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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我国西南地区为例，在用加权降水量（犠ＡＰ）改进标准化降水指数的基础上，对综合气象干旱指数（犐Ｃ）进行了

修正，定义为犐ＣＷ。通过对比指数修正前后在干旱频率、年干旱强度和干旱发展过程中的不连续加重、以及与同期

土壤湿度相关性的差异，分析了犐ＣＷ在修正后的改进效果及在西南地区的适用性。结果表明：修正前后的综合气象

干旱指数在多年干旱频率和年干旱强度两方面没有显著差异，但犐ＣＷ减少了干旱发展过程中的不连续加重现象，且

与同期土壤湿度有更好的相关性，即犐ＣＷ比犐Ｃ 更加接近实际干旱的演变规律，犐ＣＷ比犐Ｃ 更适合在西南地区实时干

旱监测业务中使用。然而，由于该研究未对犐Ｃ 中的相对湿润度指数进行修正，而相对湿润度指数的突变同样可以

导致不连续加重的出现，因此，犐ＣＷ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不连续加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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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由于干旱形成的复杂性与干旱影响的广泛性和

深远性，长期以来干旱一直为研究热点。为了更好地

研究干旱，各国学者提出了专门用于干旱监测的指

数，主要有降水距平百分率、相对湿润度指数、标准化

降水指数和帕尔默干旱指数等［１］。标准化降水指数

是由ＭｃＫｅｅ等
［２３］在评估美国科罗拉多干旱状况时

提出的，它适用于月以上尺度相对当地气候状况的干

旱监测与评估，能较好地反映干旱强度和持续时间，

而且具有多时间尺度应用特性，因而得到广泛应用。

标准化降水指数仅反映降水概率，没有考虑蒸散对干

旱的作用。帕尔默干旱指数是表征在一段时间内，该

地区实际水分供应持续少于当地气候适宜水分供应

的水分亏缺，其基本原理是土壤水分平衡原理［４］。王

越等［５］用帕尔默指数对西北地区的冬小麦旱涝进行

评估，结果表明：帕尔默指数比较符合实际的农作物

旱涝情况；安顺清等［６］、刘巍巍等［７］和郭安红等［８］先

后针对中国的情况将帕尔默指数进行了修正，将修正

后的帕尔默指数值与一些文献记载的实际旱涝灾情

相照验证，结果表明：帕尔默干旱指数能较为准确评

估较长时段的旱涝情况。帕尔默干旱指数同时考虑

了降水和蒸散对干旱的影响，但帕尔默干旱指数简化

的水分传输导致与实际干旱发生偏差［９１０］，且帕尔默

干旱指数需要土壤资料较多，大多数台站缺乏这样的

数据，因此很难应用于实时业务，并且帕尔默干旱指

数也是适合月及以上尺度的干旱监测。

张强等［１１］发展了一个以标准化降水指数和湿

润度指数为基础的综合气象干旱指数犐Ｃ，该指数不

仅考虑了降水和蒸散对当前干旱的累积效应，且所

需资料为常规气象观测数据，易于获得，国家气候中

心和各省气候中心等单位的干旱监测、影响评估及

其预警系统和服务中采用了犐Ｃ，取得较好效果，并于

２００６年作为国家标准推广使用
［１２］。邹旭恺等［１３］利

用犐Ｃ 对全国干旱面积进行统计，结果表明：东北和

华北地区干旱化趋势显著，且干旱化趋势最显著的

地区与气温幅度最大的地区有很好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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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犐Ｃ 与其他气象干旱指标相比，虽然逐日滚动监

测也考虑了近期（３０ｄ）降水和长期（９０ｄ）降水对当

前旱涝的作用，还考虑了近期蒸散对旱涝的作用，但

３０ｄ和９０ｄ内的日降水量对干旱发展贡献等权重。

一般情况下，实际干旱的发展是渐变的过程，而用

犐Ｃ 进行逐日干旱监测过程中，干旱程度往往会出现

不连续加重现象（Ｕ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ｒｏｕｓ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Ｌｕ
［１４］提出的加权降水量犠ＡＰ是一个非

