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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奇异值分解 $

O6e

%方法*

"$$5S)

高度场*太平洋海温场和降水资料!建立起汛期降水的预

测方程+经过适应本地化的
E

指数修正!将预测结果转化为旱涝等级+将
O6e

技术与修正的
E

指数结合起来!

实现旱涝的气候预测+将研究成果推广应用到气象*防汛抗旱部门'结果表明&

!

%影响江淮分水岭地区汛期

降水的因子有
"

个!分别是太平洋地区
#

个!印度半岛附近
#

个!欧洲地区
!

个+

#

%理论上的
E

指数等级不

符合江淮分水岭地区的实际状况!因而必须对
E

指数进行修正'经过修正后的各个旱涝等级的划分概率较为合

理!说明
E

指数的
"

级指标是可靠的+

N

%利用
"

个影响因子可以建立汛期降水量与影响因子之间的预报方程!

在共计
D

年的旱涝滚动预测和实况检验中!等级相符的有
H

年!只有
#$$N

年的预测试验相差一个等级!

"

级的

预测准确率达到
DH7"̂

+

J

%经过气象*防汛抗旱部门
#$$D

年的应用!旱涝等级的预测意见和实际基本吻合!

说明预测技术的应用情况良好'

关键词
!!

江淮分水岭
!

旱涝预测
!

奇异值分解
!

修正
E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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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江淮分水岭是长江流域与淮河流域的分界线!

而江淮分水岭地区则是指江淮分水岭及其附近地

区'该地区处于南北气候过渡带!干旱和洪涝灾

害频繁发生!长期以来旱涝已经成为该地区最严

重的自然灾害!极大地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一般地!对于长江和淮河流域旱涝特征及

其预测已给予特别的关注!而将江淮分水岭地区

的旱涝预测作为研究对象并不多见!因此探讨江

淮分水岭地区的旱涝预测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意

义和应用价值'

奇异值分解 $

O',

=

<&)06)&<2e2+1(

C

14'*'1,

!

O6e

%技术通常是用来提取两个要素场之间最大

相关程度的耦合信号 $魏凤英!

#$$$

%!主要应用

于场与场之间的诊断分析 $魏慧娟和熊伟!

#$$#

%'国内外对于
O6e

技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找出同期两个要素场之间的关键信号上 $丁裕国

和江志红!

!GGF

+

Q),,),-S)0T

!

!GGF

+毛文书

等!

#$$H

+

L5),

=

2*)&:

!

#$$D

%!或者用于模式

模拟和观测场之间的关系 $赵得明等!

#$$D

%!或

者用于距平方法的订正 $李芳等!

#$$"

%等'而

本文应用
O6e

技术制作短期气候预测!与之前的

预测思路有一些差异!其具体思路是&基于降水

场和前期要素场!运用
O6e

技术得到降水场和前

期要素场的关键地区*关键时段!再由前期要素

场关键地区*关键时段的变化得到后期降水'因

此可以利用前期要素场的变化进行降水的短期气

候预测!从而实现汛期降水预测的目的'

近年来!利用
O6e

技术进行气候预测的工作

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魏慧娟和熊伟 $

#$$#

%利用

O6e

方法讨论夏季降水异常分布与前期大气环流

之间的联系!得到一些很有意义的结果!为夏季

降水预测提供参考'张礼平等 $

#$$#

%以华中汛

期降水场为左场!

