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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1959~2010年东亚地区风场和温度场的数据资料，利用了相关分析法。定义的东亚地区范围为

70E~140E，15N~55N。运用52年每年每月的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分析了东亚地区急流与地表温度的关

系。研究表明：1) 东亚地区急流与地表温度存在着相关性，在7月到9月这三个月中，相关性最强，正

相关系数达到了0.7，负相关系数达到了−0.45。2) 东亚地区急流与地表温度相关性最强的区域总是出现

在25N~45N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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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data of wind field and temperature field in East Asia from 1959 to 2010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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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d, and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 is used. The range of East Asia is defined as 
70E~140E, 15N~55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et stream and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in East 
Asia is analyzed by using the jet stream index and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in 52 yea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is a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ast Asian jet stream and the surface 
temperature, and the correlation is the strongest from July to September, with a positive cor-
relation coefficient of 0.7 an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0.45. 2) The region with the 
strongest correlation between jet stream and surface temperature in East Asia always appears 
between 25N and 45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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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急流是与风速有着密切联系的一股气流带，风速强、范围窄是急流的主要特征。急流的厚度约几千

米，它在水平方向可达到几万千米的长度，几百千米的宽度。急流中心是最大风速的密集带，它是由一

个或者多个最大风速中心组成的地方。在三维空间中，急流轴轴线通常的走向为东西向，特殊情况下也

会转成南北走向[1]。 
地表温度就是通过地面吸收一部分被辐射到地面的太阳热能使其增热，对地面加热后进行测量得到

的温度[2]。在气候的研究领域，生态的研究领域，水文的研究领域等一些领域对地表温度研究的比较多，

地表温度在这些领域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3]。地表温度还在某些方面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比如说在

农业气象方面，地表温度就很好地发挥了它的应用价值。 
很多人对于急流的研究方向大部分都是关于急流与降水关系的研究，急流与季风关系的研究，急流

与气候之间的研究，关于急流与地表温度的这个研究方向的文章还不是很多。因此我选择研究东亚地区

急流与地表温度的关系，研究急流与地表温度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希望这次的研究，能让我对急流与

地表温度有更深层的理解。 

2. 资料与方法 

研究急流的资料是来自风场的格点资料。资料年限本文选取的是 1959~2010 年一共 52 年。网格点的

格距在经向和纬向格距均匀。研究地表温度的资料是利用处理好的气候态地表温度的格点资料。网格的

选取在经向和纬向的格距相同都为 1 度。资料年限本文选取的是 1959~2010 年一共 52 年。东亚区域本文

选取的范围是 70E ~140E，15N~55N。 
写这篇论文，我主要运用两个气象软件，FORTRAN 和 GRADS。通过 FORTRAN 编写程序求出每

月的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的相关系数并将相关系数存成二进制格式。通过 GRADS 软件绘制急流指数与

地表温度的急流指数图。 
定义了急流指数，急流指数是衡量急流强弱的一个标准，也是研究急流变化及其影响的基础，因此

急流指数的定义是关于急流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急流指数是用两个区域里的风场的区域平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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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定义的。其中一个区域是 80E~140E，43N~48N；另一个区域是 80E~140E，28N~35N。 
参考文献的引用给本文的研究工作展开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基础，在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通过自己的领悟思考，应用所学的知识，对急流和地表温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本文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对比法和相关分析法。对比法是通过绘制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的相关

系数图来更好的分析出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是否存在关系，是否对东亚地区产生影响。相关分析法是通

过绘制相关系数图与通过显著性检验图来说明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是否存在相关关系，相关性是否显著。   

3. 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的相关关系 

3.1. 一月份到十二月份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的相关系数 
 

 
Figure 1. Correlation between jet stream index and surface temperature in January 
图 1. 一月份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的相关关系图 

 

图 1 是东亚地区 1959~2010 年每年一月份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的相关系数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来急

流指数与地表温度在青藏高原，孟加拉湾，中南半岛，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沿岸地区，漠河北部具

有显著的相关性，其中除了在漠河北部呈负相关外，其余部分呈正相关。特别是在青藏高原，黄海、东

海沿岸地区，漠河北部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可以说在一月份急流与温度会对东亚地区有较大的影响。 
图 2 是东亚地区 1959~2010 年每年二月份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的相关系数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来急

流与地表温度影响了东亚的很大一部分地区，显然主要影响了我们国家。其中在青藏高原，云贵高原，

东海，南海沿岸，漠河北部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在漠河北部呈负相关，其它部分呈正相关。二月份相关

系数与一月份相关系数相比较来说，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的相关性增加了，而且影响的范围也变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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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orrelation between jet stream index and surface temperature in February 
图 2. 二月份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的相关关系图 

 

 
Figure 3. Correlation between jet stream index and surface temperature in March 
图 3. 三月份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的相关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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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是东亚地区 1959~2010 年每年三月份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的相关系数图，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

在青藏高原地区，云贵高原，南岭及沿海部分呈正相关，在准格尔盆地，漠河以北，华北平原呈负相关。

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的相关系数在三月份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区域与二月份相比显然减少了。 
图 4 是东亚地区 1959~2010 年每年四月份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的相关系数图。在青藏高原，柴达木

