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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四川省１３９个台站的逐日降水资料，通过旋转经验正交函数（ＲＥＯＦ）方法，将四川地区
分为７个区域，分别计算各区域各季节代表月逐日降水的相关函数，推算出相对内插标准误差与相关
函数的统计关系，并根据内插标准误差不大于观测标准误差的原则，估算出各区域降水场的最大容许

距离。结果表明：盆地西南部布站精度最高，要求≤１６ｋｍ；其次是盆地东南部，精度≤１８ｋｍ；阿坝州
北部布站精度要求≤１９ｋｍ；而盆地西北部布站精度要求≤２０ｋｍ；盆地东北部布站精度要求≤２８ｋｍ；
川西高原的布站精度要求≤３３ｋｍ；川西南山地的布站精度最低≤４２ｋｍ。
关键词：相关函数；内插标准误差；最大容许误差；最大容许距离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７６３９（２０１５）－０５－０８７４－０８　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５５／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７６３９（２０１５）－０５－０８７４
中图分类号：Ｐ４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２－１５；改回日期：２０１５－０１－０８
　　基金项目：国家公益性行业专项（ＧＹＨＹ２０１００６０５３）资助
　　作者简介：岑思弦（１９８２－），男，四川雅安人，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气候变化研究．Ｅ－ｍａｉｌ：ｃｓｘ１２８＠１６３．ｃｏｍ

引　言

气象基础理论研究和气象科技服务都需要大量

的台站观测资料。气象台站观测资料使用过程中，

有时需要进行插值，这就需要对应于一定的内插精

度，因此气象台站也必须达到相应密度。有关这方

面的研究，开展最早的是前苏联人德罗兹多夫等［１］

把结构函数作为台站网设计的一种根据，用计算的

要素场结构函数来建立内插标准误差和距离之间的

关系，再利用这种关系来决定台站网密度。此后不

少国家的学者［２－６］利用结构函数相继在蒸发、气温

和雨量等站网的设计中做了大量工作。我国在这方

面也开展了很多工作，如杨贤为等［７］对江淮地区的

雨量站网进行了合理化布局研究，之后崔伟强［８］对

江汉平原雨量站网的合理布局做了分析。王安庆

等［９］则进一步利用江汉平原地面站网资料和华东

地区高空站网资料，对山地站网的设计提出了初步

的看法，杨贤为等［１０］也对江淮平原二类气象站网的

设计进行了研究。何素兰［１１］对河北平原气象台站

网合理化布局做了探讨，卢文芳［１２］、赵瑞霞［１３］等利

用空间结构函数分别探讨了上海地区和北京地区气

象站网的设计，并且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我国现有台站分布基本上依据行政区划，很少

考虑合理化布局，在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站点

往往密集；反之，站点稀少。四川地理位置比较特

殊，南面是云贵高原，北邻秦岭巴山，西与青藏高原

相连，是高原大地形与东部平原的过渡区，台站代表

性差，气象观测台站存在布局不合理现象。而四川

地区易受热带季风、副热带季风以及副热带高压的

影响，导致气候差异较大，许多学者针对四川气候异

常做了很多研究［１４－２１］，但四川台站布局不合理成了

制约四川气候异常研究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四川

台站的合理布局，对于进一步研究四川地区的气候

异常有重要意义。过去的研究，主要应用结构函数

来讨论合理布站的问题，但是采用结构函数的先决

条件是要素的方差场应大体均一［２２］，四川地区要素

的方差场具有一定的差异，因此杨贤为等［２３－２４］引入

相关函数来讨论合理布站的问题，进一步选取四川

盆地气温和蒸发２个要素来讨论站网间的合理间



距。另外四川是旱涝灾害多发地区，站点的合理布

局同样对分析降雨成因及降雨量级极为重要。由于

四川降水的区域性差异大，因此本文首先对四川降

水进行分区，然后再参照杨贤为等［２３－２４］的研究，利

用相关函数，对四川地区台站合理化布局进行初步

探讨。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资料
选取１９６１～２００８年四川省１３９个台站的逐日