J

月北半球
"$$5S)

高度场*海

平面气压场*北太平洋海温场为右场!进行
O6e

分析和预报试验!所作的预测把降水分为
#

个等

级!其结果令人满意'李跃清 $

#$$N

%的研究表

明!通过前期高原地面加热场*高原上空
!$$5S)

高度场的
O6e

分析!成功提取了高原东侧地区降

水场的前期预测信号+该文提出了一种很好的预

测思路!但需要将其运用到降水预测试验上'张

永领等 $

#$$F

%指出!基于
O6e

迭代的气候预测

模型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短期气候预测途径!具有

很强的应用价值+然而其研究是基于迭代模型的

预测思路!和本文的预测思路有很大差异'综上

所述!目前基于
O6e

技术实现旱涝短期气候预测

的模型很少!因此本文提出利用
O6e

技术制作旱

涝气候预测的思路与应用有较好的价值'

本文还涉及到一项工作就是旱涝等级的划

分'有多种方法可以表示旱涝等级!概括起来大

致可分气象指标*水文指标和农业指标'在实际

气候业务中!经常使用降水量距平法*干燥度*

E

指数等方法划分旱涝等级+

E

指数较为客观地

反映干旱程度!降水量距平百分率监测的干旱程

度较轻!干燥度指标则夸大了干旱严重程度 $樊

高峰等!

#$$F

%'研究表明!

E

指数方法由于消

除了量纲!将降水资料正态化处理!抵消了降水

量平均值不同所造成的影响!相比于其他方法!

是划分单站旱涝较好的指数 $鞠笑生等!

!GGH

%!

更适合在实际中使用 $吴贤云等!

#$$F

%!因此

选定
E

指数的技术方法作为旱涝等级的划分

依据'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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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与方法

=H<

!

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有&

!

%江淮分水岭地区分

布相对均匀的
!D

个气象站
!G"H

"

#$$D

年汛期降

水数据'

#

%

!G"F

"

#$$D

年逐月太平洋海表温度

$

O2)O<0B)+2U2(

C

20)*<02

!

OOU

%格点数据!其

中
#$$D

年的数据仅为
!

"

J

月'涉及到的太平洋

地区为 $

$_

"

"$_8

!

!#$_.

"

D"_P

%!网格距为
"_

$经度%

"̀_

$纬度%'

N

%

!G"F

"

#$$D

年逐月
"$$5S)

高度场北半球的格点数据!其网格距是
!$_

$经度%

"̀_

$纬度%!其中
#$$D

年的数据仅为
!

"

J

月'

=H=

!

"SO

技术

奇异值分解是以两个场之间最大协方差为基

础进行展开的!是研究两个场序列之间关系非常

有力的工具'其计算简单!没有系统误差!不需

设置参数!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在气象领域中得

到广泛应用 $魏凤英!

#$$$

%'某个模态的异性相

关分布则揭示该模态左 $右%场时间系数所反映

的右 $左%场时间变化程度大小的分布特征!其

显著相关区代表这两个场相互影响的 ,关键区-'

本文采用
$

分布来检验相关系数的显著性'

=H>

!

!

指数方法

本文引进
E

指数的主要目的是划分旱涝等级'

用六安*合肥*巢湖
N

个站汛期降水平均值作为

江淮分水岭地区的降水!其均值组成的序列可以

理解为单站序列资料!因此应用
E

指数作江淮分

水岭地区旱涝分析是可行的'

假定此时间段的降水量服从泊松
VVV

型分布!

通过对降水量
F

%

进行正态化处理后!可将其概率

密度函数通过转换!得到下式&

E

%

M

F7$

C

4

S

C

4

S

'

%

#

T

$ %

!

!

N

Q

F7$

C

4

T

C

4

F7$

!$

!

%

其中
C

4

为偏态系数!用来检测数据是否服从正态

分布 $马开玉等!

!GGN

%+

'

%

为标准变量'

C

4

和

'

%

可由资料序列计算得到'

E

指数分级要求偏态

系数
C

4

能通过检验!只有经过了检验之后!才能

够认为
E

指数是符合正态分布的'如果在显著水

平
$7$"

时!当

Y

C

4

Y

,

!7GF

F

$

"

Q

#

%

$

"

T

!

%$

"

T

N槡 %

$

#

%

$

"

为样本数%则拒绝假设!认为时间序列不服从

正态分布+否则就认为序列遵从正态分布 $黄嘉

佑!

