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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群群1)2)3) 何文平3)† 顾斌1)2)4)

1)(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物理系, 南京 210044)

2)(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空间天气研究所, 南京 210044)

3)(国家气候中心, 北京 100081)

4)(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中国气象局气溶胶与云降水重点开放实验室, 南京 210044)

( 2015年 3月 18日收到; 2015年 4月 28日收到修改稿 )

快速、准确的检测气候突变, 对于我们认识气候系统的变化和对未来气候系统演变趋势的预测有着重要
的现实意义和社会经济价值. 本文主要回顾了近年来非线性突变检测技术的主要研究进展及其在实际观测
资料中的应用, 其中包括基于气候系统长程相关性的检测方法, 如滑动去趋势波动分析方法、滑动移除去趋
势波动分析方法、滑动移除重标极差方法和指纹法等; 以及基于时间序列复杂性的检测方法, 如近似熵方法,
Fisher信息和小波Fisher信息等. 此外, 本文还指出发展针对空间场的突变检测技术是未来一个可能的发展
方向. 由于空间场所包含的气候系统的演变信息远高于单点时间序列, 空间场的突变检测技术将会使得对气
候突变的检测时间大大缩短, 从而使得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去采取行动, 以便为适应气候突变所带来的新挑战
做好准备.

关键词: 气候突变, 动力学结构突变, 场的突变
PACS: 92.70.Aa DOI: 10.7498/aps.64.179201

1 引 言

气候突变是气候系统演变过程中的是一种重

要的表现形式, 对气候突变现象及其理论的研究是
气候变化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 [1−6]. 准确的识
别和检测气候突变对于预测气候系统未来的演变

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鉴于此, 国内外学者已经展
开了大量气候突变检测技术的研究 [7−14]. 近年来,
随着非线性科学的发展, 气候突变检测技术亦得
到了快速的发展, 涌现出许多新方法和新技术. 如
针对时间序列概率密度的突变检测, He等 [15]基于

Box-Cox变换中定量表征时间序列偏态性特征的
物理量 -偏态指数, 提出了一种滑动偏态指数方法.
数值试验和实际资料中的应用表明了该方法具有

很好的检测性能. 针对系统的动力学结构突变检测

问题, 基于气候系统演变的长程相关性、气候系统
的复杂性等特征以及相空间重构技术, 国内外学者
先后发展了一系列新的方法和技术, 如滑动去趋势
波动分析 [16]、滑动移除去趋势波动分析 [17]、滑动

移除重标极差方法 [18]、滑动移除重标方差方法 [19]、

滑动近似熵 [20]和滑动移除近似熵 [21]、基于去趋势

波动分析的指纹法 [22], Fisher信息 [23]、动力学相关

因子指数 [24]等.
产生气候状态转换或突变的可能原因有二: 一

是气候系统的动力学方程在演化过程中并没有发

生改变, 仅仅是气候系统冷暖位相的自然更替, 即
系统的位相突变, 如春、夏、秋、冬四季的变迁; 二
是由于外强迫或者气候系统子系统相互间作用的

加强 (或减弱)等原因使得气候系统的动力学方程
的参数、边界条件或者结构等发生了改变, 导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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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状态偏离了原有的吸引子, 进而造成气候系统的
状态变量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改变. 因此, 检测
是否有气候突变, 也应该从气候演变过程的差异出
发, 而不是仅仅从某个 (或某些)气候统计量 (如平
均值等)出发.

鉴于此, 气候突变按照其成因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气候突变仅仅是指气候系统的位相 (如冷、
暖)的显著改变, 但气候系统的动力学方程并未发
生改变; 第二类气候突变则是由于气候系统的动力
学方程的改变所引发的. 由于造成第二类气候突变
的直接原因是由于气候系统的动力学方程 (包括参
数、边界条件等)发生了改变或重大调整所引起, 因
此, 称这类气候突变为气候动力学结构突变. 显然,
气候动力学结构突变与特定的时间尺度没有必然

的联系.
传统的气候突变检测方法大多基于状态变量

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变化来判断突变的发生, 如
滑动 t-检验、Cramer法、Yamamoto法以及Mann-
Kendall法等, 其检测结果严重依赖于时间尺度的
选取, 因而检测到的突变点具有多时间尺度特征.
因此, 系统位相突变检测技术并不适用于气候动力
学结构突变. 鉴于此, 本文主要回顾了近年来发展
的若干新的气候动力学结构突变检测方法及其在

