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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北京分为城区、郊区、南部山区及北部山区４个区域，利用１４个观测站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共３３年的月降水量资

料，分析了不同区域降水年变化和夏季降水特征及其差异。结果表明：各区域年平均降水量存在较大差异，郊区降

水量最多（６２０ｍｍ），城区与南部山区降水量较少，而北部山区降水量最少（４７６ｍｍ）；城区与南部山区的年降水量

较接近，二者与郊区和北部山区都有显著差异。４个区域的降水量都表现出减少趋势，郊区最明显（４７ｍｍ／１０ａ），

北部山区的减少趋势最小（０．７ｍｍ／１０ａ）。对４个区域夏季（６—９月）降水量分析发现，城区与南部山区具有较好

的一致性，二者与郊区和北部山区具有显著差异。均方根偏差和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北京市观象台与城区

和南部山区的降水年变化和夏季降水特征差异均不显著，而与郊区和北部山区有显著差异，说明北京市观象台降

水资料对城区和南部山区具有最优代表性，而对北部山区和郊区的代表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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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城市发展不仅会改变城市的局地天气气候，也

会对城市周边地区的天气和气候产生影响。北京是

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对于北京区域气候特征的

研究，在认识城市对局地气候的影响方面具有显著

代表性。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北京城市

作用对于降水的影响越来越显著。王秀荣等［１］对北

京地区２０个观测站１９７５—２００４年降水资料研究发

现，北京降水量大值区主要位于怀柔、平谷等中部山

区，呈现东部和南部降水多、西部和北部降水少的分

布形势。Ｙｕ
［２］对北京２０个观测站１９６０—２０００年

年降水量研究发现，整个北京地区降水量的年变化

呈现下降趋势，减少率为１．１９７ｍｍ／１０ａ。然而城

市中心局地变化与整个地区并不一致，呈现一个城

市雨岛，降水强度增加，增加率为０．６６２１％／１０ａ，并

且城市雨岛的强度随着降水增多而增强。王喜全

等［３］利用北京地区１４个标准气象站４０年的降水量

资料研究发现，城市化缓慢期（１９６１—１９８０年）北京

南部为降水相对较多地区，北部为降水相对偏少地

区；城市化快速期（１９８１—２０００年），相对降水量的

分布相反，南部地区变为降水相对较少地区，而北部

变为降水相对偏多地区。张立杰等［４］、郑思轶等［５］

研究发现北京城区及郊区的降水量均明显下降。

研究表明，不同的下垫面状况（例如山地、城市、

河流、植被等）会对局地天气和气候产生不同的影

响［６７］。北京地形复杂，山区面积占三分之二，城市

发展和自然地理条件在北京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但如何根据下垫面性质区分不同区域，不同区域的

降水特征如何，各区域降水之间的差异如何，目前还

缺乏深入的探讨。在对北京地区天气和气候的研究

中，往往将北京市观象台（３９°４８′Ｎ，１１６°２８′Ｅ，海拔

高度为３１．３ｍ）的气象资料作为代表北京的基本数

据［８１１］，观测资料代表性也是气候观测系统所涉及

到的一个重要问题［１２］。研究表明，利用区域内不同的

２０１１０６２６收到，２０１２０２１６收到再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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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资料去研究相同的问题，可以得出不同结

果［１３］。这说明利用一个站点的气象资料来研究区

域的天气或气候往往不具有代表性［１４］。因此，认识

北京降水的区域性差异，并明确作为北京代表站点

的北京市观象台降水对北京降水状况的代表性，不

仅在认识北京降水特征方面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对有关北京的气象业务和科研工作还具有重要的参

