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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地面加热及上空环流场与

东侧旱涝预测的关系!

李跃清

&中国气象局成都高原气象研究所! 成都$B#**"!%

摘$要$$应用奇异值分解 &<%E% 技术研究了青藏高原地面加热场与高原上空 #** -F5

高度场及其东侧川渝地区夏季降水场的时空联系和旱涝预测的关系' 结果表明( 地面加热

场与高度场的第一模态代表了两场间的主要耦合特征! 具有高度的时空相关) 前期青藏高

原地面加热场通过影响后期高原上空 #** -F5高度场! 导致未来高原东侧川渝地区夏季降

水异常) 加热场*高度场*降水场之间的这种非同步关系! 反映了川渝地区旱涝灾害的影

响因子和物理成因) 前期高原地面加热场与前期 #** -F5高度场 <%E第一模态的变化! 是

高原东侧地区未来夏季旱涝异常的预测信号' 并由此提出了一种基于 <%E技术的旱涝预测

思路'

关键词! 青藏高原) 大气环流) 旱涝) 奇异值分解

!"引言

青藏高原对于大气环流和天气气候的热力动力作用! 一直是青藏高原气象学研究

的重点和难点! 国内外气象工作者已进行了大量有重要价值的工作+#!!,

' 叶笃正等++,早

在 !* 世纪 C* 年代! 就指出夏季青藏高原是一个巨大的热源! 并从模拟实验分析了高原

夏季加热作用对东亚大气环流尤其是南亚高压的重要影响+A,

' 莱特尔和丁一汇+C,指出

高原积雪对行星尺度环流有重要作用! 冬季高原多雪! 未来南亚高压出现迟且强度弱'

徐国昌等+B,研究了青藏高原雪盖对我国大气环流和降水异常的影响' 这些研究加深了

高原热力作用与环流及旱涝关系的认识'

四川盆地和重庆市 &简称川渝地区% 紧邻青藏高原东侧! 高原及其上空环流对其

有着重要而特殊的影响' 郑世京等#%分析了高原温度异常与东亚副热带环流及四川盛夏

旱涝的关系' 最近! 李跃清+",指出前期青藏高原上空南亚高压活动区域 #** -F5高度场

与未来夏季高原东侧地区降水场具有密切的时空耦合关系! 高度场与降水场的这种非

同步联系! 是高原东侧地区夏季旱涝异常的一种预测信号' 但是! 青藏高原加热场和

上空环流场与川渝地区旱涝异常的整体时空特征及耦合联系还不很清楚! 前期高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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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高度场变化如何更好地应用于高原东侧旱涝预测也需深入分析' 因此! 应用有效的

方法进一步研究高原加热与上空环流对川渝地区气候异常的重要影响! 建立旱涝预测

新途径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应用高原地面加热场强度距平指数+>,

! 通过 <%E技术! 深入研究了青藏高原

地面加热场与其上空 #** -F5环流场的时空耦合图像! 并在环流场与高原东侧旱涝异常

时空联系+",的基础上! 综合分析了高原地面加热场*高原上空环流场*高原东侧旱涝

的耦合联系及影响机理! 提出了一种基于 <%E技术的川渝地区夏季旱涝预测思路'

#"资料与方法

应用 #?C> G#??C 年共 +> 年逐月高原地面加热场强度距平指数+>,

" 国家气象中心

#?CB G#??B 年共 A# 年北半球 #*HI#*H经纬度 #** -F5月平均高度场和 #?B# G#??A 年共

+A 年川渝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成都" 宜宾" 广元" 遂宁" 达川" 重庆和酉阳等 !# 站月总

降水量资料'

根据李栋梁等+>,提出的青藏高原热源表征方法! 对青藏高原 B* 个站地*气温差资

料计算的高原地面加热场强度! 经JKL分解! 选取信息载荷量最大的玉树和日喀则作

为代表站! 计算了两站地面加热场强度的月平均距平指数! 用以代表青藏高原地面加

热场强度'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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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分别为日喀则和玉树月平均地面 &* ;9% 温度与百叶箱温度之差! )为日

