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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全球月平均海平面气压资料以及海表温度资料#采用旋转经验正交函数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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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海平面气

压异常的空间结构与时间演变特征#并进一步分析了该地区冬季海平面气压异常与全球海温异常的关系*结果

表明&亚太地区冬季海平面气压场异常既存在近乎纬向的偶极型 $反位相%分布#也存在明显的经向的偶极型

$反位相%分布*冬季海平面气压变化最显著的区域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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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东北部地区与北太平洋副热带地区之间#

以及我国西北部地区与阿留申群岛地区之间分别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即冬季海平面气压异常存在一个经向的偶

极子振荡和一个纬向的偶极子振荡*两个偶极子存在明显的年际变化#变化特征都具有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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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左右周期的年代际变化*

偶极子指数与海温异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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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系数分析#以及对应强正 $负%偶极子指数所作的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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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一致表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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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亚太地区冬季海平面气压的异常有重要影响#不同的海温异常型将导

致不同型的海平面气压场偶极子振荡模的出现*冬季北太平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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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异常#将有利于亚太地区冬季海平面气压场出现经向型振荡的正 $负%位相模*冬季北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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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

$北太平洋西风漂流区%的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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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 $正%异常#以及热带太平洋.印度洋海温异常联合模的正 $负%特

征#有利于亚太地区冬季海平面气压场出现纬向型振荡的正 $负%位相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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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北半球低层大气环流特征的海平面气压

的变化形势对区域气候的影响一直受到人们的重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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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42+./K()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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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统计方法确定了全球大气三大涛动 !南方涛动

$

;S

%)北太平洋涛动 $

:OS

%和北大西洋涛动

$

:LS

%"#这也是海平面气压场上最主要的
@

个

遥相关型#其大范围的特定模态与某些区域的气

候存在着显著的关系 $钱维宏和刘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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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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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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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凤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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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能

等 $

$%%%+

%研究了近
!%%

年的北半球海平面气压

场的气候平均态)气候变率特征及时间演变规律#

指出冬季海平面气压的基本态标准差的高值区在

北太平洋的阿留申低压区)冰岛低压区的西北部

及西伯利亚高压区*北半球冬季海平面气压场的

时空结构与北半球冬季气温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任菊章等 $

$%%@

%指出#北太平洋海平面气压与

陆地海平面气压的反向分布可能对亚洲冬季气温的

年际变化有影响+施能等 $

$%%%G

%的研究也表明

了近百年北半球冬季大尺度海平面气压场表现为
?

个基本模态#反映北半球阿留申低压强度的冬季海

平面气压距平场的第二特征模态在年际)年代际变

化关系上与北半球的平均气温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占地球表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海洋不仅是驱

动大气运动能量的直接供应者和调节器#而且还

是大气中水汽的主要源地#海洋的热力和动力特

性又使它对大气变化具有独特的 '记忆功能(和

'低通滤波(作用*因此#海温异常一直被认为是

引起环流和气候异常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在全球

气候变化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越来越

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早在
$%

世纪
#%

)

"%

年代#

:+*)+6

$

!&"@

%和
K

c

42I.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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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提出北太

平洋的海温异常对大气环流异常的维持和加强的

反馈作用#并把海温异常的研究引入到热带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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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热带海温与全球大气环流和气候变化的遥相

关概念#逐步使热带海洋大气相互作用的研究成

为近代大气科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此后#海

气相互作用的研究取得了迅速进展#世界气候研

究计划 $

X'5O

%在
!&&#

年推出的气候变动及可

预报性 $

'̂V8L5

%研究计划中将海洋置于一个

举足轻重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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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海气相互作用已经成为气候动

力学研究的热门课题 $叶笃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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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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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来#太平洋年代际振荡及其同中国气

候变化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揭示出海温的

年代际变化对气候年代际变化有重要的直接影响#

还为气候年际变化提供一个背景态#进而对年际

变率具有重要的调制作用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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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益民和杨修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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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大陆与北太平洋的热力对比 $差异%被

认为是形成东亚冬季风的根本原因*而西伯利亚

高压和阿留申低压是其表现在气压场上的基本形

态#东亚冬季风的指数也常用两个系统的气压差

来定义 $裴顺强和李崇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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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平和张人禾

