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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目前，数值模式的准确性不断提高，天气预报和气候预测越来越依靠数值模式。数值模式不仅仅是求解描述大气运

动和热力过程的方程组，其中也大量使用了统计方法，统计方法是数值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统计方法在数值模式中

应用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综述。首先，分析了统计方法在数值模式的资料同化、集合预报、次网格尺度物理过程参数化方案、数

值产品统计释用、延伸期预报、模式检验等方面的应用。然后阐述了贝叶斯统计在数值模式中应用的新进展。最后，对统计

方法在数值模式中应用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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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统计方法在气象科研和业务的各个领域具有广

泛应用（魏淑秋，１９８５；幺枕生等，１９９０；马开玉等，

１９９３；丁裕国等，１９９８；施能，２００２；２００９；黄嘉佑，

１９９０；２００４；吴洪宝等，２００５；魏凤英，２００７；黄嘉佑

等，２０１５；ｖｏｎＳｔｏｒｃｈ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Ｗｉｌｋｓ，２０１１）。其

实，统计思想在气象中的应用具有悠久的历史。中

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中蕴藏着丰富的农谚，如

“不得春风，难得秋雨”和“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

五雪打灯”，这些农谚实质上就是早期经验性的气象

统计研究，反映了气象统计在古代的应用。近代气

象统计学的发展是与计算工具和数理统计学的进步

密切相关的。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

猛发展，现代统计学突破了仅对观测资料统计指标

的简单计算和分析的局限，出现了重大飞跃。这种

飞跃不仅体现在统计技术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更

体现在研究问题的新思维和新视角上。过去有一些

文章对气象统计方法的应用进展进行了综述。比如，

周家斌等（１９９７）对中国统计气象学的进展进行了综

述，综述内容包括统计方法在业务预报中的应用、熵

气象学、大气运动的自忆性方程、非线性动力学、经验

正交函数、车贝雪夫展开、灰色分析与模糊预测、判别

分析、动态数据处理与多层递阶方法、子波变换、非线

性回归分析等方法在气象学中的应用；谢炯光等

（２００３）主要从多元统计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上选材，

介绍了近３０年来气象统计预报在中国气象业务科研

中的一些应用和发展；Ｚｗｉｅｒｓ等（２００４）综述了统计方

法在气候研究中的应用；魏凤英（２００６）概述了近５０

年来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在气候统计诊断与预测方

面的研究进展。这些综述气象统计方法进展的文章

大都写于十多年前。而最近十几年来，在气象科研和

业务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统计方法在气象科研与业

务中也出现了很多新应用，特别是数值模式的进步导

致气象统计应用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因此本文对统

计方法在数值模式中应用的新进展进行综述，并且对

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１　数值预报的内涵

天气、气候现象是地球大气运动的结果，它们受

一定的物理、化学定律的支配，这些定律可以用一组

微分方程来表示。从一定的初始状态出发，在一定

的环境条件（即边界条件）下求出这一微分方程组的

解，就可能对未来的天气或气候状况做出预报。由

于这些方程的复杂性，必须借助于现代高性能计算

机，使用数值方法才能求解，这就是数值预报（矫梅

燕，２０１０）。

数值天气预报的成功被认为是２０世纪最重大

的科技和社会进步之一。目前，数值模式的准确性

越来越高，天气预报和气候预测越来越依靠数值预

报的结果（矫梅燕，２０１０）。对数值模式产品的理解

和应用能力也已经成为衡量预报员水平的重要标

准。但在看到数值模式巨大潜力的同时，也需要对

数值模式存在的问题与困难有充分的认识。数值模

式存在的问题与困难主要表现为：（１）数值模式所描

述的大气物理过程是有限的。比如人类的各种活动

就无法在数值模式中精确描述，数值模式中地形的

描述也与实际地形有较大差别，雷电在很多数值模

式中也没有考虑。积云、辐射、边界层等各种参数化

方案，也都是对大气过程的近似描述。（２）初始场不

可能绝对准确。观测资料总是存在误差，观测资料

的密度也是有限的，从观测资料插值到模式初始场

（客观分析或资料同化）的时候也存在误差。（３）计

算过程中的舍入误差无法避免。目前，对于描述大

气运动的微分方程组人类尚无法给出精确的解析

解，只能利用数值计算方法将该微分方程组离散为

计算机可以求解的差分方程组，求其近似的数值解。

同时，计算机都存在存储字长的限制，每一个变量只

能用该种字长的数值来表示，所以计算过程中的每

一步都有舍入误差。

气象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分为动力方法和统计方

法两类。动力方法是确定论的，动力方法认为现在

的天气和气候现象是过去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演变

过程可以用流体动力学方程描述，对一组确定的初

值，其动力系统未来的演变过程是确定的。统计方

法是基于概率论的，统计方法研究大量气象现象之

间的关联及其自身的演变规律，这种方法把气象变

量看作为随机事件，不去关注它们精确的个别演变

行为，而去研究它们大量现象的总体行为，由此发现

其中的规律性。上面描述的数值模式的问题与困难

表明，期望数值模式采用纯动力的方法，得到完全准

确的确定预报是不现实的，必须要充分吸收和发挥

统计方法的优越性，动力与统计相结合才能做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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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预报和气候预测。

当今，数值模式并不是单纯的动力学方法，其中

也大量应用了统计方法，下面将对统计方法在数值

模式中的应用进行分析和总结。

２　统计方法在数值模式中的应用

在数值模式初始场的资料同化、集合预报、次网

格尺度物理过程参数化方案、模式检验、数值产品的

统计释用等方面，都大量使用了统计方法（Ｋａｌｎａｙ，

２００１；蒲朝霞等，２００５；Ｒａｓｍｕ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２．１　初始场的资料同化

数值预报是在给定初值后积分数值模式获得未

来时刻的预报预测信息。资料同化，就是为数值模

式提供与观测最接近，并且与数值模式相匹配的初

值。这里的“与观测最接近”是统计意义上的。统计

方法是资料同化方法的理论基础，而其中最主要的

是统计估计理论，最常用的是最小方差估计、最大似

然估计和贝叶斯理论（邹晓蕾，２００９）。资料同化技

术经过了多项式插值、逐步订正、最优插值等历史发

展阶段，目前业务中普遍使用的方法是三维或四维

变分同化，集合卡尔曼滤波方法也在进行业务尝试

中（矫梅燕，２０１０）。这些技术都离不开统计，比如变

分同化是统计和动力相结合（邹晓蕾，２００９）；而最优

插值和卡尔曼滤波是纯统计方法（蒲朝霞等，２００５；

邹晓蕾，２００９；朱国富，２０１５ａ；２０１５ｂ）。

由于在很多偏远地区和大洋区域，常规观测资

料的数量和质量都十分有限。在这些区域长时间增

加常规观测需要花费大量的财力和物力，并不可行。

虽然气象雷达和卫星等遥感资料的应用可在一定程

度上改善这些地区资料匮乏的状况，但这些遥感资

料的质量尚不足以对高影响天气做出实时、精确的

预报。针对这一问题，科学家们提出了一种被称为

目标观测的方法，即在目标观测时刻将有限的观测

资源增加至敏感区（穆穆等，２０１１）。敏感区是指初

始误差的增长会导致预报准确度下降最快的区域。

如何确定敏感区是目标观测的关键，气象学家提出

了多种确定敏感区的方法，如集合卡尔曼滤波、奇异

向量、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等（Ｍ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９），这

