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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年代相似法制作短期气候预测方法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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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1951-2009年西安市和1959-2009年蓝田县的平均气温与降水量资料,采用气候

周期、气候背景等相似法,找出2009年的气候最佳相似年来制作其后期气候预测。结果表明:

西安近59a、蓝田近51a年平均气温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西安市城市化效应明显;与2009年气

候相似的年份为1968年和1987年,且1987年为最佳相似年,以1988年各月要素实况值作为

2010年预测值。经验证此相似法预测准确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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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似预报法广泛应用于中短期天气预报和短

期气候预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基本原理

是:根据某段天气的主要气象要素特征,寻找历

史上某些气象要素特征相似的个例,然后参照相

似个例的后期天气,作出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趋

势预报。近年来,一些学者对相似预报方法进行

了研究:张红英等采用了最佳气候找相似的预报

方法制作短期气候预测[1],赵翠君等以环流相似

找最佳相似年进行短期气候预测[2],西安市还没

有利用相似法制作短期气候预测的研究。本文选

用2009年11月1-3日北方大范围出现冬季首

次罕见的寒潮天气过程,根据历史气象资料统计

分析,发现此次过程与1968年和1987年同期天

气过程基本相似,因此采用相似年方法的基本思

路来制作2009年后期短期气候预测。

1 资料和方法

资料选用西安气象站1951—2009年、蓝田

县气象站1959—2009年的降水量和平均气温资

料;采用最小二乘法[3-4]分析气象要素的变化趋

势;预测检验采用距平符号一致率方法。

2 结果分析

2.1 相似年选定

用最小二乘法计算得出温度趋势拟合如图1
所示,可看到,近59a西安站年平均气温在波

动中呈上升趋势,升温率为0.35℃/10a。特别

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升温幅度更加明显,表

明90年代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剧,西安

市区城市化效应显著[5-7]。西安市其余6区县中,

蓝田站年平均气温上升趋势最不明显,升温率仅

为0.05℃/10a。为消除城市化效应,增加实用

和预测准确性,选用西安市有代表性的蓝田站进

一步分析。根据蓝田站51a气象资料统计对比,

与2009年相似,1968年与1987年同期均出现冬

图1 西安站1951—2009年年平均气温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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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首次罕见寒潮天气过程,降温幅度均为8~9
℃,认为与2009年气候具有相似性。