喀则和玉树两站地面加热场强度气候平均值! %" !" (为系数 &参阅文献 +?,%' 由

此得到 #?C> G#??C 年共 +> 年逐月高原地面加热场强度距平指数'

奇异值分解 &<%E! <./O3'54%5'30E0;&9:&1.8.&/% 方法的主要原理是( 分析两个要

素场之间的相关! 即最大限度地从两个要素场分离出多个相互独立的耦合模态! 揭示

出两个气象场所存在的时域相关性的空间联系! 这种耦合的空间分布型能最大限度地

解释两场的交叉协方差+?!#*,

' 其主要优点是! 在气象场的时空分布耦合信号的诊断分

析中具有普适性+#*,

! 在分析两个不同要素场之间的联系时比自然正交函数" 典型相关

方法更为有效! 是研究两个要素场序列间时空关系的一个有力工具+##,

'

这里! 在前期青藏高原上空 #** -F5高度场与 B G> 月高原东侧地区降水场 <%E分

析+",的基础上! 我们以青藏高原上空夏半年南亚高压主要活动地区 &A* G#**HJ! !* G

A*H)% 的 #** -F5高度场为左场+&,%!青藏高原地面加热场强度距平为右场-&,% 进行

了 <%E分解' 由于右场高原地面加热场强度距平是代表整个高原平均情况的一个单时

间序列指标+>,

! 不是由空间格点构成的场时间序列' 因此! 对左" 右场构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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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为空间格点! 2为月份! 0 为左右场时间序列长度 &年份%' 需要指出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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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右场高原地面加热场强度距平的月份时间点作为通常 <%E分析的空间点! 年份时间

点为 <%E分析的时间点! 这种变换还有利于反映不同月份加热场的不同持续作用+#!,

'

$"结果分析

一般 <%E分解中! 某个模态对总体协方差阵的贡献越大! 对应模态相关系数越大!

则表示其耦合关系越密切' 下面以协方差贡献大于 C*P和相关系数大于 *(C# &对应

*(**# 的信度% 为判别标准'

$%!"高度场与降水场的&'(分析

由文献 +", <%E分析可知( 青藏高原上空 #** -F5高度场与高原东侧地区降水场

具有密切的时空相关! 第一模态代表了两场相关的基本特征' 尤其是前期 #* G#! 月"

# GA 月 #** -F5高度场与后期夏季高原东侧地区降水场的第一模态协方差贡献率分别

达到 BB(#P" >+(AP! 相关系数分别达 *(B*" *(B"' 表明( 青藏高原上空 #** -F5高

度场与高原东侧川渝地区夏季降水场具有整体一致的耦合关系! 特别是前期 # GA 月青

藏高原上空 #** -F5高度场对高原东侧川渝地区夏季降水场有明显的非同步作用'

前期 # GA 月 #** -F5高度场与后期夏季高原东侧地区降水场 <%E第一模态的空间

分布 &见文献 +", 图 #% 为( 高度场在整个高原上空区域都是正值区! 最大区域位于

&CC G?CHJ! !C GA*H)%! 这正是未来夏季南亚高压中心活动的主要范围' 降水场除东

南角一片负值区外! 其余地区都为正值区! 其大值区位于 &#*A G#*"HJ! +* G+!H)%!

