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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半球阻塞形势的统计分析

章基嘉 徐 浩
� 熨 家气象局 �

摘要 本文利用���� 一 ����年
,

逐月北半斌��� ��� 月平均高度场资料
,

从月平

均的角度对北半球阻塞形势进行了统计分析
。

功率谱
、

交叉谱分析表明
,

方案

�
、

� 的结果是相似 的
�

对各区面积指数时间序列 � 年半 ��� 个月左右�
、

� 年

半 ��� 一�� 个月 �和 � 一 � 个月的周期都是比较重要的
� � 区和 � 区具有较好的

同位相负相关
� 在长

、

短周期段均有凝聚显著的周期存在
。

关键词 北半球
,

阻塞
,

统计分析

,小

�
咨咋

�

大气低频变化已经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

而这种变化是由于大气环流中某些大尺度
”

持续异常造成的
。

阻塞形势就是一种常见的大尺度持续流型
,

它的异常发展常引起大范

围天气的异常
。

如� ��� 年夏的西欧干早
、

� ���年美国中西部 的严重干早 以及��� �年夏季

我
�

国华北地区干早等都是 由于在特定区域持续维持 的阻塞形势作用的结果
。

所以
,

对阻

塞现象的气候特征了成因以及机制的研究越来越显得重要
。

目前普遍认为这个问题没有

适当解决
,

中长期天气预报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

尽管人们做 了大量的工作 ��  , �
,

但 至

今对阻塞仍缺少一个统一的严格定义
,

这是因为对阻塞的物理机制还没有一个非常满意

的解释
。

对这样一个机制还不十分清 楚的系统
,

能不能避开其物理过程
,

从月平均的角

度进行研究
,

以利于长期预报方法的发展呢 � 我们通过查阅����一����年北半 球 逐 月

� �� 五� �月平均高度场和相应的逐 日高度场发现
,

由于阻塞形势具有的其准静止性
,

在月

平均图上具有拓应的反映
。

所以
,

利用月平均高度场研究该月内阻塞活动的平均状况还

是可 以的
。

我们把阻塞系统在月平均图上 的反映叫做月平均阻塞
。

经过统计分饥和动力

学诊断我们得到了一些合理的结论
,

可供长期预报参考
。

� 月平均阻塞的定义和其特征量的计算方法及气候特征分析

翻阅��� �一�� �� 年逐月的月平均高度场
,

可以看到在月平均 高度场 �选� ��� � �� 中
,

等高线大致可归纳成 � 种典型的类型
,

如图 � 所示
。

月平均图上出现的阻塞帘位于�� 一

��
’

� 的 中纬度地区
。

综合给 出�� 一��
‘

� 高度场的特征
,

能较好地反映北半球上 述 � 种

典型的平均流型
。

本文所定义的阻塞指图 � ��� 和 ��� 两大类
�

�
�

� 阻塞指数的计算方法

贬� �当计算区 内��
、。

� 和�� � 都是正 纬 偏 值 �如 图��
�
��

,

或当� �
�

� 和 ��
�

� 都是负

收稿日 期
� �� � �一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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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偏值�如图 �����
,

或当��
�

� 为小的正纬偏值
、

而��
‘

� 为小的负纬偏值时 �如图� �
�
��

�

对于这 � 种情况均取��
�

�
、

��
�

� 两个纬度上纬偏值的代数和为合成纬偏值△�
, � 。

���对于计算区内 ��
’

�

图 � �
’

〕几�� � 引 丫均环流的 � 种基本流型

�
� � 表示南北向的高压脊

,

有 时北部有闭合高压
,

有 明

显 为
�

厂 �

之�取自� , �� 年 艺 月 �
, 一

冬� �� 二 �
,

。,

� � � 表示北高南低
,

有 明显的分支 �取户
‘

�叨 年 � 月�
,

共
、

�川 二 �
�

�
,

� 。 少和 � � �均为不义定 义的 阻 塞

形势
�

弋� � 儿 准纬向环吝��里�取自�� � �年
。月 � 只 � � �二 。

�

。�

� � � 为低压糟型 �取自�盯。平 � 月 � 代 �劲 � 一 。
�

�

纬圈上为负纬偏值
、

��
’

� 纬

圈上为正纬偏值的情 况 �如

图 � ����
,

采取了�
、

�
、

�

三种不 同的计算方案
�

�
�

仍取��
”

�
、

��
’

