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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利用中国冬季逐日平均气温均方差作为气温季节内变率指标!分析其变化特征并探讨引起季节内变率异常的环流

背景'结果表明!中国冬季气温季节内变率总体呈减弱趋势!对气候增暖趋势响应明显!其年代际变化和东亚冬季风年代际

转折时间相吻合'当气温季节内变率异常偏强时!冬季平均环流场上呈类似准正压结构!平流层极涡偏弱!对流层中高纬呈

类似斯堪的纳维亚遥相关型分布!低层西伯利亚高压偏强!北大西洋涛动$

MNO

%为负位相(

MNO

同我国东部气温变率联系密

切!进一步分析揭示出
MNO

是通过影响西伯利亚高压的高频变化来作用于气温季节内变率'最后!通过提取天气)次季

节)季节不同时间尺度上的大气环流内部变率!发现在各个尺度上!气温季节内变率均受西伯利亚高压和东亚冷涡的调控作

用(尤其在天气尺度上!阿留申低压频繁波动及上游欧洲脊的稳定少动与气温变率有密切联系!季节尺度上欧亚阻塞高压和

鄂霍次克海阻塞高压异常对气温变率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均方差!季节内变率!北大西洋涛动!西伯利亚高压!尺度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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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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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自上世纪中期以来!全球年平均

气温上升了
"$J̀

左右!尤以冬季北半球中高纬地

区增暖最明显'因而暖冬成为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

问题!但在暖冬里!寒冷的音符并未休止!

!#

世纪以

来伴随东亚冬季风再次转强$梁苏洁等!

!"#&

%!大规

模寒潮+暴雪频繁侵袭欧亚和北美大陆!极端低温事

件频发!全球气候似乎又进入一个新的波动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观测事实表明!中国

冬季气温季节内差异明显!前冬和后冬冷暖异常急

转的现象频繁出现&如
!""#

年前冬$

!""#

年
#!

月%

全国一致偏冷!后冬$

!""!

年
#

)

!

月%转为偏暖(

!""'

*

!""J

年的情况则与
!""#

*

!""!

年相反&前冬

整体偏暖!而后冬异常偏冷!并发生了历史罕见的低

温雨雪冰冻灾害$丁一汇等!

!""J

(王东海等!

!""J

(

布和朝鲁等!

!"#J

%(

!"#&

*

!"#K

年前+后冬出现冷
)

暖转折以及
!"#K

*

!"#*

年前+隆冬出现暖
)

冷急转现

象$司东等!

!"#*

(聂羽等!

!"#*

%等'据统计!前冬出

现全国性偏暖$冷%或北冷$暖%南暖$冷%的气温异常

时!而后冬出现类似和相反气温异常的概率分别在

K"a

左右$韦玮等!

!"#&

%!从预测角度来讲具有较大

不确定性!给实际业务会带来一定困扰和难度'与

此同时!北半球前+后冬气温变化趋势也呈现明显非

对称性$董文杰等!

!""(

(

:A,-.-789

!

!"#&

%&前冬呈

增温趋势!而后冬则为中性或降温的反转趋势(黄嘉

佑和胡永云$

!""*

%也曾指出!中国内陆前冬和后冬

的气温变化也存在不同的趋向性!且这种趋势与整

个冬季平均的趋势是不同的'

1-=-789

$

!"##

%利用

月平均冬季风强度指数的隔月差定义季风变化的倾

向指数$

I2R

%!描述冬季风演变过程!

#

月前为正而

进入
#

月后为负!对应中国气温倾向在前冬一致变

冷!后冬一致变暖!这同北半球前后冬趋势正好相

反'同时!前+后冬气温的这些非对称性变化对整个

冬季增暖趋势具有一定调控作用'

以上情况表明!我国冬季气温变化存在季节内

转变的可能性!且这种转折极易造成极端气候事件

的发生'然而!通常科研和业务上主要是针对整个

冬季的平均气温!这存在局限性并会掩盖一些问题!

自然季节的这种季内转折特征在整个冬季平均场上

无法体现'随着社会不断发展!针对整个冬季平均

气温的预测已逐渐不能满足各行业的实际需求!季

节内尺度如次季节预测正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

$

O>G8.8.?N9D8;-X

!

!"#J

(

6=8.

4

-789

!