考意义。

在认识北京区域天气和气候特征时，有必要考

虑下垫面以及纬度和地形高度的差异，从而了解这

些差异所造成的局地天气和气候的差异［１５］，这也是

认识北京市观象台观测资料代表性的重要基础。研

究表明，北京不同区域的表面气温变化特征［１６］以及

降水的日变化特征［１７］都存在显著差异。鉴于以上考

虑，本文将北京分为城区、郊区、南部山区和北部山区

４个区域，从降水长期变化和夏季降水特征等方面分

析４个区域降水量的变化特征以及不同区域之间的

差异，并通过比较北京市观象台降水资料与每个区域

的差异，探讨北京市观象台降水资料的代表性。

１　资料和方法

文中所用资料为北京市气象局提供的北京１４

个观测站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１—１２月的逐月降水量观

测资料。所用资料经过了严格的质量控制［１８］，且所

选序列无缺测。站点分布如图１所示。

图１　北京１４个观测站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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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采用王佳丽等
［１６］的区域划分方法，将北京

划分为４个区域：城区、郊区、南部山区和北部山区。

城区选择位于北京５环以内的主城区站点海淀、丰

台、朝阳、石景山；郊区站点选择了远离城区的密云、

怀柔、平谷、上甸子；考虑到山区的气候特征与平原

有较大的差异，北部山区选择了汤河口（怀柔境内）、

延庆、佛爷顶（延庆境内）；南部山区选择了斋堂（门

头沟境内）、霞云岭（房山境内）。这种分区是基于下

垫面以及纬度和地形高度的差异，不但考虑了高度

城市化的区域，将远离城区的站点划为郊区，而且还

考虑了海拔高度及纬度的差异，将南部山区与北部

山区划为两个区域。北京市观象台未划入以上４个

区域，本文将对北京市观象台的降水变化特征与４

个区域进行比较，来探讨北京市观象台降水资料的

代表性。

　　王佳丽等
［１６］研究表明，图１所示的４个区域之

间的气温变化特征差异显著。为了验证这种区域划

分在研究降水变化中的合理性，本文利用１９７８—

２０１０年逐年１—１２月降水量和６—９月降水量分别

对１４个站点进行聚类分析，采用相关系数为聚类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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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当依据降水量将北京１４个站点聚为４个类别

