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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中国 194 个站点 1957 —2001 年的逐日温度观测资料和月平均温度资料 ,分别采用中值和均值两种极端事

件检测方法 ,检测并比较了中国极端高温事件和极端低温事件的变化趋势和空间分布特征. 检测表明 ,年均极端高

温的次数在近 50 年中趋于上升 ,而年均极端低温的次数有所减少 ,这与目前观测结果一致 ,符合全球变暖的特点.

在空间分布上 ,除西南地区部分站点外 ,近 50 年中国大部分地区极端低温事件的年均发生次数趋于减少 ,而极端

高温事件发生频率的变化则呈现出东南沿海地区减少、西北内陆地区增加的分布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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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引 言

近百年来 ,全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变暖为主要

特征的显著变化 . 其中 ,全球变暖背景下极端气候

事件的频率、强度的变化尤其引人注目 . 已有的研

究结果表明 ,全球陆面温度的升高过程中多数地区

的最低温度升高明显 ,其变化幅度高于最高温度的

升高 ,因而表现出一种日夜增暖的不对称性 ,使得

日较差变小[1 ,2 ] . 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第四次评

估报告 ( IPCC ,AR4) 进一步指出 ,自从 1951 年以来 ,

热日 (hot days) 和暖夜 (warm night) 显著增多 ,而冷

日和冷夜却减少了[3 ]
. 我国近几十年的日最高温度

略有增加 ,最低温度显著增加 ,日较差明显变小 . 在

最近 40 —50 年中 ,部分区域极端最低温度和平

均最低温度有明显上升 , 尤其以北方冬季更为

突出[4 ,5 ]
.

当天气的状态严重偏离其平均态时被认为是

不易发生的事件 ,不容易发生的事件在统计意义上

就可以称为极端事件 . 目前国际上在气候极端变化

研究中最常见的是采用某个百分位值作为极端值

的阈值 ,超过这个阈值的值被认为是极值 ,并称为

极端事件 . 百分位值的确定一般需要了解气候要素

的概率分布函数 ,或对该气候要素的概率分布函数

做出某种假设 ,然后根据统计学和概率论相关知识

给出便于实际操作的公式 . 以温度为例 ,研究表明

温度时间序列的概率密度分布接近正态分布[6 ]
,通

常将某一时间段内温度的平均值加上 (或减去) 标

准偏差乘以一个系数作为极端气候事件的阈值 ,一

旦温度高于 (或低于)这个阈值 ,则认为发生了极端

高温 (低温)事件 . 这种做法的缺陷在于计算均值时

将极端事件即极端值也包括在内 ,某种程度上掩盖

了系统背景的真实信息 ,从而可能导致某些极端事

件无法检测到[7 ]
.

月平均资料的分析可以提供极端气候事件强度

和频率方面的低频信息. 通过对观测数据的分析和

理论研究来揭示平均值和极端事件之间的关系 ,由

此可以从月平均资料分析得到的低频信息中推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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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和强度等的变化规律[8 ] . 但

目前对月平均资料中的极端气候事件的强度、频率

和持续时间等性质仍然研究较少[9 ,10 ]
.

本文采用中值和均值两种极端事件检测方法 ,

分别对中国 194 个站点 1957 —2001 年的日温度资料

和月平均温度资料进行分析 ,并对两种不同检测方

法得出的结果进行比较 ,以反映我国近 50 年极端高

温事件和极端低温事件的变化规律及其空间分布

情况. 　

2. 方法介绍

极端值包括极大值和极小值 ,下面以极大值为

例分别介绍基于均值的极端事件检测方法和基于中

值的极端事件检测方法 ,并对极小值的检测采取类

似操作. 以传统的极端事件均值检测方法为例 ,如果

x ( i) > 珋x + zσ, (1)

i = 1 , ⋯, n ,则 x ( i ) 被认为是极端值. x
—为样本均

值 ,σ为标准偏差. 根据概率理论[11 ]
,取 z = 1128 ,当

x ( i)符合正态分布时 ,超过这个阈值的极端事件发

生概率小于 011.

