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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的资料!通过计算趋势系数等现代统计诊断方法!研究了中国年"季"月

雨日的时"空特征和气候变化#指出!中国年雨日已经明显减少!而且雨日的减少比降水量的减少明显得多!平

均每
#"

年减少雨日
!<?

天#各季的雨日都是负趋势%季雨日平均每
#"

年减少
#

天左右#夏季雨日减少最明显

&统计检验最显著'!秋季雨日减少最多&雨日减少天数多'#雨日长期趋势变化有明显的空间变化!东北"华北"

西南区的雨日减少是最多的!这些地区的雨日每
#"

年减少
@

"

#"

天#雨日的长期趋势变化与降水量的长期变化

并不完全一致#雨日的负趋势与降水的负趋势比较!不但范围广!而且强度大&负趋势绝对值大'#中国年降水量

明显的负趋势仅位于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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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雨日减少最多的地区是东北"华北"西南!范围比降

水量大得多#季雨日的长期变化与季降水量的长期变化的差别很大#中国没有一个季节"一个测站的雨日有明显

的正趋势变化!但是!降水量仅在秋季是大范围的负趋势!夏季降水量有些测站是明显正趋势!冬季降水量只是

小范围的负趋势&冬季的降水量在增加'!在冬季!东北仅是很小范围的降水量在减少!而雨日是大范围的明显减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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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气象预报中!降水预报是需要特别注意研究

的!因为洪涝"干旱"暴雨"连阴雨等灾害天气与

降水量"雨日的多少有关#不过!人们更多地研究

降水量和旱涝气候变化)

#

"

%

*

!却很少研究雨日的特

征与变化#雨日变化既与降水量有关系!但也有区

别!例如!连阴雨天气过程的雨日可能很多!但是

过程的总降水量不一定多#我通常认为!雨日多!

降水量也会多!或者降水量多!雨日也一定多#这

对大的时间"空间平均来说!通常是正确的!但是!

对季节"月的时间尺度或者比较小的空间范围!上

述观点不一定正确#特别是雨日的气候变化与降水

量的气候变化会有很大的差别!这在我国的个别省

份已有研究)

@

*

#我们知道!冬季雨日经常表现为降

雪!而降雪与气温变化有很大关系!所以降雪日的

气候变化还与气温变化有关!这与单纯的降水量气

候变化不同#所以!雨日的变化不可能与降水量的

变化一致#在全球气候变暖后!有必要研究雨日的

气候变化!特别是研究雨日变化与降水量变化的区

别#

目前!关于全国范围雨日时间"空间特征及气

候变化的研究还不多!有关区域范围雨日气候变化

的工作也很少#顾骏强等)

@

*研究了浙江省雨日的气

候变化!指出浙江省除了
@

"

?

月份的雨日是增加

以外!其他月份的雨日数都表现为减少#由此得到

启发!本文将研究全国范围雨日的气候变化!从全

国范围看!雨日是增加还是减少了+ 年"季"月雨

日的变化特征如何!有什么空间分布特征+ 雨日的

长期变化与同时发生的降水量的长期变化在时间"

空间上有什么差异#

9

!

资料与方法

9<8

!

资料

本文所用资料是由中国气象局气象信息中心资

料室整编的!从全国建站开始到
$"""

年的地面逐

日平均温度"平均最高温度"平均最低温度和降水

量光盘资料#我们从逐日降水量资料中统计月雨日

数#雨日定义为日降水量&包括降雪'大于
"

的日

数!

"<"

微量降水日!也计入雨日#考虑到资料的

具体情况及使用的习惯!整理出
#>A=

"

$"""

年逐

月
#%"

个气象观测站的雨日数资料&拉萨站缺
#>A=

年的资料!这
#$

个月的资料用平均值代替%个别

站月雨日的缺测用邻近的站代替!但仍有
=<@%Z

的

缺测'#从
#>A=

年
#

月到
$"""

年
#$

月!有
#$

个

闰
$

月!共有
#@#%@

&

!%A[=@\#$

'天#在这
#@#%@

天中统计了逐日降水量缺测天数!结果有
!@

个站

缺测!总缺测的天数是
?#@

天#

!@

个站平均缺测

$$

天!缺测最多的是陕坝站&

$=!

