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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运用ＮＣＥＰ／ＮＣＡＲ全球高度场再分析资料、美国ＮＯＡＡ全球海温资料以及重庆３４个站春播期间降水资料，对重

庆春播期间降水特征及其与前期秋季海温场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重庆春播期间降水与前期秋季北太平洋暖流附近

（２０°～４０°Ｎ、１６５°Ｅ～１４０°Ｗ）的海温有显著负相关关系，而与北太平洋阿拉斯加暖流附近（４０°～６０°Ｎ、１６５°Ｅ～１４０°Ｗ）的海温

则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南、北海温呈现相反的相关性。当前期秋季北太平洋副热带地区海温异常偏高，中高纬度地区海温

异常偏低时，后期重庆春播期间降水将异常偏多；反之，北太平洋副热带地区海温异常偏低，中高纬度地区海温异常偏高时，

重庆春播期间降水将异常偏少。针对秋季北太平洋南、北海温异常的反相分布特征定义了用于诊断和预测重庆春播期间降

水的判别指数，该指数代表了北太平洋海温异常南北反相的分布特征。该前期判别指数具有重要的天气气候学意义和一定

的指示和预测能力。其代表的北太平洋海温异常与西太平洋区域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有密切联系，其可使大气环流场产生持续性

的异常，大气环流的异常特征能一直持续到春播期间，将影响重庆春播期间降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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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海温异常是造成我国气候异常最主要的因素之

一。海洋具有很强的“记忆力”，海温异常也有很长

的持续性，所以在气候变化中，特别是在短期气候和

长期天气中起着重要作用。已有许多工作对海温异

常与我国气候变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表明太平洋

赤道地区、黑潮区、暖池地区等各海区与中国东部及

其长江中下游地区汛期降水有十分密切的联

系［１２０］，其中大多数研究都着眼于中、东部或长江中

下游地区，关于太平洋海温异常与西部地区降水关

系的研究则相对较少［２１２６］，其中有关海温与西部春

播期间降水关系的研究就更少。然而，春播期是重

庆农业生产的关键时期，期间降水严重影响着重庆

地区水稻、玉米等农作物的播种育苗，对农业生产起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前面所述，太平洋海温作为

