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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态气候 因子作农用长期
.

天气分级预报的试验

命曰 奋肖众 1之
.

侣亚几了田 夕匕

(广西玉林地 区 气象局

提 要

植物物候现 象是生态气侯内容之一
,

它是 当前加过 去相 当一 段 时间 内 环 境 因

素的综合反映
,

包括 当前和过去相 当 一段 时间内气候要素的综合反映
。

用 植 物 物

候现 象作为预报因子
,

与长期预 报时 象建立 相关模式
,

反映 气候因子 的综合性
,

具

有较好的物理意义
。

本 文主要用 茶树
、

.

橡胶树的第一 个物候现象为预报因子
,

采取

统计分级相关的方 法
,

预 报秋季干旱趋势
.

。

广西玉林地区地处低纬
,

南近热带海洋
,

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
,

随着季风的变化
,

一年

中有若干个明显的 自然天气 阶段
。

年际间从立秋至秋分这段时间
,

环流特征
、

控制系统
、

盛

行风向
,

以及气压
、

温度等要素相对稳定
,

大体上可划分为一个 自然天气阶段
。

但是
,

由于

副热带 高压中心位置和强度不同
,

登陆影响的台风 〔注 1〕 次数不同
,

在 同一 自然天气 阶 段

中
,

各年的 降水数量及时间分配仍有很大差别
,

常有不同程度的干早发生
。

这 时 期 正 是 晚

稻
、

甘蔗
、

香蕉
、

橡胶等作物旺盛生长的季节
,

天气干旱对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影响很大
。

为了探索这段 时期的干早趋 势
,

本文采用生态气候因予与 自然天气 阶段干旱的相 关 分 析 方

法 ,
试 图作干早的分级趋势预报

。

一
、

农业 干早的成 因及指标

入 秋后
,

本地常受副热带高压南侧环流控制
,

南面热带海 洋的台风或南海低 压 比 较 活

跃
,

当台风在适当地段登陆
,

次数比较频繁时
,

雨量就比较充沛
,

甚至发生洪涝
;
但当台风

路径偏南偏东
, 或登陆地段不适当时

,

本地 受副高控制
,

下沉气流旺盛
,

高温少雨
,

蒸发量

大
,

形成长期干早
。

这就是本地 区秋季明显 的自然天气阶段干旱
。

这种干旱有 两个显著的特

点
,

一是空间尺度大
,

常常影响几个县
,

甚至整个地 区
; 二是时间长

,

常常连续半个月
,

甚

至整个 自然天气阶段
。

由于大范围干旱
,

给农业生产和其他行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

1 9 8 0年
,

秋季严 重干旱
,

北流县晚稻受早 2 6 9 8 0亩
,

减产 1 0 3 7
.

5 4万斤 ; 旱地作物 受早 1 3 6 8 6亩
,

红茹

减产 30 2
。
5 9万斤

; 花生减产 6 7
.

0 7万斤
。

干旱有 自然原因和主观原因
,

自然原因是由于长期 高缸少雨
,

蒸发量大
,

上壤湿度少 , 主

观原因是由于支配生产的人没有采取适应性的作物栽培和必要 的抗旱措施
。

从作物水分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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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出发
,

正常生长的作物根系吸收的水分稍大
一

干蒸腾 量
,

当根系吸水量小于蒸腾量时 则

产生干早
。

不同作物
、

不同品种
,

同一品种不同生育期抗早能力不 同
,

干旱的指标不同
。

我

地区是以双季稻为主的农 业区
,

干旱指标 应以水稻需水量为主
,

同时考虑甘蔗
、

香 蕉
、

豆

类
、

茹类 等
。

土壤 水份是影响作物干早的主要原因
,

土壤水份充足时
,

作物体内水份处于平

衡状态
; 土壤水份不 足时

,

根系吸收水份少
,

蒸腾多
,

作物体内失去平衡
,

气孔关 闭
,

空气

中的二氧化碳无法进入光合器官
,

从而降低光合作用的速度
,

生长缓慢
,

以至死亡
。

降水量

是耕地用水的主要来源
,

降水的时间分布和数量大 小是干早程度的主要标志
。

根据当地主要

作物的需水 量
,

考虑降水量大小和时 间分布
,

定出本地的干早指标
。

用降水量相对系数确定

干早指标
夕

是我地区 多年来普遍应用的指标
,

能 比较客观地 反映本地的千早状况
。

降水量相

对系数表达式为
:

C = R旬 / 1 0 0 + R人 / 5 0 <1 >

式 中
:

C为旬降水相对系数

R旬为旬降水量

R大为该旬中 日最大降水 量

并确定
:

连续两旬 C镇 0
.