降水资料，分别用１，４，７，１０月代表冬季、春季、夏季
以及秋季。在各月的序列中，每隔２ｄ选取１ｄ的资
料作为计算样本，以免相邻的观测数据过分相关。

１．２　计算方法
１．２．１相关函数的计算

相关函数的计算参照杨贤为等［２３－２４］给出的公

式：

ｆ′（Ａ）和Ｄｆ（Ａ）分别表示要素 ｆ在 Ａ点的偏差
和方差，即：

ｆ′（Ａ）＝ｆ（Ａ）－珋ｆ（Ａ） （１）

Ｄｆ（Ａ）＝ｆ′
２（Ａ） （２）

　　方差表示要素ｆ序列的离散程度。对于某个要
素ｆ来说，某点偏差与该点均方差之比称为要素ｆ在
该点的标准化偏差，是一个无量纲值，即：

Ｓｆ（Ａ）＝
ｆ′（Ａ）
Ｄｆ（Ａ槡 ）

（３）

　　任意２点标准化偏差积的平均叫做这２点之间
的相关函数：

ｒｆ（Ａ，Ｂ）＝Ｓｆ（Ａ）·Ｓｆ（Ｂ） （４）
　　假定相关函数在本区满足均匀性和各向同性，
那么相关函数仅为距离的函数。当Ａ，Ｂ的间距为ｄ
时，可以写成：

ｒｆ（ｄ）＝ｒｆ（Ａ，Ｂ） （５）
　　ｒｆ（ｄ）是在要素ｆ理论值的基础上计算所得，采
用观测资料计算所得的相关函数用ｒｆ′（ｄ）表示。
１．２．２　相对内插标准误差与相关函数关系的计算

