常反气旋更加向西

南方向伸展!在我国江南表现为西南风异常 $图

VK

%(这一环流形势有利于水汽在长江以北地区辐

合!从而引起降水增加(另一方面!已有研究指

出!急流的变化会引起其入口区的次级环流发生变

化!从而在异常西风入口区的南侧产生上升运动!

利于降水增加 $

Z0//-1G

!

%LV!

*

?0)

@

!

*401>

!

#$$L

%(由于
;EF

正位相对应了东亚急流的北移

$图
"0

%!而华北平原恰好位于春季东亚急流的入口

区附近!因此这也是
;EF

引起华北春季降水变化

的一个原因(

此前一些工作曾研究过冬季
;EF

对夏季东亚

气候的可能影响 $赵振国和廖荃荪!

%LL#

*刘宗秀

等!

#$$!

*张静等!

#$$V

%!这里我们将对冬季
;EF

与随后春季我国气候间的联系进行初步的探讨(图

X

是前期冬季
;EF

指数与随后春季我国气温'降

水场的回归图!由图可见!若前期冬季
;EF

处于正

位相!则在随后的春季中!包括长江下游'黄淮'华

北以及东北在内的我国北方大范围地区以及青藏高

原东部和云南的气温会有
$>#e

以上的显著偏高 $图

X0

%!而从宁夏沿河西走廊一直到新疆北部的西北地

区的降水均有
#$a

以上的显著增加 $图
XK

%(其中

异常温度场的分布与冬季的情形比较类似$图
N0

%!

图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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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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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气温变化的强度有所减弱!通过显著性检验的

区域也有所减少(降水场的分布与冬季 $图
NK

%也

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主要的显著区域出现在西北地

区 $图
XK

%(由此可见!前期冬季的
;EF

与我国长

江下游'华北'东北和青藏高原东部地区的春季气

温以及西北地区的春季降水间存在较为紧密的联

系!因而可以作为这些地区春季气温'降水变化的

潜在预报因子(

H

!

结论

本文利用
;&SE

)

;&3W

再分析资料和我国

%N$

站的观测资料!通过
SFB

方法定义了季节平均

的
;EF

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季节中
;EF

年

际变化的时间'空间特征进行了分析!最后考察了

冬季和春季
;EF

与我国气温'降水的关系(结果

表明!

;EF

是北太平洋地区
8AE

场年际变化的第

二模态!在地面表现为阿留申群岛和夏威夷群岛西

北部附近南北气压差的反相变化!而在对流层中层

表现为类似西太平洋型遥相关的结构(随着季节的

变化
;EF

两个中心的位置有一定的移动!冬季略

有南移!而夏季略有北移!其中南部中心在东西方

向的移动较明显!而北部中心在南北方向的移动较

明显(垂直结构上!

;EF

在夏季为正压结构!而在

其余三个季节中随高度略有西倾(在风场上
;EF

的变化对应了东亚副热带急流的南北移动!并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副热带急流向下游地区的伸展!这

与
;3F

的变化特征非常相似(在时间变化上!各

季节中
;EF

均表现出显著的年际变率!但年代际

变率比较弱(具体来看!秋季
;EF

的显著周期为

M

"

X

年!其余三个季节为
#

"

M

年(此外!

;EF

指

数还在冬季表现出显著的线性增强趋势(

当冬季
;EF

处于正位相时!东亚沿岸的北风

有较显著的减弱!异常的偏南气流会带来暖湿的空

气!从而导致我国东部的大部分地区显著升温!同

时江淮'长江以南地区以及西北部分地区的降水也

有显著增加(春季
;EF

对我国气温降水的影响主

要局限在华北平原及其周边区域!当
;EF

处于正

位相时!该地区降水会有显著的增加!而气温则略

有下降!其中降水的增加可能受到华南地区异常西

南气流以及东亚急流入口区异常次级环流引起的上

升运动的共同作用(进一步考察冬季
;EF

与随后

春季气候的关系发现!若前期的冬季
;EF

处于正

位相!则在随后的春季中!包括长江下游'黄淮'

华北以及东北在内的我国北方大范围地区以及青藏

高原东部和云南的气温会显著偏高!而从宁夏到新

疆北部的西北地区的降水会有显著增加(这说明前

期冬季的
;EF

与我国春季气候间存在紧密的联

系!因而可以作为这些地区春季气温'降水变化的

潜在预报因子(

在讨论
;EF

与我国气温降水的关系时!本文

主要考虑了冬季和春季的情形!事实上!

;EF

对我

国气候的影响不止局限在冬春两季(例如!秋季的

;EF

就对我国东北和华北北部的气温有显著的影

响 $图略%!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再展开讨论(另

一方面!在前期
;EF

与后期我国气候的联系上!

本文只从统计角度考虑了冬季
;EF

与随后春季气

温'降水的关系!其具体的物理机制还需进一步研

究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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