中心在四川北部' 这里! 我们再次给出前期 # GA 月青藏高原上空 #** -F5高度场与高

原东侧川渝地区夏季降水场 <%E第一模态的时间系数 &图 #%' 由此看到( 两场第一模

态的时间系数变化趋势非常一致! 相关达 *(B"! 具有明显的非同步联系' 前期 # GA 月

高原上空 #** -F5高度场异常偏高 &低%! 未来夏季高原东侧大部地区降水偏多 &少%'

并且! #?B# G#??A 年间! 青藏高原东侧地区 #??A" #?">" #?"!" #?"C" #?B?" #?"*"

#?"B 年的严重干旱都发生在时间系数的负位相中! 而 #??+" #?>"" #?>#" #?>A" #?"+"

#?BC" #?>? 年的严重洪涝都发生在正位相中+",

' 因此! 前期 # GA 月高原上空 #** -F5

高度场与未来夏季高原东侧降水场 <%E得到的第一模态高度场的时间系数'

-#

具有指示

意义! 是一个有用的预测信号' 但如何在夏季之前单独提取高度场的这一变化是一个

图 #$由 <%E得到的左场 # GA 月青藏高原上空 #** -F5高度场与右场 B G> 月高原东侧地区

降水场第一模态的时间系数'

-#

&实线% 和'

4

&虚线% &引自文献 +", 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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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问题! 下面我们将具体讨论'

$%#"加热场和高度场的&'(分析

为了在夏季之前单独提取高度场中对高原东侧夏季降水场有预测意义的高度场变

化! 我们设想! 通过 <%E分析得到前期或同期高原地面加热场与 # GA 月高原上空 #**

-F5高度场的耦合关系! 如果由此得到的高度场的第一模态变化与 # GA 月高度场与未

来夏季降水场 <%E得到的高度场的第一模态+",基本类似! 那么! 我们就可以以前者代

替后者! 从而实现提前获得 # GA 月高原上空 #** -F5高度场中作为预测信号的高度场

变化'

以青藏高原上空 !# 个空间格点的 # GA 月平均 #** -F5高度场为左场! 以月份构成

空间格点的高原地面加热场强度距平为右场! 左右场时间序列长度为 #?C> G#??C 年或

#?C? G#??B 年共 +> 年! 进行的 <%E分析得到( 前一年 # G#* 月! # G## 月青藏高原地

面加热强度场与未来 # GA 月高原上空 #** -F5高度场具有最密切的时空相关! 两场第

一模态方差贡献大! 分别占 "C(#P和 "A(CP! 相关系数都达到 *(B!' 表明前期高原加

热场能够反映出后期 # GA 月 #** -F5环流场的变化信息! 并且第一模态代表了两场相

关的基本特征' 下面! 为了深入分析高原加热场*#** -F5环流*高原东侧降水的联

系! 寻找夏季旱涝预测的前兆信号! 我们主要分析前期 #?B* G#??+ 年 +A 年 # G#* 月青

藏高原地面加热强度场与后期 #?B# G#??A 年 +A 年 # GA 月高原上空 #** -F5高度场的

非同步 <%E结果'

后期 # GA 月高原上空 #** -F5高度场的空间分布型第一模态 &图 !% 表明( 高度

场上! 高原上空整个区域都为正值区! 在 &B* G?*HJ! !C GA*H)% 高原西部一带是低

值区! &A* GB*HJ! !C G+CH)% 伊朗一带是高值区' 而前期高原地面加热场由月份构成

的空间分布型第一模态! # G+ 月为正值! A G#* 月为负值! 大小分别为 *(B!" *(*?"

*(!#" =*(#A" =*(!>" =*(+!" =*(#?" =*(A*" =*(+>" =*(#+! 其中 # 月" >

月" ? 月" B 月数值最大' 要指出的是! 图 ! 与前期 # GA 月 #** -F5高度场与后期 B G>

月高原东侧地区降水场 <%E第一模态的空间分布+",相比较! 其区域符号一致! 分布基

本相似'

图 + 进一步表明( 两场第一模态的时间系数呈反位相变化! 相关达 =*(B!! 具有

明显的非同步联系!前期# G#*月高原地面加热场时间系数处于正&负%位相!未来

图 !$由 #?B* G#??+ 年 # G#* 月青藏高原地面加热强度场与 #?B# G#??A 年 # GA 月高原

上空 #** -F5高度场 <%E得到的左场 #** -F5高度场第一模态的空间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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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由 <%E得到的右场 #?B* G#??+ 年 # G#* 月青藏高原地面加热强度场与左场 #?B# G#??A 年

# GA 月高原上空 #** -F5高度场第一模态的时间系数'

8

&虚线%" '

-!