$

$%%"

%分析讨论了东亚.太平洋地面气压的偶极

子 $

LO]

%的形态#并指出该偶极子实际上是一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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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亚太地区冬季海平面气压的气候平均场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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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东亚副热带季风模*但西伯利亚高压和阿留申

低压无论在位置及形态上都有相当大的变化#它

们所产生的气候影响也就很不一样*到底亚太地

区的冬季海平面气压异常有几个基本模态#各有

什么形势特征和变化规律#仍然是不完全清楚的

问题*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试图用较长时间的

资料和旋转经验正交函数分解 $

50ST

%分析方

法#对亚太地区的冬季海平面气压场异常的基本

模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并探讨它们与海温

异常的关系#从而加深对大气环流尤其是东亚冬

季风变化和异常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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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简介

本文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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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中心的全球月平均海平

面气压 $

;4+ 4̂14(O2466B24

#

;̂ O

%资料#所用

资料的时间长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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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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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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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共有
!#?

个冬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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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次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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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空间分辨

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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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度%

h#[

$经度%*所用海温资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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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逐月再分析海温资料#时间

长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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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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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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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资料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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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球海洋#分

辨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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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度%

h$[

$经度%*计算偶极子与海温

的关系时#选取了二者的共同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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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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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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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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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选取亚洲.太平洋区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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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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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作为分析和讨论对象*文

中采用通用惯例#夏季取为
"

!

N

月#秋季取为
&

!

!!

月#冬季取为
!$

月至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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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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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冬季海平面气压场的气

候平均态

!!

图
!

是亚太地区冬季海平面气压场的多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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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图*从图中可以看到亚太地区冬季海平面气压

场有两个主要的系统#分别为西伯利亚.蒙古冷

高压和阿留申低压#高值中心分别位于我国新疆

西北部与蒙古国交界之处 $

?M9#[:

#

&%[0

%#中心

附近闭合等压线达到了
!%@?7O+

#低值中心位于

北太平洋海域 $

#%[:

#

!M#[0

%#中心附近闭合等

压线为
!%%$7O+

*由图
!

还可以看到#由蒙古高

压中心附近往东亚地区伸展出一个强大的高压脊#

它是冬季寒潮影响我国的重要控制系统*西伯利

亚.蒙古高压和阿留申低压的稳定存在使得东亚

和西北太平洋地区有极强的东西气压梯度#这正

是东亚冬季风在全球最强和最典型的根本原因*

要认识和预测东亚和北太平洋地区的天气气候及

其变化#必须研究这对准稳定性系统的特征及其

变化*

由图
!

给出的海平面气压场的多年平均形势

可以看到#西伯利亚.蒙古高压和阿留申低压两

个半永久性系统表现的十分清楚*但对于气候变

化来讲#最重要的是系统的变化而不是平均状态*

因此#我们下面将对亚太地区冬季海平面气压场

变化和异常形态进行分析研究*

B

!

亚太地区冬季海平面气压异常场

的时空结构分析

!!

对亚太地区冬季海平面气压距平场进行经验

正交函数分解 $

0ST

%分析可以得到两个主要模

态的空间分布 $图略%#第一空间型态主要表现为

纬向分布#反映了地球表面太阳辐射能量分布的

南北差异特征+但低纬度地区与高纬度地区符号

相反#表明冬季
;̂ O

南北变化具有相反的位相*

第二空间模态主要反映的是东西向差异#两个极

值中心分别位于蒙古西南侧和阿留申东南侧+此

模态在东部海洋和西部大陆有明显的正负差异#

主要反映了海陆热力差异的影响*由于这方面的

研究前人已经做了很多#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上述
0ST

分析表明#亚太地区冬季海平面气

压异常场既存在纬向的反位相分布#也存在明显

的经向的反位相分布*为进一步突出亚太地区冬

季海平面气压变化的气候地域特征#对前
!$

个主

成分及相应的载荷向量进行旋转#其方差贡献率

已达
&%Y

以上#可以认为它们基本上反映了亚太

地区海平面气压场变化的空间差异*图
$

给出的

是
50ST

分析的前
#

个空间模态 $魏凤英#

$%%M

%#从图中可以看出#每一个空间模态均有一

个异常显著的大值中心#中心绝对值均超过了

%9&

#这说明它们对各自所在区域的局地方差的贡

献率已达到了
N!Y

以上*前
#

个模态的方差贡献

率分别为
!@9M?Y

)