影响中国气候变化主要的因素之一，分析其与重庆

春播期间降水的关系是可行且十分必要的，目前关

于这方面的研究则较少，本文将利用重庆春播期间

长序列降水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希望找

出海温与降水之间的物理联系及其机制。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资料

利用重庆３４个常规气象观测站春播期间（３—４

月）降水的观测资料，并以此计算得到重庆地区春播

期间的区域降水指数。还使用到美国环境预报中心

（ＮＣＥＰ）／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ＮＣＡＲ）第１版

再分析月平均位势高度场资料，垂直方向分为１７层

（分别为１０００、９２５、８５０、７００、６００、５００、４００、３００、

２５０、２００、１５０、１００、７０、５０、３０、２０和１０ｈＰａ），网格点

密度为２．５°×２．５°，范围为０°～９０°Ｎ、０°～３６０°。

ＮＯＡＡ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ＳＳＴＶ２逐月海温

资料，网格点密度为２°×２°。以上所用资料均为

１９６１—２００８年，其中春播期间取３—４月，秋季取

９—１１月。

１．２　方法

为了研究重庆春播期间降水的基本特征，本文

采用线性趋势估计、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检验法和小波分

析等数理统计方法。除此之外，本文选用区域降水指

数作为研究对象分析重庆春播期间降水的气候特征，

以下简称降水指数。区域降水指数用下式表示［２７］：

狉犮 ＝
狉
狉０
＋
狀０
狀

式中狉犮 表示区域降水指数，狉为区域内所选站点的

平均降水量，狉０ 为其多年平均值；狀０ 为区域内降水

正距平的站点数，狀为总站数。区域降水指数可以

很好地表示区域降水的整体情况，第一项代表降水

强度，第二项代表降水偏多的范围。

２　春播期间降水的基本特征

图１是重庆１９６１—２００８年春播期间降水指数

距平序列（图１ａ）及其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统计量曲线

（图１ｂ）。如图１ａ可见，近４８年来重庆春播期间降

水呈微弱的减少趋势，但不十分明显。图中虚线为

６阶拟合曲线，其反映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期重庆

春播期间为少雨期，６０年代中期开始一直持续到７０

年代末为显著的多雨期，然后是又一段长时间的少

雨期，直达２１世纪初才开始缓慢回升。图１ｂ为春

播期间区域降水指数的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统计量曲

线。从图中可见，１９７８年是一个明显的突变点，犝犉

和犝犅曲线相交于此，随后犝犉曲线持续下降，表明

图１　１９６１—２００８年重庆春播期间降水指数距平序列（ａ）及其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统计量曲线（ｂ）

图１ｂ中两条直线为０．０５显著性水平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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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播期间降水在该时期一直处于减少趋势。犝犉 和

犝犅 两条曲线在２００６年再次相交，之前犝犉 曲线一

直处于上升趋势。

　　图２是１９６１—２００８年重庆春播期间降水指数

的小波分析结果，其中图２ａ是小波变换系数实部分

布图，图２ｂ是小波变换系数模值分布图。从图２可

知，近４８年来重庆春播期间降水在多个特征时间尺

度上的周期变化特征及其在时间域中的分布情况。

图中数值反映的是不同尺度振荡的振幅大小。近

４８年中，春播期间降水以３～５年和８年左右的年

际振荡为主，年代际振荡则较弱。期间，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中期以前３～５年和８年左右的周期振荡都十分

明显，其中整个７０年代最明显，振荡最强；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后期到９０年代末３～５年周期振荡已经衰弱，但

８年左右的周期振荡仍很明显，振荡也很强；进入２１

世纪后各尺度的周期振荡都较弱，没有明显的主周期

振荡。周期振荡的分布特点，说明重庆春播期间降水

以年际变化周期为主（１０年以内），变化频率较快，一

图２　重庆春播期间降水指数小波分析图

（ａ）小波实部，（ｂ）小波模

Ｆｉｇ．２　Ｗａｖｅｌｅ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ｓｐｒｉｎｇ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ａ）ｒｅａｌｐａｒｔ，（ｂ）ｍｏｄｅ

