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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北京全区 2007～2014 年 117 个自动气象站逐小时降水资料，在揭示降水总体时空特征的基础上，

进一步研究了北京地区各季（以春、夏、秋为主）降水的精细化特征。研究发现：北京全区年均降水量存在两个

高值中心（城区和下风方向的降水高值中心），城市热岛效应可能是城区高值中心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北

京全区降水的季节分布不均，日分布也不均匀；城市化对北京地区降水的影响具有季节差异，夏季短历时和中历

时降水在城区和东北部存在显著的大值区，受到城市热岛效应的影响可能较为明显，长历时降水在城区反而相对

偏低，而春季城区短、中历时降水并未偏多，长历时降水却在城区出现明显的高值中心；降水日变化季节差异明

显，春、秋两季呈现双峰型变化，而夏季呈现单峰型变化，该日变化的特征与全区降水的空间分布格局关系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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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 quality controlled hourly rainfall dataset from autonomous weather stations (AWS) for the 
past 8 years (2007–2014), the general and fine-scale characteristics of rainfall in Beijing were analyzed.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two high rainfall centers in all area of Beijing. The urban heat island has an important effect on rainfall events. 
The rainfall events distribute unevenly both on seasonal scale and on daily scale.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the influence 
of urban heat island on rainfall events is different among different seasons. Events with high values of rainfall and 1–3 h 
and 4–6 h durations in the summer largely occur over central and northeastern Beijing, where the urban heat island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s. However, there are fewer events of low rainfall with 6 h and longer duration in urban area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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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 The features of rainfall distribution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re opposite to that in the summer. Differences in 
diurnal variations of rainfall in different seasons are distinguished. The diurnal variation of precipitation displays a 
two-peak feature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while it only shows a single peak in the summer. These features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istributions of occurrence time of maximum rainfall amount over Beijing. 
Keywords  Rainfall events, Hourly rainfall dataset, Fine-scale characteristics, Seasonal change 
 

1  引言 
北京作为迅速发展的超大城市，地处华北平原

的西北端，西部山地属于太行山山脉，北部山地属

于燕山山脉，东南部为冲洪积物组成的平原地域，

由于其地形复杂，全区降水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

征。同时，北京的气候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四季分明，降水的季节分配很不均匀，夏季降水