盆地，四川盆地，云贵高原，武夷山脉及其沿海地区呈正相关。在准格尔盆地，漠河北部，渤海，南海

等地区呈负相关。总之在东亚地区的这几个地方急流与温度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图 5 是东亚地区 1959~2010 年每年五月份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的相关系数图。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

主要在柴达木盆地，四川盆地，云贵高原，武夷山脉及其沿海地区呈正相关。急流与地表温度主要在准

格尔盆地，大兴安岭以北，黄渤海地区呈负相关。 
图 6 是东亚地区 1959~2010 年每年六月份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的相关系数图。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

在我国西南地区，江南地区，华南北部，台湾岛，东南沿海呈正相关。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在准格尔盆

地附近，内蒙古高原东北部，河套地区以东，我国以南一小部分地区呈负相关。 
图 7 是东亚地区 1959~2010 年每年七月份急流指数与温度的相关系数图。急流指数与温度在我国中

部的中东部地区正相关，并且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相关性最强。急流指数与温度在我国的东北角和西北角

以及南海区域等部分地方负相关。通过图还可以发现，七月份急流指数与温度的部分区域相关性比前六

个月更显著。 
图 8 是东亚地区 1959~2010 年每年八月份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的相关系数图。八月份急流指数与地

表温度正负相关区域分布比例比较均匀。八月份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的显著性区域与七月份区域相似，

但是八月份它们之间更具有显著性。 
 

 
Figure 4. Correlation between jet stream index and surface temperature in April 
图 4. 四月份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的相关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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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Correlation between jet stream index and surface temperature in May 
图 5. 五月份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的相关关系图 

 

 
Figure 6. Correlation between jet stream index and surface temperature in June 
图 6. 六月份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的相关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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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Correlation between jet stream index and surface temperature in July 
图 7. 七月份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的相关关系图 

 

 
Figure 8. Correlation between jet stream index and surface temperature in August 
图 8. 八月份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的相关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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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 Correlation between jet stream index and surface temperature in September 
图 9. 九月份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的相关关系图 

 

图 9 是东亚地区 1959~2010 年每年九月份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的相关系数图。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

在我国西北地区中部，华南地区，江南地区以及东部沿海，内蒙古高原东北部等地区具有显著性的相关

关系，而且显著性也比较强。 
图 10 是东亚地区 1959~2010 年每年十月份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的相关系数图，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

在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武夷山脉，东海南海沿岸地区，准格尔盆地地区等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说明在

东亚地区的这部分地区会受急流与地表温度的影响。 
图 11 是东亚地区 1959~2010 年每年十一月份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的相关系数图。从图中可以分析出

在我国内蒙古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北部，西北地区的北部，江南地区的东部沿海及内陆等地区具有显著的

相关性。通过与其它月份的比较可以看出来，十一月份急流与地表温度具有相关性的区域较少，由此可

以看来，十一月份急流与地表温度对东亚地区的影响范围是相对于其它月份来说是最少的。 
图 12 是东亚地区 1959~2010 年每年十二月份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的相关系数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急

流指数与地表温度在通过显著性检验之后的区域内绝大部分的区域都显示出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呈正相

关，只有特别少的区域呈负相关。十二月份急流与温度对东亚地区的影响最显著，其中靠近黄海，东海

的内陆地区以及部分海域具有较强的显著性。 

3.2. 对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相关性的归纳 

通过分析东亚地区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的相关系数图，可以得到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具有显著的相

关性，特别是在青藏高原，准格尔盆地北部，内蒙古高原东北部，云贵高原，我国东部沿海，长江中下

游地区显著性较强，频繁的影响着东亚地区。其中二月份与十二月份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区域最多，七月

份至九月份三个月份相关性最强。总之急流与温度影响着东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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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 Correlation between jet stream index and surface temperature in October 
图 10. 十月份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的相关关系图 

 

 
Figure 11. Correlation between jet stream index and surface temperature in November 
图 11. 十一月份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的相关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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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2. Correlation between jet stream index and surface temperature in December 
图 12. 十二月份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的相关关系图 

4. 总结 

4.1. 研究成果 

本文通过利用 1959~2010年这 52年的风场与温度场的格点资料分析了东亚地区急流与地表温度的关

系，并得到了一些结果。(1) 急流指数与地表温度是有相关关系的，在七月份到九月份三个月份中急流与

温度相关关系最显著，正相关系数能达到 0.7。在二月与十二月份急流与温度相关区域最大。急流与温度

正相关区域最显著的地方通常在 90E~130E，20N~45N 范围内变化，负相关区域通常在 75E~95E，40N~50N；

115E~130E，50N~55N；100E~115E，15N~25N 三个区域内变化。急流与地表温度的相关显著区会对东

亚地区造成影响。 

4.2. 不足与展望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只是说明了在东亚地区急流与地表温度是存在相关性的，是对东亚地区有影响

的，但是并没有更深入地研究对东亚地区造成怎样的影响。希望今后再接再厉能把这个方向研究得更具

体，比如研究青藏高原地区急流与地表温度的关系等，让急流与地表温度的关系更具有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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