般３～５年就发生一次明显的变化。

　　上面详细分析了重庆春播期间降水的时间演变

特征，降水的变化势必与对其有影响的大气环流、海

温、积雪等因素的异常变化有密切联系。众所周知，

这些因素对降水的影响作用是错落交织，十分复杂

的，要想一步就搞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困难的。

故本文选取海温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与重庆春播

期间降水的关系，试图找到影响重庆春播期间降水

异常的物理机制。

３　海温异常与降水的关系

分析前一年５月到同年４月的逐月全球海温与

后期重庆春播期间降水指数的相关系数分布

（图３），发现降水指数与前一年９—１１月北太平洋

地区的海温存在南、北向的相关分布特征。这种相

关特征有很好的持续性，从９月一直到１１月。分布

特征可以从秋季北太平洋海温与后期重庆春播期间

降水指数之间的相关分布图中得到明显表现（图

３ｄ）。如图３ｄ可见，北太平洋暖流附近（２０°～４０°Ｎ、

１６５°Ｅ～１４０°Ｗ）海区为显著负相关区，北太平洋阿

拉斯加暖流附近（４０°～６０°Ｎ、１６５°Ｅ～１４０°Ｗ）海区

为显著正相关区，即南、北两个海区的相关系数符号

正好相反，说明重庆春播期间降水异常年份前一年

秋季北太平洋地区海温已出现显著异常。

　　针对重庆春播期间降水指数与前期秋季北太平

洋地区海温的南、北向相关系数分布特征，选取北太

平洋暖流附近（２０°～４０°Ｎ、１６５°Ｅ～１４０°Ｗ）海域的

平均海温和北太平洋阿拉斯加暖流附近（４０°～

６０°Ｎ、１６５°Ｅ～１４０°Ｗ）海域的海温之差定义重庆春

播期间降水判别指数：

犳＝ｎｏｒ（狊狊狋２－狊狊狋１） （１）

其中，

狊狊狋１ ＝ａｖｅ［狊狊狋（２０°～４０°Ｎ、１６５°Ｅ～１４０°Ｗ）］

狊狊狋２ ＝ａｖｅ［狊狊狋（４０°～６０°Ｎ、１６５°Ｅ～１４０°Ｗ｛ ）］

（２）

式中，狊狊狋１ 为秋季北太平洋暖流附近海区（２０°～

４０°Ｎ、１６５°Ｅ～１４０°Ｗ）的平均海温，同理可知狊狊狋２ 是

秋季北太平洋阿拉斯加暖流附近海区（４０°～６０°Ｎ、

１６５°Ｅ～１４０°Ｗ）的平均海温。判别指数是由上述两

个海区的平均海温之差，并做标准化处理后得到。

判别指数与重庆春播期间降水指数以及与春播期间

的降水距平百分率两种表征降水特征的资料之间的

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５７和－０．５３，都达到０．０５以

上显著性水平检验。反映出该判别指数对重庆春播

期间降水异常变化确有一定的表征和预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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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前期秋季北太平洋海温异常可

能导致后期重庆春播期间降水异常变化。通过分析

代表海温异常的判别指数与对降水有直接作用的大

气环流的关系，可进一步理解海温与降水的关系。

从判别指数与同期秋季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的相关

系数分布图中（图４ａ）可以看出，北太平洋副热带地

区、中高纬度地区、北美西北部和美国东部的高相关

区域组成“－＋－＋”的形势，与ＰＮＡ大气遥相关

型的分布特征相似，区域相关区域中心的系数值都

超过０．０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如图４ｂ可见，重庆春

播期间降水与前期秋季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的高相关区

与图４ａ的高相关区位置基本一致，且最大相关区均

图３　重庆春播期间降水指数与前期９月（ａ）、１０月（ｂ）、１１月（ｃ）、秋季（ｄ）北太平洋海温的相关系数分布

阴影部分是显著性水平超过０．０５的区域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ｓｐｒｉｎｇ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ＳＴ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ａ），Ｏｃｔｏｂｅｒ（ｂ），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ｃ），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ｄ）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０．０５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ｌｅｖｅｌａｒｅｓｈａｄｅｄ

图４　判别指数与同期秋季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的相关分布图（ａ），重庆春播期间降水指数

与前期秋季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的相关分布图（ｂ）

阴影部分为通过０．０５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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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北太平洋中高纬度海区上空，且正好在图３ｄ中

