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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涛动对广西干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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孥持  矾 

(广西气象局 南宁 530024) 

摘 要 通过 时南方谛动指数与广西謇秋千旱的时空变化规律殛与影响广西謇 

耿阵雨的天气系统的关系的分析．找出了7月厦头年 8月南方涛动指数分别与秋季 

和敬年謇擘降雨的关系较为密切．并且，这丙个月的南方谛动指数时影响謇、耿降 

雨的天气系统有明显的制约作用．用这两十月的 SOI值制作的謇秋千旱的GM(1．2】 

模型．茸效果较夸人清意． 

差建词 南方谛动 广西 干旱 影响 

1 前言 

广西地处低纬，受季风气展的影响至为明显，低纬天气系统的强弱左右着广西的降雨 

量．使得广西春、秋两季的雨量年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近年来，不少学者Ⅱ· 】对广西 

春秋干旱的成因进行了探讨。认为西太平洋副高及印度洋副高对春旱影响较大，而西太平洋 

副高和南海高压与秋雨量的关系较密切．本文在分析了南方涛动指数与春秋旱关系的基础 

上 还系统地分析了南方涛动指数与春秋干旱的天气系统的关系。 

2 南方涛动与春、秋干旱的时空关系 

前期南方涛动指数 (本文采用复活节岛气压碱达尔文气压差表示，简称soI)对西太平洋 

付高的强弱、脊线的纬度及脊点的经度均有显著作用 ，因此，它对每年华南的旱涝分布也存 

在着一定的影响。拽们分别以9～ lO月雨量及下旬／3～ 中旬／4雨量作为秋旱、春旱指标“ 

分析了头年 l1月至当年 lO月各月 SOl与秋旱频率 50％ 以上的 36个站点及站点之间组合的 

9～ l0月雨量的相关值，头年4月至当年 3月各月 SOI与春旱频率 60％ 以上的 44个站点及 

站点之间组合的下旬『3～ 中旬／4雨量的相关值。各站点及各区域秋季和春季雨量与前期各月 

SOI的高相关主要分别出现于当年 7月，头年 8月 (见图 1)。 

把春，秋季的雨量按多雨 (雨量距平百分率> 30％1少雨 (雨量距平百分率<一30％) 

来统计．则秋旱显著相关区雨量异常偏多的 7年中。当年7月的 SOI均为负距平，雨量异常 

偏少的 7年中．当年 7月的SOl均为负距平 春旱显著相关区雨量异常偏多的8年中．头年 8 

月的 SOI均为正距平。雨量异常偏少的的 8年中，头年 8月的SOl有 7年为负距平 (见表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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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蛆敖季雨量与各月 SO；相美■达0．05信廑的比事 

日—— 44蛆春季雨量 与各月 SO／相美值选 0．05信廑 的比搴 

围1 南方涛动指数与謇 秋干旱相关的时间变化动态 

表1 显著相关区秋季多雨、少雨年雨量匪平百分串 

与当年 7月南方涛动指数匪平(△ SO1)对 比 

衰2 显著相关区春季多雨、少雨年雨量距乎百分串 

与头年 8月南方涛动指数距平 (△ SO1)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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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干旱与 SOl关系的空间分布来看 ，有 26个站点秋季雨量与当年 7月的 SOI达到 0 05 

信度的负相关．有 24个站点春季雨量与头年 8月SOI达到0 05信度的正相关。秋旱与当年 7 

月SOl的高相关区在桂林、柳州及河池部分地区．相关最显著区在桂东北及象州、来宾一 

带，达到 0 001的信度，春旱与头年 8月SOI的高相关区在桂西南．相关最显著 区在靖西、 

大新、扶绥一带，达 O．01的信度，见图2、图3。 

田2 7月SOI与秋季雨量的相关分布 

此外，通过相关分析，可看出8月的SOI与其后持续 8个月的SOl的相关系数均通过了 

信度为0．05的正相关显著性水平，即8月SOl的滞后影响能保持到次年 4月：而 7月的SO1 

只与其后持续3个月的SOI的相关系数通过 0．05的正相关显著性水平．这也说明了，当年 7 

月 SOl和前年 8月的SOI的高低分别影响广西当年秋季和次年春季降雨的多寡。即对广西的 

春、秋旱有着相当的指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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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3 头年8月鲫 与春季雨量的相关分布 