� 两

纬圈的纬偏值之代数和作为
、

合成纬偏值
,

但这种方案显

然把一些阻塞形势给平滑掉

了
。

�
�

查看月平均 � ��� �
, �

实况图
�

若实况图上计算区

内有阻塞则取 ��
‘

�
、

��
’

� 两

纬偏值的绝对值之和为合成

纬偏值
� 反之

,

实况图上计

算区内无阻塞则取两者的代

数和作为合成纬偏值
�

这种

方案虽然比方案 � 有 所 改

迸
,

但北边的脊有时强
、

有

盛甘�仃二

时弱
,

难以定量判断
,

因此又采用方案 � 计算
�

�
�

根据��
’

� 上的纬偏值进行判断
,

即

当么� �入
�

印��
· ,

�� 成 。
,

△� �入
,

甲��
· ,

� � 。时
。

若 △� �入
,

甲叮
,

�� � �
�

�

�� � � �� 这是引入的一个经验判据�
,

则认为计算区内高度场呈典型的阻塞形势
�

合成纬

偏道取
�
△� ��

。
,

�� � 协� 。
,

甲��
· ,

�� �� △� 。
,

叭
�

· ,

��
,

这祥可以突 出阻塞万势 的 存

在
。

若乙立王�入
,

卯� �
,

一

�� �
�

� � �� � �
,

它相当于计算 区阿高度场中北方的高压脊处于减弱

阶段而南万 的低压槽较强
,

于是合成纬偏值 取
�
△� ��

�入
,

�� � △� �入
,

甲� �
· ,

�� � 么� �入
,

叭
、 ,

��
,

以区别
一

犷典型的阻塞形势
�

在上 述�
、

�
、

� 三种方案中
,

以 � 方案与 实 况

图最为一致
�

吸�
,

计算半波长�
一

�强度 �

先污合成纬偏值求 “点滑劝平均
,

得 △‘
一

味�入
,

�� 以滤掉高度场中对阻塞没有意义

的小扰动
。

半波长 � 是指从 � 几�入
,

��一 。的格点开始
,

经过峰值点 �最谷低值点 �
,

再

回到 �鑫�‘
,

��一 。的下一个格点之间的经距
�

于波长所对应的高压脊就是阻塞的一个

单体
� 而峰值点的高度值就是阻塞的强度

�
其单位为 ��� � �

�
峰值点所在的经度就是阻

塞单体的中心轴线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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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表示 ��� � �
�阻塞强度的综合特征量一一面积指数 �

经过对合成纬偏值的 � 点滑动平均得到 △�么�入
,

� �
,

至此
,

高度场 中的等高线分

布均转化为近似正弦波形
。

这样
�

阻塞的综合强度可 以近似地取半波长�和强度� �在低

压场合� 为负值 �的乘积之半 � 二十
,

�
,

��
· ·

…来表示
。

它既考虑了阻塞的强度
,

又考虑

了它的纬向伸展范围
,

所 以是一个综合强度指数
�

显然
,

当 � 为正时
,

它反映了阻塞的

综合欢度
� 当 � 为负时

,

它所反映的就是相应低槽单体的综合强度
�

�
�

� 阻塞的地理分布

在计算上述面积指数时
,

已考虑了气压场的区域性特点
,

并对北半球作 了 初 步 分

区
,

现在得到 面积指数 � 后
,

我们进一步讨论这种分区的合理性
。

根据 � ��� �
�
各月气候平均图上槽脊的位置以及月平均图上槽脊活动的 情 况

,

可 将

整个北半球分成 � 个区域
�

� 区
� � 。

。

� 一�『 �
,

东大酉洋一西欧
,

东大西洋阻塞活动区
�

兀区
� � �一���

’

�
,

东欧一亚洲内陆区
,

乌拉尔山阻塞活动区
�

� 区
� �的一�� 犷 �

,

东亚一西太平洋区
,

冬槽夏脊区
�

� 区
� �� 。

”

� 一� ��
’

�
,

东太平洋一北美西部区
,

东太平洋阻塞活动区
�

� 区
� � �。一40 W

,

北美东部一西大西洋区
,

北美沿岸大槽区
.

按上述分区
,

每
‘

“玉‘几(入
,

、 ) 的峰值位置所在 区即为阻塞所在区
;
若该 区该月无

阻塞且有 Q 为负时
,

则确定该区内有槽
; 当然 也有无槽无脊的情况

,

此时该区该月 S 近

似于 。
,

这 厅每个区都得到了序 列 长度 为

456的(38(年) x 12(月))面积指数(S)序列
.