等权重近期降水量，认为降水量的作用随时间呈指

数衰减。犠ＡＰ反映的干旱加重具有缓慢变化特点，

适合用于实时旱涝监测。但由于我国降水量的地区

差异和季节显著，不同地区和不同季节犠ＡＰ值会有

很大差异。因此，不利于对不同地区和不同季节的

旱涝状况进行对比分析，而标准化降水指数中的概

率统计方法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将犠ＡＰ

非等权重思想应用到犐Ｃ 中，在对标准化降水指数进

行改进的基础上，修正犐Ｃ。修正后的犐Ｃ，即犐ＣＷ，是

否可以吸取犐Ｃ 和犠ＡＰ各自的优点，是否可以解决犐Ｃ

存在的问题，需要从干旱频率、年干旱强度、干旱发

展不连续加重现象以及与土壤湿度的相关性等方面

对修正前后的指数进行比较分析。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　料

本文所用资料为１９６１年１月１日—２０１０年５

月１０日西南地区２６８个气象站的逐日降水量和平

均气温；１９９３年１月—２０１０年５月上旬云南陆良、

四川西昌、贵州六盘水和广西百色站４个代表站的

１０ｃｍ和２０ｃｍ的土壤湿度。资料由国家气象信息

中心提供，均经过质量检验。

１．２　方　法

修正后的犐Ｃ 定义为犐ＣＷ，它的算法主要分为３

步：第１步，计算逐日加权降水量（犠ＡＰ）；第２步，将

犠ＡＰ替代累积降水量计算标准化指数犣６５；第３步，

将犣６５和相对湿润度指数犕３０相加求犐Ｃ 的修正指数

犐ＣＷ。详细过程如下。

第１步，求犠ＡＰ
［１４］。

犠ＡＰ＝ （１－犪）∑
犖

狀＝０

犪狀犘－狀， （１）

式（１）中，犘是降水量；犖 是考虑影响当日旱涝的天

数；－狀表示“前狀天”；犪为系数，可以取０．９，０．８，

０．７等，经试验，犪越大，∑
犖

狀＝０

犪狀犘－狀越大，但∑
犖

狀＝０

犪狀犘－狀

的系数（１－犪）越小，所以犪的大小对犠ＡＰ影响不大，

本研究取犪为０．９；犠ＡＰ的单位与降水量相同。

犠ＡＰ可以综合反映当日降水和前期降水持续时

间、降水强度及前期降水间断时间对当日旱涝的影

响［１４］。由式（１）可知，近期逐日降水对当日的旱涝

影响呈指数递减，当日的作用占１０％，第４３天对当

日旱涝的作用减小至１‰，第６５天对当日旱涝的作

用减小至０．１‰，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因此本文在

利用式（１）计算犠ＡＰ时，取犖 为６５（表１）。

表１　近期逐日降水量的权重

犜犪犫犾犲１　犇犪犻犾狔狆狉犲犮犻狆犻狋犪狋犻狅狀

狑犲犻犵犺狋狊狅犳狉犲犮犲狀狋６５犱犪狔狊

相距日数 权重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１４

３０

４３

６５

０．１００

０．０９０

０．０８１

０．０７３

０．０６６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３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第２步，求犣６５。

假设逐日犠ＡＰ为随机变量，由于犠ＡＰ的分布一

般不是正态分布，而是一种偏态分布。所以标准化

犠ＡＰ指标（犣６５）参考标准化降水指数的做法，在计算

出犠ＡＰ的 Γ 分布概率后，再进行正态标准化处

理［１１］。

第３步，求犐ＣＷ。

单站逐日滚动干旱监测指标综合气象干旱指数

犐Ｃ 由近３０天标准化降水指数犣３０、近３０天相对湿

润度指数犕３０、近９０天标准化降水指数犣９０指标综

合获得。

犐Ｃ ＝犪１犣３０＋犫１犣９０＋犮１犕３０， （２）

式（２）中，犣３０，犣９０ 分别为近３０天和近９０天标准化

降水指数；犕３０为近３０天相对湿润度指数；犪１ 为近

３０天标准化降水系数，由达轻旱以上级别犣３０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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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除以历史出现的犣３０最小值得到，平均取０．４；