时，得到的结果与图１的区域划分完全一致。说明

从降水的统计特征来讲，这４个区域的划分合理，各

区域内的降水变化具有较好的相关性，而各区域之

间的降水变化有较大差异。

本文将降水量时间序列的一元线性回归系数定

义为降水的气候变化趋势，单位：ｍｍ／１０ａ。

文中在分析两个时间序列平均值的差异性时，

采用狋检验方法
［１９］。另外，还选取了均方根偏差

（犈ＲＭＳ）和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犚）
［２０２１］来检验各区域

之间降水的差异，它们的表达式分别为

犈ＲＭＳ＝
１

犖∑
犖

狋＝１

［狓０（狋）－狓ｓ（狋）］槡
２ ， （１）

犚＝
１

犖∑
犖

狋＝１

［狓０（狋）－狓０］·［狓ｓ（狋）－狓ｓ（ ）］

１

犖∑
犖

狋＝１

［狓０（狋）－狓０］槡
２· １

犖∑
犖

狋＝１

［狓ｓ（狋）－狓ｓ］槡
烄

烆

烌

烎

２ 。

（２）

其中，狓０ 为区域平均值的时间序列，狓ｓ 为某站点的

时间序列，犖 为时间序列长度。当检验北京市观象

台降水资料代表性时，狓０ 依次为城区、郊区、南部山

区和北部山区的区域平均降水的时间序列，狓ｓ则为

北京市观象台降水的时间序列。

２　不同区域年降水量的气候平均和长期变化

图２给出了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北京地区平均年降

水量的空间分布，可以看到，在北京的东部偏北地区

和西南地区各有１个降水量大值区，前者范围较大

而后者范围较小，最大降水量分别达到６３０ｍｍ和

６６０ｍｍ 以上；而在北京的西部及北部地形较高的

地区平均年降水量最少，最低值低于４２０ｍｍ；北京

中部地区的年平均降水量少于东部和西南部地区，

而多于西部和北部山区，平均年降水量为５４０ｍｍ

左右。若按照城区、郊区、南部山区和北部山区对年

降水量进行区域平均，结果表明：郊区的降水量最

多，平均年降水量达６２０．９ｍｍ；北部山区平均年降

水量最少，只有４７６．９ｍｍ；城区和南部山区平均年

降水量少于郊区而多于北部山区，分别为５４９．２ｍｍ

和５３４．１ｍｍ。北京市观象台平均年降水量与城区

和南部山区较为一致，为５３７．１ｍｍ，介于郊区和北

部山区平均年降水量之间。从本文所定义的４个区

域来看，城区、郊区和北部山区的区域内均具有较为

一致的降水分布特点。而南部山区的北部和南部降

水分布差异较大，根据第１章中聚类分析结果，它们

具有较为一致的变化并区别于其他区域。

图２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北京地区平均年降水量空间分布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７８—２０１０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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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说明４个区域的年降水量之间是否存在显

著差异，对每两个区域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降水量的差异

进行狋检验，得到的显著性水平如表１所示。可以

看出城区与北部山区、城区与郊区之间的年降水量

均有显著差异，显著性水平分别为０．０１和０．０３；郊

区与北部山区、郊区与南部山区之间的年降水量也

存在显著差异，均达到０．０１显著性水平；另外，北部

山区与南部山区的年降水量差异显著，达到０．０２显

著性水平。而城区与南部山区之间的差异不显著（显

著性水平仅为０．６１７），这可能是二者位置相对较近致

使年降水量差异不大。由此可知，除了城区和南部山

区之间的年降水量差异不显著以外，其他各区域之间

年降水量都具有显著差异。这说明了北京降水的空

间分布比较复杂，单独使用某个站点或某个区域平均

的降水量资料都不能完整而准确地反映北京降水的

气候特征。

表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北京４个区域年降水量差异的狋检验

犜犪犫犾犲１　狋狋犲狊狋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犻狀犪狀狀狌犪犾犿犲犪狀狆狉犲犮犻狆犻狋犪狋犻狅狀犪犿狅狌狀狋犱狌狉犻狀犵１９７８—２０１０狅狏犲狉犳狅狌狉犪狉犲犪狊犻狀犅犲犻犼犻狀犵

区域 城区与郊区 城区与北部山区 城区与南部山区 郊区与北部山区 郊区与南部山区 南部山区与北部山区

显著性水平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９ ０．６１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２

　　图３分别给出了北京城区、郊区、南部山区及北

部山区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年降水量变化（曲线为３年滑

动平均的结果）。由图３可以看到，除了北部山区

外，其他区域的降水都有明显的年代际变化，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中期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降水偏多，此

后降水明显偏少。另外，还计算了北京各个区域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降水量的气候变化趋势。结果表明：

各区域降水量均呈减少趋势，城区降水量减少率为

１４．２ｍｍ／１０ａ，但下降趋势并不显著（显著性水平

为０．５６）；郊区降水减少率为４０．１ｍｍ／１０ａ，降水

量下降趋势显著（显著性水平为０．０６）；北部山区降

水量略微有所下降，减少率为０．７ｍｍ／１０ａ，下降趋

势不显著（显著性水平为０．９６）；南部山区降水量也

有所下降，减少率为１８ｍｍ／１０ａ，下降趋势也不显

著（显著性水平为０．４０）。由此可见，虽然北京降水

总体上呈减少趋势，但各区域具有明显的差异。城

区和南、北部山区降水减少的趋势并不显著，降水减

少显著的区域只出现在郊区，导致这种现象的可能

原因是山区地形的降水效应以及城区的城市雨岛效

应［２］。

图３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北京４个区域年降水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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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分析北京市观象台降水资料对北京降水年