些方法大都是统计方法。

综上可见，数值模式初始场的形成离不开统计

方法。

２．２　集合预报

由于数值预报所需要的大气初始状态只能近似

的确定，因而对天气预报问题的完全描述，应该提为

大气运动相空间中大气状态的概率密度函数（ＰＤＦ）

ρ（犡，狋）的预报，其中犡为气象变量，狋为时间。该问

题在理论上可表述为概率的连续方程，即Ｌｉｏｕｖｉｌｌｅ

方程（Ｐａｌｍ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６）。但是，即使在只有几个

自由度的非线性系统内，求解该方程也是十分困难

的。于是，人们退而求其次，试图得到上述相空间中

大气状态ＰＤＦ的一阶矩（平均值）和二阶中心矩（方

差）随时间的演变。尽管如此，对天气预报问题来

说，求解一阶矩和二阶矩的时间演变方程，也是不可

能的。因此，气象学家寻找了一种可以在实际应用

中变通解决该问题的方法，这就是集合预报，具体做

法为：通过一定的数学（概率统计）方法，获得在一定

初值误差范围内，具有某种概率密度函数分布特征

的初值集合，其中每个初值都有可能代表大气的真

实状况。然后用数值模式对每个初值积分，从而得

到一组预报结果的集合，再由这一组集合推断大气

状态的ＰＤＦ随时间的演变，这种方法被称为集合数

值预报，简称集合预报（Ｍｏｌｔｅｎ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Ｚｈｕ，

２００５；李泽椿等，２０１４）。可见，集合预报初始场的形

成是概率密度函数的近似。从几乎海量的集合预报

产品中提取有用的信息，形成直观快捷的图形图像、

数据等产品，更是需要用到气象统计方法。当然，要

想使用好这些集合预报产品，必须掌握相应的概率

统计知识。

对罕见的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数值模式的预

报能力是很弱的。即使一个模式有能力预报它，也

至少存在以下难点：一是有多大把握确定所预报的

天气是极端事件？二是其具体的定时、定量、定点预

报可靠吗？杜均等（２０１４）介绍了集合预报和气候资

料相结合的“集合异常预报法”，并通过北京２０１２年

７月２１日（７·２１）特大暴雨事件揭示出“集合异常

预报法”和集合预报可以提供比单一模式预报更可

靠和更准确的信息，从而有效地缓解上述两大难点。

由于大气系统是复杂的非线性系统，加上初值和模

式等本身无法避免的一些不确定性，天气预报从单

一值的确定论向多值的概率论转变，不但符合气象

科学的实际，也是更好地服务社会之必需（杜钧等，

２０１０ａ）。集合预报产品的释用，应该更重视其提供

的天气要素和事件的概率分布方面的信息，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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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只看其集合平均（薛纪善，２００７）。集合预报

的主要目的是定量描述预报的不确定性，即给出预

报的概率密度函数，而不是给出一个更精确的单一

值确定预报（杜钧等，２０１０ｃ）。这些都说明，集合预

报的基础是概率统计。

以集合预报为基础做出的概率预报，如何让公

众接受并准确理解，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比如，“明天北京降水的概率为１０％”意味着什么？