!"#J

(蓝柳

茹和李栋梁!

!"#L

(李思和武炳义!

!"#L

%'中国冬季

气温变化在不同时间尺度受不同因子影响$康丽华

等!

!""*

%!此前已得到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而关于

季节内尺度方面的研究较少!一方面是对气温季节

内尺度变化的认识还存在一定局限!对其相关机制

及可预报性来源的研究尚无定论!另一方面已有研

究中发现的影响因子间复杂的非线性相互叠加且在

季节内尺度上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封国林等!

!""J

(何溪澄等!

!""J

%'

气温的变化不仅包括均值的演变!还包括均方

差+极值等统计参数的变化'以往研究多针对冬季

平均气温的年际+年代际变率特征展开研究!为冷暖

冬预测提供极其重要的科学参考价值!但对于冬季

气温季节内变率方面研究较少!如季节内气温波动

J!(

""""""""""""""""""" "

气
""

象
""""""""""""""" "" """

第
&'

卷
"



和变化稳定性等'均方差作为描述变量变化离散程

度的重要统计量!代表均值变化的稳定性及强弱程

度!均方差越大表明均值稳定性越弱!极端性越强!

因此均方差可用来衡量要素变化的稳定性情况!进

而反映变率特征'本文利用气温均方差这一统计量

来刻画气温变率!分析在气候变暖背景下中国冬季

气温季节内变率特征!并进一步探讨其影响因子及

可能机制!突破仅从季节平均角度认识冷暖冬异常

的局限性!尝试从另一角度认识冬季气温的变率特

征及其机制!以期为我国冬季气温季节内预测提供

新的视角和参考依据!进一步提升冬季气候预测的

精细化水平'

#

"

资料和方法

1$1

"

资料说明

站点资料来自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台站观测数

据集!选用序列完整+可靠性较高+分布均匀的中国

(*&

个站冬季逐日平均气温(格点资料选用美国国

家环境预测中心$

M87=A.89:-.7-;>CA;T.D=;A.)

G-.789P;-?=<7=A.

!

M:TP

%提供的风场+海平面气压

场和位势高度场再分析资料$

b89.8

B

-789

!

#LL*

%!

水平格距为
!$Kcd!$Kc

'资料起止时间均为

#L*#

)

!"#J

年!冬季指
#!

月至次年
!

月'

1$2

"

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冬季平均气温均方差作为度量冬季气

温季节内变率的指标!均方差值越大!表明冬季平均

气温稳定性越弱!其高频波动越强(均方差值的年际

变率越大!冬季平均气温变化趋势的稳定性也越弱!

因而气温均方差可反映出冬季气温冷暖波动及其变

化趋势的平稳性'

针对
#L*#

)

!"#J

年冬季全国
(*&

个站逐日平

均气温序列!利用公式$

#

%计算历年各站平均气温均

方差序列
!

!

"

$

!

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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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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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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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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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槡
!

$

#

%

式中&

!

为测站数!

"

为年份!

'

为冬季日数$

'e#

!

!

!

,!

&

%!

(

'

!

"

表示逐日平均气温!

$

(

!

"

为整个冬季的平

均气温'

文中需进一步分析气温变率和环流变率的联

系!冬季环流场的均方差也参考上述方法计算!用来

表示大气环流季节内变率的强弱'不同尺度环流分

量信号采用
Z@77-;FA;7,

带通滤波器对逐日环流场

进行滤波!分离出冬季不同尺度的环流分量!本文主

要提取了
!

"

#"

+

#"

"

("

+

("

"

*"

和
*"

"

L"?

四种

尺度分量!代表天气尺度+延伸期尺度+次季节尺度

和季节尺度信号!再并根据式$

#

%计算出不同尺度环

流场的均方差!代表不同尺度环流分量的季节内变

率'

!

"

中国冬季平均气温季节内变率特征

及环流分析

2$1

"

冬季气温季节内变率特征

根据式$

#

%计算全国
(*&

个站
#L*#

)

!"#J

年冬

季气温均方差场!首先对该场在空间维平均!即对全

国范围进行空间平均后得到时间序列!该序列的变

化可反映中国冬季气温季节内变率的时间演变特征

$图
#8

%!全国平均气温均方差总体呈线性减弱趋

势!表明近几十年来气温季节内变率逐渐趋弱'同

图
#

"

#L*#

)

!"#J

年中国冬季平均气温均方差的

$

8

%时间演变序列和$

E

%多年平均空间分布

3=

4

$#

"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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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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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表现出明显的年代际特征!

