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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本文利用ＮＣＥＰ／ＮＣＡＲ全球逐日再分析资料，确定了冬季欧亚（ＥＵ）型遥相关逐候指数持续性异常的标准，继而分

析了ＥＵ指数持续性异常的特征，探讨了对应时段的环流特征及其对我国冬季天气的影响。统计结果表明：１９５７—２０１０年的

５４个冬季共发生了２６次异常过程；正、负异常过程各有三个高发时段分别为１２月、１月第２—５候、２月第４候至３月第１候，

以及１２月第４—５候、１月前３候、２月第３候至３月第１候。选取２００、８５０ｈＰａ分别代表高低层大气，对异常过程合成分析后

发现：指数异常时，高低层大气具有强的ＥＵ型特征；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受ＥＵ指数异常影响，差异显著；黄河中下游、长

江中下游及东南局部地区的降水差异显著；正异常过程中，受西伯利亚高压加强的影响，我国对流层低层盛行偏北风，温度普

遍偏低，降水偏少；负异常过程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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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国地处东亚，气候具有显著的季风特色，东亚

冬季风是影响我国冬季气候的重要因子之一。作为

全球最活跃的环流系统，强冬季风能够造成中高纬

度地区的强烈降温、降雪及大风、霜冻等灾害天气，

同我国的寒潮及冬季气温异常偏低联系紧密（朱乾

根，１９９３；普业等，２００６；孙丞虎等，２０１２；李多等，

２０１２）。同时，西伯利亚高压也是影响我国冬季气候

的一个重要因子，其发展及移动同样能够造成我国

许多地区的偏冷天气（李勇等，２００７）。朱乾根等

（１９９７）分析了近１１０年北半球冬季６个大气活动中

心与中国气候的关系，指出西伯利亚高压强度与中

国冬季温度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用西伯利亚

高压异常能较好地解释近几十年来中国冬季气温变

化特征（龚道溢等，１９９９）。Ｇｏｎｇ等（２００１）在研究

北极涛动同东亚冬季风的关系时，发现欧亚型遥相

关（Ｅｕｒｏａｓｉａ，简称ＥＵ）在东亚冬季风系统中具有重

要贡献，对西伯利亚高压的贡献为３６％，并指出当

ＥＵ指数为正时，东亚气温偏低。

ＥＵ 型遥相关的存在最早是由 Ｗａｌｌａｃｅ等

（１９８１）利用单点相关的方法，对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距

平及海平面气压场进行分析后提出的，同时他们指

出ＥＵ型遥相关同东亚的冬季气温具有负相关关

系。其后，Ｂａｒｎｓｔｏｎ等（１９８７）进一步用旋转经验正

交函数对７００ｈＰａ北半球副热带月平均高度场距平

进行分析，也揭示出欧亚大陆上空遥相关型的存在。

一些学者对ＥＵ型的性质进行了分析，从不同角度

揭示其时间演变特点和空间变化特征（林振敏等，

２００４；吴洪宝等，１９９４；施能，１９９６；李智才等，２００７）。

吴洪宝（１９９３）计算了１月欧亚遥相关型指数和同期

中国１６０站气温的相关系数，指出欧亚遥相关型与

同期中国东部气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施能

（１９９６）指出东亚冬季风强时，我国冬季为冷干气

候，大气环流具有强 ＷＰ（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型及弱

的ＥＵ遥相关型的特征。Ｓｏｎｇ等（２００９）通过两个

中心点定义出新的ＥＵ指数，研究了日尺度上其与

东亚冬季气温的关系，并通过合成分析发现冷暖事

件出现的概率与欧亚遥相关型有密切关系。杨小波

等（２０１１）对我国东部季风区１１月暖湿、暖干、冷湿、

冷干年同期环流特征分析发现，亚洲中高纬度地区，

暖干、冷湿型的前期和同期环流特征分别具有ＥＵ

型和反ＥＵ型遥相关距平结构。刘毓赞等（２０１２）利

用ＲＥＯＦ方法定义冬季欧亚遥相关型，考察其同我

国冬季气温、降水的关系发现，ＥＵ正相位时我国东

部降温、降水减少，负相位时东亚地区温度偏高。

已有的研究表明，ＥＵ型遥相关在月、季尺度上

同我国冬季的气温、降水具有较好的相关关系，但

月、季尺度并不能很好满足预报及短期气候预测的

需求。本文尝试将气候概念运用到候时间尺度上，