天'!其次为汉中

&

#A>

天'#考虑到缺测率不到
AZ

&

?#@

(

#@#%@]

!%#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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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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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等$中国雨日的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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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雨日又是相对大的概率!所以将缺测

的天数统计为非雨日#另外!季节雨日是夏季用

%

"

?

月!春季用
!

"

=

月!冬季用
#$

"

$

月!秋季用

>

"

##

月#

#$

个月的雨日数累加为年雨日数#

9<9

!

方法

$<$<#

!

长期变化的的定量指标

为了解气象要素的长期趋势变化!根据文献

)

%

!

?

*的方法!计算气象要素的时间序列与自然数

数列之间的相关系数&称为趋势系数'#这样定义的

趋势系数!是无量纲!变化在正负
#

之间#可以证

明!它就是标准化的一元线性回归系数!它消去了

气象要素的均方差和单位对线性回归系数数值大小

的影响!从而可以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不同的气象

要素之间比较趋势变化的大小#特别适合于研究和

揭露大范围气象场长期变化的空间变化特征#对计

算的趋势系数还可以进行相关系数的统计检验或者

蒙特卡洛显著性检验)

>

"

##

*

#

$<$<$

!

相似系数

为了定量地表示二幅空间分布图&如平均降水

量图与平均雨日图'的相似程度!采用相似系数#

它由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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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7-+

!

是二幅图相似程度的定量指标!

H

2

"

#2

分别是第
2

站&空间点'在二幅图的要素值#相似系

数等于
#<""

&

_#<""

'为完全相同&相反'!等于
"<"

时表示完全不相似!正值越大图形越相似!负值越

大图形越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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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6

(/(701 /̀4'-

J

-)01O.)74(-)

"分

析及突变分析

B̀ O

分析方法用于了解雨日的空间分布与时

间变化特征#为检测雨日序列的变化是否有突变!

采用了移动
)

检验方法#

:

!

我国年!季!月雨日的气候特征

:<8

!

平均特征

表
#

"表
$

给出经过空间平均的我国年"季"月

雨日的多年的平均值"均方差"雨日概率&雨日数

除以总天数'"趋势系数和回归系数#我们看到!

我国雨日的平均
#%#<@

天!季节雨日数从大到小!

表
8

!

我国
8;<

站平均的年!季雨日的平均值!均方差!雨

日概率!趋势系数和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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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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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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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I*0/

平均值
a*0)

(

Q =!<= A$<% !A<? $><? #%#<@

雨日概率
F/-D0D(1(4

V

-2W*4Q0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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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方差
840)Q0/Q

Q*U(04(-)

(

Q

$<!= $<## !<$? !<?A @<=#

趋势系数
T/*)Q

7-*22(7(*)4

"<=> _"<A> _"<== _"<!A _"<%?

回归系数
b*

J

/*++(-)

7-*22(7(*)4

(

Q

,&

#"0

'

_#

_"<> _"<> _#<# _#<" _!<?

依次为夏&

A$<%

天'"春"秋"冬季&

$><?

天'#月雨

日数从大到小依次为
@

月&

#?<!

天'!

%

月"

?

月"

A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天'!月雨日的年变化明显表现为从
@

月向

前后二端减少的特征#但是!从计算的均方差看!

雨日最多的夏季和
@

月有最小的均方差!而雨日最

小的冬季及
#$

月有最大的均方差#上面的结果是

经过空间
#%"

站平均的#其实我国雨日数的空间变

化是比较大的#

:<9

!

雨日的空间分布特征

分别制作我国多年平均的年总降水量图及年总

雨日的图&图略'#可以看出二幅图非常相似!多年

平均的年降水量与雨日都是南&

$?E;

以南'多北少#

降水量最多在广东的阳江"河源!