为集中，冬季降水稀少（陆日宇，1999；Li et al.，
2002；林大伟等，2016）。由于强降水事件或持续

性降水事件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对中国尤其是特

大城市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关于北京地

区降水的发生和演变一直是科学家高度关注的研

究方向，也取得不少成果（孙继松，2005；Li et al.，
2011；周玉淑等，2014；肖现等，2015）。但是，

由于降水资料的限制，此前关于小时时间尺度的降

水研究大多针对降水个例进行特征分析和数值模

拟（Miao et al., 2011；Zhong et al., 2015），对降水

过程的气候分析则主要集中在了日、月或更长时间

尺度上（陆日宇，2002；徐宗学等，2006；于淑秋，

2007；王秀荣等，2008）。然而，由于城市中对降

水精细化描述的要求越来越高，研究北京地区更高

时间尺度和更高空间密度的降水资料将有助于更

加精确地反映出降水信息和演变过程的特征。 
近年来，随着北京自动观测网的全面布网和多

年逐小时降水资料的出现，人们开始关注到小时时

间尺度的降水特征，北京地区降水的细致特征也 
开始逐渐被揭示和认识（宇如聪等，2014；窦晶晶，

2014；郑祚芳等，2014）。例如，前人对北京地区

夏季降水的日变化特征研究发现，北京夏季降水在

近 40 年发生了结构性调整，短持续性降水逐步增

多，长持续性降水大幅减少（Li et al., 2008）；还有

研究利用空间加密的小时降水资料，研究了北京夏

季小时降水频次和降水量的空间分布和持续性特

征（Yang et al., 2013b）。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研

究开始关注到北京地区降水的精细化特征。 
由于夏季降水是北京地区降水的集中期，从已

有研究看，目前关于北京小时降水特征（如日变化

特征、持续性特征）的描述多集中在夏季，对全年

降水的分布情况关注度较少。本文将基于小时时间

尺度的空间加密降水资料，较为系统地研究北京地

区不同季节降水的精细化特征，这对于更好地理解

北京地区降水的变化规律，评估区域气候特征，提

高城市防灾减灾能力等方面，具有较为重要的意

义。 

2  数据和方法 
北京地区自 1998 年开始建立自动气象观测网，

经过 10 多年的建站和发展，已经形成了时间上和

空间上都比较密集的自动气象观测网（Yang et al., 
2013a）。杨萍和刘伟东（2013）针对北京全区的降

水资料，构建了北京地区小时降水资料的质量评估

流程，对北京地区逐小时观测资料的完整性、准确

性和可靠性进行了定量化的评估，并通过气候极值

检查、时间一致性检查、空间一致性检查等方法对

降水资料进行诊断分析， 终形成了一套质量较高

的降水小时资料数据集。本文所用资料将该数据集

动态更新到 2014 年，利用 2007～2014 年北京地区

117 个自动气象站逐小时的八年降水资料开展研究

（站点使用情况如图 1 所示）。 
降水定义采用中国气象局的业务标准，即 1 h

降水量≥0.1 mm 记为有降水，各站某一时间段降水

量为该时段总的降水累积量。为了研究不同季节降

水的持续性问题，文中参考已有研究（杨萍和刘伟

东，2013），按照持续时间的长短，将不同持续性

降水分为三类：短历时降水（持续时间为 1～3 h），
中历时降水（持续时间为 4～6 h）和长历时降水（持

续时间为 6 h 以上）。 
本文在分析北京地区降水总体特征的基础上，

对不同季节降水的基本特征进行统计分析，并重点

研究了春、夏、秋三季降水的空间分布特征。以不

同持续性降水的累积降水量在总降水量中的贡献

率为研究重点，分析了不同季节降水的持续性特

征，此外，在揭示北京地区全区降水量的日变化特

征基础上，对各季降水量日峰值出现时间的空间分

布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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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平均降水量的总体特征 

图 2 给出了北京地区 2007～2014 年多年平均

降水量的空间分布（图 2a）和全区平均降水量的日

变化特征（图 2b）。从多年平均降水量的气候学特

征看，北京全区 2007～2014 年平均降水总量为

539.3 mm，与过去几十年的年代际平均降水量相

比，和 20 世纪 80 年代（年代平均降水量为 533.6 
mm）相当（徐宗学等，2006），在近五十年的年代

际降水量中位于中等水平。从年均降水量的空间分

布来看，全区整体呈现西北山区和山间盆地降水偏

少、东南部山前地带和平原地区降水偏多、高降水

中心由西南向东北带状分布的格局。该分布格局形

成的重要原因是受到了地形和盛行风的影响（陈志

昆和张书余，2010；郑祚芳等，2014）。地形的强

迫抬升作用致使北京地区山前迎风坡更易形成降

水，夏季盛行的低层东南风使地形的抬升作用进一

步加强（Zhang et al., 2009；原韦华等，2014）。此

外，夏季大气中低层的西南风水汽输送通道（周晓

霞等，2008）对这一分布态势也有明显影响，该水

汽输送通道致使山前平原地区的大气可降水量一

般高于西北部山区和山间盆地，在有利的天气、气

候条件下，更容易产生降水。 
进一步分析降水的高值分布特点，发现大值中

心主要集中于两个区域，其一位于北京东北部，覆

盖了怀柔、密云、平谷等地，区域平均降水量为 569.3 
mm，高值中心站位于平谷的镇罗营站，年平均降

水量达到 659.9 mm，另一大值区域位于四环以内的

城区及周边地域，并形成了以城区为高值中心，向

周边发散性递减的分布格局，其中，海淀、朝阳等

主城区区域平均降水量达到了 581.9 mm，城区 高

值站点为朝阳区的四惠桥站，达到了 695.7 mm，为

全区 高年降水量。东北部的高值区主要和西南气

流与山地地形的相互作用有关，而城区的高值中心

很可能与城市热岛效应及其热岛环流影响密切联

系（陆日宇，2001；孙继松和杨波，2008；Miao et 
al., 2011; Yang et al.，2013b）。于淑秋（2007）在研

究 1960～2000 年北京地区降水特征时，发现了城

区多雨区和怀柔多雨区两个多雨中心，对比其空间

分布格局，近几年北京地区降水的分布格局总体不

变的情况下，城区多雨中心的覆盖范围明显扩大，

呈现出以主城区为中心向四周发散的分布格局。

图 1  北京地区全区站点使用情况分布。代表站点名称在图中用大写首字母表示，下同 

Fig. 1  The distribution of stations with hourly precipitation observations in Beijing. SY, HD, YQ, FYD, THK, MY, HR, SDZ, PG, CY, CP, ZT, MTG, GXT, 