概率统计上的准确解释为：如果对北京的明天做

１００次预报，其中有１０次会出现降水。其实，概率

是一个数学名词，其直观意思是指一件事情发生的

可能性。北京的降水概率不是指降水的时间或区

域，而是对降水是否出现这件事本身可能性的估计。

这种概率预报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气象部

门通过概率预报把天气预报的不确定性信息提供给

用户，用户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分析花费损失

比，进行正确的决策。如果只是有、无危险天气出现

的二分类预报，那么用户的最优决策除了要考虑预

报的准确率以外，还需要考虑空报经济损失（或者收

益）和漏报经济损失（或者收益）的比值。这个比值

对不同的用户是不同的，不同的用户因此可以做出

适合自己的相应决策（施能，２００２；２００９）。比如，对

于风的预报，有两种预报：（１）明天风力２～４级（确

定性预报）；（２）明天风力５级以下的概率为７０％，

风力５级及以上的概率为３０％。对于用温室大棚

种植蔬菜的农民来说，当得到风力为２～４级的确定

性预报信息时，根据往常的经验，这样的风力对他们

的温室大棚不会产生危害，就不会采取防护措施；而

当他们得到风力５级及以上的概率为３０％的预报

信息时，就会根据花费损失比，考虑是否采取措施加

固其温室大棚，以防止温室大棚被大风刮坏。

可以预见，以集合预报为基础的概率预报必将

成为未来的趋势。概率预报产品的推广和应用，离

不开对概率统计知识进行广泛的科普和培训。

２．３　参数化方案

尽管数值模式的水平和垂直分辨率都在不断提

高，但仍然有很多重要的过程和运动尺度，在目前和

将来的模式中都无法被显示和分辨，它们包括从几

厘米到模式网格距大小的湍流运动与云的发展，以

及发生在分子尺度的过程，比如凝结、蒸发、摩擦和

辐射等。这些无法被数值模式显式分辨的过程，被

称为“次网格尺度过程”。这些过程在数值模式中，

往往是根据观测或试验数据，采用统计方法，拟合出

网格尺度的参数，这就是参数化方案（丑纪范，１９８６；

沈桐立等，２００３）。实际上，参数化方案对可分辨的

与不可分辨的运动并没有进行尺度分离。参数化方

案无法考虑可分辨和不可分辨气流的非线性相互作

用，因此是造成数值模式系统性误差的一个重要原

因。采用随机动力参数化方法可能是解决该问题的

一种途径。

２．４　数值模式的统计释用

最近３０年以来，气象数值模式的水平取得了长

足进步，目前３天内的数值预报形势场已经超过经

验预报，５～６天以内的数值预报形势场也已达到可

用水平。而人们最关注的气象要素（温度、湿度、降

水量、风）和灾害性天气（如台风、暴雨、浓雾、大雪、

沙尘暴等），数值模式或者效果不好，或者根本无法

直接预报，因此对气象要素和灾害性天气预报来说，

需要对数值预报产品进行解释应用，其中应用最广

泛、最主要的方法就是统计释用。

在我国的中短期天气预报中，要素预报主要靠

数值预报产品的统计释用（谢炯光等，２００３；刘还珠

等，２００４；赵声蓉等，２０１２；曾晓青等，２０１３）。数值预

报产品统计释用有多种方法，比如完全预报法

（ＰＰ）、模式输出统计法（ＭＯＳ）、卡尔曼滤波法、相似

预报法、人工神经元网络、支持向量法（ＳＶＭ）、偏最

小二乘等（矫梅燕，２０１０）。统计降尺度，是把数值模

式预报较好的大尺度信息通过统计方法，得到局地

的小尺度信息，从而实现从大尺度到小尺度的“降尺

度”，也可以归为数值预报产品的统计释用。统计降

尺度需要综合应用多种统计方法，比如ＥＯＦ、多元

回归、典型相关（ＣＣＡ）、聚类分析、交叉验证等

（Ｒａｓｍｕ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ＥＯＦ可以对时空信息交织

在一起的气象信息进行时空分离，而分离开的分量

又具有相互正交的优良性质，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克

服预报时气象因子不独立的问题，大大压缩了因子

维数并基本保留了气象因子的初始信息，因此在数

值预报产品统计释用中具有广泛应用（Ｈａｎｎａｃｈｉ

ｅｔａｌ，２００７）。熊开国等（２０１２）提出将模式误差的直

接相似订正问题转化成模式误差主分量的相似预报

问题，做法为对模式误差距平场进行ＥＯＦ分解，取

前１～９个空间模态作为“可预报”模态进行最优多

因子动态配置相似预报。于杰等（２０１４）将 ＷＲ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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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数值模式模拟结果作为实况资料集，应用ＥＯＦ

方法对该资料集进行诊断，探讨该方法用于暴雨β
中尺度系统的可行性，是数值预报产品统计释用的

一种新尝试。基于统计方法的对数值模式产品的降

尺度在气候预测中也具有广泛应用（Ｃｈｅ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２；Ｇ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４）。龚志强等（２０１５）采用ＥＯＦ

分析方法，得到东亚夏季降水的年代际变化分量，基

于海温关键区的动力统计相结合的预报方案，嵌入

了模式对东亚夏季降水季节预报结果中的年代际变

化信息。

２．５　延伸期预报

延伸期预报是指１０～３０ｄ这个时间段的预报。

与初始条件相关的可预报性称为“第一类可预报

性”，而与缓慢变化的边界条件相联系的可预报性称

为“第二类可预报性”（Ｋａｌｎａｙ，２００１）。两周以内的

预报可以归为第一类可预报性问题，主要由初始条

件控制。月以上的预报可以归为第二类可预报性问

题，主要是大气向上下边界（太阳辐射、海温、土壤湿

度、冰雪等）强迫的适应。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延伸

期预报还存在很大的困难，其原因在于其预报时效

超越了逐日天气预报时间的理论上限（两周左右），

而预报对象的时间尺度又小于气候预测的月、季时

间尺度（朱玉祥等，２０１３）。延伸期预报的方法大致

可以分为纯统计方法、纯动力方法、动力统计相结

合的方法，而统计方法与数值模式相结合的动力统

计方法更是引起了广泛关注。丑纪范等（２０１０）针对

大气系统的混沌特性，以数值模式为基础，阐述了延

伸期可预报分量的提取方法。郑志海等（２０１２）发展

了一种基于延伸期可预报性的集合预报新方法，该

方法以数值预报模式为平台，对可预报分量采用多

个模式误差订正方案，从考虑模式不确定性的角度

进行集合，而对随机分量则利用历史资料从气候概

率的角度给出集合概率分布，避免模式误差对随机

概率分量概率分布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该方法显

示出潜在的业务应用前景。郑志海等（２０１３）采用

ＥＯＦ方法压缩数值模式的自由度，并且用方差分析

方法来计算ＥＯＦ分量的可预报性，同时结合历史资

料，利用相似动力方法对可预报分量的预报误差进

行订正，达到减小模式误差和从统计角度考虑随机

分量对可预报分量影响的目的，结果表明，该方法能

有效提高数值模式对可预报分量的预报技巧。

Ｆｅｎｇ等（２０１３）以２００９年初长江中下游的连续连阴

雨过程为例，采用ＥＯＦ和方差分析方法，从ＮＣＥＰ

ＤＯＥ再分析资料中分析了延伸期天气预报的稳定

分量。王启光等（２０１４）借鉴ＣＮＯＰ相关算法，形成

了在数值模式中提取延伸期尺度的可预报分量的实

用方法和预报技术，数值试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有

效地提高数值模式中１０～３０ｄ延伸期预报的预报

技巧。

可见，基于数值模式预报结果，结合统计方法做

延伸期预报是一条值得深入探索的可行途径。

２．６　数值模式的检验

由于数值模式产品存在偏差，因此在使用前必

须要对其进行检验评估，其中统计检验具有客观定

量的特点，应用最为广泛（王雨，２００６；王雨等，２００７；

潘留杰等，２０１４；赖芬芬，２０１５）。具体统计检验方法

可以参考Ｉａｎ等（２０１２）的文献。

当然，分析数值模式产品，做统计推断的时候，

更需要高度重视统计检验。因为气象变量是在时间

上无始无终一直发展变化的变量，而我们分析的对

象，即我们得到的数值模式资料只能是某一时段（比

如过去５０年）的离散资料。根据概率统计的术语，

我们得到的资料可以称为样本，是有限的，而气象变

量的总体是无限的。当从有限的样本推断无限总体

的性质时，必须进行显著性检验。使用统计方法分

析气象问题，做出统计推断时，也必须要进行统计显

著性检验。比如，在做数值模拟时，需要检验控制试

验和敏感性试验的差别是否显著（朱玉祥等，２００９）。

统计检验的一般步骤可参见相关文献（黄嘉佑，

２００４；魏凤英，２００７），黄嘉佑等（２０１５）介绍了平均值

检验、方差检验、相关系数检验、变量的分布检验、频

率检验、趋势检验、突变检验的常用方法，这些方法

大都假设变量遵从正态分布。在不少文献中，统计

检验存在不恰当应用和文字表述，关于这方面的分

析，可以参见相关文献（Ｆａｌｋ，１９８６；Ｎｉｃｈｏｌｌｓ，２００１；

黄嘉佑，２００５；施能，２００９；Ａｍｂａｕｍ，２０１０）。

传统的统计检验方法，一般都假定研究对象服

从正态分布，但很多气象变量，比如现在广泛关注的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往往不符合正态分布（Ｅａｓｔｅｒ

