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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地处北半球中纬度地带，具有海洋性特点的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自然环境优越，生物资源和农业资源较为丰富。三面环海，境内有丘陵、山地、

平原、海岛等多种地貌类型，气候的季节和年际变化较为剧烈，使大连成为气象

灾害频发地区之一，其中暴雨洪涝灾害尤为突出。有研究表明，我国东部地区极

端降水事件呈现显著增加趋势。但研究多为暴雨过程和变化进行分析，未对暴雨

危险性进行分析。本文利用大连市 7 个国家站近 30 年的降水资料，计算并分析

大连市暴雨变化和危险性，为合理利用本市气候资源提供理论依据。 

依据中国气象局规定，统计日降水量≥50 毫米的暴雨日数，并将暴雨分为

局地暴雨（单站或不相邻的 2 个站出现暴雨）、区域性暴雨（相邻的 2-4 站，或

不相邻的 3-4 站出现暴雨）和大范围暴雨（5-7 站出现暴雨）从而对大连地区暴

雨进行分析。分析可知，大连地区暴雨的发生频率不高，1、2、11 和 12 月没有

出现暴雨，6月开始明显增多，主要集中在 7、8月，分别占总暴雨次数的 29.94%

和 41.81%，9 月开始迅速减少。暴雨类型以局地暴雨为主，局地暴雨出现在 5-

10 月，区域性暴雨出现在 4-9 月，大范围暴雨出现在 3-9 月，且各类暴雨月变

化趋势类似，主要出现期集中在 6-8 月。对汛期（6-9 月）各旬暴雨年均频次分

析可知，6 月下旬暴雨发生次数开始增多，8 月上旬达到全年峰值，9 月下旬未

出现暴雨。 

 

图 1  1990-2019 年逐月累计暴雨出现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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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2019 年暴雨共出现 177 次，各年均有发生，年暴雨日数总体呈上升趋

势，上升趋势为 0.07 次/年，但不显著，年均暴雨 5.9 次，但各年暴雨日数差异

较大，最多出现在 1994 和 2011 年达 12 次，最少出现在 1990、1993、1999、2002

和 2014 年只有 2 次。局地性暴雨出现 95 次，占暴雨总数的 53.67%，年均 3.17

次，最多出现在 2011 年有 8 次；区域性暴雨出现 56 次，占暴雨总数的 34.64%，

年均 4.87 次，最多出现在 2006 年有 4 次，1999 年未出现；大范围暴雨出现 26

次，占暴雨总数的 14.69%，年均 0.87 次，最多出现在 1994、2009 和 2012 年有

3次，且多年未出现大范围暴雨。 

经统计可知，1990-2019 年大连地区年均暴雨日数庄河最多为 2.40 日，金

州最少 1.67 日，由此表明大连地区暴雨中心在北部庄河地区，总体呈西南到东

北递增特征，这与大连地形地势和地理条件有关。 

为研究大连暴雨致灾因子危险性，对降水量因子进行统计。使用 1990-2019

年 7 个国家站逐日降水资料，统计暴雨过程降水量，过程降水量的判定标准：一

次降水过程至少有 1d 满足暴雨标准（24h降雨量≥50 mm定义为 1次暴雨。大于

1d 的过程期间不能出现降水量小于 0.1mm 的日降水量，如出现则认为该过程中

断。根据持续天数和大连暴雨特点，分为 1d、2d、3d、4d、5d 暴雨过程降水，

其中大于 5d的的过程降水归入 5d中，将过程降水量的第 98百分位数、第 95百

分位数、第 90百分位数、第 80百分位数、第 60百分位数的降水量作为降水阈

值，从而定确不同等级暴雨临界致灾雨量。利用不同百分位数值将暴雨强度分为

5个等级。采用层析分析法确定降水致灾因子权重，最后采用加权综合评价法计

算各站点致灾因子危险性指数。 

表 1  1990-2019 年各级暴雨过程频次分布 

站点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瓦房店 12 5 3 1 1 

金州 8 7 3 2 0 

普兰店 11 6 2 3 1 

长海 17 3 1 1 1 

庄河 17 12 2 1 2 

旅顺 9 3 5 3 1 

大连 11 3 5 1 2 

据统计可知，大连庄河地区暴雨致灾总频次最高为 34 次，远高于其它站。

暴雨危险性总体来看，东北部、西南部较高中部较低，高危险区主要分布在庄河

的东部、东南部和旅顺南部地区，这与该地区暴雨频繁有关，低危险区主要分布

在瓦房店和长海，这与该地区降水变率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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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90-2019 年暴雨致灾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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