!"

世纪
J"

年代中

期以前!处于变率偏强时期!意味着中国冬季气温冷

暖波动频繁!处在稳定性偏弱的阶段(

!"

世纪
J"

年

代后期至
!#

世纪初!明显转弱!表明此阶段冬季气

温季节内稳定性增强(

!""&

年以后!再次增强'以

上年代际变化同东亚冬季风年代际转折时间相匹

配!特别是
!"

世纪
J"

年代后期东亚冬季风偏弱至

!""K

年再次转强$梁苏洁等!

!"#&

(

18.

4

8.?:,-.

!

!"#&

%!这与气温季节内变率的转折期相吻合'由此

表明!东亚冬季风年代际变化也可能会影响中国冬

季气温的季节内变率!对气温波动及强弱程度产生

影响!进而影响气候变暖的稳定性'此外!气温季节

内变率的年际振荡较明显!尤其在近十年!这与近年

冷暖冬交替现象频繁也具有一定联系'与此同时!

对气温均方差场在时间维平均!得到全国各站的气

温均方差的多年平均值!分析其空间特征$图
#E

%!

发现中国北方大部和长江以南地区冬季气温季节内

变率明显大于其他地区!尤其在东北和新疆北部地

区$变率大值区%!这是由于我国北方易受冷空气频

繁侵袭所致'值得注意的是!长江以南存在另一变

率高值区!这可能同东亚冬季风-北弱南强.模态$彭

京备和孙淑清!

!"#'

%存在一定联系'变率低值区主

要位于中国西南地区!表明该地区冬季气温稳定性

较高!高频波动相对较弱'

""

图
!8

为冬季平均气温及气温均方差变化趋势!

冬季我国大范围地区平均气温呈增加趋势!尤其青

藏高原地区最明显!增温速率达
"$&`

/$

#"8

%

f#以

上!而华南和西南东部则呈变冷趋势'在此增暖背

景下!均方差趋势系数分布显示全国为一致减弱趋

势!尤其东北地区的减弱趋势最明显'根据各站平

均气温和均方差的相关图来看!全国大范围地区为

负相关区!显著区域位于我国北方地区!在新疆和东

北地区表现最突出!说明北方冬季平均气温异常对

气温季节内变率具有较好的指示性!气候增暖$变

冷%则意味着季节内变率减弱$增强%'

2$2

"

影响气温季节内变率的环流异常特征

!$!$#

"

冬季平均环流场

大范围或局地地面气温异常与大尺度平均环流

异常具有直接联系!季节平均环流异常是季内气温

变率的背景场'图
(

给出了
#L*#

)

!"#J

年中国冬

季气温均方差对同期冬季地表气温+位势高度场及

海平面气压场的相关分布!当气温均方差偏强时!我

国北方及中东部地区气温显著偏低!而我国西南+华

南等区域气温略微偏高!意味着冬季西伯利亚地区

气温异常对我国北方冬季气温高频波动具有明确的

指示意义!这是由于冷空气易在西伯利亚地区聚集

加强后南下沿偏东路径影响北方地区$图
(8

%'高

度场上自高层至低层呈类似准正压结构!平流层表

现为极涡明显偏弱!北大西洋+北美地区和欧亚中纬

度上空为显著负相关$图
(E

%!研究表明!当平流层

异常强的极涡向下传播时!引起低层北极涛动$

N;<)

7=<O><=9987=A.

!

NO

%正异常发展!西伯利亚高压增

强!导致东亚沿岸东西气压梯度增加!有异常偏强的

季风$

:,-.8.?[,A@

!

!"#!

(

6=8.?08.

4

!

!"#"

%!我

国南部地区温度易偏低!而东北和亚洲中高纬度地

图
!

"

#L*#

)

!"#J

年中国冬季平均气温及其均方差的$

8

%趋势分布"填色&平均气温趋势!单位&

`

/$

#"8

%

f#

(

等值线&均方差趋势!单位&

`

/$

#"8

%

f#

#及$

E

%两者相关分布$填色!打点区表示通过
"$"K

显著性水平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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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L*#

)

!"#J

年中国冬季平均气温均方差和同期$

8

%地表温度场+$

E

%

K",P8

位势高度场

$

<

%

K"",P8

位势高度场+$

?