Hampel 提出一种新的极端值检测方法[12 ]
,如果

x ( i) > MED ( x) + zMAD( x) , (2)

则 x ( i ) 被认为是极端值. 样本 x ( i ) 长度为 n ,

MED( x)和MAD ( x ) 分别是原始序列 x ( i ) 和序列

{| x ( i) - MED( x) | ; i = 1 , ⋯, n}的中值. 中值的定义

如下[12 ]
:如果将观测值按递增的顺序排列 ,中值 M

就是这些数据的中心点 ,一半的观测值在中值之下 ,

一半在中值之上. 将数据排列为 x1 ≤x2 ⋯≤xn ,那

么中值就可以用下式计算 :

M =
xn+1

2
, n 是奇数 ,

x n
2

+ x n
2 +1 Π2 , n 是偶数.

(3)

　　均值和中值都用来量度序列分布的中心位置.

均值对于一些特别高的数据值很敏感 ,但中值却不

受这一变化的影响 ,因为中值只取决于多少数据高

于或低于它 ,而不取决于高多少或低多少 ,因此当序

列中的极端值较多时 ,中值能够更好地反映系统的

背景状态. z 为选定的参数 ,如果 z 取值过小检测结

果包含过多的虚假信息 ,反之 z 过大则将导致检测

得到的极端值过少. Hampel 使用蒙特卡罗模拟实验

得到[13 ]
,当原始序列符合正态分布时 z 取 1192≈

1128Π0167 , 超过该阈值的极端事件发生概率小

于 011.

为了消除时间序列 x ( i) 中趋势项的影响 ,本文

采用滑动窗口中检测极端事件的方法[14 ]
. 时间序列

{ x ( i) , t ( i) ; i = 1 , ⋯, n} , t ( i)单调递增 ,如果

x ( i) > MED
j = i + k
j = i - k ( x ( j) ) + zMAD

j = i + k
j = i - k ( x ( j) ) ,

(4)

i = k + 1 , ⋯, n - k ,则 x ( i) 为检测到的发生在时间

t ( i)的极端值. MED
j = i + k
j = i - k ( x ( j) ) 是滑动窗口 x ( j) 的

中值 (窗口长度为 2 k + 1 , k ≤( n - 1)Π2) ,作为原始

序列趋势项的估计值 ;MAD
j = i + k
j = i - k ( x ( j) ) 是窗口中原

始序列减去趋势项结果的中值. 对极端事件的均值

检测方法采取同样的处理 ,如果

x ( i) >
1

2 k + 1 ∑
j = i + k

j = i - k

x ( j) + zσj = i + k
j = i - k x ( j) , (5)

i = k + 1 , ⋯, n - k ,其中σj = i + k
j = i - k x ( j)表示窗口内子序

列的标准偏差 , x ( i)为检测到的发生在时间 t ( i) 的

极端值.

3. 数值实验

为了检验极端事件中值检测方法的有效性 ,并

对基于中值和均值的两种极端事件检测方法进行比

较 ,我们构建理想时间序列 x ( i) ,并分别应用这两

种方法进行检测. 时间序列 t ( i) , x ( i) (图 1 (a) , (b)

中的细实线)生成规则如下. t ( i) = i , i = 1 , ⋯,300 ;

x ( i) = 5 +ε( i) + 3 s ( i) ,其中ε( i) 为区间在 0 到 1

之间均匀分布的随机数 , s ( j) = sin (2π( t ( j) - 100)Π
100) , j = 100 , ⋯,200 ,当 j 小于 100 或者大于 200

时 , s ( j) = 0. 在时间序列中 x ( i) 加入 18 个极端值 ,

分别是 x (20) = 10 , x (22) = 12 , x (24) = 9 , x (50) =

15 , x (55) = 8 , x (60) = 10 , x (100) = 16 , x (120) = 19 ,

x (130) = 15 , x (140) = 20 , x (145) = 18 , x (175) = 17 ,

x (180) = 13 , x (185) = 15 , x (200) = 14 , x (220) = 15 ,

x (240) = 13 , x (260) = 18.