图 2 给 出了按方案 C 计算得到的分 区面积指

数的百分率分布曲线
.
图 Za为 I 区的分布曲

线
,

它反映了东大西洋一西欧区域内阻塞活

动的 飞红怜征
。

众可刁知
,

这爷区域是北半

球阻高活动最频繁的地 区 之 一 (表略)
,

因

此
,

出现正犷:面积指数的月份 占绝对优势
·

出现负的面积指数的月份寥寥无几
,

整个领

率分布曲线几乎全部在正轴一侧
.
1 区是东

欧一亚洲内陆地区
,

是天气学中常称的乌位

尔 山阻塞活动的地区
。

它也是北半球阻塞活

动相对集中的地区
,

所以面积指数为正的月

份 占绝对优势
,

频率分布曲线明显地集中在

正轴一侧(见图 Zb)
。

图Zc给出 l 区
,

即东亚沿

岸一西太平洋地区的频率分布曲线
.
与上述

I 和 I 区明显不同
,

这个地区的频率分布在

正轴一侧和负轴一侧几乎是各半
。

而且面积

匕一 2 0 0 0
一
[
0 0 0

口 1 0 0 0 2 0 0 0

_

_

止
_(、

20
「

0
一
1 0 O

J 0 二0 00

、气 )

一
2
0 0

0
一 I〕00 0 工0 03 2 0 00

止一 2 0 0 0
一 1 0 0 0 0 1 0 0 0 2 0 0 0

图 : 方案c 各区面积指数的百分姚)布
a . 1 区 ,

b

.

1 区 ;

c .
, 区 ,

d

.

U 区 ,

吧
_

V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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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为负值的月份还多于面积指数为正值的月份
,

反映了这个地区冬槽夏脊的季风性气

候特征
,

亦即这里是冬季东亚沿岸大槽常驻的地区
,

草季则常出现脊
。

W 区是东太平洋一

北美西海岸地区
,

这里是北半球阻塞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表略)
。

这个地区没有象 l 区那

种季风性气候特征
,

所以频率分布曲线明显地在正袖一侧 (见图2d )
.
图Ze给出的是北美

东海岸一西大西洋区的频率分布曲线
。

由于本区是北美沿海大槽常驻的地区
,

无论冬夏负

的面积指数月份占绝对优势
,

而正的面积指数月份寥寥无几
.
所以频率曲线 明显地偏在

负轴一侧
.
由此可见

,

本文的气候分区和计算面积指数的结果是互相吻合的
,

而且正确

地反欧了5ooh P
a月平均图上气压槽脊的地理分 布 特 点

.
其中 I

、

I

、

W 区是北半球 3

个阻塞活动频繁的地区
,

l 区是冬槽夏脊的季风气候区
,

V 是北美东岸大槽常驻地区
,

面积指数的频率分布曲线正确地反映了这些气候特点
。

1

.

3 计算结果与50 Oh p a月平均高度实况的一致性检验

如表 1 所示
,

方案 C 中各区38年中漏算的中纬度阻塞个数为 50
,

占实际存在阻塞的

4 外
。

其中各区38 年中
,

因阻塞出现在高纬而漏算的个数为14
,

这说明阻塞主体出现在

表 1 计算结 果与实况的对比

\
廿 案 { 、 B , C

\ 有 阴 塞 贡 阻 塞 有 阻 塞 { 干 吼 塞 有 阳 塞

毛 总 塞

无 阻 塞

}

;::

。

; :

。

; :

高纬只是少数情况
,

因而取45 一65
O
N 沟纬带作为中纬度来描述北半球 sooh P

a月平 均 阻

塞是合适的
.
从表 1 还可见

,

3 8 午各区方案C的计算结果有阻塞而实际上无阻塞的次 数

为了5
,

占总数此￡ :
。

二之 1 经过列联表的定量分析
,

证明方案C优于方案 A 和B
。

由表

1 可得 3 种方案的一致性系数 丫分别为
: Y C二 0. 8 , 。4

、

Y
。一 。

.
8 6 8 4

、

丫A一 。
.
8 4 82 则有

Yc > Y
。
> 丫*

。

可见 3 个方案中
,

方案C与实况图的一致性是最好的
。

1

.

4 北半球各月平均阻塞的气候学侍征

表 2 给出北半球各月平均阻塞 出现个数的气候机率
.
在1
.
肠1一1988年的38年中

,

各

月均以出现 3个阻塞的机率为最大
,

全年平均机率是56 务
。

出现 2 和 4 个阻塞的机率明

显减小
,

其年平均机率仅为19 肠
、

21

.