海温关键区上空。海温和大气的相互作用可使海温

的持续性异常引起大气环流异常，并通过大气环流

内部作用影响其他区域环流的异常。由此可见，海

温异常信号可通过大气环流作用于重庆春播期间降

水，即前期北太平洋海温异常造成其上空５００ｈＰａ

高度场异常，环流异常一直持续到春季，就将影响重

庆春播期间降水的变化。

　　从图５可以看出，判别指数（图５ａ）和重庆春播

期间降水（图５ｂ）同春播期间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高度

场都存在高相关区（图中阴影部分为通过０．０５显著

性水平检验的相关区域）。如图５ａ所示，重庆春播

期间降水与同期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的负相关区主要位

于欧亚大陆中高纬度地区，其中一部分向南延伸到

蒙古和中国北方地区；正相关区主要位于大陆以东

的北太平洋上。高相关区分布特征表明，春播期间

降水偏多的年份，中高纬度地区高度场表现为负距

平异常，位势高度降低，有利于蒙古低槽的形成和发

展，同时使得乌拉尔山高脊位相略有西退，同时蒙古

和中国北方地区的高度场也偏低说明冷空气正是沿

着这个路径经蒙古、中国北方南下，这对重庆降水有

利；同时在大陆以东的北太平洋上空的高度场出现

正距平，这使得北太平洋地区位势高度升高，阻碍上

游蒙古低槽东移，使其停留在蒙古地区，从而有利于

冷空气不断从北方南下影响重庆，致使降水增多。

降水偏少的年份，中高纬度地区高度场距平的表现

截然不同，最显著的表现是以贝加尔湖为中心的正

距平区域，表明乌拉尔山脊偏强偏东。虽然乌拉尔

山高脊偏强有利于北方冷空气南下，但其位置偏东，

导致冷空气南下路径偏东，到达不了重庆。同降水

偏多的年份不一样的是降水偏少时，大陆以东的北

太平洋地区为高度场负值区，东亚大槽十分深厚且

位置偏东，中高纬度大气环流经向度增大，环流系统

维持时间相对较长，重庆地区以晴朗天气为主，降水

较少。从图５ｂ可见，西太平洋地区为负相关区，欧

亚大陆北部为正相关区，高相关区主要位于西太平

洋中部地区，表明该地区高度场的变化对重庆降水

有显著影响。比较分析图５ａ和图５ｂ，西太平洋中

部均是高相关区，同时该区域是影响重庆春播期间

降水的关键区，关键区变化和降水有密切关系，判别

图５　秋季判别指数（ａ）、重庆春播期间降水指数（ｂ）分别与春播期间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的相关分布

阴影部分为通过０．０５显著性水平检验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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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和降水与大气环流的相关系数分布特征的相似

性说明，秋季海温异常与春季西太平洋中部地区高

度场变化的关系可以将秋季海温与春播降水联系起

来。

综上所述：判别指数具有明确的气象物理意义，

其代表的海温通过与大气的相互作用影响大尺度环

流，进而与降水产生联系，上述分析已表明秋季太平

洋海温可造成秋季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大气环流异常，

大气环流内部作用使异常变化的信号一直持续到春

播期间，进而影响降水。

４　结　论

分析重庆春播期间降水的变化特征及其与前期

秋季北太平洋海温的关系，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１）１９６１—２００８年，重庆春播期间降水呈减少

趋势。近４８年降水大致分为３个阶段：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前期为少雨期；６０年代中期至７０年代末为显

