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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 中国东部 127站 47年 (1951—1997)夏季(6—8月)的降水距平百 

分率数据进行客观分类。分析了我国东部夏季主要雨型的空间和时回特征。 

应用 Ward方法对上述数据进行分类计算，井将此分类计算结果作为 K一均值 

方 法进行分类的初始类(凝聚类)，通过逐个修改 ，得出最终分类。 

经过 比较，应用上述两种方法相结合的算 法得出的中国东部夏季三类雨型的 

空间分布特 征与 目前 国家气候中心业务工作中常用的三类雨型的空间分布特征比 

较相似，其出现年代与业务中使用的三类雨型出现年代的符合率相当高。研究指 

出 ，应用上述数学模型方法 可使每年夏季雨型的划分较客观 ，并能部分改进主观分 

类的某些不足 。 

本项工作中还采用了其它的数学模型、方法进行计算、分析和 比较，最后进行 

了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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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水 枣耽 翌 
汛期降水是我国季风降水的重要特征。我国汛期降水的时段主要集中在夏季，地点又主要 

集中在东部。因此，研究我国东部夏季降水是具有重要的意义 

夏季雨型的划分在短期气候预测中很是重要 ，国家气候中心在业务工作中采用与雨带气 

候位置有关的三类雨型 。 ：即第 1类雨型(北方型)，主要雨带位于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江 

淮流域大范围少雨 ，梅雨偏弱并带有较明显的伏旱，江南南部至华南一般为一次要雨区(图 

1．1)；第 2类雨型(中间型)，主要雨带位于黄河及长江之间，雨带中心一般位于淮河流域一带 ， 

黄河以北及长江以南大部地区少雨 (图 1．2)；第 3类雨型(南方型)，主要雨带位于长江流域或 

江南一带，淮河以北大部地区及东南沿海地区少雨 (图 1．3) 这种雨型的划分具有不少优点， 

首先是雨型类数不多，能够抓住夏季降水的主要特征，求大同存小异，根据我 国东部大多数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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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的器测资料年代不太长的具体情况，雨型数量少一点，有利于分析规律，进行预测}其次，雨 

型的划分与雨带位置 自北 向南有关 ，有着明显的气候意义，并突出了最大洪涝可能发生的地 

区。但是这种雨型划分的方法有所不足。因为凭 目测的经验划分有时不免有些主观成份，因此 ， 

需要应用客观的教学方法进行计算 ，使主、客观方法相结合以改进划分雨型的工作。 

圈 1 夏季三类雨量的辟水距平百分事分布情况 

(1·1)1类雨量 (1．12)2类雨盟 (1．3)3类雨型 

F 1 The di珩  utloa。f the pre~plt帅ti |n口m y pe
r。ent corⅢ  dnd to three 

raLnl'all patterns lⅡ~serern China 

(1·1)l rainhU pattertt (1·2)2~ra BII patIerⅡ (1
． 3)3~rBi ¨。ntm  

I 资料和方法 

1．I 资 料 

堡 ． 妻的 国东部地区127站(图z)夏季(6—8月)降水距平百分率资料，将多 雨区内降水距平百分率最大的区域作为
主要雨带，划分出历年的主要雨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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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z 我国京都 127站分布示意图 

F ．z The distzlbmion 0f l27 ststion$l tern ch Ⅱa 

1．2 数学方法 

1．2．1 Ward方法 

Ward方法又称离差平方和方法0]，其思想来源于方差分析 。当所分类型比较合理时 ，同 

类型内样本的离差平方和应当较小，而类型与类型之间的离差平方和应当较大。本文采用的 

Ward方法是先将各样本自成一个类型，每次缩小一类，选择使雨型内部离差平方和增加摄少 

的那两类雨型合并⋯⋯，直到全体样本归为一类为止 ] 

