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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绍一种非线性时间序列分析方法 ———动力学相关因子指数 Q (简称 Q 指数) ,是基于相空间重构技术的动力

学指标 ,它能有效识别时间序列之间动力结构的异同性. 利用该方法分析了几种典型代用资料的动力学结构 ,发现

它们的演变特征基本相似 ,区域和全球范围的气候同步变化 ,区域气候受到全球气候系统制约. 近 2000 年来的区域

到全球气候系统有两个明显动力结构突变期 :700 —900a 和 1300 —1700a ,它们所对应的环境变化可能是中世纪暖期

和现代小冰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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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引 言

由于受到观测资料长度的限制 ,人们只能从地

质体或历史文献中获取环境信息并建立高分辨率的

气候序列来研究气候环境变化 ,这是得以广泛开展

过去气候变化研究的主要途径之一. 通过对全球不

同区域代用资料所含的气候变化信息进行时间窗的

横向对比研究 ,可以了解过去全球重大气候变化事

件发生的驱动因子及响应过程的动力学特征 ,捕获

过去气候变化在十年、百年时间尺度上的变化规律 ,

为建立气候模式提供重要的参数 ,为预测未来可能

发生的类似变化建立相似形 ,同时也为气候模式的

修正提供依据. 随着代用资料定年技术的不断提高 ,

各国科学家们恢复了过去几个世纪乃至千年的区域

到全球尺度的气候情景 ,并作了大量研究[1 —12 ]
,得出

了众多结论。如根据反映温度 (降水)变化的代用资

料序列距平符号的不同划分了暖期和冰期 (或干期

和湿期)等气候阶段 ,其外部影响因子可能涉及包括

太阳异常活动和火山爆发在内的强迫系统. 实际上 ,

即使是一些重大气候事件 (如中世纪暖期和小冰期)

发生的原因目前还没有完全弄清楚 ,尤其是小冰期 ,

由于资料来源的不同 ,其具体开始以及结束时间还

存在较大争议. 当然 ,对于复杂且多元的气候系统来

说 ,即便它是没有干扰的“纯”系统 ,不同区域不同资

料所反映的一般统计特征也不可能完全相同. 加之

许多其他因子叠加在气候系统的“自然”规律之上 ,

要分离出一个“纯气候”的序列相当困难. 如何滤除

干扰、从固有的不变性探索气候变化的内在规律就

显得相当重要[13 —18 ]
. 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独特的动力

过程 ,气候系统也不例外 ,因此 ,从动力学角度也许

可以揭示其更多的本质规律.

由于动力过程相当复杂 ,各种子系统之间 (大

气、海洋、陆面、冰盖、生物) 还存在相互作用 ———非

线性和非平稳作用等 ,目前人们还难以识别气候系

统演变过程中哪些阶段有外强迫介入. 针对上述问

题 ,本文引进一种新的动力学分析方法 ,在理想序列

的外强迫源动力学结构识别试验的基础上 ,进一步

分析了区域到全球代用资料动力学结构的演变特

征 ,对中世纪暖期和小冰期事件做了探索性讨论. 资

料为北半球树木年轮距平宽度序列 (1 —1995) [12 ] ,北

京石花洞石笋微层厚度 (768 BC —1980 AD) [19 ]
,青藏

高原古里雅冰芯氧 18 同位素和冰芯冰川积累量
(301 —1990) [20 , 21 ] .

21 方 　法

Q 指数是基于相空间重构理论的时间序列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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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结构分析方法 ,其构造和物理意义如下 :

对一个长度为 N 的时间序列{ x ( ti ) , ti = 1 -

N}进行嵌入空间上动力学轨线重构[22 ] ,其嵌入向量

表达式为

Xi = { x ( ti ) , x ( ti +τ) , ⋯, x ( ti + ( m - 1)τ) } ,

(1)

其中τ=αΔt 为时间延迟 ,α为延迟参数 ,Δt 采样

时间间隔 , m 为嵌入空间维数. 对序列的每个点重

构后 ,组成了一个 ( N - α( m - 1) ) ×m 维的向量

矩阵

X = { Xi , i = 1 ,2 , ⋯, N - α( m - 1) } , (2)

它的自关联和定义[23 ]为

Cxx (ε) = P ( ‖Xi - Xj ‖≤ε)

