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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设计三种指标
，

使用 ��个站点����一����年的逐月和逐 日降水资料分析得出
�

黄淮

海及其附近地区降水资源的稳定性可分为南方型
、

北方型和西南部型三个类型
。

论述了各型

和全年四个季节中降水资源稳定性的时空分布特征
。

指出多雨 区和雨季中降水资源较为稳

定
，

少雨区和早季中雨量少且不稳定
，
以及太行山东麓平原地区是本区中降水资源最不稳定

的地区
。

一
、

三种指标

本文设计了三种指标
，

从量
、

序
，

月
、

日降水量来研究降水资源的稳定性
。

第一种指标

是平均月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

它表示该月各年降水量偏离平均的程度
，

反映量的变化
�第

二种指标是月降水量的平均年际变化百分率
，

表示逐年之间降水量的变异程度
，

主要和序

有关 �
第三种指标是 日降水量��

，
��

，

和���� 平均间隔 日数的平均距平
，

表示一定强度

降水�透雨�重复出现的稳定程度
，

和量
、

序均有关系
。

二
、

结果分析

寻命

本文共使用��个站点
，
����一 ����共��年资料

。

根据上述指标各月分布形势的相似

性
，

把��个月归并为�一�
，
�一�

，
�一 ��

，

�一�月四个季节进行讨论
。

因为�月和�月虽然在

温度季节上分属夏季和秋季
，

但在本区降水量分布形势上仍分别属于春季和冬季的缘故
。

�
�

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

本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艺 �
�‘
一 到���一�一

一一
无

本文����年�月��日收到
，
����年 �月��日收到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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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为逐月降水量

，

牙为该月累年平均降水量
，

岔为降水量平均距平����
，二
为年份

。

肠值

越大表示当地降水量偏离平均越大
，

降水资源不稳定
，

旱涝机率大
。

���各季 帆值分布形势

�一�月平均距平百分率 ��分布见图�
。

由图可见
，

全区 �，最高的地区正是号称十年九

春旱最严重吹太行山东麓及其附近平原地区
，

可达��一���之间�保定����
，

向东降到山

东半岛的���左右
，

向南降到淮河的舰�左右
，

长江两岸春雨区仅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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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
户�子�
沙�﹃勺��西东��导

谬白协一�女��

咚�� �一�月 平均川
， ’

�
叹 �’�

‘

分率 �粗实线�
， ‘

�狡均

年际变化百分率�点划线�和 日降水量����

平均间隔 日数的平均距平�细实线�

图� �一��」平均距 平百分率 �粗实线�
，

平均

年际变化百分率 �点划线�和 日降水量� ����

平均间隔 日数的平均距平�细实线�

�一�月 从值分布形势�见图��基本上和 �一�月相反
，

最高在本区最南部江淮地区

��一����汉 口����
，
淮河以北正处雨季

，

一般低于���
，

沂蒙山区和华北平原最北部甚

至���写
。

等值线大体呈纬向分布
。

�一��月全 区 ��值分布稍不规则 �图��
，

大体呈经向分布
。

最大仍在太行 山前地 区
，

��一���之间�邯郸����
，

最小有两块
，

分别是华西秋雨区和沪浙沿海秋雨 区
，无�均略低

于���
，

西安最低为���
。

全区其余广大地区 从均在��一���之间
。

其中淮河两岸相对其

南北略低
，

在 ��一���之间
。

冬季�一�月情况大体和春季近似
。
�，值南小北大

，

等值线又趋纬向分布
。

冬季阴雨的

江南 ��值最低 为���以下 �汉 口 ����
，

���� 以北的绝大部份地区在��一���之间�图

��
。

由于各季 论，值分布形势不一致
，

有时甚至相反
，

因而年雨量的 ��值等值线分布形势对

比不很鲜明
。

但总的趋势仍是北大南小
，

黄河以北 ��为��一��纬
，

黄淮之间约���
，

江淮之

间��一���左右
。

���平均距平百分率 ��年变化类型分区

根据本区��个台站 �，年变化曲线
，

可以大体划分出三个主要类型 �见图��
。

北方型可

白乓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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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京
、