变化的代表性，图４中分别给出了北京各个区域年

降水量与北京市观象台降水量的差值（曲线为３年

滑动平均结果）。由图４可以看到，北京市观象台的

年降水量与北京郊区和北部山区的差别都比较大，

而与北京城区、南部山区的差异相对较小，２００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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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北京市观象台与城区的差异最小，差值在零线

附近；２００３年后，北京市观象台与南部山区的差异

小于其与城区的差异。对北京市观象台分别与北京

城区、郊区、南部山区及北部山区年降水量的差异进

行统计检验，得到的狋值和显著性水平如表２所示。

可以看到，北京市观象台年降水量与北京郊区和北

部山区的差异非常显著，与郊区的差异通过０．０２显

著性水平检验，与北部山区的差异通过０．０４显著性

水平检验。而北京市观象台与北京城区和南部山区

的差异均未通过显著检验（显著性水平分别为０．７２

和０．９３），北京市观象台与北京南部山区的差异最

小，显著性水平更差，即北京市观象台与北京南部山

区的差异更不明显。前面在分析北京各区域年降水

量的差异时，得到城区与南部山区之间的差异不显

著，这里研究结果与其一致，北京市观象台年降水量

的变化与北京城区、南部山区的差异不显著，表明北

京市观象台年降水量变化对城区和南部山区具有较

好的代表性。

图４　北京４个区域与北京市观象台降水量差值的年变化

Ｆｉｇ．４　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ａｃｈｏｆ

ｆｏｕｒａｒｅａｓ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ｎ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Ｗｅａｔｈｅ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

表２　北京市观象台与北京４个区域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降水量差异的狋检验

犜犪犫犾犲２　狋狋犲狊狋狅犳狆狉犲犮犻狆犻狋犪狋犻狅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犫犲狋狑犲犲狀

犅犲犻犼犻狀犵犠犲犪狋犺犲狉犗犫狊犲狉狏犪狋狅狉狔犪狀犱犳狅狌狉犪狉犲犪狊

犻狀犅犲犻犼犻狀犵犱狌狉犻狀犵１９７８—２０１０

区域 狋值 显著性水平

城区 －０．３５７ ０．７２３

郊区 －２．４０４ ０．０１９

南部山区 －０．０９４ ０．９２５

北部山区 ２．０７ ０．０４

３　北京不同区域夏季降水差异

图５给出了北京４个区域以及北京市观象台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１—１２月平均月降水量。可以看到，

北京受夏季风的影响，降水主要集中在６—９月，从

１０月到次年５月，各个区域的月降水量很少。考虑

到各月降水量的分布情况，本文将夏季取为６—９

月。由图５可看出，北京夏季不同区域降水有较明

显的差异：郊区的降水量最大，尤其是７月，平均月

降水量达１７４．５ｍｍ；城区和山区的降水量相对较

少，北部山区在６—８月的降水量均最少，即使在７

月也仅为１３１．５ｍｍ。北京市观象台降水量与南部

山区的降水量最接近，与城区也比较接近。计算表

明，北京夏季（６—９月）平均降水量达４２６．５ｍｍ，而

１０月到次年５月的平均降水量仅为１１２．８ｍｍ，６—９

月降水量是１０月到次年５月的３．８倍，占全年总降水

量的７９．１％。由于北京降水主要集中在６—９月，以

下将针对６—９月降水量进行分析。

　　图６给出了北京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夏季平均降水

量分布，可以看出，夏季降水量的空间分布型态与年

降水量较为一致，且降水量值也在年降水量中占有

很大的比例。从降水量分布来看，大值区主要分布

在郊区和西南部山区，最大值超过５１０ｍｍ；而北京

西部及北部山区降水量很少，最小值少于３３０ｍｍ；

城区降水量较郊区和西南部山区少，较西部北部山

区多，降水量少于４２０～４５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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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北京市观象台及北京４个区域平均月降水量

