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２７卷　第２期
２００９年６月

干　旱　气　象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ｉｄ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２７　Ｎｏ．２
Ｊｕｎｅ，２００９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７６３９（２００９）－０２－０１１１－０７

山西沙尘天气的相关气候因子分析及预测模型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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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山西沙尘天气与蒙古国的降水、我国北方积雪日数、青藏高原积雪日数和表征气候异常变
化信号的大气—海洋环流因子ＳＯＩ指数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全球准周期性变化对沙尘天气趋
势的主导性作用。得出蒙古国西部前一年降水对山西省的沙尘天气具有较好的指示性；青藏高原前

一年冬季积雪日数和山西省的年沙尘日数呈较好的负相关性；当前冬青藏高原积雪日数多时，山西省

少沙尘，反之，多沙尘。就我国北方特别是山西省上游地区的积雪日数而言，指示性比较强的区域分

布在内蒙古、甘肃、新疆。这些区域内某些站点前一年冬季的平均积雪日数多时，山西省少沙尘，反

之，多沙尘。此外，山西沙尘还与ＳＯＩ指数有显著的滞后２ａ的正响应关系，与ＳＯＩ有滞后两年正相关
的站点主要分布在中东部和东北部。在要素相关分析的基础上，综合各类因子制作了山西省沙尘预

测模型，以期为沙尘天气的短期预测工作提供一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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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沙尘天气是干旱气象条件下的产物。从全球

范围来看，主要发生在中亚、北非、澳大利亚和北

美洲大陆［１］。早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起国外就开始
了对沙尘暴时空分布、成因、结构以及监测与对策

等方面的研究，其中，ＭｃＴａｉｎｓｈ等［２］认为澳大利亚

东部的沙尘暴出现的气候条件首先与下垫面的土

壤湿度和植被有关，其次与风有关，因为风是沙尘

卷入空气中的主要动力条件，与降水量关系不大

的原因在于土壤中只能贮存一部分降水。相对来

说，我国对沙尘研究的起步较晚，始于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３］。周自江 、俞亚勋、刘景涛等［４－６］分别研究

了整个中国、西北地区、华北地区沙尘暴天气时空

分布特征、大气环流形势以及海温的作用等，为北

方沙尘暴的预测提供了理论依据。刘青春等［７］研

究了青海省春季沙尘暴特征及其异常气候背景，

指出前期 ３～５、６～８月中北印度洋海温偏高
（低），青海春季沙尘暴天气少（多）。王雁鹏等［８］

利用非静力中尺度气象预报模式 ＭＭ５和三维欧
拉型区域空气质量模式 ＣＡＭｘ建起一套完整的空

气质量模拟系统，该模式对沙尘传输和沙尘浓度

分布有较好的模拟能力。张瑞军等［９］从沙尘暴的

成因、特征、输送、影响和防治等方面总结了近年

来国内的研究进展。张志刚等［１０］选出了浑善达克

沙地、巴丹吉林沙漠附近的 ２０多个气象站的气
温、降水资料进行分析，总结了沙尘源地的气候特

征，并指出了北京浮尘沙尘暴天气与源地春季降

水呈显著负相关性。史培军等、叶笃正等［１１－１２］分

析了我国北方地区沙尘源区的分布规律和成因，

指出沙尘暴的发生、发展是下垫面地形地貌、水

文、土壤、植被等多种环境要素相互作用、长期发

展的结果，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以往对沙尘天气与降水、温度、风、湿度、蒸发量

等关系密切的气候因子影响研究较多，而对其它相

关因子的研究较少，而本文在分析了山西省沙尘日

数与蒙古国降水、青藏高原前冬积雪日数、北方区域

积雪日数及表征大气—海洋环流异常变化信号的多

种因子相关性的基础上，建立了沙尘天气气候预测

的概念模型，并进一步挑选出相关性比较好的前期

因子进行逐步回归，初步制作了山西省沙尘天气的

统计预测模式。



２　资料和方法

２．１　资料
（１）地面观测资料
来源于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气候资料室，包括

