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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玉溪市位于云南省中部，北接昆明市，西南连普洱市，东南邻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西北靠楚
雄彝族自治州。
区域最大横距172km，最大纵距163.5km，总面积15285km2，山区面积占90.6％。
全市常住人口228.7万人，农业人口174.5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2.7％。
玉溪素有“云烟之乡”、“花灯之乡”和“聂耳故乡”的美誉。
改革开放30年来，勤劳智慧的玉溪人民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业绩。
近年来，玉溪市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切人点，调整经济结构，做强烟草产业
，做大矿电产业，培育旅游产业，大力发展县区特色经济，全力建设生态市，全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各项事业繁荣进步，社会保持和谐稳定。
　　玉溪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分跨珠江和红河两大水系，地形复杂；气候复杂多样，具有季风气候
、立体气候和低纬度气候三大特点，属亚热带低纬度高原季风气候，形成了从北热带、亚热带到中温
带等6种气候类型；干湿季分明，立体气候明显，呈现出“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特征。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人类活动增强、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玉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不断增多，气象灾害
频发，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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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玉溪初夏旱涝预测方法》介绍了74项大气环流特征量的物理含义和各环流场格点资料的处理方
法，分析了玉溪市初夏旱涝的变化特征及其与大气环流的关系，制定了符合当地实际农业生产的雨季
开始期标准，通过预测实例，重点介绍了如何运用全球100和500hPa高空资料、大气环流特征量、海平
面气压、太平洋海表面温度以及中国160个测站的降水和气温的变化，找出影响局部地区气候变化的关
键区因子，进行最佳相关界值、正贡献综合指数的分析和因子合成，通过分类环流一次方程得到综合
环流二次预报方程，再与正贡献综合指数预报方程建立三次集成预报物理模型的方法，是近十多年来
短期气候预测方法的最新成果。
该方法通过检验和6年的实际业务运用，预测准确率高达90％以上。
　　《玉溪初夏旱涝预测方法》可供气象、农业、水利、环保、地震、海洋及生态等部门的专业科技
人员和有关院校师生参考，特别适用于省、地两级从事气候变化预测研究的业务科技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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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什么从1999-2003年连续5年会出现玉溪雨季开始日期与当年长江中下游人梅日期正相关不成立
的情况？
我们认真分析了这几年影响大气环流异常的典型信号，发现1997年5月-1998年5月，1998年10月一2000
年5月发生了20世纪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及拉尼娜事件，由于海气的强烈作用，大气环流固有的规律被
一暖一冷的海洋作用打破了。
2000年5月LaNina事件结束后，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面温度场反复出现转暖现象，但均没有达到暖事件
标准，中高纬度环流及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均出现明显异常，一直到2005年2月后，太平洋海表面温度
才逐步趋于正常，大气环流调整后也逐步趋于正常。
　　另外，从1998-2004年6月影响玉溪雨季开始日期与长江中下游入梅日期的各种环流指数可明显看
出（表3.10），2004年6月北半球副热带高压强度指数为334、大西洋副热带高压强度指数为58，仅次
于1998年，是1999年以来最强的；北半球极涡强度指数为122，极涡比1998年略强，是1999年以来最弱
的一年；阻塞高压面积（180°E～100°W，45°～65°N范围内）指数为78、亚洲西风环流指数为198
，是1998年以来最强的一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北界位置达到31°N，是1998年以来最偏北的一年；
太阳黑子相对数从1999年后依次逐年递减，2004年6月只有51，比1998年还偏弱；大西洋-欧洲c型环流
各月日数2000-2003年维持在8～12之间，2004年突变为0；500hPa东亚槽区高度和1998-2003年在543
～558dagpm之间变化，2004年突增为570dagpm；亚洲纬向环流指数1998-2003年均小于95，2004年突变
为103；从南方涛动指数变化也可以看出，1997年5月发生了20世纪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6月南方
涛动指数为-2.7，到1998年5月厄尔尼诺事件结束，6月南方涛动指数增大到0.8，1999年后逐年减小
，2000年6月开始变为负指数，5年来的6月均维持负指数，且2004年6月南方涛动指数达到-1.5，说明赤
道太平洋的广大区域一直维持在一个正常偏暖的状况下，对大气环流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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