Ｆｉｇ．５　Ｍｏｎｔｈ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ｔＢｅｉｊｉｎｇＷｅａｔｈｅ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

ａｎｄｆｏｕｒａｒｅａｓ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７８—２０１０

图６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夏季北京平均降水量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６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ｍｍｅｒｍｅａｎ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７８—２０１０

　　为了说明北京４个区域的夏季降水量之间是否

存在差异，对每两个区域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夏季降水量

的差异进行统计检验，结果如表３所示。郊区夏季

降水量与北部山区的差异非常显著，通过０．０１的显

著性水平检验；郊区与南部山区也具有较明显的差

异，显著性水平为０．１１。北部山区与城区及南部山

区都具有显著的差异，显著性水平小于０．０３。而城

区与郊区的降水量差异并不显著（显著性水平为

０．２６４），城区与南部山区降水量的差异更不显著（显

著性水平为０．６６８）。这里的研究结果与前面一致，

即城区与南部山区夏季降水也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虽然城区与郊区降水量差异的显著性水平为０．２６４，

但还是较城区与南部山区降水量差异显著。

　　为了分析北京市观象台降水资料代表性，图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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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夏季北京４个区域

降水量差异的狋检验

犜犪犫犾犲３　狋狋犲狊狋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犻狀狊狌犿犿犲狉犿犲犪狀

狆狉犲犮犻狆犻狋犪狋犻狅狀犪犿狅狌狀狋狊狅狏犲狉犳狅狌狉犪狉犲犪狊

犻狀犅犲犻犼犻狀犵犱狌狉犻狀犵１９７８—２０１０

区域 狋值 显著性水平

城区与郊区 －１．１２ ０．２６４

城区与北部山区 ２．２２ ０．０２７

城区与南部山区 ０．４３ ０．６６８

郊区与北部山区 －３．４７ ０．００１

郊区与南部山区 １．６０ ０．１１１

南部山区与北部山区 －１．９０ ０．０５９

图７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夏季北京４个区域与

北京市观象台气候平均降水量的差值

Ｆｉｇ．７　Ｓｕｍｍｅｒｍｅａｎ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ｏｕｒａｒｅａｓ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ｎｄＢｅｉｊｉｎｇ

Ｗｅａｔｈｅ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７８—２０１０

给出了夏季４个区域气候平均降水量与北京市观象

台的差值。平均而言，北京市观象台与南部山区、城

区的气候平均降水量较接近，差值距离零线相对较

近，其中７月北京市观象台与南部山区的差值最小，

８月和９月北京市观象台与城区的差值最小；而北

京市观象台与郊区和北部山区的差异较大，差值离

零线明显远于城区和南部山区。为了检验这些差异

的显著性，对北京市观象台与城区、郊区、南部山区

和北部山区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夏季降水量的差异进行狋

检验。北京市观象台与北部山区、与郊区具有相对

显著的差异，显著性水平分别为０．０９和０．１５；而北

京市观象台与城区、与南部山区差异不显著，显著性

水平分别为０．７１和０．９８。此处的检验结果与前面

的分析一致，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北京市观象台夏季降水

量与城区和南部山区的差异最小。

４　北京市观象台降水资料代表性统计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前面北京市观象台降水资料的

代表性，针对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的年降水量和相应的夏

季降水量，利用式（１）和式（２）分别计算均方根偏差

和相关系数，来比较北京市观象台降水量与各个区

域的偏差和相关情况，从而考察北京市观象台降水

资料代表性。

表４为利用北京市观象台及北京４个区域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的年降水量和夏季降水量计算的均