ｌｌｉｎｇ，２０００；Ｍｅｅｈ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０；丁裕国，２００７；丁裕国

等，２００９；Ｑｉ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另外，气象时间序列的

不独立性、空间距离的非均匀性、时间尺度的不确定

性等问题，都是传统统计方法在检验时无法解决的，

而自助法（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在解决这些问题时表现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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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能力（Ｍｕｄｅｌｓｅｅ，２０１４）。自助法的核心思想

是，我们使用的气象资料（可以看作一次抽样），与把

这些资料打乱顺序进行随机抽样相比较，如果有显

著差异，则认为我们从观测资料得到的结论是可靠

的。在目前计算机能力高速发展的今天，可以采用

把样本（气象资料）与多次（１０００或１００００次）随机

抽样相比较的方法进行检验。

还有一种被称为蒙特卡罗检验的随机检验技

术，其思想为利用随机数发生器多次（１０００或１００００

次），产生出与分析的问题所使用的资料具有相同概

率分布、相同序列长度和空间分布的资料序列，通过

对随机生成的多个时间资料序列进行计算得到概率

分布，确定出小概率事件落入的否定域，对检验对象

是否落在否定域进行鉴别，做出接受或拒绝原假设

的判别。施能等（１９９７）指出了气象场相关分析及合

成分析中的问题，并且介绍了解决这种问题的蒙特

卡罗检验方法。周永宏等（１９９９）应用蒙特卡罗方

法，通过大量的数值计算，获得了一个容量大、稳定

性好的相关系数临界值表，这种方法付出了大量的

计算代价，但是摆脱了相关系数检验时所需要满足

的变量正态分布的假定。Ｚｈａｎｇ等（２００４）使用蒙特

卡罗模拟，比较了极值趋势检测的几种方法。施能

等（２００４）提出了检验二维合成风场差异是否显著的

蒙特卡罗检验方法，施能（２００９）的文献中给出了该

检验方法的源程序。ＥＯＦ分析和ＳＶＤ分析也可采

用此种方法进行检验（魏凤英，２００７；施能，２００９）。

相关分析在气象科研和业务中具有广泛应用。

在做气候变化研究时，也经常需要对气候模式资料

做相关分析。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很多气象变量

往往存在趋势。对于带有趋势的两个时间序列计算

相关时，由于趋势的存在，样本并不相互独立，不再

满足传统的狋检验条件。施能等（２００７）对该问题进

行了数值试验，结果表明：变量带有性质相反的趋势

变化，会使这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减小（正相关

的数值被减小，负相关被夸大）；变量带有性质相同

的趋势变化，会使这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增加

（正相关被夸大，负相关数值被减小）。该研究结论

对正确合理地进行相关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３　贝叶斯统计的应用

虽然贝叶斯统计在分析数值模式资料中已经有

了一些应用，但鉴于贝叶斯统计的特点，可以预计在

未来的气象科研和业务中，仍然会有很大的发展和

提高潜力。因此，独立出来重点阐述。

贝叶斯统计的基础是贝叶斯理论（Ｂｅｒｇｅｒ，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茆诗松等，２０１２）。贝叶斯统计学派与经

典统计学派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分歧，但它们最根本

的分歧点在于：第一，是否利用先验信息。对于很多

问题来说，都存在先验信息可以利用（比如，对于气

象预报来说，历史资料可以看作先验信息），贝叶斯

统计学派认为利用这些先验信息不仅可以减少样本

容量，而且在很多情况还可以提高估计精度；而经典

统计学派忽略了这些信息。第二，是否将参数看成

随机变量。贝叶斯统计学派的最基本观点是：任一

未知量都可以看成随机变量，可以用一个概率分布

去描述，这个分布就是先验分布。因为任一未知量

都具有不确定性，而在表述不确定性时，概率与概率

分布是最好的描述语言；相反，经典统计学派却把未

知量简单看成一个未知参数，来对它进行统计推断。

贝叶斯统计分析具有两个基本功能：（１）信息的

有效组合；（２）量化和管理不确定性。对于天气和气

候科学来说，面对的是海量数据以及复杂的非线性

过程问题，需要对各种信息进行有效组合，并且量化

其不确定性，因此贝叶斯模拟和分析是一个应用的

基本策略（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９）。数值模式是天气

预报和气候预测的基础，天气预报和气候预测如果

只是单一值的决定论式预报，那么它是不完备的，预

报的不确定性也应该作为预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定

量地告知用户和公众（杜钧等，２０１０ｂ）。预报与不

确定性是共生共存的，一个预报如果没有定量地估

计它的不确定性，那么该预报是不完全的（王东海

等，２０１１）。在地球气候系统模式研究中，实际上是

追求气候科学和不确定性研究方面的进步（周天军

等，２０１４）。可见，量化和减小不确定性，是天气预报

和气候预测的重要任务，因此适合应用贝叶斯统计

方法。

贝叶斯统计由于结合了数据的信息与参数的先

验信息，不断通过样本数据更新先前的认知，因此相

比经典统计具有明显的优势。对于天气预报和气候

预测问题来说，具有长期的历史观测资料，并且不断

得到新的信息，因此可以根据新信息不断改进预报

预测结果，贝叶斯统计能够符合天气预报和气候预

测的这一特点。丑纪范（１９７４）从微分方程只是近似

地描述了大气中的物理过程的观点出发，提出了在

数值天气预报中使用历史资料来考虑场演变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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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性问题，其实就是贝叶斯统计思想在数值预报

中应用的一个例子。Ｇｕａｎ等（２０１５）采用全球集合

预报系统的回报资料改进数值预报的后处理，也是

贝叶斯统计思想在数值模式产品释用中应用的案

例。

贝叶斯统计在数值模式产品中应用的例子还有

很多。Ｅｌｓｎｅｒ等（２００４）用分级贝叶斯模型研究美国

登陆飓风与 ＥＮＳＯ和 ＮＡＯ之间的关系。Ｍｉｎ等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采用贝叶斯方法，对全球和区域的地面