3 南方涛动与影响春季降雨系统的关系 

根据上述的分析．我们用头年8月的SOl与影响春季降水的天气系统进行相关分析，发 

现与西太平洋付高的强度及面积指数的关系极为密切 (见表 3 

表 3 头年 8月S0】与西太平洋付高，印度洋付高相关系数表 

～  头 年 砍 年 

项 目 9 lO l】 】2 l 2 3 4 5 6 7 B 

西太平洋付奇强度 nI2 —0-29 —0,63 一o 63 一0．76 ～0．钍 一0 一0 一n -Q．】4 —0．18 一o．21 

西太千{事付崔面积 —0瞒 一阻35 一O 了。 一00 一n7B 一 8o —o．n -o．0 一O 一O ～O瞒 一0 16 

印度章葶付高喜庄 一O∞ ～0．2l —n5B 一 5吕 一o．47 —0 1 —0艚 一n 

印度洋忖膏面j既 ～0 一o．17 一n5B 一0． 一n52 —0瑚 一n艚 一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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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可看出．头年 8月 SOI与头年 10月到次年 4月的西太平洋付高强度、面积指数及 

头年 12月至次年 5月的印度洋付高强度、面积指数的关系比较密切。 

表4 春季降雨量与谣太平洋付高、印度洋付高相关系数表 

头 年 欢 年 

9 10 l1 12 1 2 3 4 5 6 7 8 

西太平洋付高强度 006 一n37 —0 35 一n50 一O 51 —0 52 —0．41 一O 一n30 —0．20 —0 25 一n∞ 

西太平洋付高面积 —012 一n37 一O 40 一n53 -0 45 一n5D —O 30 一O 一 26 一n31 一C 2。 一n∞ 

印度洋付高强度 一n23 一O16 一n50 一O．48 —0．35 一n21 —0 一0．41 

印度洋付高面税 一n27 —0．21 一n50 一O．46 —0．38 一O l1 —0．22 一O．36 

从春季降水量与它们之间的关系 (表 4]来看，春季降雨与前年 10月至次年 3月的各月 

西太平洋付高强度、面积指数及前年 12月至次年 2月的印度洋付高强度、面积指数的关系也 

较为密切。这就说明了．头年 8月SOI弱的年份．相应其后的西太平洋及印度洋付高的强 

度、面积均较弱．导致南面的水汽输送减弱，从而导致春季雨量的减少：反之．头年 SOI 

强．西太平洋及印度洋付高强度 面积均较弱．使得南面海洋上空的水汽输送量大为增加． 

有利于春季雨量的增加 。 

4 南方涛动与影响秋季降雨系统的关系 

用 7月份SOI与影响秋季降雨的有关天气系统进行相关分析，得出．与9～ 10月的西 

太平洋付高500mb月平均付高 588线北界位置 (纬度)及南海高压的强度 面积指数的关系 

比较密切．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4474，一O．6790，一0 6107。而桂东北秋季雨量与9～ 10月西太 

平洋付高 588线北界位置及南海高压的强度、面积指数关系也比较密切，其相关系数分别为 
一 0．4320，0．7323，0．6748．它们均通过O 05的显著性水平。这就说明了，SOl强的年份．西太平 

洋付高 500rnb月平均付高 588线北界偏北．而此季节，正值付高南撤．付高偏 E，使得桂东 

北在付高控制之下，较强的下沉气流使该地区出现晴朗少云天气．降雨较少 而这一季节， 

南海高压出现时．多位于南海上空，使华南处于其西北侧的西南气流控制下．若 7月 SOI 

强，南海高压强度、面积较弱，不利于水汽输送到华南，使得降永偏少 7月 SOI弱的年 

份，付高偏南．桂东北处于付高边缘地带，易形成降水。此时．南海高压强度 面积较强． 

有利于永汽从盂加拉湾沿西南气流从盂加拉湾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华南，有利于降水 