SJS, FT, DX, FS, and XYL represent Shunyi, Haidian, Yanqing, Foyeding, Tanghekou, Miyun, Huairou, Shangdianzi, Pinggu, Chaoyang, Changping, Zhaitang, 

Mentougou, Guanxiangtai, Shijingshan, Fengtai, Daxing, Fangshan, and Xiayunling, repectively,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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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 et al.（2007）的研究发现，北京站和密云站城

市热岛强度在近几十年中呈现明显增长态势，其

中，城区附近观测的增长应该主要和 近 20 多年

城区面积扩张有关。大量关于城市热岛强度对降水

影响的研究表明，城市热岛效应对城区及城区下风

风向的降水有增多的影响（张立杰等，2009；郑祚

芳等，2014）。本文指出的北京地区 2007～2014 年

平均降水量双高值中心（城区高值中心和东北高值

中心）的空间分布格局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 
图 2b 给出了 2007～2014 年北京全区年平均降

水量的日变化特征，可以看到，北京全区降水的日

演变呈现一峰一谷型，中午为降水 少的时段，谷

值出现在 13 时，小时平均降水量为 14.2 mm，夜间

（22 时至次日 3 时，北京时，下同）降水量偏高，

峰值出现在 23 时，小时平均降水量为 32.8 mm，超

过了谷值降水量的双倍。过去，对夏季降水的日变

化特征多有研究，前人针对北京及周边区域夏季降

水的研究表明，降水量的日变化以夜间偏多、午间

偏少（Li et al., 2011；宇如聪等，2014；原韦华等，

2014），与本文研究全年降水的日变化特征的结果

一致，这也体现了夏季降水在北京全年降水中占据

着主要的贡献。 
    由于北京地区季节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过去

对北京地区夏季降水的诸多特征成果丰硕（Li et 

图 2  2007～2014 年（a）多年平均降水量的空间分布，（b）年均小时累积降水量的日变化特征 

Fig. 2  (a)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ulti-year average precipitation, (b) multi-year average diurnal variation of hourly precipitation during 2007–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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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2008；张立杰等，2009，周玉淑等，2014），
而其他季节的降水特征的关注度尚不够充分。事实

上，北京地区不同季节的降水各有特点，研究各季

降水的特征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和分析北京地区

降水的精细化特征，表 1 给出不同季节降水的年平

均值，并统计了日尺度下各个时间段降水累积量的

结果。 

表 1  2007～2014 年北京地区季节降水量的总体特征 
Table 1  General features of seasonal mean accumulated 
precipitation in Beijing during 2007–2014 

2007～2014 年平均累积降水量/mm 
 

01～24 时 01～06 时 07～12 时 13～18 时 19～24 时

春季  67.1 15.2  15.1  16.5  20.3 
夏季 356.5 99.2  58.6  72.5 126.2 
秋季 111.2 36.4  28.0  16.1  30.7 
冬季   4.5  0.7   1.6   1.1   1.2 
全年 539.3 151.5 103.3 106.2 178.3 