天津和保定三站平均为代表
。

南方型以武汉
、

安庆和南京三站平均作代表
。

西南部

型以卢氏
、

西安和光化老河 口三站平均为代表
。

墓

津戮么
，

图� �一��月平均距平 百分率 �粗实线�
，

平均

年际变化百夯率 �点划线�和 日降水量 〕 ���

平均间隔 日数的平均距平�细实线�分布

图� �一��」平均距平
‘

百分率渊主实线�
， ’
卜均

年际变化百化本�点划线�和 日
‘

降水量���� 平

均间隔 日数的平均距平�细实线�分布

���
���「

南方型

冲声

比较图�上三条 曲线可以看出
，

��一�月

间 闷值以北方型最大而南方型最小 �盛夏�一

�月情况正好相反
，

即南方型因进人伏旱反而

成为最大
，

北方型进入雨季变为最小 ��一��

月大体上是北方型最大而西南部型最小
，

因

为此时正届当地的秋雨季节
。

全年总的比较
，

以北方型最大 无�一 ���
，

南方型和西南部型

相近
，

分别为���和���
。

、 、 、 � 尹 �
�

平均年际变化百分率 碗

� � � � � � � � �� �� ��月

图� 南方型
、

北方型和西南部型平均

距平百分率的年变化曲线

本指标反映年际之间雨量的稳定程度
。

因为如果一地的 无，较大而 碗较小
，

农业上仍

可采取适当措施补救
。

但如果年际之间变化

亦很大且没有规律
，

贝叹对农业造成的威胁就大得多
。
无�的计算公式为

�

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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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符号代表的意义同前
。

���各季 碗值分布形势

从图�可以看出
，

全区�一�月 碗分布形势和 ��十分相似
，

即南方小而北方大
，

太行山前

平原最大
。

碗数值平均 比 �，高��一���左右
。

�一�月 碗值分布亦和 ��值很相似
，

即北方小而南方大
，
碗值平均比 ��高���左右�见图

��
。

�一��月 碗分布亦呈经向分布�见图��
，

以西南部最小
，

东南次之
，

中部最大
。

碗值一般

比 肠偏高��一���之间
。

值得指出的是
，

全区最高值却发生在山东半岛和苏北沿岸
，

可达

��一���左右 �青岛����
，

说明这里秋季雨量逐年间变化之烈
，

其原因是台风降水和气旋

降水逐年间很不稳定�但长江 口 以南就稳定得多�
。

淮河两岸 ��和 ��较低的原因主要是秋

季中季风雨带南撤时每年平均约在此停留一个月的缘故
。

�一�月 碗值分布�见图��大体又呈南小北大的纬向形势
，

和 �，分布很相似
，

仅数值偏

高��一���
。
二

年雨量年际变化百分率的地 区差异也不大
，

最大在本 区北部
，

��，� 以北普遍在���

以上
，

甚至达����保定����
，

长江两岸��一���是全区最低值带
。

���年际变化百分率的年变化类型分区

和距平百分率一样
，

也可以归纳出前述三种主要类型 �图略�
，

仅仅在数值上要偏高

�
�

�一���而 已
。

三种类型中
，

亦以北方型���为最大
，

南方型和西南部型均为���
。

林生

�
�

日降水量��
，
��

，
���� 的平均间隔 日数的平均距平旧 数�杨

本指标的目的在于了解本
�

区各级透雨出现的频度及透雨之间间隔的稳定性
。

平均距

平愈大
，

稳定性愈差
’ 。

由于透雨雨量指标不易确定
，

且亦随作物的季节而变化
，

因此
，

本文

中统一使用�
，

��和���� 三种指标
。

因为�一 ���� 日雨量至少可以缓解旱情
，

��一����

雨量可以解除或大大缓和旱情
。

本指标中的间隔 日数是指两次大于指标降水 日之间的天数
。

如果连续出现指标以上

降水
，

则其间隔 日数按�次。天计
。

该季中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出现超过指标降水 日之前和之

后的间隔 日数是这样计算的
�

如第一�或最后�次出现在第�日�或季末前�天�
，

则其间隔 日

数为�天 �如正好第一或最后一天出现
，

则间隔 日数亦按�次�天计
。

这样规定是从连续性考

虑
，

在统计年代较长情况下
，

各种机会均等
，

因此计算结果还是具有代表性的
。

为节省篇幅本文仅讨论以下指标的空间分布形势
��一 �月

，
�一��月和�一�月为�

���
，
�一�月为� ����

。

各级指标间的比较可从表 �中的�个代表站的比较中了解一个概

况
。

���各季平均间隔 日数的平均距平以
��分布

本区北部春旱现象十分显著
，

黄河以北�一�月份中平均��一��天才有 ‘ 次���� 降

雨
，

但黄淮和江淮之间已分别缩短为�一��天和 �一�天
。

可见淮河以南 已基本无旱而属于

江南春雨区的北缘了
。
��的分布和间隔 日数�图略

，

下同�十分相似 �其他季节亦如此
，

以下

不再重复�
。

即北方大而南方小
，
以华北平原上太行山东麓地区为最大

，

可达��天左右
�
黄

河以南降到��天以下
，

淮河以南更降到 �天以下
。

‘ �

、
�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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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 日数及其距平 日数分布形势的相似
，