=
2

( N - αm) ( N - α( m - 1) )

×∑
N -αm

i = 1
　 ∑

N -α( m - 1)

j = i +1

Θ(ε - ‖Xi - Xj ‖) , 　(3)

表示在重构空间里ε距离内找到邻近点 Xi 的概率 ,

Θ( h) 为 Heaviside 阶跃函数. 对于两个不同集合 ,交

互关联和定义为

Cxy (ε) = P ( ‖Xi - Yj ‖≤ε)

=
2

( N - αm) ( N - α( m - 1) )

×∑
N -αm

i = 1

　 ∑
N -α( m - 1)

j = i +1

Θ(ε - ‖Xi - Yj ‖) , 　(4)

表示在ε领域内找到 Yj 的概率. 在描述混沌信号

时 ,自关联和与交互关联和具有一定区分潜在动力

学结构的能力 ,但它们还远不能作为识别混沌时间

序列间相近性最重要的标准[23 —26 ]
.

如何更好地识别混沌时间序列动力异同性呢 ?

文献[27 ]初步回答了这一问题. 假设{ xi }和{ xj }是

离散序列上的两点 ,当| x ( i) - x ( j) | ≤ε时 ,| x ( i +

1) - x ( j + 1) | ≤ε的概率 Sm = C
m + 1
xx (ε)ΠC

m
xx (ε) 较关

联和具有更强的预见性 ,可用于两个时间序列集动

力异同性的识别 [24 ,25]
. 对于两个时间序列 { Xi } ,

{ Yi } , 动力学自相关因子指数 Q 定义[27 ]为

Qxy = lim
ε→0

ln
Cxx (ε)
Cyy (ε) , (5)

其物理意义是当 { Qxy } 统计上足够小时 ,序列集

{ Xi } ,{ Yi }至少具有相近的动力学结构 ,否则就不具

有相近的动力学特征. 研究表明它能起到直接测量

混沌时间序列之间“距离”的作用[26 ] 、能有效区分不

同动力系统 ,尤其是它能处理较短的时间序列 ,由于

统计上的误差 ,实际上对于理想时间序列的 Q 也难

以为 0.根据已有的研究[28]
, m 可取 2 —3 ,α取 1 —2.

31 理想时间序列的动力学结构

一个复杂的时间序列可能是由一些相互耦合的

动力学过程共同作用产生 ,利用 Q 指数可以找出时

间序列中具有相近动力学结构的区段 (或窗口) . 本

节应用 Q 指数对如何识别动力系统发生了改变 ,或

者在哪些阶段有外部动力系统侵入作初步研究. 不

失一般性 ,这里给出与简单情形下 Q 指数对一个理

想时间序列动力结构的诊断试验 : 由函数 y =

3sin (2πx
2Π100 + 2)产生长度为 4000 点的一个理想时

间序列 ,并叠加三种扰动 (图 1 (a) ) ,类似于文献[27] ,

选取适当的参考窗口 (本节窗口长度为 50) ,计算任意

一个参考窗口与其他窗口的 Q 指数值 (图 1 (b) ) ,分

析其变化特征.该时间序列包含如下三种子序列 :

1)在该序列中加入随机扰动 ,即在 580 —620 之

间 (A1)和 1390 —1410 之间 (B1) 叠加小的随机量 (图

1 (a) ) .

2) 在该序列中加入线性强迫 ,即在 2000 —4000

之间叠加一个 1Π1000 的线性增量 (图 1 (a) ) .

3)同时叠加以上随机和线性扰动 ,即在 2580 —

2620 (C1)和 3390 —3410 之间 (D1)叠加随机扰动.

取 1 —50 的子序列为参考窗口 , Q 指数变化情

况如图 1 (b) . 可以看出 :没有扰动时 Q 指数非常小 ,

即动力学结构基本没有变化 ;在随机强迫处即动力

学结构有改变的区域 Q 指数发生了明显波动 (A2 ,

B2) ;叠加线性扰动后 , Q 指数 (2000 —4000) 维持在

一个较大值的水平上 ,同时在随机扰动处 Q 指数亦

发生了明显增长 (C2 ,D2) .

由上述理想试验可知 ,由具有相似动力学结构

的“窗口族”组成的单一“纯系统”内其它动力结构的

窗口都可能被 Q 指数有效识别. 此外 ,我们还做了

不同窗口长度下和其他参考窗口的计算 ,结果是类

似的.