!!9@%Y

)

!?9"&Y

)

!$9!MY

)

!%9?MY

#可以看到各个模态对总方差的贡献大小

相当#那这几个区域之间的联系又是怎样的呢,

根据
50ST

方法应用于地域分区的工作原理及第

二至第五旋转模态的高载荷分布 $等值线绝对值

$

%9"

%#我们将第二至第五模态的高载荷量投影

到同一张图上#得到该地区冬季海平面气压变化

的
?

个主要分区#如图
@

所示*由于第一模态高

载荷分布位于欧洲地区#故本文在讨论亚太地区

的气候特征时不予考虑*可以看到#高载荷区覆

盖了亚太地区的绝大部分区域#且相邻区域没有

重叠*其中
V

区位于亚洲东北部地区 $

"%[:

!

M%[:

#

!!%[0

!

!#%[0

%#

VV

区位于北太平洋副热带地区

$

$#[:

!

@#[:

#

!#%[0

!

!M%[X

%#

VVV

区位于我国

西北部地区 $

@#[:

!

?#[:

#

N#[0

!

!!%[0

%#

V8

区位

于阿留申群岛附近 $

#%[:

!

"%[:

#

!M%[0

!

!"#[X

%*

对比冬季多年平均的海平面气压场 $图
!

%可以发

现#上述的
V

区和
VVV

区分别位于西伯利亚.蒙古

冷高压的两个高压脊上#

V8

区位于阿留申低压稍

偏东北的位置#而
VV

区则位于西伯利亚.蒙古冷

高压)副热带高压)阿留申低压以及赤道低压所

构成的鞍部*

53

C

426

$

!&N!

%及后来李崇银 $

$%%%

%都指

出#北太平洋地区气压的南北向跷跷板现象 $即

:OS

%#反映了热带和副热带太平洋地区的气压偏

高 $低%时#东西伯利亚到加拿大一带地区的气

压往往偏低 $高%*与已有研究结果相比较#由图

@

可以看到#

V

区与
VV

区#

V8

区与
VV

区所反映的

反相关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与
:OS

相似#但也存在

区别#

:OS

所对应的在高纬度的显著异常区位于

V8

区和
V

区以南的地带*本文的分析结果给出了

?

个主要异常区域#它一方面可以反映
:OS

的特

征#另一方面又能反映东亚和北太平洋地区气压

变化的东西向跷跷板现象*可以认为#

50ST

分

析结果在显示局地的相关结构方面要更为细致

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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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50ST

前
#

个空间模态&$

+

%第一模态+$

G

%第二模态+$

-

%第三模态+$

/

%第四模态+$

4

%第五模态

T)

C

9$

!

\74J)26,J)1450ST6

<

+-)+(*3/46

&$

+

%

\74J)26,

+$

G

%

,7464-3./

+$

-

%

,74,7)2/

+$

/

%

,74J32,7

+$

4

%

,74J)J,7

J

!

亚太地区冬季海平面气压异常场

的偶极型振荡

!!

为了更好的研究本文所划分的
?

个区域海平

面气压变化之间的相关性#我们将包含中心值在

内的各个区域平均后的标准化冬季海平面气压异

常 $

;̂ OL

%作为表征该区域物理性质的气候指

数#依次表示为&

!

!

)

!

$

)

!

@

和
!

?

*各个区域指

数间的相关关系如表
!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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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亚太地区冬季海平面气压异常场 $

;̂ OL

%的地域相关分布

T)

C

9@

!

\7424

C

)3.+(-3224(+,)3.3J,74Q).,42;̂O+.3*+()46).L6)+ O+-)J)-

表
>

!

各个区域指数的相关关系

/-)*$>

!

/0$7(""$*-&1(%)$&=$$%.133$"$%&"$

#

1(%-*1%.17$,

!

!

!

$

!

@

!

?

!

!

!

E%9@"

%

%9%@ E%9%%#

!

