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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市汛期降水的主分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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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延安 "’个测站 ".-"/*###年共 ’#0汛期 )(/.月+降水量资料,分析了汛期降水

的时空分布特征,并进行了 123展开和特征向量及主分量分析4发现该地区 (/.月各月降水量

第一特征向量均反映南北变化一致的特点,其月际变化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进退跳跃规律相

吻合,是形成汛期降水量第一特征向量的主要贡献者5汛期总降水量主要存在 6一致分布786南8
北振荡7和 6东8西振荡7三种分布类型,前 ’个特征向量对其具有较好的解释意义4
关键词!汛期降水5时空分布51235特征向量5主分量

中图分类号!9&(:;"*" 文献标识码!<

在分析延安 ".-"/*###年共 ’#0汛期降水

时空分布特征的基础上,应用123方法将延安市

汛期降水场分解,研究了其特征向量的分布特征

和主分量的时间演变,为建立汛期降水短期气候

预测模型提供帮助4

= 主分量分析方法简介

主分量分析又称主成分分析或经验正交函数

分解,它能够把随时间变化的气象要素场分解为

空 间 函 数 )特 征 向 量+部 分 和 时 间 函 数 )主 分

量+部分4空间函数部分概括场的地域分布特点,
不随时间变化,称为特征向量5时间函数部分则

由空间点 )变量+的线性组合所构成,称为主分

量4研究主分量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就可以代替对

场的随时间变化的研究,其基本原理是把包含 >
个空间点 )变量+的场随时间变化进行分解4设

抽取样本容量为 ?的资料,则场中任一空间点 @
和任一时间点 A的观测值 B@A可看成由 >个空间

函数 C@D和 ?个时间函数 EDA)DF",*,G,>+的

线性组合,表示为!

B@AH
>

DF"
C@DEDAFC@"E"AIC@*E*AIGIC@>E>A,

或用矩阵形式表示为!JFKL4
式中 J为 >M?资料阵 )@F",*,G,>5AF",

*,G,?+,K)特征向量+和 L)主分量+可利用

极大方差原理通过求解实对称阵而得出4
最 早 把 主 分 量 分 析 应 用 到 气 象 要 素 场 的 是

NOPQRST"U4马振锋等T*U对川渝地区汛期降水进行

了主分量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预测川渝地区

主汛期降水的一种物理统计模型4

V 延安汛期降水的时空分布特征

*;" 空间分布

延 安市各县 )区+汛期平均总降水量 ’(#W

&(#XX,总体上自南向北减少,自中部向西部白

于山区8子午岭和东部黄河沿岸减少4南部的黄

陵和黄龙最多,分别为 &’:XX和 &’-XX5西北

部的吴旗和东北部的延川最少,分别为 ’(&XX
和 ’($XX)图 "+4日最大降水量 "##W*##XX,
占汛期总降水量的 ’#Y左右,分布特征与总降水

量相似 )图略+4

*;* 时间分布

*;*;" 月际分布 延安市各县 )区+汛期降水量

从 (月到 :月逐月增加,.月又减少,-8:两月

的降水量约占汛期总降水量的 ($Y )图略+4

*;*;* 年际变化 延安市汛期总降水量年际变

率 较大,各县 )区+最多降水量 (*#W-:#XX,最

少降水量 "-#W*$#XX4对延安站汛期总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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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年延安平均汛期总降水量分布图

进行 ’(滑动平均后可以看出)大约存在 %&*%’

(的变化周期)上世纪 ’&年代到 +&年代初和 #&
年代中后期到 ,&年代前期处于增多趋势)+&年

代中后期到 #&年代初和 ,&年代中后期到 "&年

代前中期处于减少趋势)从 !"",年开始到现在正

处在又一个增多期-但各站年际变化规律在长周

期相似的基础上又不尽一致)存在着更短周期的

异位相变化 .图略/-因此)仅用一个或几个代表

站则很难分析或预测市域内旱涝的分布状况-

0 延安汛期降水的主分量分析

使 用 延 安 市 !1个 测 站 !"#!$%&&&年 ’$"
月各月降水量和汛期总降水量)对其进行234展

开)发现前三个特征向量的累积方差贡献均大于

,&5)’月和 "月则大于 "15)说明前 1个特征

向量对延安市汛期降水量具有较好的解释意义-

16! 特征向量分布特征

’$"月 各 月 降 水 量 第 一 特 征 向 量 均 反 映 南

北变化一致的特点)7&61正距平区 ’月分布在

东南部)+月向东南方有所收缩)#月向东北方扩

展),月向中西部推进)"月南撤到西南部 .图

略/-这些变化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进退跳跃

规律基本一致)说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是形成

延安汛期降水量第一特征向量的主要贡献者)是

影响延安汛期降水量的重要因素-从汛期总降水

量的前三个特征向量分布图可看出)第一特征向

量一致为正值)反映了市域内汛期总降水量变化

的一致性 .图 %(/8第二特征向量北部为负)南部

为 正)表 现 出 明 显 的 9南:北 振 荡;特 征 .图

%</8第三特征向量西部为正)东部为负)具有明

显的 9东:西振荡;特征 .图 %=/-

16% 总降水量主分量的年际演变

通过对汛期总降水量前 1个主分量及 ’(滑

动平均的分析)发现主分量一在 ,&年代初以前基

本上处于增大趋势)而 ,&年代中后期至今大致处

于减小期)但由于资料年代较短)还分析不出其

图 % 汛期总降水量前三个特征向量分布图

1!%&&’.%/ 杨东宏等>延安市汛期降水的主分量分析

 