5 广西春秋旱的SOI预测模型 

前面得出影响广西春秋干旱的主要因子是头年 8月SOl和当年 7月的sol由于春秋季的 

雨量和SOI的变化具有醢机性．为此．我们采用灰色系统的 GM(1．2]模型来建立其预测模 

型 ． 

5．1 C,M0,2)的理论模型嘲 

GM(1 的一般形式为： 

http://www.cqv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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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B= 

+ c1) 

一 } (2)+x‰， ) 
一 号 )(3)+x )(2)】。 )(3) 

! 

一

12 n)+ }n一1)l， 

Y =0a(丑j XI(1)，2)，⋯ ⋯ a∞(x1 )，硎  

所以 

= 嘲=田 -B 】Br,YN 

其时间响应为： 
’ 

)(t)：[x (0)～鲁 ’(【)]c-．at 百b w：(t’(t) 

离散响应为： 

釜 c- )：【x c1)(0]一鲁x2 cl， ⅪeI +鲁 (k) 

(3) 

(4) 

5．2 春旱的 GM(1,2)预测模型 

从图3可看出，广西的春旱分三个显著区域。我们选取天等代表春旱严重区，南宁代表 

春旱中等区，都安代表春旱轻度区．首先分别点绘春季雨量 (Tf3一 ／4)和头年 8月的SOI 

的二维灾变曲线图．以天等为例，见图4和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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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5 天等头年 8月SOI二雏灾变曲线圈 

根据有美文献的分析 ，3月下旬至 4月中旬的雨量 <130mm为春旱指标。我们选取截值 

^=130ram．从图4中得： ～ 

若以 x( (01=0 

则 xc1；l (1)
：】【( (1)一】cf (0)：26 

Xtt~I)G)= 圆一 (0)=42 

x( 0)=xf(。)圆一x( (0)=l9 

xtlf日(4]=x( (4)一x( (0]=203 
即： s

( (4)：(26，42，19a2o3) 

为了与S( (4)对应。在图5采用三个截值为：2．46,2．6，一1．76，得出三组数值为： 

S【l蚪(4]=(6，69；83，133) 

S2I )=(4，68，81，133) 
S，1螂(4)=0

，71，110，123) 

求出S(0 (4)与 Sit c~)(4l Sz (4)S， (4)的相美系数分别为 0
．818，0．813，0．886，将相关 

系数最大的S ( s (4)的数据输入计算机构造 GM(】'2)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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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 0()：一2．2639S，【1)0() 。 ” +2．2639Ssctt 0() (7) 

为了提高预测精度．我们采用 8种方程： 

y=a+bx，y=a+导，y=a+bx 2，y=ax ， 
y= x y

．

=ae b,'x y=a+bl0gx
． y=i 

来拟台GM(1 预测模型． 

将菖( ； (k)的值与x( (k]值代入上述8种方程．选择其相关系数最大的方程为拟台方 

程，(7)式的拟舍方程为： 

Y =8．3076+2．“23(茧 (k)) (8) 

方程 (8)的相关系数为 0．9593，基点预测年份 (1986)误差 为 4．68％．预测的拟舍率为 

20／24=83％． 

同理，春旱中等的代表区南宁的GM(1 模型及拟合方程为： 

N( (4)=(149，163，195，207) 

S3I (4)=(4，68，81，133) 

f (k)=一1．5998 S，。(k)e 一”+1．5998S，， k) (9， 

Y2=146．7391+0．1553N{I)(1](k) (10) 

方程 (10)的相关系数为0．9958，基点年份 (1987)的预测误差为O．27％，预测的拟舍率为 

24／24=100％． 

春旱轻度代表区都安的 GM(1 模型及拟舍方程为： 

P( (8)=(14，42，62，82，121，136，140,160) 

S．1 (8)= ，43，71，75，III，I28，212，2I5) 

【I]
m(k)=一0．5863S41(I)(k)c ”+0．5863S‘(1】 ) (1 1) 