41气候代用资料动力学结构的演变特征

下面将以古里雅冰芯 (301 —1990) 、北京石花洞

石笋 (767BC —1980AD) 、北半球树木年轮距平宽度

序列 (1 —1995)为例进行实际意义上的应用分析. 这

些资料外部特征上虽然没有可比性 ,但均源自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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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 理想时间序列中叠加随机扰动 (A1 ,B1) 、线性强迫

( E1)和同时叠加两种强迫 (C1 ,D1) ; (b) Q 值随时间 t (或窗口 w)

的变化

的系统 ,都是气候系统的不同“元”,本质上应具有相

似的吸引子 ,均能刻画气候系统的动力学结构.

青藏高原西昆仑山古里雅冰芯是迄今为止内陆

地区采到的最长的冰芯 ,所恢复的气候序列揭示了

过去 2000 年气候系统经历了 7 次冷期和 8 次暖期

(见表 1) ,5 次相对降水丰期和 4 次相对降水枯期

(见表 2) ,4 —6 世纪和 12 世纪左右有 4 次由冷到暖

的突变 ,小冰期里有三次典型由暖到冷的气候突

变[20 ]
;北京石花洞石笋揭示了 1130 年以来北京地区

的干、湿经历了从 1080AD 以来的极湿润波动下降

到 1455AD 前后的极干旱期 ,可分为 7 个相对湿润高

峰和 7 个相对干旱低谷 ,有 6 次明显降温期 (分别是

1280 —1320 , 1400 —1480 , 1550 —1600 , 1690 —1730 ,

1780 —1800 ,1840 —1890) ,气温在 1600AD 前后出现

明显变化[19 ,20 ]
. 此外 ,通过北半球多个地区 (蒙古、东

西伯利亚、西加拿大、西西伯利亚、中西伯利亚、北美

和北瑞典等)的树木化石综合而得的树木年轮距平

宽度序列主要代表大范围气候变化 ,它含有过去近

2000 年里北半球气候变化信息 ,可表征全球气候变

化特点. 目前该序列的研究工作主要由 Briffa 开展 ,

他研究了全新世的年际气候变率 ,并试图将分析结

果与 ENSO(厄尔尼诺Π南方涛动) 和 NAO (北大西洋

涛动)相联系[12 ]
.

由于全球地理环境的显著差异 ,以不同区域代

用资料分析所得的结论很难反映气候变化的一致

性 ,不易进行全球范围的定量比较. 在上一节的基础

上 ,下面从动力学结构的角度探讨上述代用资料的

演变特征.

为了提高窗口的密度和消除少数窗口的影响 ,

得到较高分辨率和更普遍的结果 ,这里取窗口长度

为 30 ,计算每个窗口作为参考窗口时的 Q 值 ,最后

取其平均. 如图 2 ,石笋微层厚度序列 (图 2 (a) ) 、冰

芯冰川累积量序列 (图 2 (c) ) 、冰芯氧 18 同位素序列

(图 2 (e) ) 和北半球树木年轮距平宽度序列 (图 2

(g) )及相应的 Q 值 (图 2 (b) , (d) , (f) , (h) ) . 从图 2

(a) , (c) , (e) , (f) 可以看出 ,虽然这些代表降水、温

度或同时具有降水和温度变化信息的代用资料表面

上几乎没有多少相似特征 ,但它们的 Q 值 (图 2 (b) ,

(d) , (f) , (h) )所反映的特征却能基本或在一定范围

内保持一致 ,并有两处主要大值分布区 (图 2 ( b) ,

(d) , (f) , (h) ) 分别为 : (b) 690 —720 (第 24 个窗口)Π
1350 —1380 (第 46 个窗口) ; (d) 810 —840 (第 28 个窗

口)Π1470 —1730 (第 50 —57 个窗口) ; (f) 750 —780 (第

26 个窗口)Π1410 —1440 (第 48 个窗口) ; ( h) 870 —

900 (第 30 个窗口)Π1590 —1620 (第 54 个窗口) . Q 值

的极大值总体分布特征是 :第一组位于第 24 —30 窗

口之间 ,第二组位于在 46 —54 窗口之间. 根据第 3

节的结论和 Q 指数的物理含义 , Q 指数的极大值区

一般对应系统动力学发生改变的位置. 换言之 ,区域

气候和北半球气候变化有内在的一致性 , 即在

700 —900 (800AD 前后)和 1300 —1700 (1500AD 前后)

区域到全球气候系统的动力学结构同时发生了改

变. 其原因可能有二 :一是气候系统确实受到了某些

外部系统的干扰 ,如太阳异常活动、火山或冰雪融化

等 ;二是其自身发生了突变 ,换句话说 ,气候可能已

从一个层次向另一层次转化.