从广告制作入手提高气象广告收视率

目前!气象影视栏目中的广告与媒体中其他

广告相比!表现形式上显得力度不够!吸引力不

强!影响广告商对气象栏目的信心和气象栏目的

收视率!广告制作要注意总结经验!寻求改变现

状!提高气象栏目收视率的方法"广告制作应从

以下几点着手"
首先是动态因素的运用"广告的动态因素是

指广告组成要素所具有的动态特征!包括文字#人

物和色彩等要素所具有的变化#活动#渐变特点"
动态的实现!能把观众对广告的无意注意转变为

有意注意!不仅提高收视率!还有助于广告受众

对 广告特点的把握!提高广告宣传效果"例如!

$%%&年中秋节将近时!西安北大街的一幅路牌喷

绘广告在日落后吸引着路人目光’蓝色夜空中米

旗月饼宛如明月悬挂高空!明月下英俊少男拉弓

引箭欲射下米旗月饼!送给长发飘飘衣裙风动的

美丽少女!旁边的广告语是 (米旗月饼!送给最

重要的人)"广告唤起了人们对爱情的美好感受!
引发了对米旗月饼的好感!广告效果良好"广告

夜空背景星星采用时亮时灭的小灯!强化了广告

效果"信息中加入动态因素!如报纸广告设计中

运 用 构 图 技 巧 造 成 视 觉 错 觉 达 到 广 告 的 似 动 效

果!广播广告中运用声音的抑扬顿挫吸引听众"气

象广告中!可考虑动态因素的灵活运用"

其次对比手段的运用"对比是指广告构成要

素及其与环境的对比特征!例如色彩对比#亮度

对比#动静对比#大小对比#轻重对比等"例如

前面的米旗月饼广告就运用了动与静的对比"报

纸广告中大面积的广告与小面积的广告#套红广

告与黑白广告是大与小的对比和彩色与黑白的对

比运用"电视广告中大与小#动与静#强与弱#黑

与白等因素对比"气象影视广告中要兼顾气象信

息的发布!运用对比使广告宣传对象突出!加强

广告效果提高收视率"
第三是广告人物的加入"广告人物是指广告

模特类的产品形象代言人"人物模特被当作吸引

注意力的手段"气象广告中气象信息发布多以文

字形式!添加广告人物!是吸引注意力提高广告

效果的有效方法"
最后是新颖原则"新颖是指形式和内容的不

落俗套和追新求异"新颖的节目让人眼前一亮!单

调和一成不变的节目内容和形式只能引起视觉疲

劳!降低关注度"电视气象栏目广告形式一度曾

因形式少变影响了气象栏目的收视率和广告额的

增长!但后来不断改变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气

象栏目制作中一定要坚持新颖性"

*高雅黎+

演变规律的周期性,主分量二#三演变规律较为复

杂!目前可能正处在峰值时期,合成量的演变规律与

主分量一很相近 *图略+!这是由于主分量一的解释

方差所占比例较大 *-./+"

0 小结

&12 延安市汛期平均总降水量总体上自南向北!自

中部向西部山区和东部黄河沿岸而减少!主汛期集

中在345月!总降水量年际变率较大!存在大约$%

6$78的变化周期"

&1$ 9:;展开后!各月降水量第一特征向量均反

映南北变化一致的特点!其月际变化正好与西太平

洋副热带高压的进退跳跃规律相吻合!说明西太平

洋副热带高压是形成该地区汛期降水量第一特征向

量的主要贡献者!是影响延安汛期降水量的直接因

素,汛期总降水量主要存在 (一致分布)#(南#北

振荡)和 (东#西振荡)三种分布类型!前三个特

征向量对其具有较好的解释意义"

&1< 主分量一在5%年代初以前基本上处于增大趋

势!而5%年代中后期至今大致处于一个减小期"

参考文献’

=2> 黄嘉佑 1主分量分析 =?>1气象统计分析与预报

方法 =@>1北京’气象出版社!$%%%12$-A2&71

=$> 马振锋!谭友邦 1预测川渝地区汛期降水量的一种

物理统计模型=B>1大气科学!$%%&*2+’2<5A2&71

&2 陕 西 气 象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