$

! E%9!" E%9%@

!

@

! E%9@&

%

!

?

!

%

表示通过
&#Y

信度检验*

从表
!

可以看到#指数
!

!

和
!

$

的相关系数#

以及
!

@

和
!

?

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了
Z%9@"

和
Z

%9@&

#均通过了
&#Y

的信度检验*这说明了区域

V

和区域
VV

#以及区域
VVV

和区域
V8

之间分别存在

一个反位相的振荡关系#我们把它们分别称之为

经向偶极子和纬向偶极子*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

了西伯利亚.蒙古冷高压的南半部相对于北半部

来说#与阿留申低压的关系更为密切+二者之间

的气压梯度是构成冬季各种天气气候的主要因素*

而另一方面西伯利亚.蒙古冷高压的北半部与西

太平洋副热带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它们构成了南

北向跷跷板式变化*为进一步研究这两个偶极子

的性质#参照已有研究工作我们定义了两个偶极

子指数 $何卷雄等#

$%%#

+李建平和曾庆存#

$%%#

%#其表达式如下&

D0V

F

$

!

!

E

!

$

%

E

$

!

!

E

!

$

%

!

#

!!!!

!!

$

F

!

?

&

?

%

F

!

$

!

!

E

!

$

%

%

E

$

!

!

E

!

$

! "

%

$

#

eSV

F

$

!

@

E

!

?

%

E

$

!

@

E

!

?

%

!

#

! !!

!!

$

F

!

?

&

?

%

F

!

$

!

@

E

!

?

%

%

E

$

!

@

E

!

?

! "

%

$

#

其中#

?

为序列长度#

eSV

和
D0V

分别表示纬向

偶极子指数和经向偶极子指数*图
?

是两个偶极

子指数在
!#?

年里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其中#细

实线为逐年演变曲线#代表指数的年际变化特征#

从中能够看出两个指数有明显的年际变化+粗实

线为
#

年滑动平均曲线#可以看出
!N#%

!

!&%%

年

D0V

指数有减弱的趋势#

!&%%

年以后指数变化趋

于稳定#但是总趋势是略有下降*而
eSV

指数在

!N#%

!

!&%%

年以负值为主#

!&%%

年以后指数变化

在稳定中增强#即总趋势是上升的*这分别反映

了亚太地区冬季海平面气压异常场的经向振荡和

纬向振荡的时间变化特征*

为了进一步讨论这两个偶极型振荡指数的周

期变化特征#对两个偶极子指数进行
D32(4,

小波

分析*图
#

给出的是全局功率谱#其中的虚线为

&%Y

的信度曲线+图
"

给出的是小波功率谱#图

中的阴影区为通过
&%Y

信度检验的区域*小波分

析结果表明#两个偶极子指数存在明显的多时间

尺度的变化特征*由全局功率谱 $图
#

%可以看

出#

D0V

指数的
@

!

?

年周期以及
#

!

"

年周期较

为显著#而
eSV

指数的
@

!

?

年周期也非常显著*

由小波功率谱图 $图
"

%也可以看出#

D0V

指数

在
!&%%

年以前的周期变化不显著#

!&%%

年以后逐

渐开始呈现较显著的
@

!

N

年的年际变化*

eSV

指

数则刚好相反#在
!&%%

年以前呈现非常显著的
@

!

?

年周期#但是
!&%%

年以后#周期变化减弱#

到
!&?%

年左右又开始再次呈现
$

!

?

年的周期特

征+同时#

eSV

指数还存在一个
!"

年左右的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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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N#%

!

$%%@

年 $

+

%经向偶极子指数 $

D0V

%和 $

G

%纬向偶极子指数 $

eSV

%的演变 $细实线%及
#

年滑动平均 $粗实线%

T)

C

9?

!

\74+..B+(1+2)+,)3.6

$

,7).().4

%

3J

$

+

%

*42)/)3.+()./4R

$

D0V

%

+./

$

G

%

U3.+()./4R

$

eSV

%

+./,74)2#H

E

4+2*31).

C

+142+

C

4

$

,7)-I().4

%

J23*!&N#,3$%%@

图
#

!

$

+

%

D0V

和 $

G

%

eSV

的全局功率谱

T)

C

9#

!