5
%

。

出现 1和 5个阻塞的年平均机率更小
,

仅是

0
.
5 %

、

2

,

7 肠
.
分月来看

,

出现 1 和 5 个阻塞是极少数现象
。

出现 3 个阻塞在全乍各月

中都明显 占优势
,

只是10 月份稍少
.
出现 4 个阻塞在夏秋各月 ( 6一 9月 )相对集中

。

这

与北半球冬季经常出现 3 波型
、

夏季容易出现4 波型是一致的
。

出现 2 个阻塞的概率在

夏季 6 一 8 月相对较小
,

在10 一12月较大
。

这可能与秋末冬初北半球两大洋和两大陆的

热力作用的地理配置有一定关系
.
这时乌拉尔阻塞活动相对较少

,

两大陆的东岸大槽活

动频繁
,

而 I 和 W 区阻塞活动明显增多
.

1
.
5 计算阻塞面积指教距平(方案 O )

目前长期预报的对象是距平
,

为了探讨面积指数的
‘

异常
”

演变规律
,

必须计算它

初距平值
.
为此

,

在各月的气候平均图上求得汾45
’

N

、

65

’

N 的纬偏值的气候平 均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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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北半球各月出现各种阻塞数的概率分布(肠)

�了弓

:

n乙.L门匕O口

八乙
5
1二

5比5326535339 5比邓26

22222

1O

32

炭\ 丈 月 沂 } 一 { 一

}
}

{
1 }

_

} }

. _

{

_

} 1
平均

胆叁丛互卫二上
2 } 3 { ‘

…
5·
厂
6
…

了

{

‘

{

”

{ 兰止上兰
_}二竺

18
47

6332筋105.。。比洲从

然后求出两个选定纬度上逐月纬偏值的距平
,

它 已经消除了多年平均的季节 变 化 的 影

响
,

更适合于长期预报之用
。

再用和方案C类似的步骤即可求得各月各区面积指数 S 的

距平值S
‘ .

然而面积指数距平 S
’

二> o

并不直接表示图上存在阻塞
,

但它表

示在 月
’

>
O 的这一区域内500 h P a月平

均图上的高压脊(低压槽 )比同月的气

候平均图上相应的脊(槽)更强 (浅)
,

若S
‘
< O

,

则表示 SO0h P
a月平均图上

这一区域内的脊(槽)比同月气候平均

图上相应 区 的 脊 (槽) 更 弱 (深)
。

图3a一
e
给出了方案D 的面积指数距

平 S’ 的频率分布曲线
。

从图上 可 以

看到
,

各区面积指数距平 S ’

均近似遵

从正态 分布
,

且正
、

负面积指数大约

各占一半
。

峰值都在 。点附近
。

这是

符合距平值分布的气候特点的
。

孟合叫s)

瑞橇) 竺瑞舒二栩 瑞r ‘伪

各区面积指数的功 率 谱
:仁

和交叉谱

功率谱分析

为了分析各区面积指数时间序列

瑞r
占
份

S 中所存在的周期性
,

我们对各区 S

序列进行功率谱分析
.

图 3 方案D 各区面积伯数的 口 竹

a . 1 区
; b

.
1 区 ,

·

c

.

1 区
; d w 区

.

e .V 区

首先将1951 一1‘88 年共38 年的各区面积指数时间序列进行列标准化
,

即扣除各月的

多年平均值后再除以该月的标准差
。

然后将该区逐月的资料以自然顺序排成长 度 为456

个月的时间序列
.
从而构成长度为456

、

均值为 。
、

方差为 1 的标准时间序列
,

然 后 分

别取最大后延m = 149 和44 个月分别进行功率谱分析
,

以比较取不同最大后延对结 果 的

影响
,

并综合分析谱图(图略)
,

归纳 出比较可靠 的计算结果(见表 3 )
,

计算方法详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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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

8 〕
.
从表 3 可以看到 1

、

,
、

Y 区均有约息。个月周期
; I区具有约20 个月的周期

,

1 0 个月左右的周期也是较显若的
;
在长周劝段中

,

F 区具有约。。个月的长周期
,

这是其

表 ” 谱值达到或超过 。 二。
.
05 的显著性周期(月) 他区所没有的

.
此外

,

在短周期

, , 一~ 二~ , 一- - - - - - ~ - - - ~ - 段 中
,

2 一 5个月的短周期在各
:。 二 1 49 (月 ) 讯 = 4 毛( 声可)

一
\

\

区

2 东一29

3G.一33: 12 ,
9

‘

一10
卜

}
2 9

,

O 一10
,

万 { 90

27’一30
. 8 ,

6

{

2

0’,
‘

,

3

之令
: *者a = 。

.
0 1

区均有出现
。

尽管在做谱分析时

先对资料进行了列标准化 (分 月

进行标准化)
,

使一年周期得 以

消除
,

但半年周期在 I
、

W

、

V

区仍然出现
,

看来这种准半年( 3

一 6 个月)的周期在实际大 气 中

是存在的
,

因为这种准半年周期

在其他气象要素的变化中也有反

映
,

并为我 国长期预报工作者称为准半年相似韵律
。

2

.