对冬季ＥＵ型遥相关在逐候时间尺度上的环流特征

进行分析，以期得到候时间尺度ＥＵ型环流持续异

常对我国冬季天气产生的影响，从而为冬季的预报

工作提供有益线索。

１　资料与方法

本文采用资料为 ＮＣＥＰ／ＮＣＡＲ全球逐月再分

析资料、逐日再分析资料，水平分辨率为２．５°×２．５°

经纬度。逐日气温、降水资料来源于中国气象局国

家气象信息中心。基于台站数据的时间序列长度和

连续性，选取了７５３个台站中的４７４个站点，时间序

列为１９５７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１年３月。利用１９５７年１１

月至２０１１年３月的逐日再分析资料中风场（狌，狏）、

高度场（ｈｇｔ）资料对逐候的ＥＵ型遥相关进行分析。

同时为验证算法，方便同前人工作进行对比，采用

１９５１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１年２月的逐月高度场来计算

ＥＵ型遥相关的季平均指数。

运用的统计方法主要有小波分析、高斯滤波、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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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析、狋显著性检验等。

２　欧亚型遥相关持续性异常的定义及

其统计特征

　　对于欧亚遥相关型的定义，常用的主要有ＲＥ

ＯＦ及单点距平差值这两种。为方便同前人工作进

行对照，本文选用 Ｗａｌｌａｃｅ等（１９８１）所提出的定义，

犐犈犝 ＝－
１

４
犣（５５°Ｎ，２０°Ｅ）＋

１

２
犣（５５°Ｎ，７５°Ｅ）－

１

４
犣（４０°Ｎ，１４５°Ｅ） （１）

式中，犣表示标准化的５００ｈＰａ季平均高度距平。

根据公式（１），计算出１９５１—２０１０年冬季的

ＥＵ指数，结果列于表１。

为验证计算方法的可靠性，将表１中结果同施

能（１９９６）运用中国气象局发布的高度场资料所计算

的１９５１—１９９２年指数进行相关性分析。相关系数

为０．８６，表明延长时间序列是可行的，表１的结果

是可信的。

表１　北半球冬季欧亚型遥相关强度指数（１９５１—２０１０）

犜犪犫犾犲１　犠犻狀狋犲狉犈狌狉狅犪狊犻犪狋犲犾犲犮狅狀狀犲犮狋犻狅狀狆犪狋狋犲狉狀犻狀狋犲狀狊犻狋狔犻狀犱犲狓

狅犳犖狅狉狋犺犲狉狀犎犲犿犻狊狆犺犲狉犲犳狉狅犿１９５１－２０１０

年份 ＥＵ指数 年份 ＥＵ指数 年份 ＥＵ指数

１９５１／１９５２ －１．５６ １９７１／１９７２ １．５０ １９９１／１９９２ ０．４３

１９５２／１９５３ －０．５７ １９７２／１９７３ １．２３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 １．３１

１９５３／１９５４ ０．４４ １９７３／１９７４ ０．６０ １９９３／１９９４ ０．３９

１９５４／１９５５ －１．０５ １９７４／１９７５ －０．０４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 －０．３２

１９５５／１９５６ －０．０９ １９７５／１９７６ ０．２５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 ０．６２

１９５６／１９５７ ０．６６ １９７６／１９７７ －０．４４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 １．１４

１９５７／１９５８ －０．４８ １９７７／１９７８ －０．０６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 ０．７６

１９５８／１９５９ －０．２３ １９７８／１９７９ ０．１０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 －０．７９

１９５９／１９６０ －０．４２ １９７９／１９８０ ０．０４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０．０９

１９６０／１９６１ －０．０８ １９８０／１９８１ －０．７１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０．３３

１９６１／１９６２ －０．７１ １９８１／１９８２ －０．２６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０．０６