&实线%

# GA 月高原上空 #** -F5高度场时间系数则处于负 &正% 位相' 而且! #?B# G#??A 年

青藏高原东侧川渝地区夏季重大旱涝异常事件大多有清晰的反映! 强度也拟合得较好!

#??A" #?">" #?"!" #?"C" #?B?" #?"*" #?"B 年的严重干旱基本都发生在高度场 &加

热场% 时间系数的负 &正% 位相中! #??+" #?>"" #?>#" #?>A" #?"+" #?BC" #?>? 年

的严重洪涝基本都发生在其正 &负% 位相中' 这表明前期 # G#* 月青藏高原地面加热

场强度 # G+ 月偏强 &弱%! A G#* 月偏弱 &强%! 未来第二年 # GA 月高原上空 #** -F5

高度场异常偏低 &高%! 则夏季高原东侧川渝地区大部降水偏少 &多%

+",

! 具有指示意

义'

由图 #" + 对比看到( 前期 # GA 月青藏高原上空 #** -F5高度场和后期夏季高原东

侧川渝地区降水场 <%E得到的 # GA 月 #** -F5高度场的第一模态时间系数Q

-#

与前期 #

G#* 月高原地面加热场和后期 # GA 月高原上空 #** -F5高度场 <%E得到的 # GA 月 #**

-F5高度场的第一模态时间系数 '

-!

变化非常一致! 这反映了高原热源与川渝地区旱涝

的内在物理联系和影响机理' 由于青藏高原加热场直接与川渝地区降水场的 <%E分解

时空相关不明显! 这可能说明高原加热是通过大气环流这个中介而影响旱涝的! 高原

地面加热场*#** -F5高度场*川渝地区旱涝之间的这种非同步关系! 具有明显的物理

基础'

$%$"预测信号提取及应用思路

由以上分析可知! 前期 # G#* 月高原地面加热场和后期 # GA 月高原上空 #** -F5

高度场 <%E分析与前期 # GA 月高原上空 #** -F5高度场和后期 B G> 月高原东侧地区降

水场 <%E分析得到的 # GA 月 #** -F5高度场第一模态的空间分布基本相似! 并且它们

对应的 # GA 月 #** -F5高度场第一模态的时间系数'

-!

和'

-#

也是一致的 &图 A%' 这种

等价性表明前期高原地面热源的持续变化! 引起高原上空 #** -F5高度场的异常变化!

而高度场的这种变化正是引起未来夏季川渝地区旱涝异常的主要因素' 因此! 通过高

原地面加热场与高原上空 #** -F5高度场 <%E分解! 我们已成功地在夏季之前单独提

取了前期 # GA 月高原上空 #** -F5高度场与未来夏季高原东侧降水场 <%E的 # GA 月高

度场第一模态时间系数'

-#

! 在此基础上可做出川渝地区夏季降水异常预测'

下面! 进一步说明这种基于 <%E技术提取预测信号的应用价值' 对比分析得到

&表略% (# GA月#** -F5高度场与高原东侧川渝地区夏季B G>月降水场<%E第一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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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由 # GA 月 #** -F5高度场与川渝地区夏季降水场 <%E和 # G#* 月高原地面加热场与 # GA 月 #** -F5

高度场 <%E分别得到的 # GA 月 #** -F5高度场的第一模态时间系数'

-#

&虚线%" '

-!

&实线%

态时间系数'

-#

和'

4

在 +A 年中有 !> 年同号! 占 >!P) # G#* 月高原地面加热场与 # GA

月 #** -F5高度场 <%E第一模态时间系数'

8

和'

-!