实际观测资料中的应用, 这些方法和技术主要是基
于气候系统演变的长程相关性、时间序列的复杂

性、相空间重构理论等发展起来的. 在本文的最后
简要探讨了气候突变检测技术中存在的问题及未

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2 基于长程相关性的突变检测技术

气候系统的演变具有长程相关性特征, 例如地
表温度、气压、降水等气象要素的演变、极端事件的

重现时间、地震的发生、心率的变化等 [25−31]都具

有长程相关性. 长程相关性可以通过一些非线性分
析方法来提取, 具有长程相关性的时间序列常展现
出分形特征, 即标度不变性. 这种标度不变性的一
个重要的定量化指标是标度指数, 它可以作为表征
系统动力学结构特征的一个有效的物理量. 已有研
究结果表明, 系统动力学的改变会导致其长程相关
性发生相应的变化 [32]. 基于这一特征, 可以通过检
测时间序列长程相关性的变化来判断系统的动力

学结构是否发生了变化. 目前, 这类突变检测方法
主要有滑动去趋势波动分析、滑动移除去趋势波动

分析、滑动移除重标极差法、滑动移除重标方差法、

基于去趋势波动分析的指纹法、红噪声检验法等.
去趋势波动分析 (detrended fluctuation anal-

ysis, DFA)是 1994年由Peng等 [33]提出的一种研

究时间序列长程相关性的标度指数估算方法. DFA
方法能够很好地处理非平稳数据, 通过其获得的标
度指数较传统的方法更为可靠. 因此, 该方法已经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DFA方法的算法如下:

对于时间序列{xi, i = 1, 2, · · · N}, 首先计算
序列的累积量

yn =
n∑

i=1

∆xi,

然后将累积量序列 {yi, i = 1, 2, · · · , N}分成不
重合的等长度为 s的子序列. 对于p阶DFA方法分
析过程 (DFAp), 在每一段长度为 s的累积量子序

列中, 对其局部趋势采用 p阶多项式进行拟合, 去
掉局部拟合趋势后可得到波动序列 {ys(i), i = 1,
2, · · · , N}. 最后, 平均各段波动函数可得到累积量
序列的均方波动函数

Fp(s) =

⟨
1

s[N/s]

s[N/s]∑
i=1

y2s(i)

⟩1/2

,

⟨·⟩表示对所有的窗口取平均. 若F p(s)与窗口长度
s存在标度关系, 则有

Fp(s) ∝ sγ ,

其中 γ为标度指数, 可通过线性拟合波动函数
F p(s)和窗口长度 s的双对数曲线得到. 由于累
积量 yn可以看成一维随机行走经过n步后的位置,
在第 i步, 如果∆xi为正, 则向左走一步; 反之, 则
向右走一步. 根据随机行走理论 [34], 对于给定的窗
口长度 s, 累积序列的波动函数F p(s)与原列序的
自相关函数C(s)有关. 对于序列存在长程相关性
的情况,

C(s) ∝ s−α, γ = 1− α/2.

若γ > 1/2, 序列具有长程相关性, 表明过去一个增
加的趋势暗含着未来极有可能仍然保留这种增加

的趋势, 反之亦然; 如果γ < 1/2, 表明序列具有反
相关; γ = 1/2则表明序列不具有相关性.

基于DFA方法, He等 [16]提出了滑动去趋势

波动分析方法 (moving detrended fluctuation anal-
ysis, MDFA), 并考察了该方法在系统动力学方程
的参数和方程形式分别发生改变时的检测性能.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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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表明, MDFA能够很好的对参数突变、方程形式
发生改变的情况进行有效的识别和检测, 且其检
测结果对于子序列的依赖性较小, 且抗噪效果好.
MDFA的主要步骤如下: 首先选择一定长度的子
序列, 采用DFA方法计算该子序列的标度指数, 随
后逐步移动该子序列, 但保持其长度不变, 再采用
DFA方法计算新子序列的标度指数. 如此重复操
作, 直至子序列移动至所分析序列的末端. 根据
已有的研究结果 [16,32]可知, 如果时间序列中不存
在动力学结构突变, 通过MDFA方法得到的标度
指数序列的变化较平缓, 标度指数的波动幅度在
一个较小的范围内, 这种波动的原因主要在于子
序列长度过短; 若存在动力学结构突变, 标度指数
序列将在突变点附近剧烈的波动, 其幅度远大于
由于子序列长度过短所引起的波动. Costas等 [35]

分析了 1900—2012年海表温度的突变情况, 发现
1925/1926年和 1987/1988年分别发生了两次均值
突变, 同时他们利用DFA方法分别计算了突变前
后海表温度的标度指数, 发现无论是突变前, 还是
突变后, 其标度指数没有显著性的差异. 这表明,
海表温度的两次均值突变仅仅是其冷暖状态 (位
相)的自然变化, 支配海表温度变化的潜在的动力
学方程并未发生改变.