１９６１～２００３年山西省１８个站的扬沙、沙尘暴的逐
年逐月资料；记录有沙尘暴发生初始时刻的日值资

料；对于序列中存在缺测的部分，根据需要进行了处

理（用平均值取代）和剔除。

（２）南方涛动指数（ＳＯＩ）
来自于澳大利亚国家气候中心（ＮＣＣ），取１９６１

～２００３年的逐年逐月ＳＯＩ指数值。
（３）蒙古国降水资料
来源于ＮＯＡＡ／ＮＣＥＰ地面降水量再分析格点场

资料，空间分辨率为２．５°×２．５°经纬度以及国家气
象中心气候资料室提供的蒙古国４５个台站地面降
水量的逐年逐月资料。

（４）青藏高原及我国北方积雪资料
来源于国家气象中心气候资料室，包括青藏高

原６０个站点及我国北方３４０个站点的地面积雪日
数的逐年逐月值。

２．２　方法
文中主要采用了气象统计学［１３］上的相关分析

方法。

（１）计算区域平均的方法
根据１９９６年 Ｊｏｎｅｓ等［１４］提供的用经纬度网格

面积加权平均来计算某一气候要素区域平均值的方

法，建立了多要素的平均时间序列，计算了多组相关

性。这种方法的基本思路是：以逐年序列为例，首先

将某区域按一定的经纬度划分为 ｎ个网格，再将每
个格点内某年某气候要素值求算术平均，然后根据

网格面积做加权平均，得到此年此气候要素的区域

平均值，同样再求出其它年份的平均值，就可以建立

起此气候要素区域平均值的时间序列。计算公式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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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珔Ｘ即为要计算的某要素ｘ的区域平均值，
ｎ为网格数，ａｉ（ｉ＝１，２，…ｎ）为每个网格的中心点
纬度，ｘｊ（ｊ＝１，２，…，ｋｉ）为区域中某一网格内共参与
计算的ｋｉ个点的气候要素值。

文中使用了１°×１°经纬度的网格点。
（２）相关分析方法
相关分析是用相关系数（ｒ）来表示２个变量间

相互的直线关系，为了判定沙尘与其它气候因子之

间关系的密切程度，文中主要采用了相关系数值的

统计计算及ｔ检验方法。
相关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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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ｒ１２为２组变量的相关系数，ｎ为样本数，
ｘ１为变量１，ｘ２为变量２，珋ｘ１、珋ｘ２分别为变量１、２的平
均值。

计算出相关系数后，用 ｔ检验方法来判断相关
是否在某一水平下显著，相关系数的临界值计算如

下：

ｒｃ＝
ｔａ
２

ｎ－２＋ｔａ槡 ２ （３）

　　其中，ｒｃ为相关系数的临界值，ｎ为样本数，ｔａ
为自由度ｎ－２和显著水平α下的ｔ检验值。

（３）逐步回归方法
为了从多个因子中择优以增加预报方程的稳定

性，文中采用了统计上的逐步回归方法，即逐步剔除

因子，进行回归系数 Ｆ检验，最后选出最优因子来
建立我国北方沙尘气候的预测方程。

２．３　研究范围内站点的选定
本文的研究范围为山西省区域内的１８个站点，

如图１所示。

图１　山西境内的站点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ｅ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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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影响山西省沙尘天气的相关气候因
子分析

我国沙尘暴的发生是复杂的多因子综合作用的

结果，沙尘天气与降水、温度、风、湿度、蒸发量等的

关系密切。由于篇幅有限，山西省沙尘日数与上述

气候因子的关系这里不作讨论。仅就以下几个相关

气候因子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３．１　蒙古国降水
我国北方春季的沙尘天气常与冷空气活动产生