%海平面气压场的相关分布

$填色区为通过
"$"K

及以上显著性水平检验%

3=

4

$(

"

:A;;-987=A.<A-CC=<=-.7E-7F--.G-8.D8;=8.<-AC:,=.8

0

>F=.7-;7-G

H

-;87@;-=.

#L*#f!"#J8.?<A;;->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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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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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87@;-C=-9?

!$

E

%

K",P8

4

-A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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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7C=-9?

!$

<

%

K"",P8

4

-A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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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C=-9?8.?

$

?

%

>-89-D-9

H

;->>@;-C=-9?

$

:A9A;-?8;-8>,8D-

H

8>>-?7,->=

4

.=C=<8.<-7->7AD-;"$"K9-D-9

%

区温度增加$

18.

4

8.?:,-.

!

!"#&

%'反之!当异常

弱极涡向下传播时!会引起大致相反的过程!这与上

述均方差偏强时平流层极涡偏弱特征一致!因而平

流层弱极涡信号下传时!可能会导致我国北方地区

冬季气温季节内变率增强!易出现极端气温事件(对

流层中层$图
(<

%!自西欧)东亚呈现-

fgf

.型波

列分布!其中大西洋东北部和贝加尔湖附近为负异

常中心!斯堪的纳维亚上空为明显正异常!这种水平

环流异常同
+:N

$

Z8;.>7A.8.?6=D-X-

B

!

#LJ'

%正位

相特征非常一致!这种分布型可为极地冷空气向南

爆发影响中纬度地区提供有利的大尺度背景(海平

面气压场上!极地同北大西洋+欧洲+北美地区反向!

表明当气温均方差偏强时!对应北大西洋涛动

$

MA;7,N798.7=<O><=9987=A.

!

MNO

%负位相特征!同

时西伯利亚地区为显著正相关!表明西伯利亚高压

偏强$图
(?

%'

""

通过大气遥相关型和异常行星波活动等途径!

冬季
MNO

的影响可扩展到东亚地区!

MNO

负$正%

位相时对应乌拉尔山阻塞高压偏强$偏弱%!以及东

亚大槽加深$变浅%$

:,-.8.?[,A@

!

!"#!

%'值得

注意的是!冬季期间
MNO

与东亚气候之间的联系

存在明显的季节内差异!

1878.8E-8.?b=GA7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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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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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L*#

)

!"#J

年中国冬季气温均方差

与冬季
MNO

的空间相关分布

$打点区表示通过
"$"#

显著性水平检验%

3=

4

$&

"

+

H

87=89<A;;-987=A.?=>7;=E@7=A.E-7F--.F=.7-;

MNO8.?7,-F=.7-;7-G

H

-;87@;-G-8.D8;=8.<-

=.:,=.8=.#L*#f!"#J

$

VA7>,8D-

H

8>>-?7,->=

4

.=C=<8.<-7->787"$"#9-D-9

%

指出前冬
MNO

的信号局限在欧洲)大西洋区域!

但后冬
MNO

的信号可扩展到东亚和北太平洋'中

国位于
MNO

相关环流系统下游!谭桂容等$

!"#"

%

研究指出!

!""J

年
#

月中国气温异常与同期北大西

洋西风急流和
MNO

遥相关环流异常存在紧密联

系'

!""L

*

!"#"

年冬季!中国北方气温异常与
MNO

负位相密切相关$孙诚和李建平!

!"##

%!那么
MNO

是否与中国冬季气温季节内变率同样具有密切联

系1 通过分析!冬季
MNO

与中国冬季气温均方差

的相关系数为
f"$&L*

!通过
"$"#

显著性水平检验'

其中显著负相关区域主要位于我国东部地区!表明

冬季
MNO

为负位相时上述地区气温季节内变率增

强!气温稳定性偏弱!易发生极端气温事件!由此说

明冬季
MNO

的位相对我国冬季气温季节内变率也

具有较好的指示性'

""

相关研究还发现!