 
表 1 的结果显示，2007～2014 年期间，北京夏

季降水 为集中，累积降水量为 356.5 mm，占据全

年平均降水总量的三分之二。春秋季降水量次之，

但秋季降水量是春季的 1.7 倍，明显高于春季，冬

季年均降水总量 少，仅为 4.5 mm。鉴于冬季年均

降水量极少，对其进行细化分析的研究意义不足，

因此，本文对降水季节特征的研究将集中在春、夏、

秋三季。从全年降水的日分布看，夜间降水偏多（19
时至次日 06 时），白天降水偏少（07 时至 18 时），

与图 2b 显示出的日变化特征一致。从不同时期降

水量日变化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到，不同季节降水日

变化的分布格局既有一致性之处，又相互存在差

异。整体来说，夏秋两季夜间降水偏多（19 时至次

日 06 时），白天降水偏少（07 时至 18 时），春季为

午后至上半夜（13 时至 24 时）降水偏多，凌晨至

上午（01 时至 12 时）降水偏少。进一步分析发现，

春夏两季的分时段累积降水量为晚间（19 时至 24
时） 多，秋季为凌晨（01 时至 06 时） 多。对

于降水 少的阶段也存在一定的季节差异，春、夏

季的上午时段（07 时至 12 时）为降水量 少，秋

季则为下午时段（13 时至 18 时）累积降水量 少。 
以上结果显示出北京地区降水既有明显的季

节差异，又存在显著的日变化特征。前人关于华北

特别是北京地区季节降水影响因子的研究很多，一

般认为东亚地区大气环流是降水季节变化的 重

要影响因素之一，而大气环流的变化通常是对诸多

外强迫因子发生变化的响应（孙继松和杨波，2008；

郝立生等，2011）。水汽输送也是影响季节降水的

关键因素，春季影响北京降水的水汽通道主要是西

南风的水汽输送，夏季，西南风水汽输送进一步加

强，同时东南风和偏西风水汽通道与其共同作用影

响夏季降水，而秋季影响该区降水的重要输送途径

为东南风水汽通道，可见，不同季节水汽输送方式

的不同也造成了降水的季节差异明显（周晓霞等，

2008）。 
降水的日变化特征反映了大气热力和动力过

程对水汽循环的综合影响，同时局地尺度环流对天

气和气候的影响也很重要（Dai, 1999; Sorooshian et 
al., 2002; 吴庆梅等，2009；刘树华等，2009）。北

京地区各季呈现的日变化规律普遍具有夜间和凌

晨降水偏多的特征，这与已有研究得到的中国北方

区域降水的大值主要出现在午夜和凌晨的结论一

致（宇如聪等，2014）。前人通过对持续性降水特

征的研究发现了北方地区夜间降水偏多主要由持

续性降水引起（原韦华等，2014），而凌晨降水的

偏多更可能与层状云及中尺度对流系统联系紧密

（Chen, 2010，Yuan et al., 2010）。此外，山谷风环

流和城市热岛环流的共同作用，也有利于北京城区

及其附近平原地带傍晚和夜间出现雨量峰值（吴庆

梅等，2009；刘树华等，2009；Miao et al., 2011）。
将来，利用高密度观测资料和中尺度气候模式模拟

技术，进一步研究揭示北京地区降水日变化特征形

成的机理非常必要。 

4  不同季节降水的特征研究 
已有研究表明，短时降水和长持续时间的降水

对应着不同的大气环流状况，降水特性和时空的分

布也不尽相同（宇如聪等，2014）。本部分将在研

究北京地区不同季节年均降水量空间分布的基础

上，重点分析各季降水中在不同持续时间降水事件

所占据的比重，以探讨各季降水的主要类型和过

程，并在研究各季降水日变化特征的基础上，重点

分析日峰值降水出现时间的空间演变规律。 
4.1  降水总量的空间分布特征 

图 3 给出了北京地区春、夏、秋三季降水平均

累积量的空间分布。图中可以看到，各个季节平均

降水量的空间差异明显。夏季降水的空间分布格局

与全年的结果非常类似，呈现城区和东北区双高值

中心的格局，这与夏季降水总量占据全年降水量的

比例 大（66.1%）密不可分。这种空间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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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7～2014 年北京地区（a）春季、（b）夏季、（c）秋季平均累积降水总量的空间分布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accumulated seasonal precipitation in Beijing averaged during 2007–2014: (a) Spring, (b) summer, (c) aut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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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出降水与地形、水汽通道及夏季盛行风等因子