犫１ 为近９０天标准化降水系数，由达轻旱以上级别

犣９０的平均值除以历史出现的犣９０最小值得到，平均

取０．４；犮１ 为近３０天相对湿润系数，由达轻旱以上

级别犕３０的平均值，除以历史出现犕３０最小值得到，

平均取０．８。

本文用犣６５替代犣３０和犣９０，犐ＣＷ可由式（３）计算

得到，

犐ＣＷ ＝犪２犣６５＋犫２犕３０。 （３）

式（３）中，犣６５为标准化后的犠ＡＰ。由表１可知，６５

天之前的降水对当前的旱涝作用非常微小，所以本

文对近６５天犠ＡＰ进行标准化；犕３０为近３０天相对湿

润度指数；犫２ 为近３０天相对湿润度指数的系数，为

了与犐Ｃ 更好地比较，犫２ 取０．８，与犐Ｃ 的犮１ 值相同；

犪２ 为犣６５系数，因为犣６５代替了原有的犣３０和犣９０，所

以犪２ 取犣３０与犣９０的系数和，即０．８。

由于犐ＣＷ算法和取值范围与犐Ｃ 都类似，所以

犐ＣＷ的干旱等级划分沿用修正前的犐Ｃ 干旱等级划分

方法［１１］（表２）。

表２　犐犆犠干旱等级的划分

犜犪犫犾犲２　犐犆犠犮犪狋犲犵狅狉犻犲狊犫犪狊犲犱狅狀犐犆犠狏犪犾狌犲狊

等级 类型 犐ＣＷ范围

１ 无旱 －０．６＜犐ＣＷ

２ 轻旱 －１．２＜犐ＣＷ≤－０．６

３ 中旱 －１．８＜犐ＣＷ≤－１．２

４ 重旱 －２．４＜犐ＣＷ≤－１．８

５ 特旱 犐ＣＷ≤－２．４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干旱频率分布

云南陆良逐日犐ＣＷ与犐Ｃ 的统计形态分布相似，

均呈偏态，干旱发生频率多少的顺序依次为轻旱、中

旱、重旱、特旱；陆良犐Ｃ 与犐ＣＷ的偏旱、正常和偏湿

的频率分别为３２．２％，３２．９％，３４．９％和３４．５％，

２９．９％，３５．６％。用逐日犐Ｃ 与犐ＣＷ按月统计干旱发

生（犐ＣＷ≤－０．６或犐Ｃ≤－０．６）的频率，结果表明：犐Ｃ

与犐ＣＷ统计的易旱月份基本一致，为１２月至次年４

月，其中３月最易发生干旱，发生频率超过５０％；不

易旱月份为６—８月，其中７月最不易发生干旱，发

生频率低于２０％（图１）。１１月—次年４月是云南

陆良的干季，５—１０月是陆良的雨季，１—１２月干旱

频率分布表明，干季更易发生干旱［１５１６］。四川西昌、

贵州六盘水和广西百色的逐日犐Ｃ 和犐ＣＷ不同旱涝

等级的频率分布与云南陆良相似，不同季节的干旱

频率分布也与云南陆良相似（图略）。这表明，犐ＣＷ与

犐Ｃ 在多年干旱频率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２．２　干旱强度的年际变化

根据气象干旱等级国家标准［１１］识别干旱过程，

累加年内发生的几次干旱过程的干旱强度（干旱过

程中犐Ｃ 或犐ＣＷ的累加值），分别定义为年干旱强度。

用犐ＣＷ和犐Ｃ 统计的年干旱强度都没有显著的变化

趋势（图２），平均犐ＣＷ年干旱强度与平均犐Ｃ 年干旱

强度非常接近，符淙斌等［１７］、邹旭恺等［１３］的研究结

果也表明西南地区变干趋势不显著。

图１　１９６１—２００９年云南陆良逐日犐Ｃ 与犐ＣＷ不同旱涝等级和干旱频率分布

（ａ）不同旱涝等级频率分布，（ｂ）不同月份偏旱频率分布

Ｆｉｇ．１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ｌｏｏｄａｎｄｄｒｏｕｇｈｔ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ｍｏｎｔｈｌ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ａｉｌｙ犐ＣＷａｎｄ犐ＣａｔＬｕｌｉａｎｇｏｆＹｕｎｎａｎｆｒｏｍ１９６１ｔｏ２００９