7时为小早

连续三旬 C成。
。

7时为中早

连续四句 C趁 0
.

7时为大旱

为下一步进行相关分析
,
以

一

1匕流县气象站资料为代表
,

将历年干旱情况进行 分 级
,
规

定
:
无早为 1级

夕

小早刀么认
,

巾旱为 3级
,

大早为 4级
,

则历年干旱分级情况见表 1
。

表 1
,

{匕流县历年秋季 干旱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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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生态气候因子的选择和处理

秋季干早是大 的环流形势造成的
,

要 预报这种天 气趋势
,

需要选用独立性好
、

比 较 稳

定
、

反映空间尺度大的因 子
。

植物物候现象
,

是植物通过外界环境条件影响
,

本身进行 生化

作用而产生的一种质和量的变化过程
,

不 同物候期反映植物本身生 长发育阶段的时间差异
。

某一物候期发生
,

在气候条件方面
,

不但反映 当时的气候特点
,

而且反映过去一段时间气候的

累积
,

能反映气候 的平均情况
、

特殊情况和历史演变规律
,

是多种气候要素 的综合反映
。

植

物物候现象
,

是生态气候 内容之一
,

用植物物候作为预报因子
,

具有较好的独立性和气候要

素综合性
,

比起气象单要素更为客观
。

本地区是 由北热带向中亚热带的过渡地带
,

植物种类

繁多
,

物候期比较复杂
。

而 本 地 普 遍 生
一

长 的 茶 树 ( c a m e l il a ij en 玛 is ) 和 橡 胶 树

( H e v ae br as iil
e n s i s )

,

生育期有明显的季 节特点
,

物候现象比较清楚
,

有较长时 间 的

钧候观测资料
,

因此本文采用这两种植物的物 候期作为预报因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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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树是多年生植物
, 在我国亚热带种植的茶树

,

其新梢生长有明显的年周期性
,

以越冬

顶芽萌发开始
,
再到顶芽越冬为止

,

在整个年周期中
,

新梢的形成随着一年内的气候变化
,

表现出生长和休眠相互交替的规律
,

新梢生育期周期性的长短随气候条件不 同而有所异
,
形

成明显的物候期
。

茶树的芽分 为营养芽和花芽
,
初春茶树在一定温度条件下

,

营养芽吸水膨

胀
, 继而伸

一

长
,

鳞片开展
,

茶芽萌动
。

茶芽萌动是茶树由休眠转入生长的表征
,
是一年中的

头一个物候现象
。

本地区茶芽萌动
,

多在元月下旬至 3月上旬
,
茶芽萌动迟早

,
与冬季 光

、

温
、

水等要素有关
,

不仅与各要素的数量多少
、
时间分配有关

,
而且与各种要素的不同组合

有关
, 反映了从冬季过渡到春季的一段时间的生态气候

,
具有季节转换的气候特点

。

橡胶树是多年生热带作物
,

北移在本地区的南亚热带部分地方种植
,
冬季有明显的落叶

休眠期
。

春季 日平均气温稳定上升到 12 ℃时
,

橡胶树顶芽萌动
,
小叶逐渐展开

,
叶面积迅速

扩大
, 叶片颜色由黄棕色— 棕黄色

一
黄绿色— 浅绿色

,

以后顶芽和叶面积停止生长
,

叶片由绿色变为浓绿色
,
叶面油亮

,

叶片水平伸展
,
挺直质地则硬

,

这就是第一蓬叶稳定期

(即刘胶开始期 )
。

橡胶第一蓬叶稳定期
,
基本上算作是一年中的第二物候期

。

本地区橡胶树

第一蓬叶稳定期多在 4月下旬到 5月底
。

橡胶第一蓬叶稳定期的迟早
,

与冬季寒害程度有关
,

与春季回暖迟早有关
,

还与冬春日照
、

相对湿度等要素有关
, 反映冬春的气候状况

, 同时也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从春季向夏季过渡的生态气候
,

同样具有季节转换的特点
。

茶树萌动期采用北流县茶场 1 9 6 2一 1 9 8。军观测资料
,
将萌动期分为三级

:
在 2月 8日以前

萌动的为 1级
, 2月 9 日至 3月 2日的为 2级

, 3月 3日以后的为 3级
。

橡胶树第一蓬叶稳定期 采 用

国营红山农场资料
,

分为两级
: 4月 30 日以前的为 1级

, 5月 1日以后的 2级
。

现将有关资 料 列

表
,
见表 2

。

表 2 条材布动翔
、

橄胶材第~ 班叶往定翔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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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资料看出
,
茶树萌动期