的密切联系。春季降水量在全区整体偏低的情况

下，在怀柔、朝阳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小范围高值中

心，可能和自动站所处局地地形位置有关，城区的

局地多雨区也在一定程度上和城市热岛效应影响

有联系。秋季降水量的空间差异性非常明显，仍旧

存在着与夏季降水格局相类似的双高值中心，但位

置有所差别，城区的高值中心向东南方向偏移，集

中于朝阳和通州区域内，东北区的高值中心向西北

方向移动，集中在密云和怀柔的北部区域。郝立生

等（2011）曾发现，秋季华北降水的水汽输送从夏季

的西南风通道转变为东南风通道，秋季北京地区降水

分布可能与水汽输送通道的转变有一定关联性。 
4.2  季节降水量的持续性特征 

表 2 给出了 2007～2014 年北京各季不同持续时

间的降水累积量对平均降水总量中的贡献率。春、

秋两季与夏季格局存在较大区别。夏季降水中，短

历时降水的总量贡献率 大，这与前人研究结论一

致（殷水清等，2012；Yang et al., 2013b），其次是长

历时降水，其降水量贡献率次之，而夏季中历时降

水的贡献率 低。春、秋两季与夏季降水格局的主

要区别在于贡献率位居第一的为长历时降水，春季

占 42.6%，秋季甚至超过 50%，而与夏季一致的是，

中历时降水在春、秋季降水中的贡献率均较低。不

同季节持续性降水的分布格局其累积到全年的效应

在表 2 中也有反映，全年降水中，长历时降水量的

贡献率与短历时降水总量基本持平且略高，中历时

降水的贡献率 小。Li et al.（2008）在研究北京地

区夏季持续性降水格局时，发现持续时间短的降水

贡献率在变大，而大于 6 小时的长持续性降水贡献

率在减小。随着城市化的加速，更易致灾的短历时

强降水所在比重越来越大，而且强降水事件也不仅

出现在夏季，在其他季节出现的几率也在增大（孙

继松和杨波，2008；魏东等，2009；Yang et al., 2013b）。  
从各季短历时降水累积降水量贡献率的空间

分布可知（图 4），不同季节其短历时降水贡献的格

局各不相同。春季的短历时降水量贡献率的大值中

心主要集中在顺义、昌平以南的区域，从纬向分布

来看，出现了“+ − +”的高低值交替格局，并呈

现发散性分布，在顺义向西南方向出现了顺义、昌

平、斋堂三个区域性大值中心，而其南部的城区及

以西的大部则为低值区域，再向南的大兴又出现了

高值中心；从夏季短历时降水空间分布的总体格局

看，其受地形的影响相对较大，贡献率较高的区域

集中在北京的西部和山区的迎风坡，其中，昌平的

太平庄站为全区 大，短历时降水量贡献率达到了

51.7%，而东南部平原和东北部的密云平谷等地的

短历时降水贡献率偏低，在平原区域整体偏低的情

况下，城区短历时降水量的贡献率仍旧较高，说明

城市热岛效应对城区短历时降水存在一定的影响；

秋季短历时降水量全区分布呈现纬向上的“− + 

−”格局，其中高值区域位于北京地区的中部，呈

纬向带状分布，其中海淀区域的稻香湖站贡献率为

39.5%，为全区 大，秋季短时降水量贡献与春夏

季相比，比重 小，即使 大站点的贡献率也仅比

春季区域平均值多了 1.5%。 

表 2  2007～2014 年北京地区各季不同持续时间的降水累

积量对平均降水总量的贡献率 
Table 2  The contribution of rainfall events with different 
durations to total precipitation in the different seasons in 
Beijing averaged during 2007–2014 

持续性降水贡献率  

短历时（1～3 h） 中历时（4～6 h） 长历时（＞6 h）

全年 37.2% 21.6% 41.2% 

春季 38.0% 19.3% 42.6% 

夏季 44.5% 21.8% 33.8% 

秋季 30.1% 19.0% 50.9% 

 
图 5 给出 2007～2014 年北京地区中历时降水量

贡献率的空间分布。尽管中历时降水对降水总量的

贡献率 低，但是其空间分布却较有特点。对比春、

夏、秋三季的空间格局能够看到，在北京东北部尤

其是密云区域，均出现了大值中心。密云区域在近

年来降水持续偏多（郑祚芳等，2014），通过对各季

降水格局的分析看，其降水偏多的重要因素是 4～6
小时的持续性降水量偏大，窦晶晶等（2014）研究

表明，北京地区西南风导致的降水事件 多，占据

40%，结合图 5 可以看到，密云正处西南风向的下风

方向，其降水偏多可能与其所处的下风方向、密云

水库造成的湖陆环流等相关。此外，春季中历时降

水贡献率整体呈现南少北多的情况，夏季在城区和

城区的下风方向（东北部）出现两个大值区，可能

仍旧是反映了城市热岛效应和地形因素的影响；而

秋季呈现出南多北少的格局，是否同北京大气污染

空间分布呈现“南差北好”（董芬等，2013）的分

布格局有关（Rosenfeld, 2000），值得进一步探讨。 
与中历时降水量维持较小的贡献率相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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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7～2014 年北京地区平均各季短历时（1～3 h）降水对季节累积降水量贡献率的空间分布：（a）春季；（b）夏季；（c）秋季 