Chen等 [36]和He等 [17]发现对于来源于同一

个动力学系统的相关性时间序列而言, 即使在序
列中数据被移除 50％的情况下, 在计算误差范围
内, 剩余序列的标度指数与原序列基本相同. 因
此, 通过考察时间序列中不同时段内的数据对
于计算整个序列标度指数贡献的大小, 可以尝
试对系统的动力学结构突变进行检测. 鉴于此,
He等 [17]提出了滑动移除去趋势波动分析 (mov-
ing cut data-detrended fluctuation analysis, MC-
DFA). MC-DFA不仅受滑动窗口大小和强噪声的
影响较小, 而且能够可靠地检测出相关性时间序列
的动力学结构突变. 与MDFA方法相比, MC-DFA
能够更加准确的识别突变. MC-DFA的计算过程
如下:

1) 选择滑动移除数据的窗口长度L;
2) 从待分析时间序列的第 i (i = 1, 2, · · · ,

N − L+ 1, N为时间序列中的总记录个数)个数据
开始连续移除L个数据, 再将剩余N − L个数据直

接连在一起得到一个新的时间序列;
3) 利用DFA方法计算新序列的标度指数值;
4) 保持移除数据的窗口长度不变, 以步长L逐

步移动窗口, 重复 2), 3)步操作, 直到原序列结束
为止;

5) 通过 1)—4)步操作可得到一个随着窗口移
动的标度指数序列;

6)计算标度指数的方差贡献, 进而确定突变点
或突变区间.

图 1给出了MC-DFA的详细计算过程.

↼i/i⇁L↽

L

i L

i/N֓L⇁ ⋆

N֓L

图 1 MC-DFA算法的流程图

Fig. 1. The flow chart of MC-DFA.

类似于MC-DFA方法, 基于重标极差 [37]和重

标方差法 [38], 先后还发展了滑动移除重标极差分
析法 [18]和滑动移除重标方差法 [19]. He等 [39]对滑

动移除重标极差分析法和滑动移除方差法的性能

进行全面的比较, 发现滑动移除重标极差方法的运
算效率要远远高于重标方差法. 二者除了在算法的
运行效率上有差异外, 算法的其他检测性能没有本
质的区别. 同时还发现, 滑动移除重标极差分析法
和滑动移除重标方差法在窗口尺度较小的时候常

会检测到虚假的突变点, 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 可
以将二者结合起来应用, 并改变窗口尺度的大小,
验证突变检测结果的可靠性.

此外, 基于气候系统演变的长程相关性, Held
等 [22]在DFA方法的基础上还发展了指纹算法 (de-
generate fingerprinting)来检验动力学分岔, 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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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中提取出最小衰减指数作为早期预警信号, 当
EOF分解的空间场或者时间序列最小衰减指数接
近零时表明系统临近阈值, 此时就可以判定系统接
近分岔点. 将此方法应用于检验北大西洋温盐环流
的时空变换, 还发现在预估温盐环流停滞的时间时
适当的使用代用资料可以显著地减小系统的不稳

定性.
红噪声检验法是合成颜色噪声时间序列来

模拟气候数据, 可以是一阶自回归方程xt =

axt−1 + εt, 其中 0 < a < 1, ε是白噪声, 方程的
相关性和频率都由系数a决定. Daniel等 [40]合成

与PDO周期相同, 随机、独立、均匀分布的傅里
叶系数噪声序列, 发现上世纪 70年代北太平洋的
PDO突变点只是高斯随机红噪声, 而非气候系统
的动力学突变.