１９６２／１９６３ －０．４２ １９８２／１９８３ －０．８０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０．５６

１９６３／１９６４ ０．４１ １９８３／１９８４ －０．５０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０．９５

１９６４／１９６５ －０．６４ １９８４／１９８５ －０．１８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０．１９

１９６５／１９６６ －０．９０ １９８５／１９８６ －０．８４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０．１４

１９６６／１９６７ －１．０６ １９８６／１９８７ ０．００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０．２７

１９６７／１９６８ －０．６３ １９８７／１９８８ －０．５７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０．０９

１９６８／１９６９ ０．７９ １９８８／１９８９ ０．８６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０．３１

１９６９／１９７０ －０．９０ １９８９／１９９０ ０．８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０．４１

１９７０／１９７１ ０．８５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 １．１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０．０５

　　为分析ＥＵ型的年际、年代际变化特征，用季平

均指数减去其线性趋势，构建ＥＵ型年际尺度变化

序列。同时，为滤去年际尺度的波动，利用９点高斯

平滑得到ＥＵ的年代际变化特征，结果合成绘制成

图１。从图１可以看出：１９５７年以来，冬季ＥＵ型遥

相关指数的年代际变化十分明显；１９６９—１９７６年、

１９８７—２００２年两个时段，强度指数普遍为正，两个

正异常时段之间为负异常指数时段；２００３年以前，

ＥＵ型具有准２０年周期振荡特征。利用 Ｍｏｒｌｅｔ小

波变换对５４年的季节平均指数进行处理后，可以发

现１９６７—１９７２年、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存在若干不规则

的８年内短周期，１９６０—２０００年ＥＵ 型存在准２０

年周期。但鉴于时间长度较短，所考察周期长度较

大，部分存在周期的区段被边界条件所否定。

３　ＥＵ型遥相关候时间尺度强度异常

及其特征

　　将公式（１）中的犣用标准化的５００ｈＰａ候平均

高度距平代入，可以计算１９５７—２０１０年冬季的ＥＵ

逐候指数。其中整个冬季指数平均为０．０８，月指数

平均值分别为０．１６（１２月）、０．０５（１月）及０．０３（２

月）。从１９５７—２０１１年冬季逐候的指数的波动来

看，ＥＵ逐候指数可能出现连续负（正）异常形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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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５７／１９５８—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冬季

ＥＵ指数时间序列

（实线为９点高斯平滑曲线；横坐标上的

１９６０表示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冬季，以此类推）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ｗｉｎｔｅｒ

ＥＵｉｎｄｅｘ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７／１９５８－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ｉｓ９ｙｅａｒ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

１９６０ｏｎｔｈｅａｂｓｃｉｓｓａｒｅｆｅｒｓｔｏ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

ｏｆ１９６０／１９６１，ａｎｄｓｏｏｎ）

对冬半年的逐候指数进行小波分析后发现，存在４

候及超过４候的周期性波动，即指数连续２候以上

处于正／负相位。为分析ＥＵ型环流维持较高强度

时所造成的影响，本文定义连续两候及两候以上，遥

相关强度指数的绝对值大于其１．５倍标准差时，为

ＥＵ型遥相关出现持续性异常。

通常的冬季为１２月至次年２月（ＤＪＦ），鉴于春

秋季节为环流形势的调整时期，所以本文将始于１１

月、结束于冬季或始于冬季、结束于３月的持续性异

常也算在冬季内。统计１９５７—２０１０年冬季出现的

持续性异常过程（以冬季的起始年份代表该年冬季，

从１１月的第１候算至次年３月的第６候依次进行

编号，如１９８７年１１月第２候记做１９８７．２），结果列

于表２。

　　共计有２６个持续性异常过程，每个过程持续时

间从２候至４候不等，其中正异常１２次、负异常１４

次，平均每两年出现一个过程，每个过程持续２．４

表２　１９５７—２０１０冬季犈犝指数持续异常事件统计表

犜犪犫犾犲２　犛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犈犝狆犲狉狊犻狊狋犲狀狋犪犫狀狅狉犿犪犾犲狏犲狀狋狊犻狀狋犺犲狑犻狀狋犲狉狊狅犳１９５７－２０１０