Fig. 4  The contribution of 1–3 h duration rainfall events to the accumulated seasonal precipitation over Beijing averaged during 2007–2014: (a) Spring, (b) 

summer, (c) aut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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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7～2014 年北京地区平均各季 4～6 h 降水对季节累积降水量贡献率的空间分布：（a）春季；（b）夏季；（c）秋季 

Fig. 5  The contribution of 4–6 h duration rainfall events to the accumulated seasonal precipitation over Beijing averaged during 2007–2014: (a) Spring, (b) 

summer, (c) aut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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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07～2014 年北京地区平均各季 6 h 以上持续性降水对季节累积降水量贡献率的空间分布：（a）春季；（b）夏季；（c）秋季 

Fig. 6  The contribution of more than 6 h duration rainfall events to the accumulated seasonal precipitation over Beijing averaged during 2007–2014: (a) 

Spring, (b) summer, (c) aut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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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段内的长历时降水的贡献率明显增大。春季和夏

季的长历时降水量的空间分布与中历时降水存在

较好的反向对应关系。春季中历时降水量贡献率唯

一的大值区域（东北部）在长历时降水中为显著的

低值中心，而长历时降水量贡献率在春季 为明显

的高值中心位于海淀区域及周边，这可能是因为海

淀区位于山区和平原的交界处，春季常盛行东南风

与东北风交替的复杂风场，加强了山前地形的抬升

作用，为持续性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扰动源（吴庆

梅等，2009；窦晶晶等，2014）；夏季长历时降水

贡献率以城区的低值区域为中心向南北扩展为南

高北低的格局，南部大兴区域的高值中心在中历时

降水中为明显的偏低值区域；秋季全区的长历时降

水量的贡献率均偏高，高值区域北起汤河口，南至

房山，形成了从北向南的高值带。 
对比长历时降水的空间分布（图 6），城区及周

边区域出现贡献率的大值区域仅发生在春季，而夏

季、秋季在城区长历时降水的贡献率均不高。通过对

不同季节降水格局的分析能够看到，城市化对降水的

影响尚不能一概而论。以秋季为例，不管何种类型的

降水，在城区均没有看到明显大值区域，这可能说明

秋季降水受城市热岛效应的影响相对较小。此外，北

京地区夏季降水多以对流性短时强降水为主，从夏季

短历时和中历时降水的空间分布也能够看到，上述

两种雨型在城区及下风方向存在显著的大值区，受

到城市热岛效应的影响较为明显，但北京夏季长历

时强降水在城区贡献率偏低说明了城市热岛效应

并非对夏季各种雨型都产生增强效应。  
4.3  季节降水的日变化特征 

图 7 表明 2007～2014 年北京全区不同季节降

水年平均累积降水量的日变化特征，可以看到，不

同季节降水量的日变化差异非常显著。从小时降水

量的值域范围来看，夏季小时累计降水量 大，介

于 8～24 mm 之间，春、秋两季累计降水量的数量

级相当，春季小时累计降水量介于 1～4 mm 之间，

秋季累积降水量日变化的振幅偏大，介于 2～7 mm
之间，但春、秋两季小时降水量的峰值未达到夏季

降水量的日谷值，夏季降水量明显高于其他季节。

从不同季节小时降水量日变化的特征看，日变化曲

线差异较大。春、秋两季日变化类型相似，呈现双

峰型变化特征，春季峰值出现时间分别为 12 时和

22 时，且峰值接近，分别为 3.6 mm 和 3.7 mm，春

季降水量的谷值出现在 09 时，降水量仅为 1.8 mm；

秋季降水量峰值出现为 06 时，值为 6.9 mm，另外

在 24 时存在一个次峰值点，为 6.1 mm，秋季降水

量 少的时次为午后 14 时；与春、秋两季的日变

化有所不同，夏季的降水量日变化呈现为单峰型变

化，极值位置出现在晚间 23 时，降水量为 23.1 mm，

午间 12 时为谷值点，降水量为 8.4 mm。 
前人研究表明，华北平原地区日尺度降水以夜

雨为主（原韦华等，2014）。结合图 1 北京全区的

站点分布看，大多数站点隶属平原区域，从各季降

水的日变化来看，北京全区各季降水基本都在夜间