MNO

*

NO

可通过影响东亚

大槽+西伯利亚高压+东亚冬季风等系统!使其变得

更加活跃!使中国冬季大部分地区气温偏低!进而导

致极端低温频发$武炳义等!

#LLL

%'气温高频波动+

稳定性减弱的直接因素是环流系统波动异常产生的

天气过程!因而
MNO

可能通过相关环流的高频变

化来影响气温季节变率'通过计算冬季逐日海平面

气压的方差!代表近地面大气环流的季节内变率!反

映其高频变化和稳定性'根据中国冬季气温均方差

同海平面气压$

+6P

%方差的相关场$图
K8

%显示!亚

速尔群岛+赤道大西洋地区+北极)西伯利亚)贝加

尔湖及以南大范围地区呈明显正相关区!且一直向

南延伸至中国北方及东部地区!其显著中心区与西

伯利亚高压活动中心区一致!冰岛附近为显著负相

关区!意味着
MNO

负位相偏强时!有利于西伯利亚

高压+冷涡系统活跃!易引起我国气温波动异常'提

取位于西伯利亚中心关键区$

&Kc

"

*KcM

+

*Kc

"

#!"cT

%范围内各格点
+6P

均方差的区域平均值!代

表西伯利亚高压中心区的季节内变率!中国冬季气

图
K

"

#L*#

)

!"#J

年中国冬季平均$

8

%气温均方差和$

E

%

MNO

指数分别

同海平面气压$

+6P

%均方差场的相关系数分布

3=

4

$K

"

:A;;-987=A.<A-CC=<=-.7?=>7;=E@7=A.AC:,=.8

0

>F=.7-;7-G

H

-;87@;-G-8.

D8;=8.<-=.#L*#f!"#J

$

8

%

8.?MNO

$

E

%

F=7,+6PG-8.D8;=8.<-;->

H

-<7=D-9

B

!((

""""""""""""""""""" "

气
""

象
""""""""""""""" "" """

第
&'

卷
"



温均方差与该中心区变率相关系数高达
"$K'J

!显

著通过
"$""#

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冬季西伯利亚

高压的高频变化与我国冬季气温季节内变率具有紧

密联系'此外!

MNO

同
+6P

变率场的关系也很好

反映出西伯利亚地区的高频波动对
MNO

异常的响

应$图
KE

%!二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即
MNO

负位相

增强时!西伯利亚至贝加尔湖及以南地区季节内变

率偏强'可见!中国冬季气温季节内变率异常!很大

程度上与
MNO

相关环流系统的季节内变率有关!

可能是
MNO

通过影响西伯利亚高压天气尺度上的

高频波动进而引起中国冬季气温的季节内变率异

常'

!$!$!

"

不同时间尺度环流分量的影响

为了揭示大气内部变率对气温季节内变率的影

响!利用逐日再分析资料!选取海平面气压场和位势

高度场两个物理量!采用
Z@77-;FA;7,

带通滤波方

法提取冬季内包括
!

"

#"

+

#"

"

("

+

("

"

*"

和
*"

"

L"?

四种尺度环流分量!接着计算各尺度环流分量

的均方差!用来反映冬季不同时间尺度上大气内部

环流分量的季节内变率'首先!

#L*#

)

!"#J

年中国

平均冬季气温均方差同海平面气压场的不同尺度分

量变率关系显示!西伯利亚)贝加尔湖)蒙古)我

国北方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区!西伯利亚高压在不同

时间尺度上的波动异常均会对中国冬季气温季节内

变率产生影响!因而近地层西伯利亚附近环流变率

异常尤其重要'在此提取海平面气压场关键区$

&Kc

"

*KcM

+

*Kc

"

#!"cT

%平均变率!分析气温均方差与

该关键区四种尺度平均变率的关系$图
*

%!均显著

通过
"$"#

显著性水平检验!同次季节尺度环流变率

的相关性最高!延伸期尺度次之!而天气尺度则最

弱!因而冬季内次季节尺度上的西伯利亚高压变率

异常对我国气温变率起到决定性作用'

""

与此同时!在天气尺度分量场上$图
*8

%!鄂霍

次克海)白令海地区+中南半岛及南海地区也出现

显著正异常区!而显著负异常区位于北美东部至西

欧地区!表明阿留申低压在天气尺度上的频繁波动

及上游欧洲脊的稳定少动与气温变率联系紧密(延

伸期和次季节尺度分量场$图
*E

!