#$$$

%'

>

!

影响因子的确定

>H<

!

影响因子的标准

基于
O6e

的
c10*0),

算法程序!分别计算江

淮分水岭地区的汛期降水量和要素场 $即
"$$5S)

高度场*北太平洋海温场%之间的异性相关场'

由于汛期降水量的时间尺度为
"

个月!因此所对

应的要素场时间尺度要与其大体匹配!采用包括
N

个月的季节要素场进行计算'

影响因子包括影响降水的关键区和关键时段!

其确定标准为&首先计算要素场与降水场之间的

相关系数!得出要素场各个格点上的数值+然后

计算降水场与要素场之间的相关系数!得出降水

场各个站点上的数据+最后检查各个格点或站点

的相关系数是否通过检验!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且

分布区域较大的则视为关键区!其所对应的时段

为关键时段'

具体过程为&将要素场的时间系数分别与降

水场的时间系数求相关!同时将降水场的时间系

数与要素场的时间系数求相关!分别得出左右场

的相关系数+根据相关系数通过
$

分布的显著性

检验!或转化为相关系数的检验方法来检验其显

著性!提取影响降水的关键区000影响因子+取

显著水平
$7!

!相关系数达到
$7#N#

时!或取显

著水平
$7$"

!相关系数达到
$7#HF

时!可以认

为通过显著性检验!此时得到的因子即为影响

因子'

>H=

!

具体影响因子

基于
!G"F

"

#$$D

年时间序列!经过汛期降水

场与前期要素场之间的异性相关系数的比较!满

足显著性检验而且区域相对较大的关键区及其关

键时段一共有
"

个!即
"

个影响因子或预报因子!

每个影响因子都包含关键区和关键时段两个因素'

具体影响因子分别是&

$

!

%同年春季西北欧地区
"$$5S)

高度场
!"

个格点!这些格点的相关系数都为正值 $见图

!)

%!介于
$7#HD

"

$7NGN

之间!可通过显著水平

为
$7$"

的显著检验+格点位于 $

F$_8

"

H"_8

!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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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S02-'+*'1,B10e01<

=

5*

)

c&11--<0',

=

*52c&11-O2)41,I)42-1,O6eQ2*51-),-:::

J$_.

"

#$_P

%之内'图
!\

显示!江淮分水岭地

区站点的系数都在
$7J

以上!也满足
$7$"

显著性

检验'因此影响因子的关键区位于西北欧地区!

关键时段为同年春季'

$

#

%上年冬季印度半岛
"$$5S)

高度场
!#

个

格点!这些格点的相关系数都为负值 $图
#)

%!介

于
a$7#G$

"

a$7JJ#

之间!都通过了
$7$"

的显著

检验+格点在 $

#$_8

"

N$_8

!

F"_.

"

D"_.

%之内'

图
!

!

同年春季异性相关场分布&$

)

%

"$$5S)

高度场 $阴影表示关键区%+$

\

%降水场

c'

=

7!

!

U52-'4*0'\<*'1,1B52*201

=

2,21<4+1002&)*'1,4',*524

C

0',

=

1B*524)(2

@

2)0

&$

)

%

;2'

=

5*B'2&-)*"$$5S)

$

45)-2-)02)-2,1*24*52

T2

@

)02)

%+$

\

%

C

02+'

C

'*)*'1,B'2&-

图
#

!

上年冬季异性相关场分布&$

)

%

"$$5S)

高度场 $阴影表示关键区%+$

\

%降水场

c'

=

7#

!

U52-'4*0'\<*'1,1B52*201

=

2,21<4+1002&)*'1,4',*52

C

02/'1<4Z',*20

&$

)

%

;2'

=

5*B'2&-)*"$$5S)

$

45)-2-)02)-2,1*24*52T2

@

)02)

%+$

\

%

C

02+'

C

'*)*'1,B'2&-

所对应的江淮分水岭地区的相关系数 $图
#\

%皆

为负数!大部分的绝对值大于
$7N

!可通过
$7$"

的显著检验!因此其关键区位于印度半岛附近!