$"""

"

$=""55

%

雨日最多的在贵州的毕节"西昌等!达到
$%"

天以

上%降水量最少在新疆的吐鲁番&

#?55

'"且末和

若羌 &若羌
$=55

'%雨日最少的也在南疆!若羌

="

天"且末
=!

天!非常一致#所以!从多年平均

看!年总降水量和年雨日的空间分布是非常一致

的#事实上!计算二幅图的相似系数为
"<>!

!可见

它们是非常相似的#我们还分别对季"月的降水量

与同时段的季"月的雨日空间分布计算相似系数!

结果变化在
"<?$

"

"<>!

之间#这表示它们的分布

特征也非常一致#将多年平均的年雨日数除以

!%A

!得到雨日概率#表
!

给出统计的
#>A=

"

$"""

=%#

大
!

气
!

科
!

学

&'()*+*,-./)01-2345-+

6

'*/(787(*)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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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

我国
8;<

站平均的月雨日的平均值!均方差和趋势系数回归系数

=%4"/9

!

>/%+,

"

,&%+7%)77/?#%&#*+,%+7&)/+7'*/--#'#/+&,*-&2/+@$4/)*-$*+&2"

1

6/&7%

1

,%?/)%

B

/7*?/)8;<,&%&#*+,#+!2#+%

月
a-)4' # $ ! = A % @ ? > #" ## #$

平均值
a*0)

(

Q #"<# #"<@ #!<# #=<" #%<$ #@<$ #?<! #@<# #=<= ##<? ><% ?<>

均方差
840)Q0/QQ*U(04(-)

(

Q #<?? #<?? #<!$ #<$? #<!# "<>? "<>? #<$! #<A> #<@" #<>? $<"?

趋势系数
T/*)Q7-*22(7(*)4 _"<"A _"<$$ _"<#= _"<$% _"<=? _"<!? _"<!@ _"<=# _"<=$ _"<#= _"<$? _"<!#

表
:

!

我国最大!最小雨日概率的
8<

个城市

=%4"/:

!

=/+'#&#/,6#&2&2/$%C#$@$%+7$#+#$@$*-6/&7%

1

,*-!2#+%

最大概率

a0X(5.5

6

/-D0D(1(4

V

"<@= "<@= "<@$ "<%? "<%@ "<%% "<%A "<%! "<%! "<%!

站名

&(4

V

毕节

S(

c

(*

西昌

d(7'0)

J

康定

e0)

J

Q()

J

贵阳

H.(

V

0)

J

兴仁

d()

J

/*)

遵义

R.)

V

(

德钦

*̂

f

()

西阳

d(

V

0)

J

榕江

b-)

Jc

(0)

J

彬县

S()X(0)

最小概率

a()(5.5

6

/-D0D(1(4

V

"<## "<#$ "<#! "<#! "<#A "<#@ "<$" "<$# "<$! "<$!

站名

&(4

V

若羌

b.-

f

(0)

J

且末

N(*5-

敦煌

.̂)'.0)

J

和田

K*4(0)

吐鲁番

T./

6

0)

哈密

K05(

陕坝

8'0)D0

酒泉

,(.

f

.0)

银川

I()7'.0)

喀什

e0+'(

年我国最大"最小雨日概率的
#"

个城市!可以看出!

雨日最多的城市主要位于贵州省!雨日概率可以高

达
"<@=

!

#"

天内平均有
@

个雨日#而我国西北部的

南疆"青海"河套北部!雨日概率仅为
"<##

"

"<$

左

右!说明我国雨日数的空间变化是很大的#

图
#

!

我国年平均雨日的时间变化 &

0

!单位$

Q

'和年雨日
B̀ O

分解的第一时间系数&

D

'!虚线为高斯滤波曲线

O(

J

<#

!

T(5*+*/(*+-20)).011

V

0U*/0

J

*QW*4Q0

V

+

&

0

!

.)(4+2-/4'*-/Q()04*

$

Q

'

0)Q4'*4*5

6

-/017-*22(7(*)4

&

D

'

-2(4+B̀ O#<T'*Q-44*Q

1()*(+2-/4'*H0.++(0)>C

V

*0/2(14*/()

J

D

!