著的多雨期；在１９７８年出现明显的突变，随后降水

开始减少，到２１世纪初才开始缓慢回升。另外，春

播期间降水明显以年际变化特征为主。年际尺度

（１０年以下）的变化周期主要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

期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到９０年代末两个时期，其

中７０年代最明显，振荡最强。进入２１世纪后各尺

度的周期振荡都较弱。年代际尺度（１０年以上）的

变化则不明显，周期性相对较弱。

（２）秋季北太平洋南、北向的海温异常与后期

重庆春播期间降水有密切的联系。当前期秋季北太

平洋副热带地区海温异常偏高，同时中高纬度地区

海温异常偏低时，后期春播期间降水将出现偏多的

情况；反之，北太平洋副热带地区海温异常偏低，同

时中高纬度地区海温异常偏高，春播期间降水将偏

少。针对海温与降水的这种典型相关关系，定义了

用于诊断和指示重庆春播期间降水异常的判别指

数，该指数很好地代表了海温异常的变化特征。

（３）通过分析发现，判别指数与同期西太平洋

地区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有密切关系，其能使大气环流

场产生显著异常，随着环流场异常一直持续到春季，

就将影响后期重庆春播期间的降水变化。所以，秋

季海温的异常通过作用于大气环流场来影响后期重

庆春播期间的降水，表明秋季海温异常与后期降水

的密切关系有明确的物理意义，判别指数亦具有重

要的天气气候学意义。

（４）由于秋季判别指数与后期春播期间降水的

高相关性及指数有明确的物理意义，加之该指数的

时效性，具有一定的预报意义，所以该指数可作为重

庆春播期间降水的预报因子。

参考文献

［１］　吕炯．海温异常与水旱问题［Ｊ］．气象学报，１９５０，２１（１）：１１５．

［２］　李麦村，吴仪芳，黄嘉佑．中国东部季风降水与赤道东太平洋

海温的关系［Ｊ］．大气科学，１９８７，１１（４）：３６５３７１．

［３］　陈烈庭．东太平洋区海水温度异常对热带大气环流及我国汛

期降水的影响［Ｊ］．大气科学，１９７７，１（１）：１１２．

［４］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海气相互作用与旱涝长期预报

［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８：４０７７．

［５］　李崇银，龙振夏．冬季黑潮增暖对我国东部汛期降水影响的

数值模拟研究［Ｃ］∥气候变化若干问题的研究．北京：科学出

版社，１９９２：１４５１５５．

［６］　费亮，王玉清．赤道东太平洋海温与长江下游地区降水异常

的相关分析［Ｊ］．气象学报，１９９３，５１（４）：４４２４４７．

［７］　叶笃正，黄荣辉．长江黄河流域旱涝规律和成因研究［Ｍ］．济

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６：２３７２４２．

［８］　赵振国．厄尔尼诺现象对北半球大气环流和中国降水的影响

［Ｊ］．大气科学，１９９６，２０（４）：４２２４２８．

［９］　陈烈庭，吴仁广．太平洋各区海温异常对中国东部夏季雨带

类型的共同影响［Ｊ］．大气科学，１９９８，２２（５）：７１８７２６．

［１０］　谭桂容，孙照渤，赵振国．我国东部夏季降水型与北半球大气环流和

北太平洋海温的关系［Ｊ］．南京气象学院学报，１９９８，２１（１）：１７．

［１１］　林学椿．北太平洋海表持续加热对夏季中国降水及大气环流

的影响［Ｊ］．热带气象学报，１９９９，１５（３）：２５８２６６．

［１２］　金祖辉，陶诗言．ＥＮＳＯ循环与中国东部地区夏季和冬季降

水关系的研究［Ｊ］．大气科学，１９９９，２３（６）：６６３６７２．

［１３］　滕莺，朱乾根．影响中国东部夏季降水的前期海温关键区

［Ｊ］．南京气象学院学报，２０００，２３（１）：５５６２．

［１４］　励申申，寿绍文．赤道东太平洋海温与我国江淮流域夏季旱

涝的成因分析［Ｊ］．应用气象学报，２０００，１１（３）：３３１３３８．

［１５］　陈桂英．Ｅ１Ｎｉｎｏ和ＬａＮｉｎａ冬季增强型和减弱型及其对中国

夏季旱涝的影响［Ｊ］．应用气象学报，２０００，１１（２）：１５４１６４．

［１６］　苗秋菊，徐祥德．长江中下游旱涝的环流型与赤道东太平洋

海温遥相关波列特征［Ｊ］．气象学报，２００２，６０（６）：６８７６９７．

［１７］　李忠贤，孙照渤．１月份黑潮区域海温异常与我国夏季降水

的关系［Ｊ］．南京气象学院学报，２００４，２７（３）：３７４３８０．

［１８］　龚振淞，何敏．长江流域夏季降水与全球海温关系的分析

［Ｊ］．气象，２００６，３２（１）：５６６１．

［１９］　朱平盛，张苏平．北太平洋海温异常对我国降水影响的数值

试验［Ｊ］．气象，２０００，２６（５）：３７．

［２０］　董婕，刘丽敏．赤道东太平洋海温与中国温度，降水的关系

［Ｊ］．气象，２０００，２６（２）：２５２８．

［２１］　鲍媛媛，康志明，金荣花，等．川渝地区夏季旱涝与海温异常

浅析［Ｊ］．气象，２００７，３３（５）：８９９３．

［２２］　唐佑明，翟武全，徐金洪．我国西南地区夏季降水异常与太平

洋海温季节演变的关系［Ｊ］．海洋与湖泊，１９９７，２８（１）：８８９５．

［２３］　郭洁．峨眉山夏季降水与主要影响因子的相关分析［Ｊ］．气

象，２００５，３１（５）：５０６１．

［２４］　张培群，贾小龙，王永光．２００８年海洋和大气环流异常对中

国气候的影响［Ｊ］．气象，２００９，３５（４）：１１２１１７．

［２５］　艾婉秀，孙林海，宋文玲．２００９年海洋和大气环流异常及对

中国气候的影响［Ｊ］．气象，２０１０，３６（４）：１０１１０５．

［２６］　刘彩红，米西德，石顺吉，等．三江源夏季降水异常与大气环

流异常的关系［Ｊ］．气象，２００９，３５（７）：３９４５．

［２７］　赵振国．中国夏季旱涝及环流场［Ｍ］．北京：气象出版社，

１９９９：８９．

９３１１　第９期　　　　　　　　　　　周　浩等：重庆春播期间降水特征及其与北太平洋海温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