3 基于时间序列复杂性的突变检
测技术

基于时间序列的复杂性的突变检测方法有

近似熵 (approximate entropy, ApEn)法和信息熵.
近似熵是 20世纪 90年代由Pincus [41−43]从衡量时

间序列复杂度的角度提出的, 它表示相似向量在由
m维增加至m+1维时继续保持其相似性的条件概
率. 当维数变化时, 时间序列中产生新模式的概率
越大、序列越复杂, 相应的近似熵也就越大. 近似
熵方法是一个理想的非线性动力学检测方法, 它具
有所需数据点较少、有较好的抗噪和抗干扰能力且

适用于随机信号、确定性信号或两种混合信号等特

点. 王启光等 [20]将ApEn方法引入到气候突变检
测中, 提出了滑动近似熵方法, 理想试验证实了其
具有区分不同动力学结构的能力. 但发现滑动近似
熵的检测结果依赖于子序列长度, 且不能够准确的
定位突变点的位置, 只能够给出一个大致的突变区
域. 借鉴于MC-DFA中的滑动移除数据的思想, 何
文平等 [21]发展了滑动移除近似熵 (moving cutting
data-approximate entropy, MC-ApEn), 数值试验
结果验证了MC-ApEn对滑动移除窗口尺度的依
赖性较小, 并能够更精确地检测突变开始的时间.
MC-ApEn算法的检测流程图与MC-DFA类似, 所
不同的是MC-DFA是要计算时间序列的标度指数,
而MC-ApEn计算的是时间序列的近似熵. 金红梅
等 [44,45] 分析了噪声和趋势对MC-ApEn检测结果
的影响, 发现周期性趋势、线性趋势及非线性趋势

对MC-ApEn的检测结果影响较小, 且MC-ApEn
受尖峰噪声和高斯白噪声的影响也较小, 进一步验
证了该方法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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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呼玛气象观测站逐日降水资料的MC-ApEn检测
(资料记录了 1960年 1 月 1日至 2006年 12月 31日呼玛
站的逐日降雨量) (a)滑动移除窗口长度为 1年, 这里取
L = 365天; (b) L = 730 天 [21]

Fig. 2. The MC-ApEn results for daily precipita-
tion records (from 1 January to 31 December 2006)
in Huma observational stations: (a) the sample size of
sliding window is 1 year, L = 365 days; (b) L = 730

days [21].

图 2给出了呼玛气象观测站 1960—2006年逐
日降水资料的MC-ApEn检测, 逐日降水资料的
ApEn 序列可以分为明显不同的两个稳定变化阶
段, 1979年以前的ApEn值普遍大于 1980年以后
的情形, 这意味着自 1980年后至 2006年期间内,
降水的复杂性突然增大了, 其可预测性相对于
1960—1979年而言减小了. 基于此, 可以判断 1980
年呼玛气象观测站发生了气候突变. 增大滑动移
除窗口尺度至 2年, 检测到的突变时间与窗口尺
度为 1年时完全一致. 表明了MC-ApEn的检测结
果对窗口尺度的依赖性较小, 而且MC-ApEn的检
测结果与已有的研究基本一致 [20]. 同时, 我们利
用Box-Cox变换计算呼玛站逐年降水的偏态指数
也发现, 其值在 1979年有一个突然增大的变化,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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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1980年前后, 逐日降水资料的偏态指数呈现
两个相对稳定的变化. 这表明, 此次降水突变可能
与气候系统的动力学的变化有关.

熵的概念最早起源于物理学, 用于度量热力
学系统的无序程度. 在信息论里面, 熵是对不确
定性的测量, 被用来衡量随机量出现的期望值. 它
表示在被接收之前, 信号传输过程中损失的信息
量, 又被称为信息熵. 但是在信息世界, 熵越高能
传输的信息就越多, 熵越低就意味着传输的信息量
越少. 1922 年, Fisher [23]发展了一种测量不确定

性的统计量,称为Fisher信息 (Fisher information).
Fisher信息可用于衡量评估参数的能力, 还可以用
于检验系统或现象的状态 [46].

Fisher信息的表达式为

I =

∫
1

p(ε)

(
dp(ε)

dε

)2

dε,

其中, p(ε)是偏差 ε的概率密度函数. Brian等 [47]

将Fisher信息应用于生态系统的动力学突变检测
中, 并在两个生态系统模型中验证了其可以检测出
系统突变. Audrey等 [48]同样运用Fisher信息对生
态系统突变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结果显示Fisher
信息可以敏锐地检测出系统突变. Julio等 [49]

在Fisher信息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小波Fisher
信息方法 (wavelet Fisher’s information measure,
Wavelet FIM), 该方法主要适用于1/fα信号, 即正
相关和反相关性信号的突变检测.