在计算相对内插标准误差与相关函数的关系

时，采用杨贤为等［２３－２４］的方法：

εｆ＝１＋
１

ｒｆ′（０）
１
２ｒｆ′（ｄ）－２ｒｆ′

ｄ( )[ ]２
＋ １
２ｒｆ′（０）

（６）
　　利用（６）式，便可根据要素ｆ的观测资料计算出
要素在不同距离下的εｆ。

当相关函数与距离的关系为３次回归时，相关

函数的方程表示为：

ｒｆ′＝Ａ＋Ｂｌ＋Ｃｌ
２＋Ｄｌ３ （７）

　　其中Ａ、Ｂ、Ｃ、Ｄ为回归方程的回归系数。那么
ｒｆ′（０）＝Ａ，将上式代入（６）式，便可得到内插标准误
差与距离ｌ的关系：

εｆ＝
１
２Ａ－

１
２－

Ｂｌ
２Ａ＋

Ｄｌ３
４Ａ （８）

　　若是线性或者２次回归，则有 Ｄ＝０，那么内插
标准误差与距离的关系还可表示为：

εｆ＝
１
２Ａ－

１
２－

Ｂｌ
２Ａ （９）

　　因此，将各回归系数代入上式，便可得出四川各
区域各季节降水的内插标准误差的具体表达式，从而

可以进一步绘制出内插标准误差与距离的关系曲线。

１．２．３　最大容许间距的计算
同一站距下，不同月份的内插误差之间存在很

大差异，为此需确定适用于不同季节的最大容许误

差，并据此推算出各季节通用的最大容许间距。

Ｇａｎｄｉｎ［２２］的研究结果认为，对于大多数气象要素，
点值内插的标准误差数值不应超过观测标准误差的

数值。

从杨贤为等［２３－２４］推导过程中可以看出：

εｆ＝
３
２＋

１
２ｒｆ（ｄ）－２ｒｆ

ｄ( )２ ＋
１
２ηｆ （１０）

式中，右边前３项表示纯粹由内插造成的误差量，最
后１项为观测随机误差所引起的内插误差的偏高
量。为了达到上述要求，应满足：

３
２＋

１
２ｒｆ（ｄ）－２ｒｆ

ｄ( )２ ≤ηｆ （１１）

　　再代入（１０）式，得：

εｆｍａｘ≤
３
２ηｆ （１２）

　　由于降水的相关函数与距离的关系呈线性、２次
及３次回归的关系，因此最大容许误差可以表示为：

εｍａｘ＝
３
２
１
Ａ－( )１ （１３）

　　因此将（１３）式代入（６）式，最大容许距离ｌｍａｘ可
表示为：

Ｄｌｍａｘ
３－２Ｂｌｍａｘ＋４Ａ－４＝０ （１４）

　　通过求解上式便可得到最大容许距离。
当降水是线性或２次回归关系时，Ｄ＝０，则最

大容许距离可以表示为：

ｌｍａｘ＝２
Ａ－１( )Ｂ

（１５）

　　结合降水相关函数的回归方程系数，就可以计
算出四川地区的最大容许误差及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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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四川降水的空间分布
对四川地区１３９个站点１９６１～２００８年４８ａ的

年降水进行ＥＯＦ分析，将前１９个特征向量（累积方
差超过８５％）作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变换，按旋转正
交处理后方差贡献的大小为顺序选取前６个主要模
态来分析四川地区降水的空间分布特征，其方差贡

献如表１所示。
ＲＥＯＦ分解的第１模态（图１ａ）方差贡献为１４．

４％，是四川地区降水的主要模态，主要显示出四川
盆地西部，包括成都、雅安、乐山、眉山、绵阳、德阳以

及广元等地区是一大范围的正值区，其中高值区主

表１　ＥＯＦ和ＲＥＯＦ分解前６个模态方差贡献率
Ｔａｂ．１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ｄ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ｓｉｘ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ＥＯＦａｎｄＲＥＯＦ

模态
ＥＯＦ方差

贡献／％

ＥＯＦ累积

方差贡献／％

ＲＥＯＦ方差

贡献／％

ＲＥＯＦ累积

方差贡献／％

１ ２０．９９ ２０．９９ １４．４ １４．４

２ １５．４７ ３６．４６ １１．３２ ２５．７２

３ ９．５３ ４５．９９ ７．７５ ３３．４７

４ ６．６９ ５２．６８ ８．４４ ４１．９１

５ ５．１９ ５７．８７ ９．３２ ５１．２３

６ ４．０２ ６１．８９ ５．６４ ５６．８７

图１　四川地区年降水量ＲＥＯＦ分解的前６个模态空间分布
（阴影区域是载荷向量绝对值超过０．５的区域）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ｍｏｄｅ（ａ），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ｍｏｄｅ（ｂ），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ｍｏｄｅ（ｃ），
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ｍｏｄｅ（ｄ），ｔｈｅｆｉｆｔｈｍｏｄｅ（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ｘｔｈｍｏｄｅ（ｆ）ｏｆＲＥＯＦｆｏｒ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

（ｔｈｅｓｈａｄｉｎｇａｒｅａ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ｌｏａｄｉｎｇｖｅｃｔｏｒ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０．５）

６７８ 干　　旱　　气　　象 ３３卷　



要位于雅安、眉山到德阳一带，中心在彭州，这些地

区是四川降水最多的地区；同时阿坝州北部也是正

值区，中心位于若尔盖；第２模态（图１ｂ）的方差贡
献是１１．３２％，体现出川东地区降水显著的一致性，
包括达州、广安、南充以及巴中地区是一显著正值

区，高值中心位于平昌县，该区域也是比较容易发生

洪涝的地区；第 ３模态（图 １ｃ）的方差贡献为 ９．
３２％，正值区在四川盆地西北部，主要包括德阳、绵
阳以及广元地区，中心位于中江县，该地区的降水也

偏多，并且该区域纬度比较偏北，紧靠青藏高原，容

易发生地质灾害；第 ４模态（图 １ｄ）的方差贡献是
８．４４％，主要表现为盆地中部以及盆地南部以东是
一显著的负值区，包括资阳、内江、自贡、宜宾、内江

等地区，中心在威远县；第５模态（图１ｅ）方差贡献
为７．７５％，主要体现位于川西高原的大部分地区是
一显著的正值区，包括甘孜州及阿坝州大部分地区，

中心地区在白玉，该地区地势较高，高原的热力及动

力作用影响比较大；第６模态（图１ｆ）方差贡献为５．
６４％，显示川西南山地的降水有明显的同步性，主要
包括凉山州及攀枝花，在四川地区的最南端，是干湿

季分明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

从降水的ＲＥＯＦ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四川地区
处于高原和平原的过渡地带，降水的区域差异大，为