方根偏差和相关系数，所有相关系数均通过显著性

水平为０．０１的统计检验。从年降水量来看，与其他

３个区域相比，北京市观象台与城区的偏差最小，相

关最显著。从均方根偏差也可以看出，北京市观象

台的年降水量与南部山区的偏差也较小，而与郊区

和北部山区的偏差相对较大。北京市观象台的年降

水量与北部山区的相关系数也很小。从夏季降水量

来看，除了相关系数在郊区大于其他区域以外，北京

市观象台夏季降水量与城区的偏差最小，相关也最

显著。此外，北京市观象台夏季降水量与南部山区

的偏差也较小，相关较好，仅次于城区；而北京市观

象台夏季降水量与郊区和北部山区的偏差很大，与

北部山区的相关也明显小于其他区域。由此可知，

无论是对于年降水量还是夏季降水量，北京市观象

台的降水量都与城区和南部山区较接近，而与郊区

和北部山区偏差较大。因此，北京市观象台的年降

水量和夏季降水量资料对城区和南部山区都具有较

好的代表性。

表４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北京市观象台与北京４个区域年降水量和

夏季平均降水量的统计分析结果

犜犪犫犾犲４　犛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犪犾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犪狀狀狌犪犾犪狀犱狊狌犿犿犲狉犿犲犪狀狆狉犲犮犻狆犻狋犪狋犻狅狀犪犿狅狌狀狋狊

犫犲狋狑犲犲狀犅犲犻犼犻狀犵犠犲犪狋犺犲狉犗犫狊犲狉狏犪狋狅狉狔犪狀犱犳狅狌狉犪狉犲犪狊犻狀犅犲犻犼犻狀犵

统计量
城区 郊区 北部山区 南部山区

年降水量 夏季降水量 年降水量 夏季降水量 年降水量 夏季降水量 年降水量 夏季降水量

均方根偏差／ｍｍ ６１．５ ５．０ １０９．０ １５．０ １３０．０ ２４．０ １０３．３ ６．７

相关系数 ０．９０７ ０．９９７ ０．８８０ ０．９９９ ０．５９８ ０．９７０ ０．７００ ０．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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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和讨论

本文利用北京地区１４个观测站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

逐月降水量观测资料，研究了北京城区、郊区、南部

山区及北部山区降水量年变化和夏季降水特征及其

差异，并探究了北京市观象台降水资料对北京各个

区域降水的代表性。研究结果表明：

１）北京郊区的年降水量和夏季降水量均最多，

城区与南部山区降水量较郊区偏少，而北部山区降

水量最少。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４个区域的降水量都表

现出减少的趋势，但只有郊区降水的减少趋势通过

显著检验。城区与南部山区降水量的长期变化和夏

季降水特征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但二者与郊区和北

部山区有显著差异。

２）无论对于降水的长期变化还是夏季降水特

征，北京市观象台与南部山区和城区的差异均最小，

与郊区和北部山区的差异较大，即北京市观象台降

水的长期变化和夏季降水特征主要代表了城区和南

部山区，而对郊区和北部山区不具有代表性。统计

结果同样表明，北京市观象台的降水资料对城区和

南部山区的代表性均最优。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市观象台的降水与

郊区和北部山区存在着显著差异，因此不能代表整

个北京地区的降水状况。本文计算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

北京地区１４个观测站平均降水量，并分别与４个区

域平均的年降水量进行狋检验。结果表明，北京地

区所有观测站平均的降水量与城区和南部山区的差

异不显著，而与郊区和北部山区的差异显著，显著性

水平分别达到０．０２７和０．００２。由此可见，从降水

的长期变化来看，北京地区所有观测站降水量的平

均值也不能代表整个北京地区的降水情况。由于北

京市观象台的降水与城区和南部山区的差异不显

著，北京市观象台的降水资料能够代表城区和南部

山区的降水状况，因此本文建议在郊区和北部山区

再各选择１个代表站，即由３个站来分别代表北京

不同区域的降水，这样更能真实地反映北京的降水

情况。

致　谢：感谢中国气象局沈晓农对此项研究的鼓励。感谢北

京市气象局提供了本研究所用的月降水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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