正异常 负异常

１９５８．１４—１５、１９６４．２４—２５、１９６６．１１—１３、１９６９．６—８、

１９７４．９—１０、１９８１．７—１０、１９８４．１４—１５、１９８５．２４—２７、

１９９８．２２—２３、２００１．１１—１２、２００１．２３—２４、２００３．１６—１７

１９６０．２３—２５、１９６３．１４—１５、１９６８．４—７、１９７１．１３—１４、

１９７５．２０—２１、１９８９．１３—１４、１９９３．２１—２３、１９９６．１６—１７、

１９９７．１０—１１、１９９７．２１—２２、２００２．２３—２５、２００５．１４—１５、

２００５．１７—１８、２００７．１０—１１

候，正负过程平均持续时间基本持平。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及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间异常过程发生较多，分别为

６次及７次；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异常过程出现的次数

最少，仅有３次，８０、９０年代各４次；５４年中有３年

出现２次过程，分别为１９９７、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冬季，同

年所出现的两次过程为同一相位。

对１９５７年以来５４个冬季持续性异常过程在各

候发生频次的统计结果（图２）表明，ＥＵ指数持续性

正异常过程主要发生在３个时段，分别为１２月、１

月第２—５候及２月第４候至３月第１候，负异常过

程主要发生在３个时段：１２月第４—５候、１月的前

３候及２月第３候至３月第１候，故而应将这６个时

段分别作为欧亚型遥相关正负持续性异常的重点发

生时段，给予关注。

４　欧亚型遥相关持续性异常的大气环

流特征

　　分别以２００及８５０ｈＰａ表征高、低层大气状况，

图２　１９５７—２０１１年冬季ＥＵ型遥相关

持续性异常事件发生次数逐候累计图

（时间为１１月至次年３月，共３０候，

浅／深色分别代表正／负异常事件）

Ｆｉｇ．２　Ｐｅｎｔａｄｔｏｔａｌｇｒａｐｈｏｆ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ｅｖｅｎｔｓｏｆＥＵｐａｔｔｅｒ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ｎ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ｆ１９５７－２０１１

（Ａｌｌ３０ｐｅｎｔａｄｓｆｒｏｍ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ｔｏｔｈｅ

ｎｅｘｔＭａｒｃｈ，ｌｉｇｈｔ／ｄａｒｋｃｏｌｕｍｎｓｈｏｗ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ｅｖ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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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ＥＵ指数正持续异常个例所对应位势高度距平的

合成场减去负异常个例对应的合成场，得到合成差

值场（后文正、负异常合成即指表２中个例的合成），

得到合成差值场（图３）。从图中可以看出，２００ｈＰａ

位势高度场上主要有６个在正、负相位下明显的反

向变化中心，除ＥＵ型遥相关的３个中心外，另外３

个中心分别位于（４０°Ｎ、１６５°Ｗ）、（３０°Ｎ、８５°Ｗ）及格

陵兰岛附近，但同ＥＵ中心相比变化强度较弱；８５０

ｈＰａ位势高度场上，显著变化中心的位置同２００ｈＰａ

基本保持一致，差异幅度减小，位于乌拉尔山地区上

空的ＥＵ中心北移，东亚沿海上空附近存在显著差

异区域，但无明显差值。总的来说，ＥＵ 指数异常

时，高低空大气中均有明显的ＥＵ波列存在，表现出

正压特性；东半球经向环流较为明显，西半球环流则

有较强的纬向特征。

分别对正、负异常过程的高低层位势高度距平

进行合成（图略），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持续性异常

过程中各中心的状态。高低层位势高度上：ＥＵ 型

的３个中心在正异常过程中呈‘－、＋、－’分布，其

余３个中心，自西向东依次呈‘－、＋、－’分布；负异

常过程中状况相似。正／负异常过程中，乌拉尔地区

的正／负距平意味着西伯利亚高压的增强／减弱。而

根据朱乾根等（１９９７）的研究结果，西伯利亚高压则

是对我国冬季气候产生影响的重要因子之一。由此

可见，ＥＵ指数异常主要通过西伯利亚高压来影响

我国冬季气候。

图３　２００ｈＰａ（ａ）、８５０ｈＰａ（ｂ）位势高度距平的正、负异常合成差值场

（正异常平均减去负异常平均，阴影区域分别为通过α＝０．０５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ａｔ２００ｈＰａ（ａ）ａｎｄ８５０ｈＰａ（ｂ）