了更好地讨论四川台站的合理化布局，将四川地区

分为７个区域，模态１到模态６分别代表６个区域，
即模态１载荷向量正值区代表的盆地西南部区，模
态２载荷向量正值区代表的盆地东北部区，模态３
载荷向量正值区代表的盆地西北部区，模态４载荷
向量负值区代表的盆地东南部区，模态５载荷向量
正值区代表的川西高原区，模态６载荷向量负值区
代表的川西南山地区。阿坝州北部地区虽与盆地西

部降水有很好的一致性，但考虑到阿坝州北部位于

高原地区，因此，将该地区作为第７个区域，即阿坝
州北部区，在此基础上，下面分别对这７个区域气象
台站合理化布局进行分析。

３　相关函数与距离的关系
根据上文对四川地区所分的７个区域，分别计

算各区域降水的相关函数，得出相关函数与站点距

离间的关系。在统计相关函数与站点距离间关系的

时候，参照赵瑞霞等［１３］的方法计算出各种统计回归

方程，对比各回归方案，得出最优的回归方案，增加

计算分析结果的客观性。这里主要计算了线性、２
次、３次、指数及 ｅ指数回归方案，在回归相关系数
接近的情况下，尽量采用低次的回归方案。

图２是 １９６１～２００８年四川 ７个区域春季（４
月）、夏季（７月）、秋季（１０月）、冬季（１月）降水的
相关函数与距离的关系曲线。从中可以看出四川盆

地西南部降水相关函数随距离的变化具有显著的季

节差异（图２ａ），其中秋季降水的相关最好，而夏季
相关最差，春季与冬季位于２个季节之间，大约２１５
ｋｍ以前，春季的相关大于冬季，而２１５ｋｍ之后冬季
则是大于春季的，并且春季相关随距离的减小是最

快的。从统计所得四川盆地西南部降水相关函数对

于距离的各个回归方程看（表 ２），４个季节都以 ３
次回归为主。

表２　四川盆地西南部各季节降水的
相关函数对于距离的回归方程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ｔｏ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

季节 相关函数回归方程

春季 ｒｆ′＝０．９１３７－０．００５１ｌ＋１．６×１０－５ｌ２－３．１×１０－８ｌ３

夏季 ｒｆ′＝０．７９６１－０．００５９ｌ＋２．３×１０－５ｌ２－４．４×１０－８ｌ３

秋季 ｒｆ′＝０．８７６５－０．００４２ｌ＋１．４×１０－５ｌ２－２．８×１０－８ｌ３

冬季 ｒｆ′＝０．９４４８－０．００６８ｌ＋２．５×１０－５ｌ２－４×１０－８ｌ３

　　由四川盆地东北部降水的相关函数与距离的关
系可以看出（图２ｂ），大约１２０ｋｍ之前，冬季的相关
最好，之后则是秋季的相关最好；而大约２１０ｋｍ之
前，夏季的相关最小，在此以后，由于冬季相关函数

随距离增加减小最快，其相关为最小。春季和秋季

的相关函数随距离的变化趋势相似。在４个季节降
水相关函数随距离的变化关系中（表略），春季、夏

季以及秋季的相关函数与距离之间更多地体现为２
次回归的关系，而冬季则是３次回归为主（表略）。

四川盆地西北部降水的相关函数与距离的关系

（图２ｃ）在大约１２０ｋｍ以前，冬季的相关最好，之后
则是春季的相关最好。夏季的相关在大约２５０ｋｍ
以前都是最差的。在整个变化过程中，秋季相关函

数随距离的变化趋势与春季相似，夏季的变化在大

约１００ｋｍ以前相关随距离增加迅速减小，此后相关
随距离增加变化不大。同时从统计所得可知春季、

夏季以及秋季的相关函数与距离之间更多地体现为

３次回归的关系，而冬季则是以２次回归为主（表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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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９６１～２００８年春、夏、秋、冬季四川盆地西南部（ａ）、东北部（ｂ）、西北部（ｃ）、
东南部（ｄ）及川西高原（ｅ）、川西南山地（ｆ）和阿坝州北部（ｇ）降水的相关函数与距离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ａｎｄ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ｂ），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ｃ），