=一178．4624+247．74141ogP 0f (k) (12) 

方程 (12]的相关系数为0．9526，基点年份 (1983)的预测误差为 5．18％，预测的拟合率为 

20／24=83％． 

53 秋旱的GlVI(],2)预测模型 

从图2中可看出，广西的秋旱分为三个显著区，以桂林代表桂北秋旱区，柳州、宜山代 

表桂中秋旱区． 

强据有关资料．以 9～ 1O月雨量在 150mm以下作为秋旱指标 ．同样．采用春旱的建 

模方法可得出各区秋旱与7月 $0I的GM(I 楼型及其拟舍方程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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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G (1 0)：(23，35，50，67，87，113，135，190，198，214) 

(10)=(30，43，55，68，99，117，156，177,205,217) 

会 ∞：一l_0594h~。 )e ’ +I．0594h， ) (13) 

=一8．7889+9．8242G0{。 ) (14) 

方程 (14)的相关系数为O．991，基点年份 (1988年)的预测误差为 O．8％，预测拟合率为 

2o,~4=83％ ． 

柳州：Mo) (12)=(23,40，48，66，81，109，131、139，1 51，177，202,207) 

htg')(12)=(17，41,42，60，88，110，130，135，144，189，193,208) 

a) (k)=一0,9977hl‘ )e “ |1’+0．997ThIm ) (15) 

^  ^ ⋯  

= 5．5657+9．7340Mo] (k) (16) 

方程 (1 6)的相关系数为 0．9945，基点年份 (1988)的预测误差为 0．72％，预测拟合率为 

2O／24=83％． 

宜山：q0 (11)=(29,43，56，60，75，85，123，150，178，195，215) 

hi (11)=(28,45，53，68，98，117，1 55，178，191，203,216) 

(k)=一1，0781~~ (k)e ” +1
．
07811~。 (k】 

：
31．2545 e㈣ q t ) 

(1 7) 

(1 8) 

方程 (1 8)的相关系数为O．9956，基点年份 (1988)的预测误差为 l 74％，预测的拟合率为 

22／24=92％． 

6 小结 

6．1 本文用南方涛动指数分析广西春秋季干旱较为严重地区的时空变化，得出：头年 8 

片的s0l与次年春季藤量为正相关，最显著高榴美医在建西南，7月的sO!鲁≯季百量 

相关。高相关区在柳州 桂林及河池部分地医 最显著高相关区在桂 就。 

6．2 影响广西春旱 的天气系统主要是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付高的强度、面积指数、而头 

8月的SO／与这二者的关系较为密切。 

6．3 影响广西秋旱 的天气系统主要是西太平洋付高 500mb月平均 588线北界位置 (纬 

度)和南海高压的强度、面积指数，而 7月SOI与这二者有着密切关系 

6．4 用灰色系统理论建立的 GM(1，2)模型可以使随机的春秋降水及相应的 SOI值变成有 

规律．本文所建立的春、秋干旱的预铡模型．只是作春季雨量> 130mm，秋季雨量> 1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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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年份的预测，若未出现的年份．则为春季 <1 30mm或秋季 <150ram的干旱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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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ffection of South oscillation on the 

Drought iIl Guangxi 

yf Yanmin# 

(Guangxi M~eorology research Imtimto) 

上』 YaoxJan Li施 “ " 

(Guangxi Meteorological service) 

Absh-aet In the pape~．by analysiug  the law of time—space changes of south oscillation ex- 

ponent and drought in spnng and fall in Guangxi and the relation bctw~'n south oscillation eX— 

portent and weath~ systems which affect the precipitation _m spring and fall血 Guang ．w。 

f0und that the SOUth 0sc~fation exponent in July affects drought fa!l and the s0u由 

oscillation exponent in August last y∞r influences the drought in spring，and mole,the south 

oscillation exponm~ts _m these two months have a restriction w~tther syster~ w ch affect 

drought in spliug and fal1．The GM0．2)model W'dS made jn the ht of the SO1 Values in 

these two mo nths Th e result rather satisfactory． 

Key words aff~tion，South oscillation，drought， Gu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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