*<

%均显示为显著

正异常特征!异常关键区主要集中在贝加尔湖及以

南延伸至中国南海及赤道地区!北大西洋地区也存

在显著异常区!其中
(#

"

*"?

尺度分量变率的影响

范围更集中+空间尺度亦更大'季节尺度分量的显

著异常区主要集中在新地岛和西伯利亚)巴尔喀什

湖)贝加 尔 湖 及 以 南 的 蒙 古 高 原)中 国 北 方

$图
*?

%!体现出冷空气源地和西伯利亚高压在较长

时间尺度上的波动对气温变率的重要影响'

""

图
'

为冬季
K"",P8

高度场上各尺度分量变率

与中国冬季气温变率的相关场!在
!

"

#"?

尺度上!

图
*

"

#L*#

)

!"#J

年中国冬季气温均方差和海平面气压场的$

8

%

!

"

#"?

!$

E

%

##

"

("?

!

$

<

%

(#

"

*"?

!$

?

%

*#

"

L"?

分量变率的相关分布

$打点区表示通过
"$"#

显著性水平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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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场不同尺度分量均方差的相关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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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西洋)欧洲)亚洲中西部地区为显著负相关!

北大西洋和北太平洋均呈-

gfg

.三极型分布!表

明中国冬季气温季节变率偏大时!对应欧亚中高纬

阻塞系统变率减弱或稳定维持!而鄂霍次克海阻塞

系统变率增强或易波动(

##

"

("?

尺度上!格陵兰

岛+西伯利亚及以北+西北太平洋地区和中南半岛及

以南地区呈显著正相关!反映中高纬地区波列异常

及东亚大槽的高频波动所带来的影响(其余两种尺

度的影响较相似!主要体现为欧亚阻塞异常的影响!

如乌拉尔山地区为正相关!表明乌拉尔山阻塞高压

在月)季节尺度上的变率对冬季气温高频波动具有

重要影响'

(

"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冬季气温季节内变化的角度!分析了我

国冬季气温季节内变率和稳定性特征!在时间上总

体呈线性减弱趋势!表明近几十年来气温季节内变

率逐渐趋弱!从而季节内气温变化稳定性增强!同时

气温季节内变率还具有明显的年代际特征!

!"

世纪

J"

年代中期以前!变率偏强!冬季冷暖波动频繁!稳

定性较弱!

J"

年代后期至
!#

世纪初!变率明显转

弱!

!""&

年以后!变率再次增强!这同东亚冬季风年

代际转折时间相吻合!因而东亚冬季风年代际变化

可能会对中国冬季气温的季节内波动的强弱程度产

生影响!进而影响气候变暖的稳定性'就空间上来

看!中国北方大部和长江以南地区变率偏大!是由于

我国北方易受冷空气频繁侵袭所致!长江以南高值

区可能同东亚冬季风-北弱南强.模态存在一定联

系'中国西南地区变率较小!表明该地区冬季气温

稳定性较高!高频波动相对较弱'当气温季节内变

率异常偏强时!冬季平均环流场上呈类似准正压结

构!平流层极涡偏弱!对流层中高纬呈类似斯堪的纳

维亚遥相关型分布!中低纬地区为大范围负异常区!

近地层上西伯利亚高压偏强!

MNO

为负位相(

MNO

同我国东部气温变率联系密切!进一步分析揭示出

MNO

是通过影响西伯利亚高压的高频变化来作用

于气温季节内变率'最后!通过提取天气)季节四

种时间尺度上的大气环流内部变率!发现在各个尺

度上!气温季节内变率均受西伯利亚高压和东亚冷

涡的调控作用(此外!在天气尺度上!阿留申低压频

繁波动及上游欧洲脊的稳定少动与气温变率有密切

联系!季节尺度上包括欧亚阻塞和鄂霍次克海阻塞

异常对气温变率有显著影响'

关于气温季节内变率!主要从中高纬分析了可

能的影响!那么热带地区是否也会对我国冬季气温

季节内变率产生一定影响!比如典型
TM+O

背景

下!是否会通过热带环流异常进而影响到气温季节

内变率!中高纬和热带的影响作用是否会存在一定

的年代际变化!以上问题值得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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