\74

C

(3G+(Q+14(4,6

<

4-,2B*3J

$

+

%

D0V+./

$

G

%

eSV

际变化周期*总的来说#两个偶极子指数存在的

相同年际变化周期为
@

!

?

年*

上述谱分析表明#

D0V

指数主要存在
@

!

"

年

周期的年际变化#而
eSV

指数除存在
@

!

?

年周期

的年际变化外#也有
!"

年左右周期的年代际变

化*这里的年际变化可能与热带太平洋的海温异

常 $

0:;S

%有关#而年代际变化可能主要受北

太平洋海温异常 $

O]S

%的影响*

K

!

偶极子与海温的关系

K@>

!

偶极子与海温的季节相关性分析

为了搞清上述偶极型振荡与海温异常的关系#

我们首先进行了偶极子指数与全球海表温度异常

$

;;\L

%的相关性分析*图
M

分别给出了
D0V

指

数与当年夏季)秋季以及冬季全球
;;\L

的相关

系数分布*本文中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北太平洋和

印度洋海温异常的作用*在冬季的同时相关图上

$图
M-

%可以看到#

D0V

与北太平洋高纬度海区的

;;\L

呈明显正相关#与赤道中东太平洋的
;;\L

呈负相关+而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正相关带和

一个负相关带*也就是说
D0V

与太平洋
;;\L

的

相关系数有从赤道东太平洋到堪察加半岛的正负

相间的 '

Z

)

`

)

Z

)

`

(式波列状分布特征*

同时#在西北太平洋近岸区域还有一个明显的负

相关带存在*图
MG

和图
M+

分别是同年秋季和夏

季的海温与冬季
D0V

的相关系数分布情况#与图

M-

相比较我们可以进一步知道
D0V

与
;;\L

的持

续性相关情况*图
MG

和图
M+

的共同特征是在热

带中东太平洋有负相关区#并在北太平洋中纬度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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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

%

D0V

和 $

G

%

eSV

的小波功率谱#阴影区为通过
&%Y

信度检验的区域

T)

C

9"

!

\74Q+14(4,

<

3Q426

<

4-,2B*3J

$

+

%

D0V+./

$

G

%

eSV

#

,7467+/).

C

6)./)-+,4&%Y-3.J)/4.-4(414(

存在较明显的正相关区*上述结果表明#热带中

东太平洋和北太平洋中纬度的海温异常与冬季的

D0V

有持续相关特征*在一定意义上这说明热带

中东太平洋的海温负 $正%异常和北太平洋中纬

度的海温正 $负%异常对冬季亚太地区海平面气

压的经向型偶极模正 $负%位相的出现有重要的

影响*而北太平洋高纬度的正 $负%

;;\L

及西

北太平洋近岸区域的负 $正%

;;\L

也对冬季亚

太地区海平面气压的经向型偶极模正 $负%位相

的出现有一定的影响*

另外#从图
M

还可以看到#夏季在南太平洋

@%[:

附近有明显的正相关中心#而随着时间变

化#这个正相关中心开始向西北方向移动#到冬

季已越过赤道而位于西北太平洋*相关系数的这

种模态同
0:;S

模及
O]S

模的西传特征相当类

似*说明本文的径向模与太平洋海温模 $尤其是

其西部%有密切的关系*最强相关中心的移动表

明#不只是西太平洋海温在同期有明显影响#南

太平洋海温在半年前就存在对东亚气压场径向模

的影响*图
M

还表明#在西北太平洋近岸海区的

相关系数有从夏季为弱负相关到冬季为强负相关

的转变*这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海气相互作用的

季节变化特征*因为该海区的海温除海洋过程外#

大气的季节变化对其存在不同的反馈特征*当然

上述讨论还只是初步的认识#有待深入的研究和

数值模拟的进一步讨论*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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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M

!

冬季
D0V

指数与同年 $

+

%夏季)$

G

%秋季及 $

-

%冬季
;;\L

的相关分布图#阴影区为通过
&#Y

信度检验的区域

T)

C

9M

!

'3224(+,)3.G4,Q44.,74D0V).Q).,42+./;;\L).