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ｄ）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ｅ），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ｆ）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Ａｂａ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ｇ）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６１－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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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盆地东南部降水相关函数随距离的变化也
具有显著的季节差异（图 ２ｄ），在冬季相关是最高
的，夏季则是最低的，两者之间的差异也比较大；春

季和秋季的相关则位于冬季和夏季之间，并且秋季

略高于春季，变化趋势也很相似。统计所得降水相

关函数对于距离的各回归方程中（表略），４个季节
都是以３次回归为主。

川西高原降水的相关函数与距离的关系（图

２ｅ），在大约４００ｋｍ之前，秋季的相关是最高的，冬
季最低，春季和夏季相关基本相同，基本位于秋季和

冬季之间；而大约４００ｋｍ之后，４个季节的相关差
异不太明显。春季、夏季变化趋势异常相似，而冬季

在大约２００ｋｍ之前，相关函数随距离的增加减小比
较快，之后，减小趋势明显减小。统计所知４个季节
降水相关函数与距离之间的关系都是以３次回归为
主（表略）。

川西南山地降水的相关函数（图２ｆ）在春季随
距离增加而减小最快，在大约２１５ｋｍ后相关变为最
差，而夏季和冬季相关函数随距离的变化趋势基本

相似，但夏季明显小于冬季，大约２１５ｋｍ之前夏季
相关最差，秋季最好。从相关函数与距离之间的关

系看，除秋季以３次回归为主外，其余季节主要是２
次回归为主（表略）。

阿坝州北部降水的相关函数与距离的关系（图

２ｇ）在大约２２０ｋｍ之前，秋季的相关最好，春季次
之，夏季和冬季相关差异不大，相关较差，并且两者

的变化趋势基本相似。而在大约２２０ｋｍ之后，夏季
相关最好，冬季最差，春季和秋季位于两者之间。统

计所得相关函数与距离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春季

相关函数与距离之间呈２次回归关系，而在其余３
个季节则是以３次回归为主（表略）。

４　最大容许误差及最大容许距离
表３是四川地区７个区域１９６１～２００８年降水

场的最大容许误差及最大容许距离。可以看出四川

盆地西南部地区最大容许误差在夏季最大为 ０．
３８４２，而冬季最小，秋季及春季在两者之间，并且秋
季大于春季。最大容许距离夏季也是最大，达 ７０
ｋｍ，其次是秋季，春季及冬季距离显著变短，尤其是
冬季只有１６ｋｍ。因此选取冬季的最大容许距离１６
ｋｍ就可以保证各季节由“内插”造成的误差均不超
过由“观测”造成的误差。

四川盆地东北部地区，最大容许误差最大的季

节是春季，最小是冬季，夏季和秋季介于两者之间，

夏季明显高于秋季，略小于春季。而从最大容许距

离来看，春季最大为６６ｋｍ，冬季次之，夏季和秋季
的距离远小于春季和冬季，秋季只有２８ｋｍ，是最小
的季节。由此，可以选取秋季的最大容许距离（２８
ｋｍ）为标准，这样就可以满足各季节由“内插”造成
的误差均不超过由“观测”造成的误差。

四川盆地西北部地区夏季最大容许误差明显大

于其他季节，达０．１９３６，春季和秋季次之，冬季的最
大容许误差最小，只有０．０６２３。而最大容许距离在
４个季节的差距并不大，最大的是春季，为３３ｋｍ，最
小的是冬季，只有２０ｋｍ，夏季与秋季位于这２个季
节之间，夏季的最大容许距离大于秋季。由此可选

取冬季的最大容许距离（２０ｋｍ）就可以满足各季节
由“内插”造成的误差均不超过由“观测”造成的误

差。

四川盆地东南部最大容许误差夏季最大为０．
２９４３，秋季次之，春季和冬季最大容许误差差别不
大，冬季最小，略低于春季，只有０．０７４５。最大容许
距离在秋季最大达５４ｋｍ，其次是夏季，只比秋季小
１ｋｍ，春季及冬季最大容许距离远小于其他２个季
节，冬季略低于春季，只有１８ｋｍ。因此可选取冬季
的最大容许距离（１８ｋｍ）就可以满足各季节由“内
插”造成的误差均不超过由“观测”造成的误差。

