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藏高原加热场对中国夏季降水的影响 

三堑擅 
(中国人民解放『查89820部T̂气象室 河南 洛阳 471003) 

摘 要：利用青藏高孱秘季o 8m地温资料，对青藏高原加热场进行描述：通过对高原加热场与我国夏季降水 

的相关一1生势析发现，高原加热场与我国夏季降水呈负相关若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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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青藏高原海拔高，面积大．地形复杂，对全球气候有显著 

影响。许多人研究了青藏高原对我国及东亚环流的影响⋯， 

而对高原加热场状况的研究却较少。青藏高原夏季是一个强 

太的热源，对我国降水有重大影响。本文利用高原0 8 m地 

温资料，对加热场进行了描述 并探讨了高原加热场与我国夏 

季降水的柑关性，技出了高原D口热场与我国夏季降水呈负相 

关的规律。 

2 高原加热场描述 

下垫面热力条件对长期天气过程的影响是近年来比较重 

视的研究课题 J。为更好地表征下垫面的热力披I兄．对中、低 

纬海面一般用海表温度(s卵 )l̂_来表征，对高纬度下垫面热 

力状况用海球 ]来表征，而对陆地下垫面热力状况用地表温 

度表征比较台适。本文利用高原地温作为指标来表征高原加 

热场的热力状况，并讨论高原枷热场对我国夏季降水的影响。 

取高原南部的 日咯则(29 13 N、88 55。E)、拉萨(29 42。 、 

94 2l。E)、林芝(29 33。N、94 21 E)，高原东部的昌都(31 11。N、 

96 56。E)及高原北部的香日德(36．02。N、97 48 E)代表整个高 

原；取0 8 m地温代表加热场。所用资料年代为1966--1996 

共31年。首先利用资料求月距平，然后 每年9、10、11月份 

的【)8 m地温距平的平均值作为秋季低温距平进行计算，得 

到0 8 m地温距平随时问(年)变化曲线(图略)。 

由地温距平变化曲线可 看出：高原加热场(地温)年际 

变化明显，各站的变化趋势也不一样 其中，日咯则、拉萨、林 

芝站年际变化基本一致，昌都、香日德的变化趋势与上述3站 

的差别较大，并且昌都和香日德的年际变化也不相同。这与 

5站在高原所处的位置有关。高原的热量来源主要是感热通 

量，感热通量与阻曳系数有关，而阻曳系数叉与地形有关，固 

此高原加热场的变化趋势可能与高原地理位置或地形有关。 

季国良等【 J曾用实测资料进行计算，结果发现高原各区加热 

场存在差别： 

通过计算高原5站0．8Ill地温距平的平均值，得到高原5 

站0．8Ill地温距平平均值随时间(年)变化曲线(图1)。由图 

I可以看出，高原加热场的年变化也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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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高原5站秋季地温距平随时问变化图 

3 高原秋季地温和我国夏季降水的关系 

使用资料：中国气象局160个标准站 1966～1996年的降 

水资料和高原5站0．8m地温资料。 

设 P̈ 为第i站第J年的降水距平， ̈  为高原第k站第 

』一1年秋季地温距平，R 为第 站的降水序列P 与高原第 

k站的地温距平序列 
，  

的相关系数，则有： 

N r ——————————————一  

R． 
．菁( ，，一 )( ． 一1一 )／√ 署( ． 一P-)( ． 一·一 ) 

式中，N为所用资料的年数，取N=31； 
1 ～ 

P 专，兰P ； 
一  1 N 

“ 去 一 
由上式计算出的相关系数得到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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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高原5站秋季地温距平与次年夏季我国降水相差图 

a--e分别为 日喀Ⅱ 、雹萨、昌都、林芝却蔷 日穗地温距平与我国 

夏重降 相关四 

图2只画出相关系数 l R l≥0．3的等值鲅，等值线间 

隔0．05，±0 3 内的值表示信度为90％时的相芙临界值的 

相关系数．阴影区表示信度为95~6时的相关临界值的绝对值 

≥ O 35的相关系数。 

从图2a可以看出：日咯贝I站上年秋季0 8 m地温与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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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及长 下游、川东、tll两省j：部到内蒙古等地区夏季 