我国年!季!月雨日的气候变化

D<8

!

年平均雨日数的长期趋势

图
#0

是我国
#%"

站的平均的年总雨日的时间

序列!可以看出!我国的雨日总趋势减少#这与表

#

的结果是一致的)表
#

给出年雨日趋势系数为

_"<%?

!回归系数为
_!<?Q

(

#"0

&即平均每
#"

年

减少
!<?

个雨日'*#图
#D

是对
#%"

站的年雨日数

B̀ O

分解的第一时间系数&数值已标准化'#图
#D

与图
#0

非常相似!都可以说明我国的雨日在减少!

从
$"

世纪
?"

年代开始雨日减少更明显一些!近年

虽然有些上升!但是!仍处在很低的值#由表
#

看

出!各季节的情况是!每
#"

年减少雨日
#

天左右!

夏季雨日减少最明显!但是秋季雨日减少最多&图

略'#

图
#

仅是我国的空间平均情况#为了了解空间

变化!我们计算逐站的趋势系数!并做出趋势系数

A%#

#

期
!

;-:#

王
!

颖等$中国雨日的气候变化

G3;HI()

J

*401<&1(504(790/(04(-)+-2G*4 0̂

V

+()&'()0

!!!



图
$

!

我国年雨日&

0

'及年降水量 &

D

'的趋势系数#浅灰"深灰阴影是趋势系数绝对值大于
"<!

"

"<A

的区域!虚线为负值

O(

J

<$

!

T/*)Q7-*22(7(*)4+-20)).01W*4Q0

V

+

&

0

'

0)Q/0()2011

&

D

'

W(4'

J

/0

V

&

D107Y

'

/*

J

(-)+()&'()02-/(4+0D+-1.4*U01.*10/

J

*/4'0)"<!

&

"<A

'

<T'*Q0+'*Q7./U*+()Q(704*)*

J

04(U*U01.*+

图
!

!

我国东北 &

0

'"华北 &

D

'年雨日的时间变化和回归域 &曲线是高斯
>

点滤波线'

O(

J

<!

!

T'*4(5*+*/(*+-24'*0)).01W*4CQ0

V

).5D*/0)Q(4+/*

J

/*++(-)1()*2-/

&

0

'

;-/4'*0+4&'()00)Q

&

D

'

;-/4'&'()0

&

4'*Q0+'*Q7./U*

(+2-/4'*H0.++(0)>C

V

*0/2(14*/()

J

'

<M)(4+2-/4'*-/Q()04*+

$

Q

的空间分布图#图
$0

是年雨日数的趋势系数的空

间分布!为了比较!同时给出年降水量趋势系数的

空间分布&图
$D

'#图
$0

"

D

的相似系数是
"<=#

!说

明它们长期变化的空间分布特征仍基本相似!但是

这已经比它们本身数值的空间分布的相似程度&相

似系数为
"<>!

'降低了许多#可以看出!它们的数

值差别是很大的#事实上!图
$0

负值的强度比图

$D

强!而且范围也大#图
$0

中有
#=!

个站是负值!

仅
#@

站是正的!最大的正趋势在安庆!回归系数

为
"<!!

&即每
#"

年平均增加
!<!

个雨日'#图
$0

中雨日负趋势达到
"<"A

信度以上的站有
#"#

个!

最强的负趋势达到
_"<@"

以上!其中!趋势系数超

过
_"<%"

的有博克图"海拉尔"丹东"嫩江"多伦"

延吉"长春"富锦"通辽"锡林浩特"齐齐哈尔"牡

丹江"景洪"成都"昆明%青岛"西安"太原"长治"

荷泽"连云港都达到
"""#

以上的统计显著性#说

明这些地方的年雨日在非常明显的减少#计算的线

性回归系数说明!上述大多数测站的年雨日数减少

达到每
#"

年
#"

天左右#减少最多的是景洪&

$!

Q

(

#"0

'#而在年降水量趋势变化&图
$D

'中!仅有
?=

个站是负值!

@%

个站是正值!但是负趋势的强度比

正趋势强!明显的负趋势位于&

!=E;

"

!?E;

!

