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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暴雨极端事件的气候变化特征
’

刘 小 宁
国家气象中心

,

北京

摘 要 利用我国东部 站 大一暴雨 日数
、

暴雨 日数
、

最大降水量资料
,

分析了我国暴

雨频数及一 日最大降水强度时空分布特征 分析表明
,

年代后全国暴雨极端事件平均趋势为

除华北外出现频数明显上升
,

强度增大
。

异常年份出现频数变化不明显
。

大暴雨频数存在 左

右周期
。

主题词 暴雨 , 极端事件 , 气候变化 , 中国

气候极端事件变化研究是气候变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

从国内外气候变化现象与事实研究

情况看 〔。 ,

极端事件的研究不断深入
。

目前对极端气候事件研究中有关暴雨 降强水 变化研

究较少
。

暴雨是造成我国灾害性天气之一 著名的河南
“

暴雨
,

河北““ ”
暴雨

,

江淮的

年暴雨
,

均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

本文选用全国 个区 站 年

大暴雨有关资料
,

探讨其变化特征
。

区域选定及资料处理

从我国一 日最大降水量分布看 〔幻 ,

以西地区基本上无暴雨
。

因此本文选用了

我国东部代表华南
、

江南
、

长江
、

华北
、

东北 大区各区均匀分布且资料年代较长的 个站

资料
。

每个区用 个站资料平均代表该区 表
。

从表中可看出所选的 个站基本上代表了

各 区的暴雨 日特征
,

无奇异点 分别统计了各站及各 区 大一暴雨
、

》

暴雨 日数
、

最大降水量 即 日最大降雨强度 的各种统计特征量
,

并用周期图分析法揭

示了各站大一暴雨 日数的周期
。

地理分布特征

日数分布

从大一暴雨平均 日数分布分析得到
,

其 日数从南向北递减
。

频数的变化程度 即变异系

数 从南向北逐渐增加 图
,

从华南地区的 。 增加到东北地区的 左右
。

从暴雨平均 日数分布分析可看到
,

我国从南向北暴雨 日数逐渐减小
,

从暴雨 日数的变异

系数分布看 图
,

其值也是由南向北增加
。

两者对比可看出
,

暴雨频数变化较大一暴雨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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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我国 大区暴雨特征值

大降水

华南

华北
势 长江

口 东北
△ 江南

。
,

。

件 刃
。

图

压一

叉 叉 叉

华南 南宁 ,

梧州

湛江

广州

汕头
,

江南 零陵

长沙

摘州

南昌

上海
,

长江 南京

安庆

武汉

宜昌 ‘
,

杭州
,

华北 北京

郑州

充州

惠民

安阳

东北 四平 , 盛 ‘

哈尔滨
,

齐齐哈尔

嫩江

营 口
‘ ‘

大一暴雨 日数变异系数图

变化大的多
。

大一暴雨 日数变异系数从南到北变化范围为 一 。 ,

而对暴雨其范围达 。

一
,

南北相差 倍 而同一站
,

暴雨也比大一暴雨频数有着更激烈的变化

最大降水强度分布

从 最大降水量平均值分布图 图略 看
,

最大降水量强度从南向北逐渐减少
。

从

最大降水变异系数分布图 图 看
,

其值为从东向西逐渐增加
。

等值线呈经线走向
,

在同一

纬度下的降水强度变化西部比东部大
。

反映我国大陆性强降水气候特点
。

年代际变化

平均趋势

笔者分析了大一暴雨 日数
、

暴雨 日数
、

最大降水量各分区及全国历年平均距平变化
。

大一暴雨 日数 年代除华南偏少外
,

全国大多地区偏多
。

年代全国均偏少
。

年代后全国偏多明显
,

一直处于正距平

为了更清楚分析年代际变化
,

计算了各区各年代距平的平均值及均方差 表
。

从表 中

可看出
,

华南区 自 年代后大一暴雨频数基本为偏多
,

最大正距平出现在 年代
。

年代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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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匕
。

·

图 暴雨 日数变异系数图 图 最大降水变异系数图

表 大一暴雨 日数各区各年代距

平的平均值与均方差

表 大一幕雨日数各区 年代
前后平均距平与均方差

区域

华南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

一 一 一
。 。 。 。 。

。

一

区域
趋势 趋势

江南

长江

华北

东北

华南

江南

长江

华北

东北

全国

一
。

。

一
。

。

一
。

一

。

。

。

一
。

。

。

上升

上升

上升

下降

上升

。

。

。

。

。

。

。

。

。

。

。

。

上升

上升

上升

下降

上升

全国

偏少
,

年代的正距平为次大值
。

江南区大

一暴雨频数 年代后一直在增加
,

到 年

代达到最大值
。

长江区 年代后也一直偏

叹叹研叹研叹

多
,

年代达到最大值
。

东北区 年代后变化起伏剧烈 年代最偏少
,

年代最多
,

年

代又趋于减少
。

华北区 年代达到最大值
,

进入 年代后一直偏少
,

最少值出现在 年代
。

为了揭示 年代前后气候的变化
,

计算了各区 年及 年两个时

段的距平的平均值及均方差 表
。

可以明显看出
,

年代后除华北为负距平外
,

其余区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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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距平
。