关键时段为上年冬季'

$

N

%上年秋季阿拉伯海
"$$5S)

高度场
F

个

格点!这些格点的相关系数都为负值 $图
N)

中阴

影所示%!介于
a$7#HF

"

a$7J$F

之间!能通过

显著水平
$7$"

的显著检验+位于 $

!"_8

"

#"_8

!

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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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N

!

上年秋季异性相关场分布&$

)

%

"$$5S)

高度场 $阴影表示关键区%+$

\

%降水场

c'

=

7N

!

U52-'4*0'\<*'1,1B52*201

=

2,21<4+1002&)*'1,4',*52

C

02/'1<4)<*<(,

&$

)

%

;2'

=

5*B'2&-)*"$$5S)

$

45)-2-)02)-2,1*24*52T2

@

)02)

%+$

\

%

C

02+'

C

'*)*'1,B'2&-

图
J

!

同年春季
OOU

的异性相关场分布 $阴影为关键区%

c'

=

7J

!

U52-'4*0'\<*'1,1B52*201

=

2,21<4+1002&)*'1,41B*52OOU',*524

C

0',

=

1B*524)(2

@

2)0

$

45)-2-)02)-2,1*24*52T2

@

)02)

%

F$_.

"

D$_.

%之内'所对应的江淮分水岭地区的

相关系数 $图
N\

%皆为负数!绝对值都大于
$7J

!

也可通过
$7$"

的显著检验!因此其关键区位于阿

拉伯海附近!关键时段为上年秋季'

$

J

%同年春季北太平洋北部
OOU

场
"

个格点!

这些格点的相关系数都为负值!见图
J

中阴影所

示!介于
a$7#GN

"

a$7J!"

之间+格点位于 $

J"_8

"

"$_8

!

!"$_.

"

!F"_.

%之内'每个相关系数都

通过了显著水平
$7$"

的显著检验'所对应的江淮

分水岭地区的相关系数 $图
!\

%也可通过检验'

因此其关键区在北太平洋北部!关键时段为同年

春季'

$

"

%上年秋季北太平洋中部
OOU

场
H

个格点!

这些格点的相关系数都为负值!见图
"

中阴影所

示!介于
a$7#FG

"

a$7ND$

之间+格点处在 $

N$_8

"

J$_8

!

!F"_P

"

!H"_P

%之内'其中
F

个的相关

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水平
$7$"

的显著检验!还有一

个通过了显著水平
$7!

的显著检验'所对应的江

淮分水岭地区的相关系数 $图
N\

%也可通过检

验'因此其关键区在北太平洋中部!关键时段为

上年秋季'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
"

个影响因子!表
!

给出

了其基本属性'由表
!

可知!

"$$5S)

高度场的影

响因子有
N

个!

OOU

场有
#

个+正相关属性的有
!

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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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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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上年秋季
OOU

的异性相关场分布 $阴影为关键区%

c'

=

7"

!

U52-'4*0'\<*'1,1B52*201

=

2,21<4+1002&)*'1,41B*52OOU',*52

C

02/'1<4)<*<(,

$

45)-2-)02)-2,1*24*52T2

@

)02)

%

表
<

!

影响因子的基本属性

.'9&3<

!

E'6#1

0

/)

0

3/(

,

)-(43#*-&%3*13-'1()/6

序号 要素场 正负属性 关键区 关键时段

! "$$5S)

高度场
k

西北欧地区 同年春季

# "$$5S)

高度场
a

印度半岛附近 上年冬季

N "$$5S)

高度场
a

阿拉伯海附近 上年秋季

J OOU

场
a

北太平洋北部 同年春季

" OOU

场
a

北太平洋中部 上年秋季

个!负相关属性的有
J

个!负相关个数远多于正

相关个数+关键区在太平洋的有
#

个!印度半岛

附近的有
#

个!欧洲的有
!