的大风相伴出现，而蒙古国是影响我国的冷空气主

要路径之一。杨民等［１５］通过对２０００年春季发生的
大风、沙尘暴的统计分析，指出２０００年春季沙尘的
３种传输路径主要在西、北方向上。矫梅燕等［１６］通

过对５４例影响我国的沙尘天气过程分析，指出影响
我国的沙尘暴主要起源于蒙古国。邱新法等［１７］根

据沙尘天气的起源，指出每年冬春影响我国的境外

源区主要位于与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相邻的蒙古国东

南部戈壁荒漠区。那么蒙古国作为我国北方沙尘的

主要外源地，其降水条件是否与山西省沙尘天气的

多少有关系？下面作一简单分析。

因为蒙古国台站降水资料缺测值较多，故文中

采用了ＮＯＡＡ／ＮＣＥＰ地面降水量再分析格点资料，
站点数共４５个，时间为１９６１～２００１年。同植被指
数资料的处理方法相似，将离台站最近的格点资料

插值至台站，并根据经纬度网格面积加权的方法求

得蒙古国降水的区域平均值。然后将山西省沙尘分

离出当年、当年春季的沙尘，蒙古国降水分离出前一

年、前冬、当年、当年春季的降水，得到各组合的相关

系数值见表１。

表１　蒙古国前期降水与山西省
沙尘日数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ａｎｄ
ｄｕｓｔｓｔｏｒｍｓｄａｙｓｉｎＳｈ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前一年 前冬 当年 当年春季

当年 －０．１４４ ０．２７０ －０．１３７ －０．１４１

当年春季 －０．１９５ ０．２６３ －０．１２８ －０．１１１

由表１可以看出，山西省沙尘与蒙古国降水没
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再将１９６１～２００１年蒙古国区域４５个站的平均
降水量与山西省１８个单站次年的年沙尘日数求相
关，能通过 ９５％信度水平检验的站点仅五台山 １
站。

并求得１９６１～２００１年山西省平均沙尘日数的
逐年序列与再分析蒙古国单站前一年降水量的相关

系数，能通过检验的站点有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ＳＴＡＴＩＯＮ、
ＵＬＧＩＩ、ＯＭＮＯＧＯＶ、ＨＯＶＤＯ、ＢＡＲＵＵＮＴＵＲＵＵＮ和
ＴＡＭＳＡＧＢＵＬＡＧ。挑选出这６个台站实测降水量在
无缺测值的年份与相应次年山西省的沙尘日数求相

关加以验证，见表２。

表２　蒙古国６个台站的前一年降水量与次年山西省沙尘日数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ｔｓｉｘ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ａｎｄｄｕｓｔｓｔｏｒｍｓｄａｙｓｉｎＳｈ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ＵＬＧＩＩ ＯＭＮＯＧＯＶ ＨＯＶＤＯ ＢＡＲＵＵＮＴＵＲＵＵＮ ＴＡＭＳＡＧＢＵＬＡＧ

１９６１～１９８２年 １９６１～１９８２年 １９６１～１９８２年 １９６１～１９８２年 １９６１～１９７９年 １９６１～１９８２年

次年 －０．４４９ ０．０７５ －０．３８７ －０．３４６ －０．３２５ －０．１３３

　　可见，虽然蒙古国前一年全区平均降水量的多
少对山西省年沙尘天气无明显的指示性，但个别站

点如：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ＯＭＮＯＧＯＶ、ＨＯＶＤＯ、ＢＡＲＵＵＮ
ＴＵＲＵＵＮ的前一年降水量与山西省的沙尘天气的
负相关性比较显著，尤其是１９６１～１９８２年ＭＯＮＧＯ
ＬＩＡＮ站相关系数通过了α＝０．０５信度水平的检验。
当这些站前一年降水量多时，山西省少沙尘；反之，

多沙尘。而且这些点均分布在１００°Ｅ以西蒙古国的
西部，比较集中的一块是４７．５°Ｎ～５０．０°Ｎ，９０．０°Ｅ

～９２．５°Ｅ范围内的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ＯＭＮＯＧＯＶ、
ＨＯＶＤＯ３个站。因此，蒙古国西部的前一年降水对
山西省的沙尘天气具有较好的指示性。

３．２　青藏高原前冬积雪日数
研究表明，青藏高原冬季地面感热通量的增强

（减弱）影响着我国北方东部（西部）春季沙尘暴的

减少（增多）［１８］，青藏高原的积雪多少和我国西北

部的降水呈弱的、复杂的相关关系［１９］，青藏高原积

雪和ＥＮＳＯ事件及东亚大气环流存在着较好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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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２０］。青藏高原作为影响我国气候变化乃至大尺