区域到全球气候的这两次大变化究竟对应了什

么气候事件 ? 考虑到气候系统极其复杂 ,这里仅对

上述结论与小冰期、中世纪暖期的可能联系作一些

简单探讨.

根据表 1 和表 2 等 ,我们注意到了 700 —900 和

1300 —1700 是频繁的冷、暖或干、湿转换期. 由 Q 的

物理含义和图 2 (b) , (d) , (f) , (h) ,动力学结构发生

改变的分布范围也基本集中在 700 —900 和 1300 —

1700 之间 ,它们综合了不同研究结论的共同点 ,佐

证了这两个时期的区域到全球气候系统动力学结构

确实发生了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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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a) , (b) 北京石花洞石笋微层厚度 (768BC—1980AD)及其 Q 指数随时间 (或窗口 w)的变化 ; (c) , (d) 古里雅冰芯冰川积累量

(301 —1990)及其 Q 指数随时间 (或窗口 w)的变化 ; (e) , (f) 古里雅冰芯氧 18 同位素 (δ18) (301 —1990) 及其 Q 指数随时间 (或窗口

w)的变化 ; (g) , (h) 树木年轮距平宽度序列(1 —1995)及其 Q 指数随时间(或窗口 w)的变化

小冰期的名称是 Matthesw
[29 ] 在 1939 年提出来

的 ,当时是在广泛的意义上应用这个名词的 ,即泛指

气候最适宜期之后 ,大约从公元前 2000 年开始的冷

期 ,通常根据温度的距平值来判断. 现在小冰期则专

指近数百年中出现的冷期. 不过 ,究竟小冰期何时开

始 ,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意见[30 ]
. 一种认为 ,从 16 世

纪开始 ,例如 1550AD ; 一种认为 ,从 13 世纪开始 ,例

如 1250AD ,前后相差 300 年. 用代用资料确认的中

世纪后期各地区的冷期如下[1 —12 ]
:

东 亚 : 1100 —1149 , 1250 —1349 , 1425 —14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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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1699 ,1800 —1899.

欧 洲 : 1100 —1149 , 1300 —1399 , 1550 —1699 ,

1800 —1899.

原苏联 : 1200 —1299 , 1400 —1499 , 1650 —1749 ,

1850 —1949.

北 美 : 1100 —1149 , 1200 —1249 , 1300 —1349 ,

1450 —1499 , 1600 —1699 , 1800 —1849.

北 极 : 1100 —1149 , 1250 —1299 , 1450 —1499 ,

1600 —1699 ,1800 —1899.

南半球 : 1100 —1149 , 1250 —1299 , 1450 —1499 ,

1550 —1699 , 1775 —1824 , 1875 —1924.

如果小冰期事件是气候系统动力学结构的一次

突变 ,根据这些结果的共同点 ,可以发现各地区均在

1500AD 前后有不同程度的变冷. 说明这是一个全球

性的变化 ,一种动力特征上的突变. 另外 ,根据历史

文献档案的研究[19 ,31 ] ,大约 1450AD 前后北京地区

发生了明显的干旱事件 ,这可能是全球气候系统在

区域上的一个体现之一. 这从侧面佐证了本文计算

结果是可靠的 . 那么另一处动力学结构突变期

(700 —900)揭示了什么气候事件呢 ? 我们很容易联

想到中世纪暖期 (一般认为在 750 —1300 之间) ,该

事件也是研究颇多的一个气候变化. 认为中世纪暖

期的发生时期主要有[32 —35 ]
: 800 —1200 ; 950 —1200 ;

1000 —1300 ;1150 —1300. 同样 ,如果考虑中世纪暖期

也是一次气候系统动力学结构突变 ,根据图 2 (b) ,

(d) , (f) , (h) ,700 —900 阶段是区域到全球性气候系

统的一个转变期 ,它持续的时间比已有的多数结论

要短.