（ａ）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ｌｏｏｄａｎｄｄｒｏｕｇｈｔ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ｂ）ｍｏｎｔｈｌｙ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ｏｆｄｒｏｕｇ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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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９６１—２００９云南陆良年干旱强度变化

Ｆｉｇ．２　Ａｎｎｕａｌｄｒｏｕｇｈｔ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ｔＬｕｌｉａｎｇｏｆＹｕｎｎａｎｆｒｏｍ１９６１ｔｏ２００９

　　用犐ＣＷ统计的年干旱强度与犐Ｃ 的统计结果非

常接近，其中 ２００９ 年云南陆良年干旱强度在

１９６１—２００９年为第５位，该结果与用犐Ｃ 统计的结

果完全一致（表３）。四川西昌、贵州六盘水和广西

百色的用犐ＣＷ统计的年干旱强度的历史前５位也与

犐Ｃ 比较接近（表略）。

表３　１９６１—２００９年云南陆良各年干旱强度排名

犜犪犫犾犲３　犚犪狀犽犻狀犵狅犳犪狀狀狌犪犾犱狉狅狌犵犺狋犻狀狋犲狀狊犻狋狔犪狋犔狌犾犻犪狀犵狅犳

犢狌狀狀犪狀犳狉狅犿１９６１狋狅２００９

年份 犐ＣＷ 犐Ｃ 年份 犐ＣＷ 犐Ｃ

１９６１ ４１ ４０ １９８６ ３３ ３３

１９６２ ２４ ３０ １９８７ １７ １８

１９６３ １ １ １９８８ ６ １０

１９６４ ３６ ３９ １９８９ ３２ １９

１９６５ ４２ ３７ １９９０ ２２ ３５

１９６６ ７ ７ １９９１ ４６ ４７

１９６７ ２７ １５ １９９２ ４ ３

１９６８ ４７ ４９ １９９３ １５ １６

１９６９ ２ ２ １９９４ ３７ ３８

１９７０ ３９ ３１ １９９５ ３１ ２７

１９７１ ４８ ４６ １９９６ １２ ８

１９７２ ２５ ２４ １９９７ ２０ ４２

１９７３ ３８ ４１ １９９８ ４５ ３６

１９７４ ９ １４ １９９９ ２３ ３４

１９７５ ２６ ２５ ２０００ ４４ ４８

１９７６ ３５ ４３ ２００１ ３ ４

１９７７ １９ １１ ２００２ ４０ ４４

１９７８ １４ ２１ ２００３ １０ １２

１９７９ ８ ６ ２００４ ３０ ２８

１９８０ ２１ ２０ ２００５ ２８ ９

１９８１ ４９ ４５ ２００６ １３ ２６

１９８２ １６ １７ ２００７ １８ ２９

１９８３ ３４ ３２ ２００８ ２９ ２２

１９８４ １１ １３ ２００９ ５ ５

１９８５ ４３ ２３

２．３　干旱指数在干旱发展过程中的不连续加重

在干旱发展过程中犐Ｃ 值变化较不稳定，会出现

突然变小的现象，如广西百色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１—２２

日（２０１０年第５２天—第５３天），犐Ｃ 指数从无旱突变

为中旱，日变化达到２个干旱等级（图３ａ）。犐Ｃ 出现

以上问题的原因是在计算犣３０和犕３０时没有考虑当

日降水和前期降水对当日旱涝的不同作用，例如

２０１０ 年 第 ２２ 天 和 第 ２３ 天 的 降 水 量 分 别 为

１６．１ｍｍ和２５ｍｍ，２０１０年第２４天至第５３天的累

积降水量仅为３．７ｍｍ，当计算２０１０年第５３天犣３０

和犕３０时，由于近３０天降水量不包含２０１０年第２３

天的降水，犣３０和 犕３０的值会突然变小，干旱突然加

重（图３ｂ）。究其原因，计算犣３０和犕３０时，前１日和

前３０日的降水量对当前的旱涝权重相等，事实上，

前１日降水量的作用远远大于前３０日降水量的作

用。本文提出的犐ＣＷ旨在解决犐Ｃ 这方面的问题。

　　本文将前１日犐ＣＷ≤０．６或犐Ｃ≤０．６，且日变化

加重１个等级以上的点定义为干旱发展过程中的不

连续加重。１９６１年１月１日—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０日云

南陆良，犐ＣＷ日变化加重１个等级的不连续加重现象

出现从犐Ｃ 的１３４次减小为５８次，日变化加重２个

等级的不连续加重现象出现从犐Ｃ 的１２次减小为１

次（表４）。修正后的犐ＣＷ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不连续

加重的发生。同样，四川西昌、贵州六盘水和广西百

色的不连续加重也有不同程度的减小（表４）。不连

续加重的变化表明：犐ＣＷ反映的干旱发展较犐Ｃ 更稳

定，修正后的犐ＣＷ更加符合干旱缓慢发展的特点。

事实上不连续加重的出现表明：不连续加重出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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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期的犐Ｃ 变化滞后于气象干旱的变化，这种现