度环流背景中的一个热源因子，其对沙尘天气的影

响也是间接的，因此这里主要分析一下青藏高原前

一年冬季积雪日数与山西沙尘日数的关系。

青藏高原的站数共６０个，包括西藏２６个台站
和青海３４个台站，在保证序列长度的前提下，并考
虑到资料的精确性，剔除掉了缺测值较多或在序列

所规定的年份中无３ａ以上观测值的站点，最后筛
选到４８个站点１９６１～２００１年共４１ａ的积雪日数资
料进行分析。考虑到站点资料序列长度的不一致

性，分别对每年有记录站点的冬季积雪日数求区域

平均，首先利用区域平均的方法计算出青藏高原

１９６１～２０００年冬季平均的积雪日数的逐年值，与次
年山西省平均沙尘日数的逐年序列求相关，相关系

数值达到 －０．３６５，通过了 ９５％信度水平的检验。
再与１８个单站求相关的结果显示，均呈负相关，有
７个站点通过了 α＝０．０５的负相关检验，分别是右
玉、大同、河曲、原平、兴县、运城、阳城。另外，青藏

高原冬季积雪日数与山西省春季沙尘日数的相关系

数值为－０．２４６。
可见，青藏高原前一年冬季积雪日数和山西省

年沙尘日数呈较好的负相关性，当前冬青藏高原积

雪日数多时，来年山西少沙尘；反之，多沙尘。

３．３　我国北方区域积雪日数
从理论上讲，前冬时期深厚的积雪有利于土壤

水分的保持，抑制来年沙尘天气的发生。通过１９６１
～２００１年我国北方３４０个站的年最大积雪日数计
算出我国北方的年最大积雪面积的逐年序列，并通

过区域平均的方法求得１９６１～２００１逐年的平均的
年最大积雪日数、年平均积雪日数、冬季平均积雪日

数，与山西省平均的１９６１～２００２年沙尘日数的逐年
序列的相关系数见表３。

表３　我国北方区域积雪日数与１９６１～２００２年
沙尘日数的逐年序列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３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ｎｏｗｄａｙ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ｄｕｓｔｄａｙｓ

ｉｎＳｈ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６１－２００２

年最大

积雪日数

年平均

积雪日数

冬季平均

积雪日数

年最大

积雪面积

前一年 当年 前一年 当年 前一年 前一年 当年

当年 ０．０７７ －０．０７３０．１７１ ０．１３６ －０．０３０ －０．１５４０．００１

当年春季 －０．０３４０．０６２ ０．０８３ ０．２３８ ０．０９３ －０．１９７０．１０７

由表３可以看出，我国北方区域平均的积雪日
数或面积对山西省的沙尘天气无明显的指示性。再

将１９６１～２００１年我国北方３４０个站范围内的年最
大积雪面积与山西省１８个单站次年的年沙尘日数
求相关，没有能通过９５％信度水平检验的站点。另
求得１９６１～２００１年山西省平均的沙尘日数的逐年
序列与２８３个有完整资料的单站前一年冬季的平均
积雪日数的相关系数，能通过９５％信度水平检验的
负相关站点有３５个（图２），特别是上游地区包括新
疆的１３个站、甘肃的４个站及内蒙古的朱日和、苏
尼特左旗、那仁宝力格区域对山西省来年的沙尘日

数具有很好的指示意义，其中，新疆的巴里塘站相关

系数值最高，达－０．７４２。

图２　山西省的沙尘日数与２８３个单站前冬的平均积雪日数的相关系数
能通过９５％信度水平检验的负相关站点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ｔ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ｔ９５％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ｕｓｔｄａｙｓｉｎＳｈ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ｎ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ｎｏｗｄａｙｓｉｎ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２８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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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这些站点的前一年冬季的平均积雪日数
对山西的沙尘日数有很好的指示性，前一年冬季积