在 +A 年中有 !? 年异号! 占 >CP) '

4

与川渝地区 B G> 月平均降水距平3在 +A 年中有 !> 年同号! 占 >!P) '

-#

与 3有 !B 年

同号! 占 "BP) '

-!

与3有 !C 年同号! 占 "AP) '

8

与 '

4

有 !+ 年同号! 占 B?P) '

-!

与

'

-#

有 ++ 年同号! 占 ?"P) '

-!

与'

4

有 !" 年同号! 占 >*P' 由于'

4

与3和'

4

与'

-#

符号

基本一致! 而'

-#

与'

-!

符号大小也都非常接近' 所以! 我们可从前期高原加热场与前期

#** -F5高度场耦合联系中提取预测信号! 由此预测未来川渝地区夏季降水' 具体思

路是( 每预报年 C 月应用已知资料! 对前一年 # G#* 月高原地面加热场与预报年前期

# GA 月高原上空 #** -F5高度场作 <%E分解! 得到高度场第一模态时间系数 '

-!

! 然

后遵照如下推断法则( 如 '

-!

为正 &负%! 则 '

-#

也为正 &负%! 那么未来 B G> 月 '

4

为

正 &负%! 则预测高原东侧川渝地区夏季 B G> 月降水 3大部偏多 &少%' 还可通过

建立物理统计关系! 根据 '

-!

得出 '

-#

" '

4

的值! 做出川渝地区夏季降水的定量分布

预报'

以上表明( 青藏高原地面加热场与其上空 #** -F5高度场及高原东侧川渝地区降水

场时空相关显著! 时间间隔长! 物理意义明确! 根据前期青藏高原地面加热场的变化!

通过 <%E分析可得到后期高原上空 #** -F5高度场与加热场对应的耦合变化! 这种变

化对未来川渝地区 B G> 月降水有直接的重要作用' 因此! 前期高原地面加热场与其上

空 #** -F5高度场的非同步耦合变化是高原东侧川渝地区夏季降水异常的重要预测信

号! 而 <%E分析技术则是提取这种预测信号的一种途径'

)"结论

&#% 青藏高原地面加热场与其上空 #** -F5高度场具有显著相关! 其 <%E分解的

第一模态表明两场间整体一致的耦合关系! 代表了加热场与高度场之间的最主要相关

特征'

&!% 前期高原地面加热场通过持续影响后期青藏高原上空 #** -F5高度场! 导致未

来高原东侧川渝地区夏季降水异常! 加热场*高度场*降水场之间的这种非同步联系!

反映了川渝地区旱涝灾害发生的物理本质及内在原因'

!##



# 期 李跃清( 青藏高原地面加热及上空环流场与东侧旱涝预测的关系
$

&+% 青藏高原地面加热场强度前期 # G+ 月偏弱 &强%! A G#* 月偏强 &弱%! 则后

期高原上空 #** -F5高度场偏高 &低%! 未来高原东侧川渝地区夏季降水偏多 &少%! 易

于发生洪涝 &干旱%'

&A% 由于前期青藏高原地面加热场与高原上空 #**-F5高度场及后期高原东侧川渝

地区降水场的联系! 时空相关显著! 时间间隔长! 物理意义明确! 具有很好的指示意

义' 因此! 前期高原地面加热场与 #** -F5高度场 <%E第一模态的变化! 是未来高原东

侧川渝地区夏季旱涝异常的一种预测信号'

&C% <%E技术不仅是一种要素场时空分布耦合信号的诊断分析工具! 而且也可作

为一种提取预报对象场前兆预测信号的有效途径'

另外! 由于本文所用高原地面加热场强度指数仅考虑了地*气温差的影响! 反映

高原热源有一定局限性! 并且高原地面热源影响上空环流场的具体物理过程还有待深

入分析' 应用 <%E技术! 通过前期其他因子场广泛提取气候异常更多的预测信号也是

非常必要的'

致谢! 李栋梁研究员提供了青藏高原地面加热场资料! 审稿专家及刘富明研究员对本文的修改提出了

很好意见!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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