川西高原的最大容许误差在４个季节的差异较
大，最大是冬季，其值高达０．８０４１，而最小是秋季只
有０．１１７１，春季和夏季介于两者之间，夏季显著高
于春季。最大容许距离的季节差异也很大，夏季最

大达１５６ｋｍ，冬季为１３８ｋｍ，春季和秋季的最大容
许距离远远小于夏季和冬季，其中秋季只有３３ｋｍ。
因此可选取秋季的最大容许距离（３３ｋｍ）就可以满
足各季节由“内插”造成的误差均不超过由“观测”

造成的误差。

对于川西南山地而言，最大容许误差最大的季

节是秋季，其值为０．２９５３，春季和夏季略低于秋季，
冬季最小只有０．１８８８。最大容许距离秋季最大为
８７ｋｍ，夏季略低于秋季，冬季及春季的距离远远小
于秋季和夏季，冬季最小为４２ｋｍ。因此可选取冬
季的最大容许距离（４２ｋｍ）就可以满足各季节由
“内插”造成的误差均不超过由“观测”造成的误差。

阿坝州北部夏季最大容许误差最大达到 ０．
３３２４，秋季最小只有０．０８０９，春季和冬季介于两者
之间。最大容许距离春季和夏季远大于秋季和冬

季，春季最大达到７１ｋｍ，秋季最小只有１９ｋｍ。因
此可选取秋季的最大容许距离（１９ｋｍ）就可以满足
各季节由“内插”造成的误差均不超过由“观测”造

成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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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四川７个区域１９６１～２００８年降水场的最大容许误差及最大容许距离
Ｔａｂ．３　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ａｄｍｉｓｓｉｂｌｅｅｒｒｏｒａｎｄｍａｘｉｍｕｍａｄｍｉｓｓｉｂｌｅｓｐａｃｉｎｇ
ｏｆ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ｆｏｒ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６１－２００８

区域 项目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四川盆地西南部
最大容许误差 ０．１４１７ ０．３８４２ ０．２１１４ ０．０８７６

最大容许距离／ｋｍ ３４ ７０ ５９ １６

四川盆地东北部
最大容许误差 ０．１９８２ ０．１８２ ０．０７８ ０．０７３

最大容许距离／ｋｍ ６６ ３５ ２８ ４４

四川盆地西北部
最大容许误差 ０．１２６７ ０．１９３６ ０．１１９２ ０．０６２３

最大容许距离／ｋｍ ３３ ２６ ２３ ２０

四川盆地东南部
最大容许误差 ０．０７９ ０．２９４３ ０．１６５６ ０．０７４５

最大容许距离／ｋｍ １９ ５３ ５４ １８

川西高原
最大容许误差 ０．３０６６ ０．５５２３ ０．１１７１ ０．８０４１

最大容许距离／ｋｍ ６８ １５６ ３３ １３８

川西南山地
最大容许误差 ０．２３４５ ０．２５６２ ０．２９５３ ０．１８８８

最大容许距离／ｋｍ ６４ ８３ ８７ ４２

阿坝州北部
最大容许误差 ０．２７４５ ０．３３２４ ０．０８０９ ０．１８１４

最大容许距离／ｋｍ ７１ ６７ １９ ２８

５　结　论
（１）四川降水空间差异大，可以分为７个区域，

分别为盆地西南部、盆地东北部、盆地西北部、盆地

东南部、川西高原、川西南山地及阿坝州北部。

（２）四川７个区域降水的相关函数与距离之间
的回归方程以３次及２次为主。

（３）通过相对内插分析得知，四川７个区域的
气象观测站点布站合理间距：四川盆地西南部站点

间距≤１６ｋｍ、盆地东南部≤１８ｋｍ、阿坝州北部≤１９
ｋｍ、盆地西北部≤２０ｋｍ、盆地东北部≤２８ｋｍ、川西
高原≤３３ｋｍ、川西南山地≤４２ｋ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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