气温进行检测归因，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ＤｅｌＳｏｌｅ

（２００７）提出了一种基于贝叶斯回归的方法，并且使

用该方法对欧洲多模式预测系统（ＤＥＭＥＴＥＲ）进行

温度的季节预测，其结果表明，与传统回归模型相

比，该方法在几个地区的预报效果有明显提高。

Ｌｅａｎ等（２００７）提出了一种基于数值预报的集合成

员，可以预报定量降水的概率密度函数的贝叶斯平

均方法，该方法可以对未来的降水预报出完整的概

率分布。资料同化中的三维和四维变分同化也使用

了贝叶斯理论（邹晓蕾，２００９）。陈朝平等（２０１０）基

于贝叶斯方法，对四川暴雨的集合概率预报产品进

行了释用，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空报。为了克服单

个大气环流模式对未来预估的不确定性，Ｍａｌａａｋ等

（２０１０）提出了一种分层贝叶斯模型，对多个大气环

流模式的未来预估结果进行集成，对北极海洋地区

累积海冰的演化情况进行评估。Ｃｈｕ等（２０１０）使用

贝叶斯方法做台风活动的季节预测。Ｚｈａｏ等

（２０１０）发展了一种可以检测不服从正态分布的极端

天气气候事件（比如台风、强降水和高温热浪）突变

点的分层贝叶斯方法。Ｃｈｕ等（２０１１）对极端气候事

件使用贝叶斯分析进行了全面综述。Ｗｉｌｋｓ（２０１１）

对贝叶斯理论在气象中的应用做了阐述。陈法敬等

（２０１１ｂ）基于单一数值预报产品的贝叶斯统计处理

技术贝叶斯处理器，对ＮＣＥＰ集合预报各成员进行

建模，获得了各成员的贝叶斯概率预报，该方法可以

将集合预报的不确定性定量化为一个集成贝叶斯概

率预报，从而实现集合预报的概率化。陈法敬等

（２０１１ａ）基于贝叶斯统计理论，以中国国家气象中

心、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美国国家环境预测中心

集合预报中的控制资料作为确定性预报样本，采用

亚高斯贝叶斯预报处理器，将确定性预报转化为能

定量地表达各控制预报的不确定性的概率预报。李

芳（２０１２）采用包括等权重（ＥＥ）、校正ＥＥ、多元回

归、贝叶斯统计的４种方案，对５个海气耦合模式

的后报降水资料进行多模式集合，结果表明贝叶斯

方案在华南最优，并且对中国东部总体比较不同方

案的预报，发现贝叶斯方案有最好的预报效果。

Ｍｉｃｈａｅｌ等（２０１２）对采用贝叶斯平均模型前后的多

模式集合的性能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贝叶斯平均

模型对概率预报技巧有改进。Ｍａｄａｄｇａｒ等（２０１３）

在贝叶斯统计框架内提出了一种可以做季节干旱概

率预测的方法。杜均等（２０１４）采用集合预报与气候

资料相结合，对北京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１日特大暴雨的

预报，也是贝叶斯统计思想的应用。Ｘｕ等（２０１４）提

出一种新的两步贝叶斯随机动力模型，来处理水利

发电实时业务系统中来自定量降水预报的不确定

性。Ｏｔｔｏ（２０１４）给出了 Ｈｅｉｄｋｅ技巧评分的概率推

导，该方法本质上是贝叶斯的，因为它把先验概率更

新到后验概率中。

贝叶斯统计在数值模式分析和释用中，虽然已

经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其特点决定了在未来气象科

研和业务的发展中，贝叶斯统计的应用空间将更加

广阔。

４　统计方法在数值模式中应用的趋势

展望

　　随着数值模式水平的不断进步，以及人们对极

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高度关注，气象统计在数值模式

中的应用面临很多新问题，我们认为其中下面几个

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１）气象变量的概率分布，特别是不符合正态

分布的气象变量的概率分布的理论基础。概率分布

是应用各种统计方法的基础，但对于不少气象变量，

其概率分布形成的理论基础并不完善，值得深入研

究。物理学上的熵理论可能是研究该问题的有力工

具。

（２）准确估计不同气象变量之间的联合概率密

度函数。比如，资料同化中需要对观测资料误差和

模式误差进行估计，由于观测资料之间和模式网格

点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关系，准确地估计出其联合

概率密度函数，对于提高资料同化水平具有重要意

义。

（３）随机动力学，或者说如何在数值模式中体

现气象变量的随机变化。正如Ｌｏｒｅｎｚ在１９７５年所

言：“我相信，最终的气候模式将是随机的，即随机数

将出现在方程时间导数的某些地方”。加强对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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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密度函数描述气象变量空间分布的非均匀性和

时间变化的研究，可能有助于在数值模式中体现气

象变量的随机变化。

（４）在数值预报产品统计释用中克服不同气象

变量的复相关问题。由于气象变量之间存在各种复

杂的相互关系（不独立），导致在做数值预报产品的

统计释用时，在历史时段常常会拟合得很好，甚至会

出现过拟合现象，而用于对未来时段的预测时泛化

能力不足。主成分（ＥＯＦ）分析可能有助于解决该问

题。

（５）如何从海量的数值预报产品中提取有价值

的信息？可以预见，未来全球各大业务和研究中心

的多个数值模式，会产生不计其数的分析、再分析、

预报预测、预估等各种数值模式产品，这些产品将构

成海量的庞大数据。如何从这些数据中提取对我们

的气象服务有用的信息，并且量化其中的不确定性，

数据挖掘（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技术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手

段。数据挖掘中的分类、估计、预测、聚类、描述和可

视化等方法，都离不开统计（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２０１０）。

（６）贝叶斯统计的思想，如何在基于数值模式

的天气预报和气候预测中得到更深入的应用，特别

是针对不同的气象变量和不同的时间尺度，如何合

理地选取先验概率和似然函数值得深入研究。

５　结　论

综上可见，统计方法是数值模式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强调数值模式的巨大价值的同时，绝不应该