、

橡胶树第一蓬叶稳定期年际间波动性很大
,
茶树萌 动 期

最早年份为 l月 7日 ,
最迟年为份 3月 25 日

,
迟早相差 76 天 , 橡胶树第一蓬叶稳定期最早 年 份

为考月 1日 ,
最迟年份 5月舫日

,

迟早相差 5 6天
。

三
、

生态气蜂固子与令终界气阶段 千早分级相关分析

干早长期预报是一种趋势预报
,

年际间干早波动性很大
,
所采用的预报因子一三植物物

候期
,
年际间波动性也很大

,

如果直接用实际记录建立相关
,
既不能从本质上反映相互之间 `

属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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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

相关系数也较小
。

植物物候期迟早
,

是一种相对的趋势
,

干早程度也是一 种 相 对 趋

势
,

既然两者都是相对趋势
,

因此采用分级的方法
,

建立定性相关
。

( 一 ) 分级列表

设预报对象干早为 y , 预报因子茶树萌动期为 x , ,

橡胶树第一蓬叶稳定期为 x Z ,

分级 情

况见 表 3
。

表3 预报对象
、

预报因子分级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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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统计相关频数

根据表 3资料
,

列表统计相关频数
,

见表 4表 5
。

表 4
x ,

相关顺教裹 表 5 相关级教裹

二二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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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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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

表 5中
: a ; , 15为第 1个因子 ( x ;

) 为 i级 y 为 j级时的频数
, a Z , : s为第 2个因子 ( x : )

为 i级 y为 j级时的频数
, a : , .

j为第一个因子 ( x :
) 频数表中行的合计数

, a : , ; .

为 第 一 个 因

子 ` x ,

) 频数表中列的合计数
。

例如
, x ,

为2级 y 为 1级时
,
有 3年

。

( 三 ) 统计相关机率

因为预报对象
、

预报因子分级次数不相等
,
为下一步相关统计需要

,

用表4
、

5中频数转

娜为相关机率
,

用下式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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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z, : j

_ a 一, 1 1
-

a l 一 j a l 一 笼。
( 2 )

式中
:

P
: , , ,为第 1个因子

, x 为 i级 y为 j时的机率 ,

al
, 。 ,为第 1个因子

, x为 i级活为 j级时的频数
,

. , , .
j ` : , ; .

为相应行列合计值相乘积
。

根据表 4
、

5数值
,
用 <2》 式计算

,

得到相应的各级相关机率
,

见表 6
、

7 。

表 6 X : 相关机举班
表 7 X i相关机率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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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历史拟合率
.

为了检验历史拟合率
,
需要进行历史资料回代

,

逐年反查
,
作出评定

。

反查的方法是
,

根据 x :
级别

,
查对历史上对应于 y值各级的相关机率

,
然后将 x :

所查到的与 y 各级的历史相关

机率分别相加
,
那末得到时应于 y最大值的级别

,

即为 y 的预报级别
。

例 如
, 1 9 6 4 年 x :

为

2级
,
查表 6得对应于 y的各级相关机率为。

.

0 6 3
、

0
.

0 6 3
、

。
.

0 3 1
、

0
.

0 5。多 x Z

为 2级
,
查表 7 得

对应于 y各级相关机率为O
。

。8 3、 。
。

050
、

。
。

。 5。
、

。
。

。 2。
。

将两因子对应各级的相关机率 相 加

得
. 0

。
1 4 6 ( 0

。

06 3 + 0
一
0 8 3 )

、
0

。

1 1 3 ( 0
。

0 6 3 + 0
。

0 5 0 )
、

0
。

0 8 1 ( 0
。

0 3 1 + 0
。

0 5 0 )
、

0
`
0 7 0

( O
。

05 。 + 。
。

0 2 0 )
,

在四项机率合计值中
,
显然第一项 ( 0

.