$

+

%

6B**42

#$

G

%

+B,B*.

#

+./

$

-

%

Q).,423J,746+*4

E

4+2

#

,7467+/).

C

6).H

/)-+,4&#Y-3.J)/4.-4(414(

类似地#图
N

分别给出了
eSV

与同年夏季)

秋季以及冬季全球
;;\L

的相关系数分布*从冬

季的同时相关图上 $图
N-

%可以看到#最为突出

的特点是在热带东太平洋有最强的正相关区#在

热带西印度洋有次强正相关区+而在北太平洋
?%[:

附近 $北太平洋西风漂流区%有明显负相关区#

在大暖池区有弱负相关区存在*图
NG

和图
N+

分

别是同年秋季和夏季的海温与冬季
eSV

的相关系

数分布情况#与图
N-

相比较我们可以进一步知道

eSV

与
;;\L

的持续性相关情况*由图
NG

和图
N+

可以看到它们与图
N-

大体一致的分布特征#只是

在北太平洋
?%[:

附近 $北太平洋西风漂流区%的

负相关区比较弱#表明热带太平洋和热带印度洋

的
;;\L

与
eSV

存在持续性相关*值得一提的

是#上面指出的热带东太平洋)热带西印度洋和

大暖池区的相关系数的分布形势与琚建华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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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N

!

同图
M

#但为
eSV

指数与
;;\L

的相关分布图

T)

C

9N

!

;+*4+6T)

C

9M

#

GB,J32,74-3224(+,)3.G4,Q44.,74eSV+./;;\L

$

$%%?

%)杨辉和李崇银 $

$%%#

%提出的 '热带

太平洋.印度洋海温异常联合模(十分类似*这

些结果表明#正 $负%位相的热带太平洋.印度

洋海温异常联合模对冬季亚太地区海平面气压的

纬向型偶极模正 $负%位相的出现有重要的影响*

而秋)冬季北太平洋
?%[:

附近 $北太平洋西风漂

流区%的负 $正%

;;\L

也对冬季亚太地区海平

面气压的纬向型偶极模正 $负%位相的出现有重

要的影响*

K@?

!

偶极子异常年份的冬季海温特征

为了进一步检验两个偶极子指数与冬季海表

温度异常的关系#我们根据
D0V

和
eSV

的年际变

化情况#选取一个标准差作为区分异常年与正常

年的标准#大于一个标准差的年份定为正)负异

常指数年*然后#分别对应
D0V

和
eSV

的正)负

异常年#就
!N#?

!

$%%@

年的冬季海温异常分别进

行了合成分析#计算得到了指数正)负异常年份

的冬季海温异常形势及其差异 $图
&

和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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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强
D0V

$

+

%正异常年和 $

G

%负异常年的冬季海温异常场及 $

-

%其差异 $单位&

i

%#阴影区为通过
&#Y

信度检验的区域

T)

C

9&

!

'3*

<

36),4;;\L

$

i

%

).Q).,42-32246

<

3./).

C

,3,746,23.

C

$

+

%

<

36),)14

E

4+26+./

$

G

%

.4

C

+,)14

E

4+26J32D0V

#

+./

$

-

%

,74)2

/)JJ424.-4

#

,7467+/).

C

6)./)-+,4&#Y-3.J)/4.-4(414(

图
&+

表明#对应于强的正
D0V

年#冬季北

太平洋的
;;\L

从赤道东太平洋到堪察加半岛南

也有 '

Z

)

`

)

Z

)

`

(式的波列状分布特征+

而在西北太平洋近岸海区均为负海温异常*其分

布特征与前面讨论的相关系数的分布特征大体相

似#只是正负
;;\L

带的形状更趋于东西向特征*

对应于强的负
D0V

年 $图
&G

%#冬季北太平洋的

;;\L

从赤道东太平洋到堪察加半岛南同样有波

列状分布特征#但符号相反为 '

`

)

Z

)

`

)

Z

(

形式+而在西北太平洋近岸海区均为正海温异常*

其分布特征与前面讨论的相关系数的分布特征大

体相似*与图
&+

相比较#图
&G

的
;;\L

在数值

上要大的多#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强的负
D0V

年与

海温异常的关系更为显著*

对应强
eSV

正指数年 $图
!%+

%和强
eSV

负

指数年 $图
!%G

%#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
;;\L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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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同图
&

#但为强
eSV

正)负异常年冬季海温异常场

T)

C

9!%

!