忽视统计方法的重要性。近年来，我国的数值模式

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进一步提高模式性能的难

度越来越大。在重视动力方法的同时，也应该高度

重视统计方法的研究，动力和统计的深入结合，可能

是提高天气预报和气候预测水平的有效手段。在应

用统计方法的时候，需要高度重视检验问题，特别是

对于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等不符合正态分布的气象变

量，不能采取传统的基于正态分布的检验方法。贝

叶斯统计的特点决定了其在天气预报和气候预测中

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

要想提高数值预报水平，需要深入研究气象统

计理论与方法。数值预报越发展，对概率统计理论

与应用的要求就越高，气象统计是未来值得深入研

究的一个领域。

参考文献

陈朝平，冯汉中，陈静．２０１０．基于贝叶斯方法的四川暴雨集合概率预

报产品释用．气象，３６（５）：３２３９．

陈法敬，矫梅燕，陈静．２０１１ａ．一种温度集合预报产品释用方法的初

步研究．气象，３７（１）：１４２０．

陈法敬，矫梅燕，陈静．２０１１ｂ．亚高斯贝叶斯预报处理器及其初步试

验．气象学报，６９（５）：８７２８８２．

丑纪范．１９７４．天气数值预报中使用过去资料的问题．中国科学　数

学辑，４（６）：６３５６４４．

丑纪范．１９８６．为什么要动力统计相结合兼论如何结合．高原气象，

５（４）：３６７３７２．

丑纪范，郑志海，孙树鹏．２０１０．１０—３０ｄ延伸期数值天气预报的策略

思考———直面混沌．气象科学，３０（５）：５６９５７３．

丁裕国．２００７．气候概率分布理论的新内涵及其展望．沙漠与绿洲气

象，１（２）：１５．

丁裕国，江志红．１９９８．气象数据时间序列信号处理．北京：气象出版

社，２８５．

丁裕国，申红艳，江志红，等．２００９．气候概率分布理论及其应用新进

展．气象科技，３７（３）：２５７２６２．

杜钧，陈静．２０１０ａ．天气预报的公众评价与发布形式的变革．气象，３６

（１）：１６．

杜钧，陈静．２０１０ｂ．单一值预报向概率预报转变的基础：谈谈集合预

报及其带来的变革．气象，３６（１１）：１１１．

杜钧，邓国．２０１０ｃ．单一值预报向概率预报转变的价值：谈谈概率预

报的检验和应用．气象，３６（１２）：１０１８．

杜钧，ＧｒｕｍｍＲＨ，邓国．２０１４．预报异常极端高影响天气的“集合异

常预报法”：以北京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１日特大暴雨为例．大气科学，

３８（４）：６８５６９９．

龚志强，赵俊虎，封国林，等．２０１５．基于年代际突变分量的东亚夏季

降水动力统计预报方案研究．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４５（２）：

２３６２５２．

黄嘉佑．１９９０．气象统计分析与预报方法．北京：气象出版杜，３５８．

黄嘉佑．２００４．气象统计分析与预报方法（第３版）．北京：气象出版

杜，２９８．

黄嘉佑．２００５．气象中使用统计检验的几个问题．气象，３１（７）：３５．

黄嘉佑，李庆祥．２０１５．气象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北京：气象出版社，

５０６．

矫梅燕．２０１０．现代数值预报业务．北京：气象出版杜，２０６．

赖芬芬．２０１５．２０１５年３—５月Ｔ６３９、ＥＣＭＷＦ及日本中期预报性能

检验．气象，４１（８）：１０３６１０４１．

李芳．２０１２．基于多模式集合方案的中国东部夏季降水概率季度预

测．气象学报，７０（２）：１８３１９１．

李泽椿，毕宝贵，金荣花，等．２０１４．近１０年中国现代天气预报的发展

与应用．气象学报，７２（６）：１０６９１０７８．

刘还珠，赵声蓉，陆志善，等．２００４．国家气象中心气象要素的客观预

报—ＭＯＳ系统．应用气象学报，１５（２）：１８１１９１．

马开玉，丁裕国，屠其璞，等．１９９３．气候统计原理与方法．北京：气象

出版社，５１８．

茆诗松，汤银才．２０１２．贝叶斯统计．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３０２．

穆穆，陈博宇，周菲凡，等．２０１１．气象预报的方法与不确定性．气象，

３６４　第４期　　　　　　　　　　　　　　朱玉祥等：统计方法在数值模式中应用的若干新进展　　　　　　　　　　　　　



３７（１）：１１３．

潘留杰，张宏芳，王建鹏．２０１４．数值天气预报检验方法研究进展．地

球科学进展，２９（３）：３２７３３５．

ＥｕｇｅｎｉａＫａｌｎａｙ，著．蒲朝霞，杨福全，邓北胜，等．２００５．大气模式、资

料同化和可预报性．北京：气象出版社，３００．

沈桐立，田永祥，葛孝贞，等．２００３．数值天气预报．北京：气象出版社，

４７１．

施能．２００２．气象科研与预报中的多元分析方法．北京：气象出版社，

１９２．

施能．２００９．气象统计预报．北京：气象出版社，２８７．

施能，顾骏强，黄先香，等．２００４．合成风场的统计检验和蒙特卡洛检

验．大气科学，２８（６）：９５０９５６．

施能，顾骏强，封国林．２００７．论带有趋势的变量的相关：数值试验．数

学的实践与认识，３７（８）：９８１０４．

施能，魏凤英，封国林．１９９７．气象场相关分析及合成分析中的梦特卡

洛检验．南京气象学院学报，２０（３）：３５５３５９．

施能，章爱国，余锦华．２００９．气象学中使用统计检验的几个重要注

记．气象科学，２１（４）：５２２５２４

王东海，杜钧，柳崇健．２０１１．正确认识和对待天气气候预报的不确定

性．气象，３７（４）：３８５３９１．

王启光，丑纪范，封国林．２０１４．数值模式延伸期可预报分量提取及预

报技术研究．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４４（２）：３４３３５４．

王雨．２００６．２００４年主汛期各数值预报模式定量降水预报评估．应用

气象学报，１７（３）：３１６３２４．

王雨，闫之辉．２００７．降水检验方案变化对降水检验评估效果的影响

分析．气象，３３（１２）：５３６１．

魏凤英．２００６．气候统计诊断与预测方法研究进展———纪念中国气象

科学研究院成立５０周年．应用气象学报，１７（６）：７３６７４２．

魏凤英．２００７．现代气候统计诊断与预测技术．北京：气象出版社，

２９６．

魏淑秋．１９８５．农业气象统计．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３７７．

吴洪宝，吴蕾．２００５．气候变率诊断和预测方法．北京：气象出版社，

３７１．

谢炯光，曾琮，纪忠萍．２００３．中国近３０年来气象统计预报进展．气象

科技，３１（２）：６７８３．

熊开国，赵俊虎，封国林，等．２０１２．汛期降水相似动力预报———模式

误差主分量相似预报方法．物理学报，６１（１４）：１４９２０４（１１１）．

薛纪善．２００７．和预报员谈数值预报．气象，３３（８）：３１１．

么枕生，丁裕国．１９９０．气候统计．北京：气象出版社，９５４．

于杰，张继权，张铭．２０１４．ＥＯＦ分析用于β中尺度暴雨系统的探索．

大气科学，３８（４）：７９５８０３．

曾晓青，赵声蓉，段云霞．２０１３．基于 ＭＯＳ方法的风向预测方案对比

研究．气象与环境学报，２９（６）：１４０１４４．

赵声蓉，赵翠光，赵瑞霞，等．２０１２．我国精细化客观气象要素预报进

展．气象科技进展，２（５）：１１２０．

郑志海，封国林，黄建平，等．２０１２．基于延伸期可预报性的集合预报

方法和数值试验．物理学报，６１（１９）：１９９２０３（１８）．

郑志海，黄建平，封国林，等．２０１３．延伸期可预报分量的预报方案和

策略．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４３（４）：５９４６０５．

周家斌，黄嘉佑．１９９７．近年来中国统计气象学的新进展．气象学报，

５５（３）：２９７３０５．

周天军，邹立维，吴波，等．２０１４．中国地球气候系统模式研究进展：

ＣＭＩＰ计划实施近２０年回顾．气象学报，７２（５）：８９２９０７．

周永宏，郑大伟．１９９９．相关估计显著水平的 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模拟检验．