雪日数多时，山西省少沙尘；反之，多沙尘。比较集

中的指示性区域是４０°Ｎ～４５°Ｎ，１１０°Ｅ～１１５°Ｅ内
蒙古范围内的苏尼特左旗、朱日和、那仁宝力格；３５°
Ｎ～４０°Ｎ，１００°Ｅ～１０５°Ｅ甘肃范围内的乌鞘岭、武
威、马鬃山；４０°Ｎ～４５°Ｎ，８５°Ｅ～９５°Ｅ新疆范围内
的乌鲁木齐、达坂城、奇台、哈密、巴里塘。

３．４　ＳＯＩ指数
计算山西平均的逐年沙尘日数与ＳＯＩ指数的逐

年平均值的相关系数为０．１８７，没有通过信度检验。
但计算ＳＯＩ指数与滞后２ａ的沙尘日数的相关系数
为０．３２０，通过了９５％的信度水平检验。可见，在晚
于ＳＯＩ高指数值２ａ的年份，山西一般多沙尘天气；
反之，晚于ＳＯＩ指数低值２ａ的年份，山西一般少沙
尘天气。

计算同年份 ＳＯＩ指数与山西省１５个单站沙尘
日数序列的相关，其中１４个呈正相关，仅五台山站
呈弱的负相关。进一步计算滞后２ａ的沙尘日数单
站序列与ＳＯＩ指数的相关，１５个站点均呈正相关，
且能通过α＝０．０５信度检验的站点有４个，分别是
右玉（０．３１４）、大同（０．３５６）、太原（０．３４６）和阳泉
（０．３５１）（图３）。

图３　ＳＯＩ指数与滞后２ａ的沙尘日数
相关系数的等值线分布

Ｆｉｇ．３　Ｉｓｏｌｉｎ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ＯＩａｎｄ２ｙｅａｒｓｌａｇｇｅｄ

ｄｕｓｔｄａｙｓｉｎＳｈ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因此，沙尘日数在滞后２ａ的情况下与 ＳＯＩ指
数具有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单站来看，这种显

著正相关点主要分布在中东部和东北部，而在西南

部南方涛动对滞后２ａ的沙尘天气发生频率的影响
不明显。

４　预测模型的建立

在上述前期影响因子中，选出最优相关因子，建

立回归预测模式，将对山西省沙尘天气的短期气候

预测具有借鉴意义。因为风要素是最为直接的、最

优相关的因子，所以在选取前期影响因子时，选入了

年平均风速。只不过计算时用前一年的年平均风速

代替，依据是前一年的年平均风速与来年沙尘日数

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值达０．５８６；进一步筛选后，对
山西省前一年的年平均气温、前一年的年平均风速、

前一年的年平均相对湿度、前年的ＳＯＩ指数（１９６１～
１９９９年）、青藏高原前冬平均积雪日数、巴里塘站前
冬平均积雪日数６个前期因子于１９６２～２０００年的
逐年平均值与山西省１９６３～２００１年１８个站平均的
逐年沙尘日数作逐步线性回归分析，在９５％显著水
平下，得出由前一年的年平均风速（ｘ１）、前年的 ＳＯＩ
指数（ｘ２）、青藏高原前冬平均积雪日数（ｘ３）３个显
著性因子建立的山西省沙尘日数ｙ的预测模式如下
式：

ｙ＝１４．９０ｘ１＋０．２７ｘ２－１．４４ｘ３－１９．２６ （４）

　　其中，预测量 ｙ与估计量 ｙ^之间的复相关系数
为０．７２８。并根据此模型对２００２，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山西
省的沙尘日数进行回报，结果见表４。

表４　根据方程（４）对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山西省
平均的年沙尘日数的预报结果

Ｔａｂ．４　Ｔｈｅ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
ｄｕｓｔｄａｙｓｉｎＳｈ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ｔｈｅ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４）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年份 ｘ１ ｘ２ ｘ３ ｙ