从图 1 可以看出 ,中值检测方法能检测出所有

18 个极端事件 ,而均值检测方法仅检测出 13 个 ,尤

其当几个极端事件前后间隔很短时 ,均值检测方法

往往只能检测出其值最大的极端事件. 当某一时段

内有多个极端值连续出现 ,即极端事件存在群发现

象时 ,均值检测方法受极端值影响较大 ,无法准确

反映气候的平均状态 ,从而造成部分极端值的缺测

现象. 换言之 ,当气候要素序列中的极端事件存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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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想时间序列中极端值的检测(细实线为理想序列 x ( i) ,

虚线分别为滑动窗口的中值序列和原序列的滑动平均值

( k = 10) ,粗实线为使用上述两种方法确定的极端事件阈值) 　

(a) , (b)分别为极端事件的中值和均值检测方法得到的结果

强的群发现象时 ,均值方法检测到的极端气候事件

的次数往往偏小 ,中值方法则弥补了这一方面的不

足 ,因此对中值方法和均值方法结果差异的分析一

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极端事件的群发现象的显著

程度.

4. 实际资料分析

所用资料为中国 194 测站逐日和逐月的最高

气温、最低气温 . 资料来源为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发

布的中国均一化历史气温数据集 ,该数据集为中国

194 个国际交换站观测统计资料 ,时间跨度为 1957

年 1 月至 2001 年 12 月 . 对缺测较多或者不满 45 年

连续观测的站点加以剔除 ,经检验有 182 个站点满

足上述要求 ,对仍存在的个别缺测使用插值方法

补足. 　

4111 全国平均极端高温和极端低温变化趋势

图 2 是分别使用极端事件的中值和均值检测方

法检测全国平均年极端高温和极端低温事件发生次

数变化趋势. 使用中值方法分析逐日资料的结果表

明 ,年均极端高温和极端低温次数无显著变化 ,近

40 年上升或下降幅度不超过 1 天. 逐月资料的结果

则显示 ,年均极端高温的次数在过去几十年中趋于

上升 ,上升幅度约为 011 次/ 10 a ,而年均极端低温的

次数有所减少.

均值方法的分析结果显示出不同的变化趋势.

逐日资料的结果显示 ,年均极端高温和极端低温次

数都有所减少 ,下降幅度约为 015 d/ 10 a. 逐月资料

得到的结果则显示年均极端高温和极端低温事件的

发生次数都在上升 ,而在全球变暖背景下 ,全球大部

分地区呈现出极端高温增多、极端低温减少的变化

事实[15 ]
. 这可能是由于均值方法在极端事件检测中

未能真实地反映系统的背景信息 ,检测结果包含了

过多的虚假分量所致.

从中值和均值方法的结果对比来看 ,分析逐日

资料时 ,无论年均极端高温次数还是极端低温次数 ,

中值方法检测结果都比均值方法高 3 次左右 ,而在

处理逐月资料时两种方法得到的极端事件发生次数

无明显差异. 这说明中值方法具有较强的检测和识

别极端事件的能力 ,同时由于月资料是对日资料的

平均 ,平滑了一些高频信息 ,因此对于低频信息两种

方法的检测结果等价.

4121 中值方法和均值方法结果的对比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中值和均值两种不同的极端事

件检测方法检测结果的异同性 ,这里对每个站点

使用中值方法分析逐日资料得到的年平均极端事

件发生次数减去均值方法的结果 ,并给出两种方

法得到的年均极端事件发生频率差异的空间分布

情况.

从年均极端高温发生次数来看 ,较之传统均值

方法 ,使用中值方法得到的年均极端高温次数普遍

要多 3 至 4 天 ,但不同地区的差异较大. 两种方法得

到的年均极端高温发生次数差异最大的地区为四川

盆地 ,达到 6 天以上 ,说明该地区的极端高温事件可

能存在较强的群发性.