ｉｎｂｏｔｈ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ｍｅａｎａｎｏｍａｌｙｍｉｎｕ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ｏｎｅ，ｔｈｅ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

ｐａ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ａｔｔｈｅｌｅｖｅｌα＝０．０５）

　　对２００和８５０ｈＰａ正、负异常过程的风场差值

场分析（图４），并对差值场进行犉 统计检验（施能

等，２００４）。从图中可以看出，异常风差值场同位势

高度差值场相匹配，乌拉尔山附近风场差异显著，通

过α＝０．０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２００ｈＰａ上，正异常

与负异常时相比，乌拉尔山附近反气旋风场加剧，我

国东北地区上空有一较弱的气旋式性环流异常，我

国北方地区上空偏北风主导、南方为偏南风主导；

８５０ｈＰａ高度上，乌拉尔山附近的反气旋式环流中

心保持不变，强度减弱；我国东北附近的气旋式环流

中心东移至日本海附近，我国上空为偏北风主导。

８５０ｈＰａ异常风的合成场（图略）显示：正异常过程

中，乌拉尔山地区有反气旋性异常环流，西伯利亚高

压加强，我国上空风场处于偏北风距平，有利于冷空

气南下；负异常时相反。总的来说，我国大部分地区

上空的风场明显受ＥＵ指数异常过程的影响，正异

常时风场促使冷空气南下，负异常相反。

５　欧亚型遥相关持续性异常对我国冬

季天气的影响

　　以往的大量研究表明，大气环流能够直接影响

温度的变化。ＥＵ 指数异常过程中，我国温度分布

相 态具有较大差异。合成场（图略）显示：正异常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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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０ｈＰａ（ａ）和８５０ｈＰａ（ｂ）风距平

的合成差值场

［正异常状态平均减去负异常状态平均，深（浅）阴影区

表示通过α＝０．０１（α＝０．０５）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ｉｎＦｉｇ．３，ｂｕｔｆｏｒｗｉｎｄ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

（Ｄａｒｋ／ｌｉｇｈｔ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ｓｔａｎ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