1．2．2 K一均值方法 

K一均值方法又称 MacQueen法0]，其基本思想是把每个样本聚集到其初始类(凝聚类)， 

通过逐个调整、修改，得到摄终分类“]。 

由于 Ward方法分类时，当样本一旦划分到某个类型后就不能再有变动 而 K一均值方法 

可以避免这个局限性，在选定一个初始分类后 ，可以进行不断的修改、调整，直到分类 比较合理 

为止。因此，本文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将 Ward方法分类的计算结果 ，作为 K一均值方法计 

算的初始类 ，经过不断调整、修改 ，得到中国东郭夏季三类雨型。 

2 分析结果 

根据上述数据资料和数字方法进行计算 ，经过人一机结合的考虑 ，得出中国东部夏季降水 

分型结果(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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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3 夏季三粪裙塑(新)的降水距平百分窜分布图 

(3．1)为 1樊雨型 (3．2)为 2粪雨塑 (3—3)为 3菪雨型 

H 3 The d~tribotion。f the precJp[tstloa anomaly percent~ e of three rainfall 

patterpJ ia eastern chlna(new) 

(3．I)I· raLn~dl pattern (3．2)2 ra~lfell pattern (3—3)3 rainh[I psttera 

从图上可见新的中国东部夏季雨型的主要特征突出，与使用的主观经验性划分的分布特 

征基本符合0】，同时较原有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业务使用的三类雨型，三类雨型的雨带的 

地理位置更加清楚，多雨、少雨范围及中心的分布亦明确 ，三种不同的雨型之间的差异更加明 

显 ，特征更加突出，同时也使个别特殊年份(例如 1961、1973．1993年)由于其降水分布较分散、 

雨带分布较特别，在原有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业务工作中较难确定其雨型，在引进客观的 

数字方法后能够较为准确的判定其雨型。 

表 1列出自1951年至 1997年的各类雨型出现情况，其中 1类雨型22年，占46．8 ；2类 

雨型 15年，占 31．9 }3类雨型 10年，占 21．3 。显然，1类雨型出现年份最多，2类雨型次 

之，3类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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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夏季三类雨型出现年份 

Tahie 1 Each year corresponding to three rainfall patterns．m summer of eastern China 

l类雨 

型 

2类雨 

型 

3类 陌 

型 

五五 丽_liii 9&1 19“ 1966 1967 1968 197Q 1973 1974 1976 1977 197g 1979 

1981 1988 1988 1992 1994 1995 1 997 

1951 1965 1985 1956 1957 l96O 1962 1965 1965 1971 1972 1975 198~1986 199O 

1954 1969 1980 1982 1983 1987 1989 1991 1 993 1996(1998) (1999) 

注，表中带括号的年份 1998、1999年，以其作为独立样本对其进行归类 ，使用最短欧氏距 

离和相似系数综合判别 ，结果为 3类雨型，与实况相符。 

值得注意的是：2类雨型在 5O年代、6O年代和 7O年代出现的年次较多(12／15)，而 自8O 

年代到 9O年代出现就较少(3／15)I反之，3类雨型 自5O年代到 7O年代出现的年次很少(z／ 

10)，而 自8O年代到 9O年代时段内就颍频出现(8／10)。 

从各类雨型的持续性来看，连续两年出现 1类雨型的共有 8次(其中1966—1968年连续 

3年出现1类雨型11976--1979连续 4年出现1类雨型){而 2类雨型连续两年出现的有 4次 

(其中 1955—1957年连续 3年出现 2类雨型)1只有 3类雨型持续性较差，47年中其出现过 

1982—1983年 1次 加上 1998一I 999年，在 49年中才出现 2次连续两年为 3类雨型 。 

从 500hPa高度场上来看，每一个雨型都与特定的大气环流背景相配置，重新确定的 3类 

雨型较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原有 3类分型在 500hPa高度场上配置基本相同，图 4为我国 

东部地区三种雨型对应的 500hPa高度距平场合成囝，各类雨型的环流特征如下 ： 

(1)类雨型(图 3．I)，在北半球中高纬度主要距平槽脊为三波型。在两大洋的中低纬度及 ’ 