降水相关关系较好．并且为负相关．极值区出现在我国西 ：地 

区和山西北部地区，分别为一o 49．．5、一0 373，均超过95％信 

度临界值：由止：可见，当秋季日咯则地温偏高时，上述地区次 

年夏季降水偏少；反之．降水蜊偏多 

从图2b可 看出：拉萨站上年秋季0 8m地温与我国西 

北部及黄河下游地区夏季降水呈明显负相关，在甘肃北音【；有 

一 一 o．5ol的扳值 青海北部有一一o 414的极值 二墩值均 

超过 95％信度临界值。由此可见，当拉萨站上年秋季0 8 m 

地温偏高时，黄河下游、日 肃两北部、青海北部等地区夏季降 

水偏少；反之 降水偏多。 

从圈2c可以看出：昌都站私季地温与次年夏季降水相黄 

关系较好的地区有华南、华北部分地区及长汀下游部分地区 

且均为负柑关。其中，与华南地区相关最显著：在广东东南沿 

海和海南北部分别有一o 560、一o 537曲极值区，在广西中部 

及湖南南部分别有一0 492、一0 456的极值区．上述极值均超 

过9591一信度临界值。由此可见，昌都站秋季地温对1灾年降水 

的影I r向区主要集中在以上地区。 

围2d表明：林芝站赦季地温与我国内蒙古东部、山西北 

部、河北南部、四川盆地及广西等地区次年夏季降水相关关系 

较好．且为负相关。其中，在内蒙古东部和广西区分别出现 
一 0 433、一(】 492的般值区。由此可 ，林芝站秋季地温偏 

高．上述地区次年夏季降水偏少；反之则偏多。 

从图2e可 看出：香日德站秋季地温与次年我国夏季降 

水相关显著的地区为东北地区、高原南部、四．Il盆地、陕西南 

部等地。其中，与四JIl盆地相关特别显著．极值达 一0 528。 

由此可见，香日德秋季地温变化主要影响上述地区次年夏季 

降水．并且对四川盆地影响最大。 

上述分析表明，高原不同部位的加热场对我国 犬1午夏季 

降zK的影响区域不同：高原东部加热场主要影响华南地区．高 

原南部主要影响我国北部地区，高原j 部主要影响四川盆地。 

这与前面描述的高麒加热场有3种类型是一致的。 

把高原5站微季0 8 m地温距平的平均值序列和中国 

160个标准站瓦币降球Ij 歹Jf ^f．述公 计算，得到图3一 

图3 高原5站秋季平均地温距平与次年夏季我国 睾水 】士圈 

由图3可看出：高原讯季地温与除华南 外的大部分地 

区次年夏季降水都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包括高原本身 相关特 

别显著的为我国的东北、西北、西南及黄河中下游地区，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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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夕一 三门峡市关键农事季节降水量预报业务系统 

堂皇且，堑焦主 李德录 
(j门峡市气象局，河南 三门峡 472g~0) ．{=I · 

摘 要：幸系统设置春播、三更、最播3个预报 手模块和回归方程系数计算模块。采用人札交互方式，照屏幕 

提示豆接输 入3个预报噗块所需要的从国京以致省气象信息司络终端接收到的与预报对泉相差较好的数值预报产 

品固子值和车站实况费斟后，可自动对辅A的原始数鹰进行0、l化处理并代A预报方程计算．对计算结果与预报临 

埴进行比较和判断 然君把春吾期0--48 h有、王雨 及有、无10II~TL碡 预报和三夏期、麦播期的降水量趋势预 

报结果艰据需要输出到计算机屏幕或打印机。回归方程系数计算摸寰运暂看，照屏幕提示能够对新的回Il了系数方 

程组的系数距阵进行求解，从而建立新的两报方程。对主蕴程序稍加修 改可 增加新的系统模块。对相应系统模 

1 研究内容 

以春播、三夏和麦播三个关键农事季节的降水量为预报 

对象，分为预报方程和人机交互系统的建立两个步骤来完成。 

2 预报方程的建立 

2 l 春季短期分级降水预报方程的建立 

2 l 1 预报对象 

选用春播期(4～5月)0～48 h的晴雨预搬和≥l0 nm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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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预报两个量级作为预报对象尸。 

2 1 2 预报 西于 

选择逐 日日本预告图上三门峡市降水量、欧洲中心 500 

bFa预告图上南支槽前等高线条数、700 hPa高空图上酒泉或 

北京24 h变温、7oo或500 hPa囤上河套西部影响系统和单站 

东风伴增湿(增压)等5个相关性较好的因子作为样本资料。 

2 1．3 各 因子编码 

：当天日本预告图Eft2、E03、s04上，其中之一预报三 

fl峡市有降水量时，工．=l，否则为0。 

分别为 一0．456、一0．439、一0 489、一0 440。由此可见，当高 

原加热场加强时，次年我国太部分地区降水将偏少；反之．降 

水将偏多。 

图3还可以看出，高原平均加热场与华南地区夏季降水 

关系不太密切。这可能是由于华南处于较低纬度，叉临近西 

太平洋，夏季降水受副高和海洋加热场影响较大，因而与青藏 

高原加热场的相关关系不太密切。 

此外，还计算了秋季高原5站0．8 rrl地温及5站平均地 

温和我国春季(3～5月)降水的相关系数，结果发现，高原上 

年秋季地温与我国本年春季降水的关系没有与夏季降水的关 

系明显。 

我国处于西风带中，当大气翻越高原时，由于高原对大气 

的热力和动力作用，在高原上空形成上升区，在高原东侧下 

沉，从而影响我国降水。如果高原加热场过强，下沉区可能会 

在西太平洋上。这样，不仅我国降水偏少．同日寸也影响到太平 

洋地区的降水。 

4 高原加热场特％Ⅱ异常与我国降水 

取0 8 ITI地温距平>1．0℃的年份为异常偏暖年，< 
一 1 0℃的年份为异常偏岭年。由图l可以看出，1975、1985、 

1987年为高原异常偏暖年，对应次年夏季我国降水偏少； 

1977、1982年为高原异常偏冷年，对应次年夏季我国降水偏 

多。这与黄忠恕陉J所得结果不同。这也说明，用 0．8 m地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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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高原加热场和用地温表示高原加热场是有区别的。 

5 结 论 

(1)青藏高原秋季加热场(地温)年际变化明显；高原不 

同部位加热场年际变化趋势不同．这和加热场在高原的地理 

位置有关。 

(2)高原秋季加热场异常与我国夏季降水呈明显的负相 

关，即影响我国夏季降水，而对春季降水影响较小。 

(3)不同部位的高原加热场异常，影响我国夏季不同区域 

的降水：高原北部加热场的异常，主要影响四JIl盆地夏季降 

水；高原东部加热场的异常，主要影响华南地区夏季降水：高 

原西部加热场异常，主要影响我国北部夏季降水。 

(4)高原加热场特别异常年，即冷年和暖年，对应我国次 

年夏季降水偏多和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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