Julio等 [49]基于分形布朗运动产生了不同的

相关性信号, 并在信号中设置了单个和多个均值
突变点, 测试了小波Fisher信息的突变检测性能.
图 3分别给出了有单个和四个均值突变点的理想
的反相关信号 (Hurs指数为0.1), 检测结果表明, 该
方法能够有效的对这些突变点进行识别. 同时,
Julio等对于Hurst指数大于 0.1的情形进行了类似
的试验, 发现无论对单个突变点, 还是多个突变点
的情况, 都能进行较为准确的检测. 但发现, 对于
强相关信号 (Hurst指数大于 0.8), 小波Fisher信息
除了能检测到真正的突变点外, 还会给出一些虚假
的突变检测结果. 如果对这种强相关信号增加其
均值突变的幅度, 小波Fisher信息的检测能力会随
之增强. 因此, 尽管小波Fisher信息对于Hurst指
数小于 0.8的相关性序列能够进行有效的检测, 但
其对强相关信号中的较弱的突变信号识别能力稍

差, 这也是小波Fisher信息法中存在的一个主要的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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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网刊彩色) 小波Fisher信息的性能测试 (a)分形布朗运动产生的反相关信号, Hurst指数为 0.1, 时间序列
长度为 215, 在 t = 32678 处有一个均值突变, 其中突变的幅度为其时间序列标准差的 0.5倍; (b)同图 (a), 但分别
在 t1 = 11384, t2 = 21384, t3 = 44152以及 t4 = 54152时刻发生了均值突变 [49]

Fig. 3. (color online) A test for Wavelet Fisher’s information: (a) A fractional Gaussian noise with H = 0.1

and embedded jumps. Top left plot displays the fGn signal with a single level-shift and top right plot with
more elaborate conbination of jumps; (b) Corresponding wavelet Fisher’s information, there are mean value
jumps at t1 = 11384, t2 = 21384, t3 = 44152 and t4 = 54152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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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相空间理论的突变检测技术

Packara于 1980年提出了时间序列的相空间
重构理论和方法. 相空间是指用n个状态变量建立

起来的抽象的物理空间. 基于相空间理论的检测方
法有: 复原图及复原量化分析方法 [50,51]、时空分离

图及与之相关的概念分布方法 [52,53]、非线性相干

预测分析法 [54]等, 这些检测方法都是基于相空间
中最近邻点的性质识别时间序列中动力结构的异

同性, 但是计算过程非常复杂而且计算量巨大.
动力学指数分割算法 [55](简称Q指数)是一个

基于相空间重构理论的突变检测方法. Q指数的主

要算法如下: 对一长度为N的时间序列进行嵌入

空间动力学轨迹重构, 其嵌入向量 [56]表达式为

Xi = {x(ti), x(ti + τ), · · · , x(ti + (m− 1)τ)} ,

其中 τ = a∆t是时间延迟, a是延迟参数, ∆t是采

样时间间隔, m是嵌入空间维数. 重构后组成的向
量矩阵为

X = {Xi, i = 1, 2, · · · , N − α(m− 1)} ,

它的自关联和 [57]定义为

Cxx(ε) =P (∥Xi −Xj∥ 6 ε)

=
2

(N − am) [N − a (m− 1)]

×
N−am∑
i=1

N−a(m−1)∑
j=i+1

Θ [ε− ∥Xi −Xj∥],

这里, Θ是Heaviside阶跃函数.
对于两个时间序列{xi}, {yi}, Q指数定义为

Qxy = lim
ε→0

∣∣∣∣ln Cxx(ε)

Cyy(ε)

∣∣∣∣ .
当Qxy统计上足够小时, 序列集 {xi}, {yi}至少具
有相近的动力结构, 否则就不具有相近的动力学
特征.

李春贵 [58]提出了Q指数, 并将其用于定量的
判断不同时间序列的属性和复杂性. 万仕全 [59]将

Q指数应用于分析几种典型代用资料的动力学结

构, 发现它们的演化特征基本相似, 区域和全球的
气候同步变化, 区域气候受全球气候系统制约. 龚
志强等 [60]应用滑动Q指数方法, 利用理想时间序
列验证了该算法能够检验系统的动力学结构, 并探
讨了噪声对滑动Q指数检测结果的影响, 发现少量
尖峰噪声对其检测结果的影响较小, 但是连续分布

的随机白噪声对其影响较大. 因此, 在应用滑动Q

指数法进行突变检测的过程中需考虑信号中噪声

强度的影响.