象的出现将会影响干旱监测和影响评估的准确性，

最终会影响气象服务的时效性。但修正后仍然存在

不连续加重，这是因为犕３０由近３０天累积降水量与

可能蒸散量决定［１１］因此近３０天累积降水量的突变

会反映在犕３０的变化上，如计算２０１０年第５３天犕３０

时，由于近３０天累积降水量不包含２０１０年第２３天

的较大降水量，所以第５３天的犕３０突然变小，犐ＣＷ也

相应突然变小。

图３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８日—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６日广西百色犐ＣＷ与犐Ｃ 逐日变化

（ａ）犐Ｃ，犐ＣＷ与降水量，（ｂ）犣３０，犣９０，犣６５和犕３０

Ｆｉｇ．３　Ｄａｉｌｙ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犐ＣＷａｎｄ犐ＣａｔＢａｉｓｅｏｆＧｕａｎｇｘｉｆｒｏｍ１８Ｊａｎ２０１０ｔｏ２６Ｆｅｂ２０１０

（ａ）犐Ｃ，犐ＣＷ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ｂ）犣３０，犣９０，犣６５ａｎｄ犕３０

表４　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０１０年５月上旬

干旱发展过程中的不连续加重

犜犪犫犾犲４　犝狀犮狅狀狋犻狀狌狅狌狊犲狀犺犪狀犮犲犿犲狀狋狅犳犱狉狅狌犵犺狋

犱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狆狉狅犮犲狊狊狅犳狋犺犲犱狉狅狌犵犺狋

犳狉狅犿犑犪狀１９６１狋狅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狋犲狀犱犪狔狊狅犳犕犪狔２０１０

地点
日变化加重达１个等级 日变化加重达２个等级

犐ＣＷ 犐Ｃ 犐ＣＷ 犐Ｃ

云南陆良 ５８ １３４ １ １２

四川西昌 ５３ ２０８ ０ １７

贵州六盘水 ８９ １９８ １０ ２６

广西百色 ４０ １５０ ０ ８

　　在２００９年秋季开始的西南干旱期间，由于计算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１日—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８日的各站点逐

日犣３０时，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０日的降水量被赋予相等

权重，因此对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１日—２０１０年１月

１８日无明显降水的站点，同时段内逐日滚动的近

３０天累积降水量不变，犐Ｃ 值变化较小；当计算２０１０

年１月１９日的犐Ｃ 时，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０日的降水量

（图４ｉ）移出犣３０的统计时段，所以在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２０日有明显降水的站点，由于降水量的移出，２０１０

年１月１９日的犐Ｃ 出现突然减小现象，该现象反映

在区域上为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９日重旱和中旱的面积比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８日都有较大的增加，犐Ｃ 在局部地区

３ｄ内干旱加重２个等级，出现明显的跳跃（图４ｂ，

４ｃ）。而当计算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１日—２０１０年１月

１９日的各站点逐日犐ＣＷ时，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０日的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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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在犣６５统计时段内的权重逐渐减小，因此犐ＣＷ在

同一时段内未出现明显的跳跃（图４ｄ，４ｅ和４ｆ），表

明犐ＣＷ对气象干旱逐渐发展的演变过程反映更为合

理。

图４　西南四省犐Ｃ，犐ＣＷ的逐日演变及前３０日的降水量分布

Ｆｉｇ．４　Ｄａｉｌｙ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犐Ｃ，犐ＣＷ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ｈｅａｄｏｆ３０ｄａｙ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