2.2 相似年分析

2.2.1 气候周期 从年平均气温趋势6阶拟合

曲线 (图2)来看,1959—2009年蓝田站平均气

温的年代际变化十分明显,1968年处于相对暖

期,1987年处于相对冷期,而2009年处于相对

冷期,从气候周期来看,1987年与2009年气候

更加相似。

图2 蓝田站1959—2009年年平均气温变化趋势

2.2.2 最佳相似年的筛选 选取适当的相似年,

再在找出的相似年中,找出具有相同气候背景的

年份确定为最佳相似年,最佳相似年后期的实况

值即为预测值。蓝田县1987年为厄尔尼诺发生

年,1968年为拉尼娜发生年,2009年与1987年

的气候背景相同,因此,1987年为最佳相似年。

同时,张冲等研究发现的西安近50多年来气象

灾害的发生与ENSO事件关系表明ENSO事件

对高低温灾害的作用要大于对洪涝灾害的作

用[8],进一步说明了1987年与2009年作为相似

年比较适宜。

2.2.3 第一相似年的确定 采用距平符号累加

法对选出的第一相似年和第二相似年进行相似

比较:先对预报年的前一年的各要素距平符号

与相似年相应时段的各要素距平符号进行相似

统计,距平符号相同记 “1”,距平符号不同记

“0”,然后将记数累加,挑选出累加和最大者

确定为第一相似年,将第一相似年后期各月要

素值作为预报年的预报值。即对1987年1-12
月月平均气温与2009年月平均气温同期值距

平符号进行相似统计,其累加和为7,1968年

累加和为4;同理1987年1-12月月降水量累

加和为8,1968年累加和为4。故确定1987年

为第一相似年。

2.3 检验

用上述找相似的方法对西安市2009年和

2010年的1-12月各月及年值分别进行回报和

预测,采用距平符号一致率法检验 (表2)。即

用1987年的平均气温、降水量实况来预测2009
年并进行回报检验,得到平均气温、降水量预测

的拟合率分别为9/13=75%和8/13=62%;用

1988年的平均气温、降水量实况对2010年进行

预测,平均气温、降水量预测的拟合率分别为

8/13=62%和9/13=75%。经验证预测准确率

较高,表明选取的相似性预报标准比较客观合

理,有一定的实用性。

表2 2009年、2010年平均气温和降水量趋势预测检验

预测时段
2009年 2010年

平均气温 降水量 平均气温 降水量

1月 正确 (偏高) 正确 (偏少) 正确 (偏高) 正确 (偏少)
2月 正确 (偏高) 错误 (偏少) 错误 (偏低) 正确 (偏多)
3月 错误 (偏低) 正确 (偏多) 错误 (偏低) 正确 (偏多)
4月 正确 (偏高) 错误 (偏多) 正确 (偏低) 错误 (偏少)
5月 错误 (偏低) 正确 (偏多) 正确 (偏高) 错误 (偏多)
6月 错误 (偏低) 错误 (偏多) 正确 (偏高) 正确 (偏少)
7月 正确 (偏高) 正确 (偏少) 错误 (偏低) 正确 (偏多)
8月 正确 (偏低) 正确 (偏多) 正确 (偏低) 正确 (偏多)
9月 正确 (偏高) 正确 (偏少) 正确 (偏高) 错误 (偏少)
10月 正确 (偏高) 错误 (偏多) 错误 (偏低) 错误 (偏多)
11月 正确 (偏低) 正确 (偏多) 正确 (偏高) 正确 (偏少)
12月 错误 (偏高) 错误 (偏少) 正确 (偏高) 正确 (偏少)

年 正确 (偏高) 正确 (偏多) 错误 (偏低) 正确 (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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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城花椒气候资源分析与气候区划

李小卫
(韩城市气象局,陕西韩城 715400)

摘 要:利用陕西省韩城市1961—2010年50a光、温、水等气象资料,针对花椒的生长分析了

当地的气象资源,结果表明:韩城气候特点有利于优质花椒的生长,热量充足,日较差大对花

椒物质积累有利;降水条件与花椒的关键生长期匹配;但随着气候变暖的影响,霜冻害、干旱、

连阴雨等气象灾害出现的频率增大。据此进行了花椒适宜栽种气候区划,对合理利用气候资源

以及防灾减灾起到指导作用。

关键词:花椒;气候资源;气候区划;韩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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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韩城处于半干旱区域,地势为西部深山、

中部浅山、东部黄土坮塬,有花椒生长的优越气

候条件及丰富的种植资源,花椒主要分布在中部

浅山地区,海拔高度在500~800m之间。所产大

红袍花椒以 “穗大粒繁、皮厚肉多、色泽鲜艳、

香味浓郁、麻味适中”享誉全国。韩城市从20世

纪80年代开始大力发展花椒产业以来,不仅增加

了农民收入,还改善了农业生态环境,提高了森

林覆盖率,控制水土流失,产生了很大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但是随着树龄老化、病虫害增多

以及气象灾害的影响,花椒产量下降,甚至出现

椒树成片死亡现象,花椒产业布局面临调整。利

用韩城1961—2010年光、热、水等气象资料对韩

城花椒种植的气候资源进行分析,从气候角度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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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用年代相似法制作短期气候预测是一种可行

的短期预测方法。应用时需要注意几点。用相似

年做预测必须要有较长的气象资料,资料越长越

好。因为较长的历史资料才可选出最佳相似年,

最短不能少于30a。20世纪90年代后城市化进程

不断加剧,因此应注意城市化效应的影响。找出

的相似年≥2a时,要考虑气候周期、气候背景、

异常气候等影响,找出最佳相似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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