5 空间场的突变检验方法

气候系统是一个高度复杂的、非线性的、时空

变化的动力系统, 其在时空演变上均具有连续性和
相关性 (即时空关联特征), 气候系统的各个子系统
间存在着各种不同强度的耦合作用. 目前对气候突
变的研究主要是单点时间序列的相关性分析, 忽视
了气候系统是一个时空演变的整体. 因此, 对气候
突变的研究需要从空间场的角度来分析. 已有学
者针对复杂时空模态的识别开展了一些相关研究,
如模态相关法 (pattern correlation methods) [61,62]

是气候变化研究中一种广泛使用的方法, 其主要
作用是通过分析各种影响因子在大尺度空间模态

上的响应差异, 来判断导致气候变化的可能原因
(如区分人类活动与自然变率在气候变化中的作
用); Bernacchia 等 [63,64]基于累积量函数 (cumu-
lant function)提出了一种空间模态的检测方法, 但
方法实质上与空间自相关函数相同, 主要是用于识
别空间模态上的一致性区域. Mocenni等 [65]的研

究表明, 基于空间递归图方法可有效地提取时空动
力学系统中的动力结构变化信号, 并定量地刻画出
空间分布的变化, 此方法在数据量很少的情况下也
适用, 不受数据量大小的影响. 尽管空间模态的识
别技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这些方法还存在着不
同程度的缺陷, 从空间模态的角度来检测气候突变
的方法和技术几乎还是空白.

6 结 论

非线性科学中新理论和新方法的提出, 极大地
促进了气候突变检测技术的发展, 尤其是在气候动
力学结构的检测技术方面, 近年来涌现出一系列新
方法 [10,66], 主要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主要从时间
序列的长程相关性的变化出发来检测系统的动力

学结构是否发生了变化, 比如MDFA, MC-DFA、滑
动移除重标极差方法、滑动移除重标方差方法、以

及基于DFA的指纹法. 第二类方法主要是基于时
间序列的复杂性发展起来的, 包括基于近似熵方
法、Fisher信息等提出的一些新的突变检测方法.
第三类方法主要由时间序列的相空间重构理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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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而来, 例如动力学Q指数法, 递归图法等. 由于
篇幅有限, 部分算法没有进行详细的介绍.

气候系统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时空变化的动力

系统 [67,68], 其在时空演变上具有时空关联的特征,
空间场数据包含了气候系统在时空上的演变特征,
其所蕴藏的气候系统的动力学信息远远超过单点

时间序列. 因此, 除了发展基于时间序列的气候突
变检测技术外, 迫切需要进一步发展空间场的气候
突变检验方法. 目前, 国内外对气候系统空间场突
变的检测技术几乎处于空白, 这也是气候突变检测
技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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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abrupt climate change is an important field in the climate change. The rapid and accurate detection

of the abrupt climate change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major economic-social costs, which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climate change and forecast the future evolutionary trend of the climate system. The detection results
of most traditional abrupt climate change depend on the selection of the time scale concerned, which may result in
the fact that we cannot identify an abrupt climate change until the event has been past for a long time. Moreover,
these detection methods cannot extract the dynamical changes from the observational data of the climate system. As
the rapid development in nonlinear science, the abrupt climate change detection technology has also been improved
gradually. This article briefly reviews several new progresses in abrupt dynamical detection methods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recent nonlinear technologies, and some applications in the real observational data. These new methods mainly
contain the technologies based on the long-range correlation of climate systems, such as moving detrended fluctuation
analysis, moving cut data-detrended fluctuation analysis, moving cut data-R/S analysis, degenerate fingerprinting, and
red noise. Moreover, some abrupt dynamical detection methods developed by the complexity of the time series, namely,
entropy, such as approximate entropy, moving cutting data-approximate entropy, Fisher information, and wavelet Fisher’s
information measure. Furthermore, there are some other abrupt dynamical detection method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hase space, such as the dynamics exponent Q. Climate system is a complex dynamical system with nonlinear and
interactive nature, which has long-range persistence in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 thus the abrupt detection method on
spatial field change is pointed out to be a promising direc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in future. Because the spatial field
contains abundance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evolution of climate system which is much more than that in a time series in
single meteorological station, the detecting methods on spatial field will greatly help us detect an abrupt climate change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then we will have enough time to take action and make preparations for the new challenges
due to the abrupt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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