;+*4+6T)

C

9&

#

GB,J32eSV

布有基本一致的特征#只是其符号相反*在强

eSV

正指数年#冬季北太平洋
?%[:

附近 $北太平

洋西风漂流区%有明显
;;\L

负异常#热带太平

洋.印度洋海温异常联合模为正异常模*在强

eSV

负指数年#冬季北太平洋
?%[:

附近 $北太平

洋西风漂流区%有明显
;;\L

正异常#热带太平

洋.印度洋海温异常联合模为负异常模*

上述合成分析结果也表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

;;\L

对亚太地区冬季海平面气压的异常有重要

影响#不同的海温异常型将导致不同型的海平面

气压场偶极子振荡模的出现*

L

!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较长时间海平面气压场和海温场

的资料分析#采用旋转经验正交函数分解 $

50H

ST

%)

D32(4,

小波分析)相关分析以及合成分析

的方法研究了亚太地区冬季海平面气压场异常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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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结构与时间演变特征#并进一步讨论了该地

区冬季海平面气压场变化与全球海温异常的关系*

其主要结果可以归纳如下&

$

!

%亚太地区冬季海平面气压场异常既存在

近乎纬向的偶极型 $反位相%分布#也存在明显

的经向的偶极型 $反位相%分布*与海平面气压

平均场主要为两个半永久性系统 $西伯利亚.蒙

古高压和阿留申低压%不同#冬季海平面气压的

变化存在
?

个最显著主要区域#分别位于亚洲东

北部地区 $

"%[:

!

M%[:

#

!!%[0

!

!#%[0

%)北太平

洋副热带地区 $

$#[:

!

@#[:

#

!#%[0

!

!M%[X

%)

我国西北部地区 $

@#[:

!

?#[:

#

N#[0

!

!!%[0

%和

阿留申群岛一带 $

#%[:

!

"%[:

#

!M%[0

!

!"#[X

%*

$

$

%在
?

个主要变化区域中#亚洲东北部地

区与北太平洋副热带地区之间#以及我国西北部

地区与阿留申群岛地区之间分别存在显著的负相

关#即存在一个经向的偶极子振荡型和一个纬向

的偶极子振荡型结构*它们可以反映冬季海平面

气压变化的基本模态#也可以视为影响天气气候

异常的气压变化关键区和关键型*

$

@

%两个偶极子振荡都具有明显的年际变化

特征#都存在着
@

!

?

年周期的年际变化*而纬向

偶极子指数还有
!"

年左右周期的年代际变化*

$

?

%偶极子指数与
;;\L

的相关系数分析#

以及对应强正 $负%偶极子指数所作的合成
;;H

\L

分析都一致地表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
;;\L

对亚太地区冬季海平面气压的异常有重要影响#

不同的海温异常型将导致不同型的海平面气压场

偶极子振荡模的出现*

$

#

%冬季北太平洋的
;;\L

从赤道东太平洋

到堪察加半岛南有 '

Z

)

`

)

Z

)

`

(式 $'

`

)

Z

)

`

)

Z

(式%波列状分布特征#以及在西北

太平洋近岸海区均为负 $正%海温异常#将有利

于亚太地区冬季海平面气压场出现经向型振荡的

正 $负%位相模*

$

"

%冬季北太平洋
?%[:

附近 $北太平洋西风

漂流区%的明显
;;\L

负 $正%异常#以及 '热

带太平洋
Z

印度洋海温异常联合模(的正 $负%

特征#将有利于亚太地区冬季海平面气压场出现

纬向型振荡的正 $负%位相模*

本文从长时间历史资料的分析得到了亚太地

区冬季海平面气压场变化的基本特征和模态#也

提到几个关键区的气压变化可能对天气气候异常

有重要影响#也初步探讨了北太平洋和印度洋海

温异常对冬季海平面气压场振荡型模态形成的可

能影响*进一步#我们还将深入分析海温的影响

过程及机理问题#并做相应的数值模式研究#加

深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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