2 交叉谱分析

通过功率谱分析
,

揭示了各区面积指数序列中存在的周期性
.
为了研究各区面积指

数序列S之间的相互关系
,

可进行交叉谱分析
.
众所周知

,

协谱反映两个时间序列 在某

品频率。上的同位相相关程度
,

而正交谱则反映在某一频率。上两时间序列位相差90
‘

时

的交叉相关关系
.
所以通过协谱和正交谱可以了解列两个区域的 S序列之间各周期振 动

上的同位相和位相差90
‘

时的关系
.
在实际工作中

,

往往感兴趣的主要不是它们在 某 一

周期振动上同位相或位相差 90
‘

时的关系如何
,

而是要综合地了解对应这一周期上 的 两

个振动的总关系及它们之间的位相情况
。

通过凝聚谱
、

位相谱和落后时间长度谱就可以

分别了解两个 区域的面积指数序列S之间在某一周期上两个振动总的关系
、

两者之间 的

位相关系和两个时间序列落后 (超前)的时间长度
。

与做功率谱分析时一样
,

先对资料序

列作列标准化
,

再分别取最大后延m = 拟 。和44 作各区面积指数之间的交叉 谱 分 析
。

综

合m 一14 9和44 个月的结果
,

将凝聚谱值达到或超过显著性检验的周期以及和应的落后 时

间长度列于表 4 中
.
其中打

‘

者表示检验信度a 二O
,

01

.

从表 4 可以看到最大后延取值较大时
,

其凝聚谱值达到或超过显著性检验的波数一

般较多
,

这是因为最大后延大时
,

其总波数也就大
,

这样某个显著的周期附近就可能出

现多个较大的凝聚谱值
.
从表 4 还可见

,

在各区的 S 序列之间普遍在准半年周期( 6 一 吕

个月)上有显著的凝聚关系
,

在准一年(11 一13 个月)和准一年半(18 一20 个月 )的周 期上
,

凝聚显著的也较多
,

且 I 区和 I 区之间的相互关系最为密切
。

下面再分析各区之间的交叉相关关系
.
从协谱密度函数图(图略)可见

,

所有的各区

之间的协谱密度函数中
,

除 1 区和 I 区之 间的协谱以外
,

均是正负相同的
。

而 I 区和 I

区之间的协谱几乎在所有的周期段上均为负
,

所以 I 乒和 I 区的面积指数时间序列之间

存在同位相负相关
.
这从天气学的角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

因为 I 区和 I 区是彼此相邻

的两个地区
,

它们的气压场符号常常是相反的
,

即当 l 区为阻塞发展时
,

l 区经常是它

的下游而低压槽发展
,

反之亦然
。

从凝聚谱和落后的时间长度谱可以得到 I 区和 I 区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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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显著的几个周期为30 个月
、

15 个月
、

6 个月
、

4 个月
、

2

.

6 个月
,

而且几乎 都 是 l 区

落后于 I 区
.

2
.
3 从讼分析褥到的几点认识

通过对方案 C
、

方案D 的面积指数时间序列的功率谱
、

交叉谱的计算和分析
,

可以

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

: .
本文实际上对方案C (表 4 )

、

方案D (表略)两个方案都进行谱分析
,

两个给 果 是

相近的
,

这说明计算结果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月平均阻塞的周期性活动规律
。

b

.

在谱分析的过程中
,

最大后延m 的取值对结果是有影响的
,

当m 较大时加密了 较

长周期段的波数
,

有利于分析长周期
,

所以
,

本文采用了m = 149
、

m = 44 两种情况以求

较好地分析各周期段的情况
.

c .
本文在做谱分析前

,

先对资料进行了列标准化
,

然后将该区逐月的资料以自然顺

序排成长度为45 6个月的时间序列
.
谱分析结果证 明这种所谓的列标准化是能够起 到 过

德正常的季节变化(一年周期 )的作用的
,

而且较好地保留了其他的周期
。

;

d

.