表 1 　100 年平均值在时间尺度上的冷暖变化[20 ]

冷期 暖 期

时段ΠAD 持续时间Πyr 时段ΠAD 持续时间Πyr

300 —350 50

351 —500 150 500 —600 100

600 —700 100 701 —800 100

801 —900 100 901 —1100 200

1101 —1200 100 1201 —1450 250

1451 —1500 50 1501 —1600 100

1601 —1690 90 1691 —1790 100

1791 —1880 90 1880 —1990 110

综合来看 , Q 指数所反映的区域到全球气候系

统的变化在时2空分布特征基本一致 ,虽然变化不是

严格一一对应 ,但基本维持在一定范围内. 即使是同

一地质体中提取的不同代用序列 ,由于受到各种因

素影响 ,它们所反映的动力学结构特征也有一定的

差异 ,如冰芯的冰川积累量和氧 18 同位素 (图 2

(d) , (f) ) .这都体现了气候系统的极端复杂性.

表 2 　100 年平均值在时间尺度上的干湿变化[20 ]

干旱 湿润

时段ΠAD 持续时间Πyr 时段ΠAD 持续时间Πyr

300 —400 100

401 —560 160 561 —720 160

721 —980 260 981 —1080 100

1081 —1270 190 1271 —1600 330

1601 —1640 40 1641 —1810 170

1811 —1930 120 1931 —1990 30

51 结 　论

尽管国际全球变化研究计划 (PAGES) 和国际气

候变率及其可预测性研究计划 (CLIVAR) 是从上世

纪 90 年代初才开始实施的 ,但是 ,可以看出 ,近年来

在过去 2000 年的气候和环境变化研究方面有很大

进展 ,突出表现在各种气候代用资料的大规模获取

上 ,如树轮气候重建向低纬方向扩展 ,从两极冰芯研

究向山地冰芯拓展 ,一些区域性气候要素的空间分

布重建等. 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如时、空尺度上

气候变化存在不一致性 ,难以反映气候变化的全球

性特点 ,对一些重大气候事件产生的原因目前还难

以给出较合理的解释. 如中世纪暖期和小冰期 ,其确

切的开始时间和发生的原因也没有完全达成一致.

尽管联系了一些可能的因素 ,如太阳异常活动、火山

爆发等 ,但从作用机理上还无法证实. 针对这些问

题 ,本文应用了最新的动力学分析方法 ,从动力结构

的角度分析了区域到全球范围典型代用资料动力结

构的演变特征 ,结果表明区域到全球气候系统的动

力学结构基本相同 ,区域气候和全球气候系统在

700 —900 之间和 1300 —1700 之间发生了较大的动

力结构突变 ,所对应的气候事件可能是中世纪暖期

和小冰期. 但导致这些突变的外部或内部原因还有

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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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lobal change science is a new research domain nowadays ,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tudies of which is the climate

change ,to which great attention is paid by all governments in world. It is mainly based on the climatic proxy that we can study

the past climate change. Although many achievements have been obtained , majority of the results are limited to the exter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xy due to lagged analysis methods. For example , we judge if the climate is floodΠdrought or coldΠwarm

through linear trend of the time series , however , we do not know whether it is a natural variation or the result of external forces ,

the mechanism is not uncovered. Because complexity of the open global climate system , there ar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mong

the climatic proxies from different region of the world , from which it is difficult to reveal the intrinsic general principles i . e. the

globality. For the further study on the past climate change , especially to reveal the rulcs of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in past

2000a and predict future climate change , a new method making use of the dynamical lag correlation exponent (named Q index in

the text) , a dynamics exponent based on the phase2space reconstruction , i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 which can effectively

discern the similarities or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ynamics of the two series. With Q index , we analyze the dynamics structure

of some typical climatic prox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ynamics of climatic proxies are almost similar , and the regional

climate keeps the same change with the global . In other words , regional climate is controlled by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Besides , there are two dynamics jump periods ( namely 700 —900a and 1300 —1700a) in past 2000a of the climate system ,

which may correspond to the periods of the medieval warm period and the little ice age , respectively.

Keywords : climatic proxy , dynamical lag correlation exponent , dynamics structure , little ice age , medieval warm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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