说明旱区�旱季�中不仅降雨间隔 日数长
，

且

这种难得的降雨也很不稳定
。

华北春旱也是这样
，
以保定为例

，

���� 平均间隔 日数为

��
�

�天
，

而间隔 日数的平均距平 ��为 ��
�

�天
。

假设距平呈正态分布
，

则保定将有一半年

份平均要相隔 ��
�

�天以上才能出现第 �次 ��� 以上降水
。

而春雨区的武汉一半年份中

仅相隔 �
�

�天以上即有第二次���� 的降水
。

�一�月是秋收作物的关键生长期
，

其降水量的稳定性对农业影响也是很大的
。
�一�

月� ���� 的 ��分布在黄淮海平原地区上是呈南高北低形势 �见图 ��
�

淮河以北地区均

在 �一�天之间
，

其中以迎风的沂蒙山区约 �天左右为最低
。

汉水长江两岸高达 �天左

右
。

但从图 �上还可看出中
、

北部地区西高东低的趋势也很清楚
�

东部沿海 �一�天左右

而汾河河谷及以西经度 已升到 �夭以上
，

西安高达 �
�

�天
。

这就表明夏季风湿润气流经

过太行山和豫西山区后已变得较不稳定了
，

����� 以上的强降水则更不稳定了
。

�一�� 月平均距平 日数 ��分布�见图 ��
。

京津地区���� 为 �� 天左右
，

黄河两岸 ��

天上下
，

淮河一带为 �夭左右
。

值得指出的是
，

本区最西南部���� 距平 日数明显地比同

纬度东部地区偏小
，

但����� 以上的偏低趋势开始变得不明显
，

这说明豫西和晋西南秋

雨季中主要以小雨居多
。

表 � ��
、
�。 、

” �� 各级降水强度的平均�’�隔 日数及其平均距平 日数

型型名名 站名名 �一�月月 �一�月月 �一 ��月月 ��一�月月

�������� 北方型型 北京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保保保定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西西南部型型 西安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卢卢卢卢氏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南南方型型 汉 口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安安安庆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方型型 北京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保保保定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西西南部型型 西安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卢卢卢卢氏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南南方型型 汉 口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安安安庆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方型
’ 、、 北京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保保保定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西西南部型型 西安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卢卢卢卢氏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南南方型型 汉 目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安安安庆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月间隔 日数的平均距平 日数 ��分布 �见图 ��华北平原最北部为最高
，

约 �� 天

左右
，

黄淮之间 ��一�� 天
，

淮南已在 �� 天以下
，

纬向分布很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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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 日数平均距平 日数 ��的年变化

表�中以北京
、

保定
，

卢氏
、

西安和汉 口
、

安庆分别代表北方型
、

西南部型和南方型
，

列

出了��
、
��和 ���� 各级降水强度 日发生的平均间隔 日数 �左�及其平均距平 日数�右�

。

综合表 �可以看出
�

��在各级雨强情况下
，

北方型和西南部型全年均以夏季�一�月为最稳定
，

冬季为最不

稳定 �南方型虽亦以冬季为最不稳定
，

但却以春季为最稳定
。

可见
，

本指标各型的年变化规

律大体上和平均距平百分率 ��及平均年际变化百分率 ��的年变化规律都是一致的
。

��随着降水指标强度的提高
，

平均间隔 日数和它的平均距平 日数数值的递增速度不

同
，
以雨季最慢而干季最快

。

以�一�月为例
，

南方型为雨季
，

只不过从 ��
�

�
，
�

�

�天�增加到

��
�

�
，
�

�

�天�
，

而北方型此时正值干季
，

竟从���
�

�
，
��

�

�天�增加到 ���
�

�
，
��

�

�天�
。

其他季

节也有类似情况
。

当然
，

增加速度也因雨早强度不同而有变化
。

例如西南部型的�一��月
，

由于这里秋雨雨强较小
，

所以���� 级的平均间隔 日数及其平均距平 日数尚比南方型略

小
，

但随着指标强度的提高
，

其递增速度却很快
，

因此����� 级中
，

西南部型就反而 比南

方型不稳定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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