年均极端低温次数差异最大的区域为东北和华

北北部地区 ,而西南地区两种方法得到的结果几乎

相同. 从图 3 (b) 可以看出 ,差异较大地区主要为受

冷空气南下影响显著的地区 ,而西南地区由于受到

青藏高原的阻挡 ,受冷空气影响较弱 ,极端低温事件

的群发性并不明显.

4131 极端高温变化趋势的空间分布

从空间分布来看 ,西北地区年均极端高温次数

普遍上升 ,在河西走廊和新疆南部表现为大于 1 次Π
10 a 的明显增加趋势 (图 4 (a) ) ,在华东、华南及四川

盆地则表现为减少趋势 ,大部分测站年均极端高温

次数减少幅度为 015 次Π10 a ;均值方法的检测结果

与中值方法的检测结果在空间分布上基本一致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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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仅仅是均值方法检测的年均极端高温次数上升的

幅度相对较小 (图 4 (b) ) . 除东北地区外 ,极端高温

变化趋势的空间分布与任国玉等得到的年平均气温

变化趋势的空间分布[16 ] 有着相近的分布特征 ,从侧

面说明东北地区的增温可能主要是温度平均值的上

升造成的.

中值检测结果分析表明 ,逐月资料得到的年均

极端高温次数上升区域主要分布在河套和江淮地

区 ,上升幅度在河套地区超过 012 次/ 10 a ;年均极端

高温次数减少的区域集中在华北北部和东北北部地

区 ,新疆、四川盆地和东南沿海地区年均极端高温次

数变化趋势并不明显 (图 4 (c) ) .

图 2 　全国平均极端高温和极端低温事件变化趋势 (实线 x 为中值方法的检测结果 ,虚线 y 为均值方法的检测结

果 ,斜线为线性趋势) 　(a)分析逐日资料得到的年平均极端高温发生频率变化 ; (b)分析逐月资料得到的年平均极

端高温发生频率变化 ; (c)分析逐日资料得到的年平均极端低温发生频率变化 ; (d) 分析逐月资料得到的年平均极

端低温事件发生频率变化

图 3 　中值方法和均值方法结果对比　(a)中值方法与均值方法分析逐日资料得到的年均极端高温事件发生次数的差异 ; (b)中值方法与均

值方法分析逐日资料得到的年均极端低温事件发生次数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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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极端高温变化趋势的空间分布　(a)中值方法分析逐日资料得到的年平均极端高温事件发生频率变化的空间分布 ; (b)均值方法分析

逐日资料得到的年平均极端高温事件发生频率变化的空间分布 ; (c)中值方法分析逐月资料得到的年平均极端高温事件发生频率变化的空

间分布 ; (d)均值方法分析逐月资料得到的年平均极端高温事件发生频率变化的空间分布

　　均值方法的检测结果显示 (图 4 (d) ) ,全国大部

分地区近几十年的年均极端高温次数都增加了 ,这种

增加趋势在河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最为显著. 与

逐日资料检测结果相比 ,逐月资料检测结果中极端

高温事件分布比较集中 ,可能是由于逐月资料反映

的是气候变化的低频信息 ,序列的平稳性较好所致.

4141 极端低温变化趋势的空间分布

从逐日资料的中值检测结果来看 (图 5 (a) ) ,总

体上年均极端低温次数呈现出东南沿海地区减少、

西北内陆地区增加的趋势 ;均值方法得到的结果则

显示出南方地区年均极端低温次数增加 ,北方减少

的区域分布特征. 长江以南除东南沿海部分地区外 ,

大部分站点的年均极端低温次数增加幅度超过 015

次/ 10 a (图 5 (b) ) .

逐月资料的中值检测结果 (图 5 (c) ) 显示 ,除西

南地区部分站点外 ,近几十年中国大部分地区极端

低温事件的年均发生次数趋于减少 ,其中华北北部

和东北南部减少趋势最为明显 ,部分站点的减少幅

度超过 012 次/ 10 a.