1 4 6 ) 最大
,
即与 y第 1级的 相 关

机率最大
,

因此这一年预报 y为 l级 ( 无早 )
,

评定正确
。

其他年份同样
,
逐一回代评定

。

全

部回代后得出历史拟合率统计表
,
见表 8

。

从表8看出
,
历史回代

,
预报与实况相差 l级以下的

, 历史拟合率为 15 / 19 = 79 %
。

结

果表明
,
历史拟合率不算高

,

但基本上可 以用
。

( 五 ) 试报情况
`

留两年资料作为试报
。

1 9 8 1年茶树3月 1日萌动
, x :

为 1级
,

查表 6得对应于 y的各级相关机率为。
。

。2 7
、

。
。

。00
、

。
。

。8 3
、

。
。

1 0 0 0 , 橡胶树第一蓬叶稳定期在 4月 28 日
, x : 为 l级

,
查表 7 得 各 级 相 关 机 率 为

o
。
0 1 ,

、

0
.

0 5 6
,

o
.

o s e
、

0
.

0 8 .
。

相应级别相关机率相加后得 0
.

0 4 6 ( 0
.

0 2 7 + 0
.

0 1 9 )
、

0
.

0 5 6

( 0
.

0如 + 。 .

o s b )
、

0
.

1 5。 ( 0
.
0 5 5 + 0

.

0 0 6 )
、

0
.

1 5。 ( 0
.

1 0 0 + 0
.

0 5 6 )
,

在四个级别中
,

显

然第 4级 ( 。
。

189 ) 最大
,
所以狱报 y为4级

,
实况 y 为 4级 ( 大早 )

,

预报正尹
。

1 9 8 2年茶树 2月 26 日翁动
,
橡胶树第一蓬叶稳定在 4月 21 日

,

预报 y 为4级
,

实祝 y 为 4 级

( 大早 ) ,
预报正确

。

两年试报均正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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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历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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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问题和讨论

1
.

用生态气候 因子作长期天气趋势预报
,

是群众经验的总结
。

生态气候因子
,

亡 草贫 添时 闻大匀握孽安和茸他环境田素的综合反映
,

具有一定的物理意义
。

从广义上

但是在综

合要素中
,

有气候的和非气候的
,

两者中的份量
、

权重
、

主次位置等
,

都无法分得清楚 , 同

时在气候要素中
,

包括光
、

温
、

水等因素
,

这些因素中各占的份量
、

比重等
,

也无法分得清

楚
。

因此
,

所谓的综合反映仅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

要弄清其物理机制还有待于今后摸索
。

2
.

本文用两个具有反映季节过渡的生态气候因子
,
在较大的地理范围内具有相对的代表

性和稳定性
。

这样的因子
,
适用于气团属性稳定

、

空间范围较大的预报对象
。

但本文的预报

对象是秋季降水趋势
、

地理分布不均匀
,

空间范围不甚广
。

因此
,

相互之间建文相关作出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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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

物理意义尚欠 明确
。

3
。

生态气候因子资料缺乏
,

年代不 长
,

观测标准不统一
,

误差较大
,

应用产生较大的不 利影响
。

4
。

本文将预报因子和预报对象分级
,
统计相关作出预报

。

分级预报
,

报因子
。

分级相关预报法
,

方法简单
,

概括率高
,
实践证明效果较好

。

对预报拟合和实践

适用于变幅大的预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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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 二 )
。

〔注 1 〕我国使用的台风名称和等级标准是历史上沿用下来的
,

与国际规定的标准不相一致
。

从

一九八九年一月一日起
,

我国将使用国际热带气旋名称和等级标准
。

国际规定热带气旋中心附近的平均最大风力小于 8级称为热带低压 ( T r o p ic al de p r “
于抓

。助
,

8一 ,级称为热带风基 ( T r o p i e a l t o r m )
,

10一 1 1级称为强热带 风暴 ( S “ v e e r t r o p i c a l )
,

1 2

级或以上称为台风 ( T y p h。 。 n )
。

国际标准与我国标准的主要差异是 : 国际规定的热带风暴和强热带风暴
,

我国统称为台风 ;

国际规定的台风
,

我国称为强台风
。

1诬椒门月刁们JJI,月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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