２．４　犐Ｃ，犐ＣＷ与土壤湿度相关分析

土壤湿度对作物的生长发育和产量都有显著影

响［１８１９］，因此，土壤湿度的变化能够反映作物受旱程

度。为了验证修正后犐ＣＷ的正确性，本文对修正前

后的犐Ｃ 值与土壤湿度进行相关性分析。土壤湿度

分为１０ｃｍ，２０ｃｍ两个深度的浅层土壤监测。１９９３

年后土壤湿度比较完整，又由于土壤湿度为“逢８”

观测，为了和土壤湿度的观测保持一致，本文用

１９９３年１月上旬—２０１０年５月上旬的１０ｃｍ 和

２０ｃｍ逐旬土壤湿度与同期，即逐月８日、１８日和２８

日的犐Ｃ 和犐ＣＷ分别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４

个代表站的犐Ｃ 和犐ＣＷ与土壤湿度的相关性都达到

０．０５的显著性水平，说明犐Ｃ 和犐ＣＷ都能反映土壤湿

度的变化；且４个代表站犐ＣＷ与１０ｃｍ的相关性较

犐Ｃ 都有所提高，犐ＣＷ与２０ｃｍ的相关性除云南陆良

外，其他３个站的相关性较犐Ｃ 也有所提高（表５）。

总体而言，犐ＣＷ与土壤湿度具有更好的相关性，因此

更加适合在西南地区进行实时干旱监测。

表５　１９９３年１月—２０１０年５月上旬逐旬１０犮犿和２０犮犿土壤湿度与犐犆 和犐犆犠的相关分析

犜犪犫犾犲５　犆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狊犫犲狋狑犲犲狀狊狅犻犾犿狅犻狊狋狌狉犲狅犳１０犮犿，２０犮犿

犪狀犱犐犆，犐犆犠犳狉狅犿犑犪狀１９９３狋狅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狋犲狀犱犪狔狊狅犳犕犪狔２０１０

土壤湿度
云南陆良 四川西昌 贵州六盘水 广西百色

犐Ｃ 犐ＣＷ 犐Ｃ 犐ＣＷ 犐Ｃ 犐ＣＷ 犐Ｃ 犐ＣＷ

１０ｃｍ ０．５１６ ０．５２６ ０．６６８ ０．７３２ ０．３６８ ０．４０４ ０．３３１ ０．４５６

２０ｃｍ ０．４５４ ０．４４２ ０．６４０ ０．６８４ ０．３９２ ０．４０４ ０．４８４ ０．５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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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与讨论

采用加权降水量概念，即考虑距离当日越近的

降水对当日的旱涝作用越大，对犐Ｃ 指数进行修正，

且对不同旱涝强度和不同月份的干旱频率分布、干

旱强度历年变化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结论如

下：

１）犐ＣＷ没有改变犐Ｃ 干旱监测的总体结论，对于

长期的干旱气候演变、干旱强度和发生频率两者的

监测结果一致，但在实时干旱监测（如逐日监测）中

犐ＣＷ减少了干旱发展的跳跃性现象。

２）犐ＣＷ与同期土壤湿度的相关性较犐Ｃ 有所提

高，即修正后的犐ＣＷ更加符合实际土壤湿度的变化，

更能反映实际干旱的演变规律。

但本文仅对犐ＣＷ在西南地区的适用性进行了分

析，在其他地区推广使用时还需要进一步检验犐ＣＷ

的适用性。

同时，修正后的犐ＣＷ仍然存在跳跃现象，如在云

南陆良１９６１年１月１日—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０日的犐ＣＷ

有１６个跳跃点，据分析这１６个跳跃点同期的犣６５变

化都比较平缓，犕３０的日变化幅度则全部达到１个

干旱等级。该结果表明：将犠ＡＰ引入犐Ｃ 从一定程度

上减少了干旱不稳定发展的现象，提高了干旱监测

的合理性；与此同时，仍然存在的跳跃点说明，为了

更符合干旱发生的特点，还需要对 犕３０进行修正。

但犕３０是表征某时段降水量和蒸发量之间平衡的指

标，主要反映作物生长季节的水分平衡特征［１１］，将

非等权重的思想用到犕３０的可行性还有待进一步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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