测绘学报，２８（４）：３１３３１８．

朱国富．２０１５ａ．数值天气预报中分析同化基本方法的历史发展脉络

和评述．气象，４１（８）：９８６９９６．

朱国富．２０１５ｂ．理解大气资料同化的内在逻辑和若干共性特征．气

象，４１（８）：９９７１００６．

朱玉祥，丁一汇，刘海文．２００９．青藏高原冬季积雪影响我国夏季降水

的模拟研究．大气科学，３３（５）：９０３９１５．

朱玉祥，俞小鼎，赵亮，等．２０１３．１０—３０天延伸期预报及其策略思

考．沙漠与绿洲气象，７（４）：３８４４．

邹晓蕾．２００９．资料同化理论和应用．北京：气象出版社，１２０．

ＡｍｂａｕｍＭ ＨＰ．２０１０．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Ｃｌｉ

ｍａｔｅ，２３（２２）：５９２７５９３２．

ＢｅｒｇｅｒＪＯ．２０００．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ｌｏｏｋａｔｔｏｄａｙａｎｄ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ｆｔｏｍｏｒｒｏｗ．ＪＡｍｅｒＳｔａｔｉｓＡｓｓｏｃ，９５（４５２）：１２６９１２７６．

ＢｅｒｇｅｒＪＯ．２００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Ｌｏｎｄｏ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６１７．

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ＬＭ，ＲｏｙｌｅＪＡ，ＷｉｋｌｅＣＫ，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Ｍｅｔｈ

ｏｄｓｉｎｔｈｅ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ｒｎａｒｄｏＪＭ，ＢｅｒｇｅｒＪＯ，

ＤａｗｉｄＡＰｅｔａｌ．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Ｌｏｎｄ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８３１００．

ＣｈｅｎＨｕｏｐｏ，ＳｕｎＪｉａｎｑｉ，ＷａｎｇＨｕｉｊｕｎ．２０１２．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ｏｗｎ

ｓｃａｌ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ｓｕｍｍｅｒ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ＤＥ

ＭＥＴＥＲＨｉｎｄｃａｓｔ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Ｗｅａ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２７：６０８６２８．

ＣｈｕＰＳ，ＺｈａｏＸ，ＨｏＣ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ｏｆｓｅａ

ｓｏｎａｌｔｙｐｈｏｏ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ｔｒａｃｋ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Ｃｌｉｍａｔｅ，２３（２４）：６６５４６６６８．

ＣｈｕＰＳ，ＺｈａｏＸ．２０１１．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ｅｘｔｒｅｍｅ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ｅ

ｖｅｎｔ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ＡｔｍｏｓＲｅｓ，１０２：２４３２６２．

ＤｅｌＳｏｌｅＴｉｍｏｔｈｙ．２００７．Ａ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ｅｌｒｅ

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Ｃｌｉｍａｔｅ，２０（１２）：２８１０２８２６．

ＥａｓｔｅｒｌｌｉｎｇＤＲ．２０００．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ｅｘｔｒｅｍ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ｅｖｅｎｔｓ：Ａｂｒｉｅｆｒｅｖｉｅｗ．ＢｕｌｌＡｍｅｒＭｅｔｅｏｒＳｏｃ，８１（３）：

４１７４２５．

ＥｌｓｎｅｒＪＢ，ＪａｇｇｅｒＴＨ．２００４．Ａ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ＪＣｌｉｍａｔｅ，１７（１４）：２８１３２８２７．

ＦａｌｋＲ．１９８６．Ｍｉ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ＪＳｔｒｕｃｔ

Ｌｅａｒｎ，９：８３９６．

ＦｅｎｇＧＬ，ＳｕｎＳＰ，ＺｈａｏＪ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ｔａｂｌｅｃｏｍ

ｐｏｎｅｎｔｓｆｏｒ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ｒａｎｇｅ（１０－３０ｄａｙｓ）ｗｅａｔｈｅｒ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Ａ

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ｏｖｅｒｃａｓｔｒａｉｎ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ｅａｒｌｙ２００９

ｏｖｅｒｔｈｅｍｉｄｌｏｗ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

　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５６：１５７６１５８７．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Ｇｅｏｒｇｅ．２０１０．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ＵｓｉｎｇＳＡＳ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ＣＲＣＰｒｅｓｓ，４４２．

ＧｕａｎＨｏｎｇ，ＣｕｉＢｏ，ＺｈｕＹｕｅｊｉａｎ．２０１５．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ｐｏｓ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ｕｓｉｎｇＧＥＦＳｒｅ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ｅａＦｏｒｅ

ｃａｓｔｉｎｇ，３０：８４１８５４．

ＧｕｏＹａｎ，Ｌｉ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ＬｉＹｕｎ．２０１４．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ｏｆＮｏｒｔｈ

４６４　　　　　　　　　　　　　　　　　　　 　气　　象　　　　　　　　　　　　　　　 　　 　　　第４２卷　



Ｃｈｉｎａｓｕｍｍｅｒ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ｕｓｉｎｇ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ｏｗｎｓｃａｌ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Ｊ

ＡｐｐｌＭｅｔｅｏｒＣｌｉｍａｔ，５３（７）：１７３９１７４９．

ＨａｎｎａｃｈｉＡ，ＪｏｌｌｉｆｆｅＩＴ，ＤＢ．２００７．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ｏ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ｏｒ

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ｉｎ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ｓｃｉ

ｅｎｃｅ：Ａ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ｔｅｒＪＣｌｉｍａｔ，２７（９）：１１１９１１５２．

ＩａｎＴＪ，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ｏｎＤＢ．２０１２．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

ｅｒ’ｓＧｕｉｄｅｉｎ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ｏｎｄｏｎ：ＷｉｌｅｙＰｒｅｓｓ，２４０．

ＫａｌｎａｙＥ．２００１．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Ｗｅａｔｈｅｒ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Ｌｏｎｄ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３４１．

ＬｅａｎＳｌｏｕｇｈｔｅｒＪ．Ｍｃ，ＡｄｒｉａｎＥＲ，Ｔｉｌｍａｎ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Ｐｒｏｂａ

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Ｍｏｄｅｌ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ＭｏｎＷｅａＲｅｖ，１３５（９）：３２０９３２２０．

ＭａｄａｄｇａｒＳ，ＭｏｒａｄｋｈａｎｉＨ．２０１３．Ａ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ｐｒｏｂ