#">EB

"

%%#

大
!

气
!

科
!

学

&'()*+*,-./)0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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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

!

我国东北!华北!西南各站平均的年雨日的趋势系数与回归系数

=%4"/D

!

=)/+7%+7)/

B

)/,,#*+'*/--#'#/+&,*-%++@%"6/&7%

1

,%?/)%

B

/7*?/)9:,&%&#*+,#+E*)&2/%,&!2#+%

"

9;,&%&#*+,#+E*)&2

!2#+%%+7:,&%&#*+,#+F*@&26/,&!2#+%)/,

A

/'&#?/"

1

东北
$!

个站

$!+404(-)+();-/4'*0+4&'()0

华北
$%

个站

$%+404(-)+();-/4'&'()0

西南
!

站

!+404(-)+()8-.4'W*+4&'()0

趋势系数
T/*)Q7-*22(7(*)4 _"<?$ _"<@$ _"<%%

回归系数
_%<>! _#"<# _@<A

b*

J

/*++(-)7-*22(7(*)4

(

Q

,&

#"0

'

_#

图
=

!

我国季雨日的趋势系数$&

0

'春季%&

D

'夏季%&

7

'秋季%&

Q

'冬季#浅灰"深灰阴影是显著性达到
"<"A

"

"<"#

的区域%虚线为负值

O(

J

<=

!

T/*)Q7-*22(7(*)4+-2W*4Q0

V

+2-/+

6

/()

J

&

0

'!

+.55*/

&

D

'!

0.4.5)

&

7

'

0)QW()4*/

&

Q

'

W(4'

J

/*

V

&

D107Y

'

/*

J

(-)+()&'()02-/+(

J

)(2C

(70)7*044'*"<"A

&

"<"#

'

1*U*1<T'*Q0+'*Q7./U*+()Q(704*)*

J

04(U*U01.*+

#$$EB

'范围内&主要是华北区!包括
$"

个观测站的

平均降水量的趋势系数为
_"<="

'!以及成都"绵

阳"宜宾一带&趋势系数
_"<=A

'!说明这些地方的

年降水量也在明显减少!但是!比较它们的趋势系

数说明!年雨日数比降水量减少的多!而且范围也

大!这必然使每次降水的平均雨量有了明显的增

加!或者强降水的次数增加了#

将趋势系数性质相同"地理位置相近的站合并

为区!得到年雨日趋势系数变化最大的
!

个区&表

=

'#图
!0

是
##AEB

以东!

="E;

以北的东北
$!

个站

&包括呼玛"锡林浩特"沈阳"鸡西等'平均年雨日

的逐年时间曲线!而图
!D

是
##"EB

以东!

!=E;

"

!>E;

的华北
$%

个站&包括北京"延安"大连"郑州

等'平均年雨日的逐年时间曲线#表
=

给出它们的

趋势系数与回归系数#表
=

中还有绵阳"成都"宜

宾等西南
!

站平均的年雨日&图略'#可以看出!它

@%#

#

期
!

;-:#

王
!

颖等$中国雨日的气候变化

G3;HI()

J

*401<&1(504(790/(04(-)+-2G*4 0̂

V

+()&'()0

!!!



表
G

!

我国季雨日和季降水量#括号内的数值$负趋势的站数

=%4"/G

!

=2/+@$4/),*-,&%&#*+6#&2%+/

B

%&#?/,/'@"%)&)/+7*-,/%,*+%"6/&7%

1

,%+7)%#+-%""

#

#+4)%'H/&

$

春季

8

6

/()

J

夏季

8.55*/

秋季

3.4.5)

冬季

G()4*/

年

I*0/

负趋势的站数

;.5D*/-2+404(-)W(4'0)*

J

04(U*+*7.10/4/*)Q

#!A

&

>"

'

#$?

&

@@

'

#=%

&

##"

'

#==

&

A>

'

#=!

&

??

'

达
"<"A

信度负趋势的站数

;.5D*/-2+404(-)W(4'"<"A+(

J

)(2(70)4)*

J

04(U*+*7.10/4/*)Q

A@

&

@

'

@!