个+关键时段在同年

春季的有
#

个!在上年度的有
N

个'这
"

个影响

因子都反映出前期大气环流和海温场对合肥地区

汛期降水的遥相关特征'

?

!

方程的建立

本文要建立的是汛期降水量与预报因子之间

的预报方程!这里采用回归方法建立降水量预报

方程'基于
!G"H

"

#$$!

年预报因子的时间序列可

以建立
#$$!

年汛期降水量的预报方程!其他年份

的预报方程以此类推!这样可以实现汛期降水量

的滚动预测'

滚动预报方程的各个系数见表
#

'表中
H

$

为

回归方程中的常数项!

H

!

H

"

的含义即表
!

中的
"

个因子'由表
#

可知!常数项介于
NDJ"7$

"

JGF$7!

!最大值比最小值多出
#G7$̂

+

H

!

介于

!J7J

"

!F7G

之间!随年份有增加趋势+

H

#

介于
#7"!

表
=

!

滚动预报方程系数

.'9&3=

!

2)3--#1#3*(6)-(43/)&&#*

50

/3+#1(#)*3

L

%'(#)*6

年份
H

$

H

!

H

#

H

N

H

J

H

"

#$$! JGND7J !J7J #7"! aF#7F J"7! #F7D

#$$# JGF$7! !"7J "7D" aF$7G "J7H !N7H

#$$N JJN!7" !"7F "7G" a"H7" "#7F ##7F

#$$J JN##7F !F7J F7$$ a"F7H "!7G #!7"

#$$" JNF#7D !F7# "7GD a"H7$ "!7D #!7"

#$$F NGDJ7! !F7G F7J# a""7H JG7H #G7N

#$$H NG!$7N !F7D F7J$ a""7F JG7" N#7$

#$$D NDJ"7$ !F7G F7H! a""7$ JG7! N!7J

"

F7H!

之间!还是随着年份的推移逐步增加+

H

N

介于
a""7$

"

aF#7F

之间!总体趋势是随着年份

的推移逐步增加+

H

J

介于
J"7!

"

"J7H

之间!随着

年份的推移先增加后减少+

H

"

介于
!N7H

"

N#7$

之

间!变化相对较复杂'

@

!

!

指数的修正

根据上述建立的预报方程!可以实施降水量

的气候预测!但是在实际业务以及科研工作中!

预测的是降水等级'因为依赖现有的科技条件!

对短期气候做定量的预测还有相当难度!因此制

作旱涝等级的预测意义更大'本文利用
E

指数进

行旱涝等级的划分!在此过程中发现理论上的
E

指数等级不符合江淮分水岭地区的实际状况!因

而必须对
E

指数进行修正!以满足本地区旱涝等

级的需要'

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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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验证
E

指数时间序列是否服从正态分布

规律'经过统计!江淮分水岭地区
"#

年
E

指数时

间序列的偏态系数为
$7###

!小于公式 $

#

%计算

得到的
$7F#G

!该序列服从正态分布!因此
E

指

数旱涝等级的分析才有意义'

E

指数的旱涝分级通常分为
H

级 $表
N

%!一

般要求特涝和特旱所占比例分别为
"̂

!大涝和大

旱所占比例分别为
!$̂

!偏涝和偏旱所占比例分

别为
!"̂

!正常级所占比例为
J$̂

'据此概率分

布情况!经过正态分布表的查算 $黄嘉佑!

#$$$

%!得到相应的
E

值范围'

表
N

的
E

值范围是根据理论概率推算的!其

界限值具有对称性'表
N

同时给出依据
E

值范围

划分的实际概率'实际概率与理论概率相比!

#

级接近!

H

级大体接近!