亚洲大陆南部均为正距平，表明北半球副高偏强 与我国天气气候直接有关的亚洲地区的环流 

特点是在贝加尔湖至新西伯利亚南部为一强的负距平区，渤海湾至朝鲜半岛为一强的正距平 

中心区，西太平洋 3O 以南又为一负距平区，即东亚一西太平洋地区从高纬到低纬为一典型 

的 一+一 的距平型。这种距平场的配置表明，东亚副热带锋区偏强偏北，西太平洋副高偏强 

且位置偏北偏西。 

(2)类雨型(图 3．2)，在北半球中高纬度主要距平槽脊也呈三波型，但其位相比 1类雨型 

年向东偏移约 20—4O个经度 整个半球的副热带地区均为负距平，尤以两大洋及非洲地区更 

明显，表明北半球副高偏弱。在欧亚地区主要呈两槽一脊型，东亚为一低槽 ，副热带锋区比 1类 

雨型向南扩展 ，西太平洋副高一般偏弱且位置偏东或稍偏南。 

(3)类雨型(图 3．3)，该型主要距平槽脊的位相分布与 1类雨型几乎相反，其中尤以东亚 

地区更为明显。而整千半球的低纬地区以正距平为主，表明副热带高压一般亦偏强，但位置偏 

南。从欧亚西风带到东南亚副热带地区，500hPa高度距平的正负中心呈很有规律的“+一+ 

的帔列分布。它与 1、2类雨型，特别是 1类雨型的形势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类雨型形势的最主 

要特点是，东西伯利亚地区多阻塞形势，东亚锋区有明显的分支现象，其南支西风带显著偏南 

偏强，西太平洋副高一般偏强，但位置异常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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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寻 旧 

圈 4 我国东部地区三种雨型对应的 500hP̂ 高度距平垢音成圉 

(4、1)为 l类雨型l (4．2)为 2粪雨型l (4、3)为 l类雨塑 

F 4 Comp~ idon of 50~hPm anoma1~~orr．poadi~ to曲 ch raiafall~ ttern．岫 e_Itern China 

(4．1)to‘ ra BhU psttern ( Z)tD‘钍衄 d工昌infaU pa曲￡m (I_3)toth dI_iⅡf|U pat健m  

3 讨 论 

气象资料(或气象要素场)划分类型的数学方法较多，在本项工作 中我们还先后应用主成 

分分析(气象上称为 EOF方法)和因子分析 (气象上称为 REOF方法)进行试验“ 】。通过 比较 

发现 EOF方法和 REOF方法的分类是有差别的，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即在提取不同 

的几个主要成分后 ，当再进行拟台场计算时，发现拟合场与原始要素场有严重的失真。在中国 

东部夏季降水距平百分率的数值改变较大，甚至有部分台站的降水距平符号都改变了．以致影 

响划分雨型的最后结果。(有关 内容 ，将另文进行阐述和讨论)。 

作为夏季降水的主要预报对象一雨型划分后 ，在业务部门来说，关心的问题是未来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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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地区夏季出现哪一类雨型的可能性最大?短期气候预测的可能因子多种多样 ，预测的数学 

方法也很多。如何应用适当的教学模型和方法，来找出预报对象和预报因子的线性和非线关 

系，从而建立有物理背景的预测方法，这是今后需要进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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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SUM M ER RAINFALL PATTERNS 

IN EASTERN CHINA 

Xu li Zhao Zhenguo W ang Yongguang Chen Guozhen 

(NationalCli~ teCemer，B~'jtng1OO081) 

Shl Ji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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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infall patterns in eastern China(127 stations)in summer are investigat． 

ed．The Ward’S method and K--means method are used to cluster the rainfall data durinE the 

period of 47 years(1951--1997)．The rainfall data can be objectively divided into three kinds， 

i．e．the first kind(northern pattern)，the second kind(middle pattern)and the third kind 

(southern pattern)． 

It i8 found that there are marked differences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口atial stracture 

of summer rainfall patterns． 

In addition，we found that there ate similarity to the operational rainfall patterns of NCC 

in many ways． 

Finally，a brief discussion is given． 

Key words Major rain belt in summer Ward S method Eastern Chins K—mcan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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