&

@

'

=%

&

>

'

==

&

A

'

#"#

&

#$

'

达
"<"A

信度正趋势的站数

;.5D*/-2+404(-)W(4'"<"A+(

J

)(2(70)4

6

-+(4(U*+*7.10/4/*)Q

"

&

?

'

"

&

?

'

"

&

=

'

"

&

A

'

#

&

%

'

们都有非常强的减少趋势!以东北
$!

个站区的雨

日下降最明显#因为华北
$%

个站区的年雨日的均

方差大!所以平均华北下降最多!平均每
#"

年减

少了
#"

个雨日#

D<9

!

季雨日的长期趋势变化

图
=

是用
=

个季雨日计算的趋势系数图#从图

=

和表
A

看出!

=

个季的雨日仍是大范围&占
?"Z

"

>"Z

观测站'的负趋势!没有一个季节"一个测站的

雨日有明显的正趋势变化#但是!降水量情况却不

同!除了秋季降水量有近
@"Z

的站是负趋势以外!

其他各季节降水量是正"负趋势各占一半!特别地!

我国夏季降水量有些测站是明显正趋势&图略'#

图
=

说明在我国的东北!

=

个季节的雨日&特别

是冬季降雪日'都是明显的减少趋势#春季!江淮

和华北南部雨日明显减少#夏季!在我国的东部!

呈现华北雨日明显减少而长江流域和华中雨日增

加!西南雨日减少的特征#秋季是我国最大范围

&占
>#Z

的观测站'的雨日减少#冬季也是大范围

&占
>"Z

的观测站'的雨日减少!东北的雪日明显减

少#需要指出!我国冬季的降水量只有
!%<>Z

&

A>

(

#%"

'的观测站是负趋势!也就是说!我国冬季的降

水量在增加!在东北也仅是小范围的降水量减少

&图略'#另外!我国春季江淮和华北南部降水量的

减少远不是明显的!而在我国的长江流域到华中降

水量是负趋势&图略'#图
=0

"

Q

分别与它们对应的

季降水量的趋势系数图求相似系数!分别为
_"<#%

&春季'"

_"<"?

&冬'%说明它们是基本不相似的#

D<:

!

月雨日的长期趋势变化特征

逐月计算
#%"

个观测站的趋势系数!并分别对

雨日和月降水量统计
#%"

个观测站中趋势系数为负

值的站数 &表
%

'%统计了趋势变化达到
"<"A

信度

&趋势系数的绝对值大于
"<$?

'的站数&表
@

'#还制

作我国月雨日和月降水量趋势系数的空间分布图

&图略'#根据这些结果可以归纳出月雨日和月降水

量长期变化的如下的一些结果#在
#

月份!降水量

&雨日'是大范围正&负'趋势!东北雨日&降雪日'明

显负趋势!长江以南!华中降水量和雨日都为明显

正趋势%

$

月!雨日大范围负趋势#东北雨日明显

负趋势!长江以南为正趋势%

!

月!东北雨日明显

负趋势%

=

月!华北雨日明显负趋势%

A

月!我国雨

日大范围负趋势!

$%E;

"

!!E;

范围雨日"降水量

为明显负趋势%

%

月!华北"东北雨日明显负趋势!

长江流域!特别是中游雨日正趋势%

@

月长江以北

&南'雨日大范围负&正'趋势!华北雨日明显负趋

势!华南雨日负趋势%

?

月!我国雨日大范围负趋

势"华北雨日明显负趋势!长江下游雨日正趋势!

长江下游"东南沿海降水量明显正趋势%

>

月!我

国降水量"雨日大范围负趋势!东北雨日明显负趋

势%

#"

月!我国雨日大范围负趋势!西南雨日"降

表
;

!

我国月降水量及月雨日的趋势系数的统计特征

=%4"/;

!