偏大。此外，中国季风区降水在季风环流和季风雨

带径向移动的影响下，具有显著的季节内演变特

征；有研究表明季风间断期降水的峰值易集中在午

后，季风活跃期降水峰值会出现在清晨（宇如聪等，

2014），北京各季降水日峰值的出现时间，或许与

季风间断期和活跃期的相互作用有一定联系，也可

能同城市热岛环流和山谷风环流共同影响有关。 
图 8 给出了 2007～2014 年北京全区小时累计

降水量日峰值出现时间的空间分布。各个季节降水 

图 7  2007～2014 年北京全区不同季节平均的小时降水量的日变化特

征：（a）春季；（b）夏季；（c）秋季 

Fig. 7  Diurnal variations of mean hourly precipitation in (a) spring, (b) 

summer, (c) autumn over Beijing averaged during 200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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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07～2014 年北京全区（a）春季、（b）夏季、（c）秋季平均的各个站点小时累计降水量日峰值的出现时刻。BJT 表示北京时间 

Fig. 8  Occurrence time of daily maximum hourly precipitation in different seasons: (a) Spring, (b) summer, (c) autumn. BJT represents Beijing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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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极值出现时间的分布差异较大。春季峰值的出现

时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午夜前夕 22 时至 24 时，

集中在北部及西部山区，二是在午间 12 时左右，

以城区和通州为主，对比春季降水量的日变化特

征，日变化的双峰曲线其峰值段也为午间和午夜，

由此可见，日峰值出现时间的区域性差异特征是春

季全区降水日变化呈现双峰结构的重要原因。夏季

全区的一致性较强，以晚上 22 时至次日 02 时为主，

与夏季全区日变化为单峰型结构较为一致。秋季降

水极值分布具有明显的南北差异，主城区扩展到西

南的大部分区域以凌晨 03 时至 07 时为主，主城区

以北的大部地区以晚上 20 时至 24 时为主，这样的

空间分布结构与秋季全区日变化变化呈现双峰型

结构一致。 
结合表 2 的结果，春秋两季长历时降水的贡献

率 高，而夏季短历时降水占据重要地位。清晨、

午后的降水的双峰值与降水的持续性密切相关，且

华北地区 易在午夜至清晨发生持续性降水（Yu et 
al., 2009）。春秋季降水日峰值出现在午夜或清晨可

能与这两个季节以持续性降水为主的特征密切相

关。夏季的短时降水主要是由太阳辐射加热日变化

导致的热力不稳定引起，从而使峰值时间呈现出较

强的区域一致性，复杂地形导致的山谷风特征（Yu 
et al，2009；窦晶晶等，2014），以及城区明显的城

市热岛环流，也是造成北京夏季降水日峰值出现时

间以午夜为主的重要因素。 

5  结论 
本文基于北京市加密自动站的降水观测资料，

给出了北京地区降水的总体特征，并对比了不同季

节下北京地区降水的空间差异、持续性特征和日变

化特征，结论如下： 
（1）北京地区年平均降水量的空间分布特征显

示，城区和东北部具有两个降水量明显高值中心；

北京全年降水量的季节分布不均，日分布也不均。

夏季降水 为集中，2007～2014 年的降水量为

356.5 mm，占该时段年降水总量的三分之二。春秋

季降水量次之，但秋季降水量要明显高于春季，是

春季的 1.7 倍，冬季年均降水总量极少。 
（2）不同季节降水量日变化的分析结果显示，

春秋两季呈现双峰型变化，其主要原因是峰值出现

时间在全区具有较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夏季呈现

单峰型变化，全区所有站点峰值出现时间也具有良

好的一致性。 
（3）城市化对北京地区降水的影响具有季节差

异，夏季短历时和中历时降水在城区和东北部存在

显著的大值区，受到城市热岛效应的影响可能较为

明显，长历时降水在城区反而相对偏低而春季城区

短、中历时降水并未偏多，长历时降水却在城区出

现明显的高值中心。 
开展北京地区降水的精细化特征研究，掌握降

水的演变规律，对于改进区域数值模式和提高气象

预测水平有较为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已有资料的限

制，本文所用的资料仅局限于 2007～2014 年这 8
年，样本量不足所带来的分析结果的代表性问题有

待后续资料的丰富做进一步考证和研究，同时，对

于各个季节降水日变化和空间分布特征成因的研

究也不够充分，仍有待进一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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