大一暴雨频数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

上升最大区为长江地区
。

年代后均方差的变化

也表现在除华北外
,

其余区均为上升趋势
。

最大变化区也为长江地区
。

幕雨 日数 变化趋势与大一暴雨 日数基本相同
。

即华南区 自 年代起各年代均为偏

多
。

最大正距平出现在 年代 表略 江南区 一 年代略偏少
,

年代后明显偏多
。

长

江区 年代偏多
,

年代为次大正距平
。

华北区 年代一直处于减少趋势
,

年

代降到最少
,

年代略上升 东北地区 年代偏多
,

年代最少
,

年代略偏多
,

年代又偏少
。

从暴雨 日数 年代前后平均距平与均方差表 表 可看出
,

华南
、

江南
、

长江 年代后

暴雨 日数明显增多
,

华北略减少
,

东北变化不大
。

表 最大降水各区各年代距平的平均值与均方差

区域 、

华南

江南

长江

华北

东北

全国

一
。

。

一

。

。

。

。

,

一

。

。

。

。

。

。

。

。

。

。

。

一
。

。

一
。

一
。

。

一

一
。

一
。

。

。

,

。

。

。

一
。

。

‘

一
。

一
。

。

。

叹叹叹叹心战

最 大 降水 华南
、

江南地 区变化趋

势基本一致
。

最大正距平出现在 年代
,

且偏大

明显
。

长江区
、

东北区最大正距平出现在 年

代
,

最大负距平出现在 年代
。

华北区较其他区

差别很大
,

最大正距平出现在 年代
,

最大负距

平出现在 年代
,

年代略偏大
,

年代又减

小
。

从 年代前后变化 表略 可明显看出
,

除华

北减小外
,

其余区 年代后明显增大
。

综合分析可看出
,

华南区
、

江南区进入 年

代后
,

大一暴雨 日数
、

暴雨 日数增多明显
,

暴雨

强度也明显增大
,

达到 最大值
。

长江区 年代大一暴雨
、

暴雨 日数增多
、

强

度增大
,

达到最大
。

进入 年代后
,

大一暴雨
、

暴雨 日数较 年代减少
,

但仍处于正距平
,

暴雨

强度减小
。

表 墓雨日数 及 最大降水

异常 年出现频率 肠

年 代
区域 项目

七口甘臼亡曰曰

韶韶
甘几︸行二华南

江南

长江 。

华北

东北

全国

华北区进入 年代后
,

暴雨频数
、

降水强度均呈下降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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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区 年代降水强度达到最大值
,

暴雨频数偏多
,

年代较 年代频数减少
,

强度

减弱
。

综合分析看
,

进入 年代后
,

除华北外
,

其余区均表现为频数增加
、

强度增大的趋势
。

据文献 〔 〕分析
,

年代年降水变化
,

除西北东部
,

年代明显 比 年代少
。

其中东北

年代最少
、

华北 年代达最低值 根据 年夏半年降水气候趋向率的统计‘幻 ,

华南
、

长江
、

华北
、

东北
、

全国均为负值
。

大一暴雨 日数
、

暴雨 日数及最大降水强度一般出现

在夏季
。

因此综合降水趋势来看
,

我国除华北以外
,

东部大部地区 年代表现为降水量减少
、

暴雨极端事件频数增加
、

强度增大的气候特征
。

据最新资料显示‘” ,

进入 年代全国年降水量呈增加趋势
。

同时暴雨频数及强度全国也

为上升趋势
,

即 日数增多
、

强度增大
。

其中尤以华南
、

江南明显
。

该两地区暴雨频数
、

降水强

度均明显增加
。

长江流域暴雨频数增加但降水强度有所减小
。

异常年份出现频率

表 列 出各年代各区全国暴雨频数及最大降雨强度异常年的出现频率
。

将某年绝对距平

超过 倍标准差定义为异常年份
,

分别统计了各站各年代异常年出现的频数
,

再综合统计出

各区及全国各年代出现频数及频率
。

从表中可看出
,

暴雨极端事件异常年出现频率从全国来

看
,

年代后
,

变化不明显 一 年代出现频率共计达
,

但各区差别较大
,

华南暴雨

异常年最为突出
。

年代后出现频率达
,

其次为江南地区达
。

华北
,

东北地区出现

频率也在 以上
。

长江区异常年出现频率变化不大
。

最大降水强度异常年出现频率全国平均来看
,

年代后增强不明显
,

但江南区
、

华

北
、

东北区呈明显增强趋势
,

尤以东南区为突出
,

异常年出现频率达
,

而华南区最大降

雨强度异常年频率减小

综合分析可看出
,

年代后
,

华南区暴雨频数异常年明显增多
,

但强度减少
,

江南区
,

华区
,

东北区暴雨频数异常年增多
,

强度加强
,

长江区暴雨频数及强度异常年变化不大
。

全国

平均来看
,

暴雨异常年出现频数及强度异常年变化不明显
。

周期分析

对大一暴雨 日数距平序列作了周期图分析
,

并进行了显著性检验 个站中有

个站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有明显周期 计算结果表明
,

各区各站周期规律不尽相同
。

华南地

区站 周期
,

江南区周期集中在 左右
,

长江区各站为 一
,

华北区为
,

东北

区在
。

据我国降水量趋势变化分析
,

全国来看
,

降水变化表现出 。 左右的波动周期 〔幻 大一

暴雨频数除华北
、

东北外也基本呈现 左右周期
,

其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结语

我国大一暴雨 日数
、

暴雨 日数均为从南向北逐渐减少
,

但其变异系数从南向北递增
。

暴雨变异系数的南北变化为大一暴雨的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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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降雨强度的变异系数为同纬度下西部比东部大
,

东北地区暴雨次数少
,

但强

度变化大

年代后我国东部除华北地区外
,

暴雨极端事件平均趋势为 日数增多
,

强度增大
,

尤其是华南
、

江南地区
。

年代后全国暴雨极端事件异常年份出现频数及强度异常年变化不明显
,

但各区差

别较大
。

江南区
、

华北
、

东北区暴雨频数异常年增多
,

强度加强
。

大一暴雨频数存在 左右周期
。

本工作得到孙安健指导
,

谨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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