使用均值方法分析逐月资料的结果表明 (图 5

(d) ) ,华北、西北和四川盆地部分地区年均极端低温

次数呈较弱的减少趋势 ,而华南中部、东北西部和内

蒙古北部地区年均极端低温次数上升趋势明显 ,其

中华南中部部分站点上升幅度超过 012 次/ 10 a.

51结 论

本文采用中值和均值两种极端事件检测方法 ,

分别对中国 194 个站点 1957 —2001 年的日温度资料

和月平均温度资料进行分析 ,并对两种检测方法得

出的结果进行比较 ,得到我国近 50 年极端高温事件

和极端低温事件的变化及其分布情况 ,具体结论

如下.

11 从全国平均来看 ,中值方法分析逐日资料的

结果显示 ,近几十年年均极端高温次数和极端低温

次数无明显的变化趋势 ,而均值方法检测到极端高

温和极端低温的次数都有所下降 ,但总体而言下降

趋势并不明显. 中值方法分析逐月资料的结果表明 ,

年均极端高温的次数在过去几十年中趋于上升 ,而

年均极端低温的次数有所减少. 均值方法的结果则

显示年均极端高温和极端低温的次数都在上升. 通

过与观测事实的对比分析发现 ,中值检测方法更能

有效地反映极端气候事件的真实变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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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极端低温变化趋势的空间分布　(a)中值方法分析逐日资料得到的年平均极端低温事件发生频率变化的空间分布 ; (b)均值方法分析

逐日资料得到的年平均极端低温事件发生频率变化的空间分布 ; (c)中值方法分析逐月资料得到的年平均极端低温事件发生频率变化的空

间分布 ; (d)均值方法分析逐月资料得到的年平均极端低温事件发生频率变化的空间分布

　　21 两种极端事件检测方法得到的结果对比表

明 ,较之传统均值方法的结果 ,使用中值方法得到的

年均极端高温次数普遍要多 3 —4 天 ,但不同地区的

差异较大. 两种方法得到的年均极端高温发生次数

差异最大的地区为四川盆地 ,年均极端低温次数差

异最大的区域为东北和华北北部地区 ,而西南地区

两种方法得到的结果几乎相同.

31 西北地区年均极端高温次数普遍上升 ,在河

西走廊和新疆南部表现出超过 1 次Π10 a 的明显增

加趋势 ,在华东、华南及西川盆地则表现为减少趋

势 ,幅度约为 015 次Π10 a ;均值方法的结果在空间分

布上与中值方法基本一致 ,而年均极端高温次数上

升的幅度相对较小. 逐月资料的分析结果显示 ,年均

极端高温次数上升区域主要分布在河套和江淮地

区 ;年均极端高温次数减少的区域集中在华北北部

和东北北部 ,新疆、四川盆地和东南沿海地区年均极

端高温次数变化趋势不明显.

41 整体上年均极端低温次数呈现出东南沿海

地区减少、西北内陆地区增加的趋势 ;均值方法得到

的结果则显示出南方地区年均极端低温次数增加 ,

北方减少的空间分布特征. 长江以南除东南沿海部

分地区外 ,大部分站点的年均极端低温次数增加幅

度超过 015 次/ 10 a. 逐月资料的分析结果显示 ,除西

南地区部分站点外 ,近几十年中国大部分地区极端

低温事件的年均发生次数趋于减少 ,其中华北北部

和东北南部减少趋势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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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daily and monthly temperature records from 1957 to 2001 of China ,using climate extreme detecting method based

on average and median ,we have analyzed the transi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frequency of temperature extrem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while the average number of extreme high temperature events per year has been increased in the last 50 years ,the extreme

low temperature events decreased. Except for some stations located in southwest China ,the frequency of extreme low temperature

events in most regions over China decrease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ransition of frequency of extreme high temperature events

showed decreased in southeast coastal regions and increase in inland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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