功率谱分析揭示了对各区面积指数时间序列 2 年半
、

1 年半和 2一 5个月的周期

都是比较重要的
.
交叉谱分析表 明

:
方案 c

、

方案D 中 I 区和 l 区的同位相负相关 都 较

好
;
在长周期段和短周期段 中均有相互作用显著的周期出现

。

不过方案D 中一年
、

半 年

左右的周期出现次数较方案 C 为少
,

短周期段 2 一 5 个月的周期 出现次数较 方 案 C 为

多
。

参 考 文 献

A 让s t i n J F
.

Q
u a r t J R

o
y M

e t e o r
S
o e

,

一。8 0 : 一。6 : 3 2 7一 350

B er‘gre n R B
.
T e l lu s

,
1 9 4 。; I : 14一3了

C h
a r n ey J G

.
D e v o r e J G

.
J A tm

o s S e i
,

一9 7 9 ; 3 6 : 1 2 0 5一12 16

G reen T 5 A
.
W
ea ther

,

一9 77 : 3 2 : 2 20一 128

H a n sen A R
.
C hen T C

.
M o n W

ea R ev
,

1 0 8 2
;

l 一。: 一1 4 6一1165

H a nsen A R
.
S u tera A

.
T ellu s

,

1 , 8 2 ; 36 ,
5 , 一6 3

H osk in s B J
,

M

c

l

n
t

y

r e

M E

.

R

o

k

e r
t

s o n

A

W

.

Q
丁 R M

e te o r S o c
,

[ 。85 : 1 1 1 : 8了7一 , 4 6

黄嘉佑
,

李 黄
.
气象中的谱分析

.
北京

:
气象出版社 1984: 2 了一53, 96 一117



期 章基嘉等
:
北半球阻塞形势的统计分析 9

S T A T IS T IC A L A N A L Y S IS O F T H E B L O C K IN G

P A T T E R N S IN T H E N O R T H E R N H E M I S P H E R E

Z h an g J ijia X u H ao

(5 tate M eteorol。 葱ie } 人
〔
m

n
i
s t r a t i

c n
)

A b
s t r a e

t U
s
i
n

g t h
e

m
o n t

h l y N H s o o h P
a

m
e a n

h
e

i g h t f i
e
l d d

a
t
a

f
r o

m

1 9 5 1 t
h

r o u
g h 1 9 8 8

,

t h
e

b l
o e

k i n g p
a

t t
e r n s

i
n t

h
e n o r

t h
e r n

h
e

m i
s

P h
e r e a r e

a n a
l y

z e
d

s
t

a
t i

s
t i

e a
l l y f

r o
m

t
h

e v
i

e w P
o

i n t
o

f m
o n

t h l y m
e a n s

.

P
o

w
e r a n

d

e r o s s s
p

e e
t

r u
m

a n a
l y

s e s s
h

o w t h
a

t t h
e r e s u

l
t s

f
r o

m S
e

h
e

m
e

C
a r e s

i m i l
a r

t o t
h

o s e
f

r o
m S

e
h

e
m

e
D

;
p

e r
i

o
d

s o
f t w

o a n
d

a
h

a
l f y

e a r s
(

a
b

o u
t 3 0

m
o n

t h
s

)

,
o n e a n

d

a

h

a

l f y
e a r s

(

1 5
一 2 0 m

o n t h
s
)

a n
d Z

一
5 m

o n
t h

s a r e a
l l

o
f

e o n s
i d

e r a
b l

e
i m p

o r
t
a n e e

f
o r t

h
e t i m

e s e r
i
e s o

f
a r e a

i
n
d
e x

i
n

t h
e r e

g i
o n s ;

t
h
e r e

1
5 a

g
o o

d
n e

g
a t i

v e
i
n 一

P h
a s e e o r r e

l
a
t i

o n
b
e t w

e e n
R
e
g i

o n
1

a n
d

R
e
g i

o n
1 1

; a n
d P

e r
i
o
d
s

w i t h
r e

m
a r

k
e
d

e o a
g
u
l
a
t i

o n e x
i
s t

i
n

b
o
t h t h

e
l
o n

g

a n
d

s
h
o r t t i m

e
P
e r

i
o
d
s
.

I(
e
y

w o r
d
s t

h
e n o r t

h
e r n

h
e
m 气s p h e r e

,

b l

o e

k i
n

g

,
s t a t i

s t i
e a

l
a n 户ly s is

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