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ｄｒｏｕｇｈｔ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Ｊ Ｈｙｄｒｏｍｅｔｅｏｒ，１４：

１６８５１７０５．

ＭａｌａａｋＫ，ＭａｋｓｉｍｏｖｉｃｈＥ，ＭｉｃｈｅｌａｎｇｅｌｉＰ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Ｍｕｌｔｉ

ｍｏｄｅｌ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ｙａ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Ａｓｓｅｓｓ

ｍｅｎｔｏｆＩｃｅ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ｉｃＡｒｃｔｉｃＲｅｇｉｏｎ．ＪＣｌｉ

ｍａｔｅ，２３（２０）：５４２１５４３６．

ＭｅｅｈｌＧＡ，ＫａｒｌＴＲ，ＥａｓｔｅｒｌｌｉｎｇＤ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ｔｏ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ｅｘｔｒｅｍ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ｅｖｅｎｔｓ：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ｓ，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ｍｐａｃｔｓ，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ｓ，

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ＢｕｌｌＡｍｅｒＭｅｔｅｏｒＳｏｃ，８１（３）：４１３

４１６．

ＭｉｃｈａｅｌＪＥ，ＢｒｉａｎＡＣ，ＪｏｓｅｐｈＪＣ．２０１２．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Ｂｉａｓ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ａｎ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ｏｎ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ｍｏｄｅｌ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ｏｖｅｒ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Ｗｅａ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２７：１４４９１４６９．

ＭｉｎＳＫ，ＨｅｎｓｅＡ．２００６．Ａ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ｃｌｉｍａｔｅｍｏｄｅｌ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ｅｌ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ｗｉｔｈａ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ｇｌｏｂ

ａｌｍｅａ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ｆｒｏｍＩＰＣＣＡＲ４ｃｏｕｐｌｅｄｃｌｉｍａｔｅ

ｍｏｄｅｌｓ．Ｇｅｏｐｈｙｓ Ｒｅｓ Ｌｅｔｔ，３３，Ｌ０８７０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

２００６ＧＬ０２５７７９．

ＭｉｎＳＫ，ＨｅｎｓｅＡ．２００７．Ａ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

ｕｓ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ｅｌｅｎｓｅｍｂｌｅｓ．ＰａｒｔⅡ：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ｍｅａ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ＪＣｌｉｍａｔｅ，２０（１２）：２７６９２７９０．

ＭｏｌｔｅｎｉＦ，ＰａｌｍｅｒＴＮ，Ｂｕｉｚｚａ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ＴｈｅＥＣＭＷＦｅｎ

ｓｅｍｂｌ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ｒｔ

ＪＲｏｙＭｅｔＳｏｃ，１２２：７３１２１．

ＭｕＭｕ，ＺｈｏｕＦｅｉｆａｎ，ＷａｎｇＨｏｎｇｌｉ．２００９．Ａ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ｉｄｅｎｔｉｆ

ｙ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ａｒｅａｓｉｎ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

ｃｌｏｎ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ｏｐｔｉｍａｌ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ＭｏｎＷｅａＲｅｖ，１３７：１６２３１６３９．

ＭｕｄｅｌｓｅｅＭ．２０１４．Ｃｌｉｍａｔｅ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

ｃａｌａｎ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Ｍｅｔｈｏｄｓ．Ｌｏｎｄｏ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Ｐｒｅｓｓ，４７４．

ＮｉｃｈｏｌｌｓＮ．２００１．Ｔｈｅｉ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Ｂｕｌｌ

ＡｍｅｒＭｅｔｅｏｒＳｏｃ，８２：９８１９８６．

ＯｔｔｏＨｙｖｒｉｎｅｎ．２０１４．Ａ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ｉｄｋｅ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Ｗｅａ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２９：１７７１８１．

ＰａｌｍｅｒＴ，ＲｅｎａｔｅＨ．２００６．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Ｗｅａｔｈｅｒ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７０２．

ＱｉａｎＣ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Ｗｅｎ，ＦｏｎｇＳｏｉＫ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ＴｗｏＡｐｐｒｏａ

ｃｈｅｓｆｏ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ｎ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Ｅｘ

ｔｒｅｍｅ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ａｃａｏＨｏｔＥｘｔｒｅｍ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１２－

２０１２．ＪＣｌｉｍａｔｅ，２８（２）：６２３６３６．

ＲａｓｍｕｓＥＢ，ＩｎｇｅｒＨＢ，ＣｈｅｎＤｅｌｉａｎｇ．２００８．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ｏｗｎｓｃａｌｉｎｇ．Ｌｏｎｄｏｎ：Ｗｏｒｌ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１５．

ｖｏｎＳｔｏｒｃｈＨ，ＺｗｉｅｒｓＦ Ｗ．１９９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４８４．

ＷｉｌｋｓＤＳ．２０１１．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ｔｈｅ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３ｎｄｅｄｎ）．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６７６．

ＸｕＷ，ＺｈａｎｇＣ，Ｐｅｎｇ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Ａｔｗｏｓｔａｇｅ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ｓｔｏ

ｃｈａｓｔｉｃ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ｃａｓｃａｄｅｄ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ｖａｒｙｉｎｇ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ｏｆｆｌｏｗ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

Ｒｅｓ，５０：９２６７９２８６．

ＺｈａｎｇＸｕｅｂｉｎ，ＺｗｉｅｒｓＦＷ，ＬｉＧｕｉｌｏｎｇ．２００４．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ｅｘｔｒｅｍｅｖａｌｕｅｓ．ＪＣｌｉｍａｔｅ，

１７（１０）：１９４５１９５２．

ＺｈａｏＸｉｎ，ＣｈｕＰＳ．２０１０．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ｃｈａｎｇｅｐｏｉ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ｅｘ

ｔｒｅｍｅｅｖｅｎｔｓ（Ｔｙｐｈｏｏｎｓ，Ｈｅａｖｙ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ａｎｄＨｅａｔＷａｖｅｓ）：

ＡｎＲＪＭＣＭ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Ｃｌｉｍａｔｅ，２３（５）：１０３４１０４６．

ＺｈｕＹｕｅｊｉａｎ．２００５．Ｅｎｓｅｍｂｌｅ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Ａｎｅｗ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ｕｎｃｅｒ

ｔａｉｎｔｙ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ｄｖＡｔｍｏｓＳｃｉ，２２（６）：７８１７８８．

ＺｗｉｅｒｓＦＷ，ｖｏｎＳｔｏｒｃｈＨ．２００４．Ｏｎ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Ｊ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２４：６６５６８０．

５６４　第４期　　　　　　　　　　　　　　朱玉祥等：统计方法在数值模式中应用的若干新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