!2%)%'&/)#,&#',%+7F&%&#,&#',*-&)/+7'*/--#'#/+&,*-

$*+&2"

1

)%#+-%""%+76/&7%

1

,-*)8;<,&%&#*+,#+!2#+%

月
a-)4'

负趋势的站数

;.5D*/-2+404(-)W(4'0)*

J

04(U*+*7.10/4/*)Q

雨日
G*4Q0

V

+

降水量
b0()2011

# #"? ==

$ #$$ >"

! ?A AA

= ##@ ?@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
!

气
!

科
!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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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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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

我国月雨日!月降水量#括号内的值$趋势达到
<J<G

信度的站数

=%4"/I

!

=2/+@$4/),*-,&%&#*+6#&2%+/

B

%&#?/,/'@"%)&)/+7

#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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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明显负趋势%

##

月我国雨日大范围负趋势!西

南雨日明显负趋势%

#$

月!我国雨日大范围负趋

势!西南"东北雨日&降雪日'明显负趋势#

用移动
)

检验方法对
#%"

个站的年雨日数的时

间序列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除了东北!华北的

北部!和西部年雨日有明显的突变 &这些地区!在

$"

世纪
@"

年代末期以后!年雨日数的明显减少'!

其他地区年雨日没有明显的突变#

G

!

结论与讨论

&

#

'研究了年"季"月雨日的空间平均特征#

指出我国夏季雨日最多!其次为春"冬与秋季#月

雨日
@

月最大!向前后二端减少#雨日最多的季"

月的年际变化并不最大#雨日比较少的季"月有比

较大的均方差#多年平均的雨日空间分布图与降水

量空间分布非常一致#年雨日最多的在毕节"西

昌!与年降水量最多的地区并不一致%但是!南疆

的降水量"雨日都最少#

&

$

'在分析的时间段内!我国年雨日明显减少

的!趋势系数为
_"<%?

&平均每
#"

年减少雨日
!<?

天'#各季的雨日都是负趋势!夏季雨日减少最明

显!而秋季雨日减少最多#

&

!

'雨日长期趋势变化有明显的空间变化#东

北"华北"西南区雨日减少是最多的!这些地区的

平均雨日每
#"

年减少
@

"

#"

天!是全国平均值的

$

"

!

倍#雨日的长期趋势变化与降水量的长期变化

不完全一致#年雨日的负趋势不但比降水的负趋势

范围广!而且强度大#我国年降水量明显的负趋势

仅位于华北中部&

!=E;

"

!?E;

!

#">EB

"

#$$EB

范

围内'!而我国雨日减少最多的东北"华北中部"西

南!范围广得多#

&

=

'季雨日的长期变化与季降水量的长期变化

的差别很大#各季的雨日是大范围的负趋势!没有

一个季节"一个测站的雨日有明显的正趋势变化#

但是!降水量情况却不同!降水量仅在秋季是大范

围的负趋势!夏季降水量有些测站有明显正趋势!

冬季降水量只是小范围观测站是负趋势!也就是说

我国冬季的降水量在增加!在东北也仅是很小范围

的降水量减少#年雨日数的突变现象不明显#除了

东北"华北的北部和西部年雨日有明显减少!突变

主要发生在
$"

世纪
@"

代末期以后!其他地区的年

雨日没有明显的突变#

&

A

'气候变化的的原因是一直在探讨的问

题)

#$

*

#目前!全球降水量"全球气温的变化都有了

不少的研究!但我们还没有研究全球雨日的气候变

化!从本文研究的我国雨日的气候变化看!我国雨

日的减少是非常明显的#我国雨日的减少比降水量

的减少明显得多#要全面解释各地雨日气候变化的

原因!恐怕比解释降水量与气温的气候变化的原因

更困难些#全球降水量的气候变化表现在高纬度是

增加的趋势!在中低纬度是减少)

=

"

%

*

#我国东北雨

日的减少比降水量减少明显得多!这说明雨日的变

化与气温变化有关!我国东北冬季雨日的明显减少

主要是因为气候变暖造成降雪的日数减少!抵消了

降水量增加#雨日的变化间接反映了太阳直接辐

射!它影响当地国民经济!特别是影响农作物的选

取"布局与产量#所以更大范围&例如全球雨日'的

气候变化也是值得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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