!

级*

F

级差别较大 $皆

明显偏少%!

H

级次数远多于
F

级'总体来看!根

据
E

指数理论概率划分的
H

个等级的分布概率与

实际不尽相符!说明
E

指数旱涝等级的界限值存

在问题'因此需要对此作适当修正!使旱涝等级

的分布尽量接近江淮分水岭地区的实际状况'

对
E

指数界限值的调整要满足两条原则&首

先是划分后的旱涝年份要大体相当!即旱的年份

要接近于涝的年份+其次是在原有
E

指数界限值

基础上作微调!调整的幅度一般以
#$̂

为界'同

时考虑到实际业务应用和科学研究中还广泛用到
"

级旱涝分级!而本文也是用
"

级划分的!因此给

出
E

指数的
"

级划分标准'

"

级旱涝等级的划分

通常应用降水距平百分率*降水均值和方差等形

式!很少见到用
E

指数划分
"

级旱涝等级'本文

将依据
E

指数的理论概率作
"

级旱涝等级的划分'

理论概率上!大涝和大旱都为
!$̂

!偏涝和偏旱

表
>

!

!

指数
I

级旱涝分级指标

.'9&3>

!

"3P3*

5

/'+36)-!K#*+3N

等级 理论概率
E

值范围 累计频率
/

$

E

% 实际概率

!

级特涝
"̂ E

*

!7FJ" G"̂

-

/

$

E

%

!7Ĝ

#

级大涝
!$̂ !7$J#

-

E

+

!7FJ" D"̂

-

/

$

E

%

+

G"̂ G7F̂

N

级偏涝
!"̂ $7"#F

+

E

+

!7$J# H$̂

+

/

$

E

%

+

D"̂ #!7#̂

J

级正常
J$̂ Q$7"#F

-

E

-

$7"#FN$̂

-

/

$

E

%

-

H$̂ N#7Ĥ

"

级偏旱
!"̂ Q!7$J#

+

E

+

Q$7"#F!"̂

+

/

$

E

%

+

N$̂ #N7!̂

F

级大旱
!$̂ Q!7FJ"

+

E

-

Q!7$J#"̂

+

/

$

E

%

-

!"̂ N7D̂

H

级特旱
"̂ E

-

Q!7FJ" /

$

E

%

-

"̂ H7Ĥ

都为
#$̂

!正常级也是
J$̂

'据此理论概率可以

查算出
E

值范围'

由表
J

可知!正常 $

N

级%级别占
N#7Ĥ

*

大涝 $

!

级%级别占
"7D̂

!与理论概率相比明显

偏低+偏涝 $

#

级%占
#F7Ĝ

!则明显偏高'因

此也需要对
"

级旱涝等级标准重新修正!重点在

于修改
E

指数各个级别的边界'经过修正后的
"

级旱涝分级指标见表
"

'由表
"

可见!修正后的
"

级指标所占比例分别为&大涝
G7F̂

!大旱

!!7"̂

!较 为 接 近
!$̂

的 理 论 概 率+偏 涝

#!7#̂

!偏旱
!"7Ĵ

!在理论概率
#$̂

左右+正

常级
J#7N̂

!非常近于理论概率的
J$̂

!因而经

过调整之后旱涝等级的划分更加接近理论值!说

明这种
E

指数的分级是可靠的'

V

!

预测试验与应用

利用
O6e

分析技术!分别根据江淮分水岭地

区的汛期降水量与前期
"$$5S)

高度场*太平洋

海温场的异性相关结果!找出汛期降水量的预报

因子!由此得到汛期降水量的预报方程+然后采

用修正后的
E

指数
"

级旱涝划分标准!将预测得

出的汛期降水量转化为旱涝等级!实现江淮分水

岭地区旱涝等级的气候预测'

表
?

!

!

指数
@

级旱涝分级指标

.'9&3?

!