２０００ ７．８

２００１ ２．４ ０．５２５ ４．０９

２００２ ２．３７ －６．１ ６．２２ １２．７２

２００３ ２．３４ ４．７７ ７．２４

２００４ ７．０９

并把１９６３～２００３年山西省平均的年沙尘日数
的预报值和实况值进行对比，如图４所示。
　　由图４可以看出，预报值与实况值的总体趋势
大致相当，在个别年份如 １９６８、１９７０、１９７７、１９８６、
１９９１、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会出现偏差较大或趋势相反的
现象，但大多数年份二者比较接近且趋势一致，可见

经过逐步回归筛选出的因子年平均风速、前年的

ＳＯＩ指数、青藏高原前冬的平均积雪日数是具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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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的，其回归方程可以作为山西省沙尘天气预测

的一项参考依据。

图４　山西省平均年沙尘日数的实际值（１９６３～２００３）
与预报值（１９６３～２００４）对照图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１９６３－２００３）
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１９６３－２００４）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ａｎｄｕｓｔｄａｙｓｉｎＳｈ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并把以上６个前期因子与太原市的逐年沙尘日
数作逐步回归分析，求得太原市的统计预测模式如

下：

ｙ太原 ＝０．３５ｘ１－１．５９ｘ２＋２２．９１ （５）

　　式（５）中，ｘ１为前年的ＳＯＩ指数、ｘ２为青藏高原
前冬平均积雪日数。预测量ｙ太原与估计量 ｙ^太原之间
的复相关系数为０．５０９。

图５是１９６３～２００３年太原的年沙尘日数的预
报值和实况值的对比曲线。

　　可见，所建立的太原市的年沙尘日数的统计预
测模式不及全区的效果好，这是因为，文中没有更细

致地讨论太原市沙尘日数与本地、各区气候因子和

环流因子的相关性，只是在总结全区比较典型的相

关因子的基础上，进行了粗略的回归计算。但通过

式（５）可以看出，对于不同地区沙尘天气的显著影
响因子是不完全一致的，因此，对某一地区的沙尘日

数进行预测时，要在考虑山西省沙尘天气总体变化

趋势的基础上，抓住影响本地沙尘日数的强信号因

子。

图５　太原市１９６３～２００３年沙尘日数
的实际值与预报值对照图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ｄｕｓｔｄａｙｓｉｎ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ｏｆ
１９６３－２００３ｉｎＴａｉｙｕａｎｏｆＳｈ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５　主要结论

（１）蒙古国西部特别是４７．５°Ｎ～５０．０°Ｎ，９０．０°
Ｅ～９２．５°Ｅ区域内前一年降水对山西省的沙尘天气
具有较好的指示性；当这些站前一年降水量多时，山

西省少沙尘；反之，多沙尘。而蒙古全区的平均降水

量仅对五台山站有很好的负相关性。

（２）青藏高原前一年冬季积雪日数和山西省的
年沙尘日数呈较好的负相关性，当前冬青藏高原积

雪日数多时，来年山西省少沙尘；反之，多沙尘。

（３）就我国北方特别是山西省上游地区的积雪
日数而言，指示性比较强的区域是 ４０°Ｎ～４５°Ｎ，
１１０°Ｅ～１１５°Ｅ内蒙古范围内的苏尼特左旗、朱日
和、那仁宝力格；３５°Ｎ～４０°Ｎ，１００°Ｅ～１０５°Ｅ甘肃
范围内的乌鞘岭、武威、马鬃山；４０°Ｎ～４５°Ｎ，８５°Ｅ
～９５°Ｅ新疆范围内的乌鲁木齐、达坂城、奇台、哈
密、巴里塘。这些站点的前一年冬季的平均积雪日

数对山西省的沙尘日数有很好的指示性，这些地区

前一年冬季积雪日数多时，山西省少沙尘；反之，多

沙尘。

（４）综合多种因子与山西省沙尘天气的相关关
系，在建立山西省沙尘气候预测的概念模型的基础

上，通过逐步线性回归分析，筛选出了年平均风速、

前年的ＳＯＩ指数、青藏高原前冬的积雪日数３个显
著性因子，建立了统计回归预测模式，对山西省沙尘

天气的短期气候预测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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