ｐａ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ａｔｔｈｅｌｅｖｅｌα＝０．０１／α＝０．０５）

程中，欧亚经向环流突出，受西伯利亚高压加强的影

响，我国对流层低层盛行偏北风，温度普遍偏低，仅

青藏高原东沿及东北局部出现小范围的温度正距平

区，北方的降温幅度高于南方，降温幅度最大的地区

为内蒙古、山西交界西延至宁夏及新疆交界地区，同

异常风场保持一致；负异常时，欧亚以纬向环流为

主，我国呈现正的温度距平，辽吉交界、内蒙古中部

地区及华南地区的增温幅度最大，超过２．５℃，云南

西北部增温幅度最低。从温度距平的合成差值场

（图５）可以看出，我国受ＥＵ指数异常的影响明显，

大部分地区的温度差异通过α＝０．０５的显著性水平

检验，东北地区局部、四川西北部至川藏青三省交界

处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而ＥＵ指数异常对于我国降水的影响则远没有

对温度影响的范围广。从降水距平的合成差值场

（图６）来看：降水差异显著的区域主要有黄河中下

游、长江中下游流域局部及我国东南、西北的局部地

区，差值自南向北整体呈减小趋势；华北北部及东北

地区，降水差异不明显，也不显著。从正、负异常所

对应的降水（图略）来看，在差异显著的区域：降水在

正异常过程发生时是减少的，且减小幅度有由东南

向西北递减的趋势，东南地区减少幅度为最大，西北

减少幅度最小；负异常过程，降水为增加的，但西北

地区降水增加的幅度同东南地区相近，超过华中地

区。而在受影响不显著区域：四川中东部及贵州西

部在正（负）过程下降水为偏多（偏少）的，且较为明

显，同全国大多数地区截然相反，同异常风场中，该

地区附近在正（负）异常时的偏南（北）风距平相匹

配，表明该地区冬季中的降水多寡同孟加拉湾的气

流联系较为密切，这一结论同李聪等（２０１２）的研究

结果相符。

图５　正、负异常候的合成温度差值场

及其狋检验

［正异常平均减去负异常平均状态，深（浅）

阴影区表示通过α＝０．０１（α＝０．０５）的

显著性水平检验，等值线间隔１℃］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ｉｎＦｉｇ．３，ｂｕｔｆｏｒ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ｉ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ａｎｄｉｔｓ狋ｔｅｓｔ

（Ｄａｒｋ／ｌｉｇｈｔ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ｓｔａｎｄｓｆｏｒ

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ｐａｓｓｉｎｇ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ａｔｔｈｅｌｅｖｅｌ

α＝０．０１／α＝０．０５，ｃｏｎｔｏｕｒ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１℃）

图６　正、负异常候的合成降水

差值场及其狋检验

［正异常平均减去负异常平均状态，深（浅）

阴影区表示通过α＝０．０１（α＝０．０５）的

显著性水平检验，等值线间隔１ｍｍ］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ｉｎＦｉｇ．３，ｂｕｔｆｏｒ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ａｎｄｉｔｓ狋ｔｅｓｔ

（Ｄａｒｋ／ｌｉｇｈｔａｒｅａｓｔａｎ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ｐａｓｓ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ａｔｔｈｅｌｅｖｅｌα＝０．０１／α＝０．０５，

ｃｏｎｔｏｕｒ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１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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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果与讨论

本文按照 Ｗａｌｌａｃｅ等（１９８１）提出的欧亚型遥相

关（Ｅｕｒｏａｓｉａ，简称ＥＵ）定义，计算了５４年冬季的逐

候ＥＵ指数，并以连续两候及两候以上指数距平达

到１．５倍标准差以上，定义了ＥＵ指数持续性异常。

继而对ＥＵ指数持续性异常的统计特征、其所对应

时段的环流异常特征及我国冬季温度、降水的异常

分布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１）１９５７年起的５４个冬季共计发生了２６次持

续性异常，其中正异常１２次、负异常１４次，平均每

两年出现一个过程，每个过程持续２．４候。正、负持

续性异常过程各有３个重点发生时段：正异常的为

１２月、１月第２—５候及２月第４候至３月第１候，

负异常的主要发生在１２月第４、５候、１月的前３候

及２月第３候至３月第１候，可作为重点预报时段。

（２）ＥＵ指数发生异常时，高低层大气中表现出

强的ＥＵ型特征，具备正压特性。西伯利亚高压在

正（负）异常时加强（减弱），有明显的反气旋（气旋）

式风异常。

（３）受ＥＵ指数异常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

气温差异显著。正异常过程中，我国温度普遍偏低，

仅青藏高原东沿及东北局部出现小范围的温度正距

平区，北方的降温幅度高于南方，降温幅度最大的地

区为内蒙古、山西交界西延至宁夏及新疆交界地区，

同异常风场保持一致；负异常时，我国呈现正的温度

距平，辽吉交界、内蒙古中部地区及华南地区的增温

幅度最大，超过２．５℃，云南西北部增温幅度最低，

仅青藏高原东沿及东北局部出现小范围的温度正距

平区。

（４）ＥＵ指数异常对于我国降水的影响则远没

有对温度影响的范围广。差异显著区域主要有黄河

中下游、长江中下游流域局部及我国东南、西北的局

部地区，差值自南向北整体呈减小趋势。正异常过

程使其降水减少，负异常过程中相反。

总的，ＥＵ指数持续性异常对我国冬季天气的

影响同月、季尺度的讨论结果是一致的，正指数对应

我国冬季的干冷天气，负指数对应暖湿天气。但在

月、季尺度上，ＥＵ型遥相关结构主要同我国东部地

区的冬季气温、降水的相关较好；候尺度上，同温度

相关良好的区域扩大至全国的大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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