M#P3

5

/'+36)-!K#*+3N

旱涝分级 理论概率
E

值范围 实际概率

!

级大涝
!$̂ E

*

!7#D# "7D̂

#

级偏涝
#$̂ $7"#F

-

E

+

!7#D# #F7Ĝ

N

级正常
J$̂ Q$7"#F

+

E

+

$7"#F N#7Ĥ

J

级偏旱
#$̂ Q!7#D#

+

E

-

Q$7"#F #N7!̂

"

级大旱
!$̂ E

-

Q!7#D# !!7"̂

表
@

!

修正后的
!

指数
@

级旱涝分级指标

.'9&3@

!

M#P3

5

/'+36)-$)+#-#3+!K#*+3N

旱涝分级
E

值范围 调整后概率

!

级大涝
E

*

!7#$ G7F̂

#

级偏涝
$7FN

-

E

+

!7#$ #!7#̂

N

级正常
Q$7FN

+

E

+

$7FN J#7N̂

J

级偏旱
Q!7#$

+

E

-

Q$7FN !"7Ĵ

"

级大旱
E

-

Q!7#$ !!7"̂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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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

"

#$$D

年共
D

年的旱涝滚动预测和实

况检验中!等级相符的有
H

年!只有
#$$N

年的预

测试验相差一个等级!

"

级的预测准确率达到

DH7"̂

'这种准确程度超过目前全国平均短期气

候预测准确率!达到汛期旱涝等级预测的目的'

该方法于
#$$D

年开始应用到气象部门!包括合肥

市气象局等单位!和本地的降水与旱涝等级情况

进行对比!发现预测情况与实际情况较为吻合'

同样地!将该预测结果于
#$$D

年应用到合肥市防

汛抗旱指挥部!经过该单位的验证!表明旱涝等

级的预测意见和实际基本吻合'

I

!

结语

本文将
O6e

统计技术转化为预测技术!实现

统计手段向预测手段的转变+将
O6e

技术与经过

修正的
E

指数结合起来!实现旱涝等级的气候预

测+同时将研究成果及时地应用到气象*防汛抗

旱部门!发挥科研成果的社会价值'研究与应用

结果表明&

$

!

%江淮分水岭地区汛期降水的影响因子有
"

个&同年春季西北欧
"$$5S)

高度场
!"

个格点*

上年冬季印度半岛
"$$5S)

高度场
!#

个格点*上

年秋季阿拉伯海
"$$5S)

高度场
F

个格点*同年

春季北太平洋北部
OOU

场
"

个格点和上年秋季北

太平洋中部
OOU

场
H

个格点均值'

$

#

%理论上的
E

指数等级不符合江淮分水岭

地区的实际状况!因而必须对
E

指数进行修正!

以适应本地区旱涝等级划分的需要'经过调整!

各等级的旱涝概率更加接近理论值!说明
E

指数

的
"

级指标是可靠的'

$

N

%利用
"

个影响因子可以建立汛期降水量

与影响因子之间的预报方程!在共计
D

年的旱涝

滚动预测和实况检验中!等级相符的有
H

年!

"

级

的预测准确率达到
DH7"̂

'

$

J

%经过气象*防汛抗旱部门
#$$D

年的应

用!旱涝等级的预测意见和实际基本吻合!说明

预测技术的应用情况良好'

本文进行了
E

指数
"

级旱涝等级的划分并建

立了基于
O6e

技术和
E

指数旱涝等级的汛期预测

技术'然而本文所建立的预测试验的样本数不大!

需要加大样本数进行试验和改进!且预测思路也

仅是众多预测思路中的一种'对于江淮分水岭汛

期降水及其旱涝等级的预测!可以进行各种预测

手段的尝试!甚至进行各种预测方法的集成!或

许会发现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只有通过不断地总

结和完善!才能更好地找出汛期旱涝预测的方法

和思路!进一步满足政府和社会大众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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