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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金华地区总降水量虽然没有明显的极端化倾向，但平

均降水强度呈增加趋势，尤其是汛期内降水时间分配极不均匀，旱涝灾害频发，

大大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张录军等，2004）。长期以来，
月、季或汛期降水的总量常用以评估降水特征，但在降水总量接近常年平均的情

况下，很容易忽略降水时间非均匀分布情况（李吉顺等，1999；姜爱军等，2005）。
理论上来说，降水强度分布的变化，可以理解为降水概率分布密度发生了改变。

为丰富金华地区汛期气候特征，为汛期天气预报提供气候背景信息，本文主要研

究金华地区汛期降水的时间非均匀分布特征及其变化趋势。 
本文基于 1971～2020 年金华地区 7个国家站汛期（5～9月）逐日降水资料

和 NCEP/NCAR再分析资料，采用趋势分析、小波分析、相关分析等方法，对金
华地区汛期降水集中程度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研究，并通过分析典型降水集中年

份的环流和海温异常，寻找导致降水集中可能的物理机制。 
主要结论有：采用 15 日滑动统计特征量的向量法计算得到的金华地区汛期

降水集中期主要集中在 6月，而且集中期起始日与入梅日同为 6月 13日，说明
金华地区汛期降水主要集中在梅汛期（Zhang et. al., 2003; 王琳莉等，2006）。金
华地区汛期降水集中度在 0.12～0.60 之间，50 年平均值为 0.30，总体上降水时
间分布较均匀，但年际变化大呈现比较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图 1）。从地理分布上
来看，如图 2所示，降水集中度大的区域主要在西部，而集中度较小的区域则分

布在南部（王睆等，2015；Li et al., 2017；李慧等，2018）。 
汛期降水集中度存在着显著的准 18 a 周期变化，20 世纪 70年代初、20 世

纪 90年代中期以及 21 世纪 10年代末期，均为正值中心，是汛期降水较集中的

阶段。（图 3）。此外，2020年处于集中期小波变换系数的实部大值中心区，且等

值线未闭合，预计金华地区汛期降水集中的情况还将持续。 
降水集中年份形势场上最明显的异常为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度偏强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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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偏西（闵锦忠等，2015；张恒星等，2015），高、低指数年之间的副高强度差

异在 6月降水集中期开始拉大，在 7~9月继续维持较大的差距，其中 8月强度指

数差距最大（图 4）。在降水集中阶段，较强的副热带高压与西风槽之间的位势梯

度可以增大西南暖湿气流的输送，此外还可以减慢西风槽脊的移动，以形成较为

稳定的环流配置，造成持续降水的出现。而降水非集中阶段，在强的副热带高压

西伸影响下，西风带系统南下受阻，大型暖高压的下沉气流则会导致持续高温干

旱酷暑天气。如此，便形成降水时间分布上的相对集中。 
降水集中度高值年与低值年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差值从前冬明显的正异常

逐渐过渡为负异常（图 5），厄尔尼诺年一般来说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异常峰值

基本上出现在当年年底左右，随后海温异常开始减弱，到次年夏季时厄尔尼诺往

往消失，这意味着降水异常集中情况常发生在厄尔尼诺衰减期（张然等，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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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71～2020年平均降水集中度年际变化（黑色折线）及其线性趋势

（黑色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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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71～2020年 7站点多水年与少水年平均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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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71～2020年平均降水集中度的 Morlet小波分析实部图 

 



20
22
年
⽓
候
预
测
与
⽓
候
应
⽤
技
术
论
坛

 

图 4  高指数年、低指数年以及 1971-2020年 4-10月逐月副高（a）强度和

（b）西伸脊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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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赤道 5°N～5°S 范围降水集中度高指数年和低指数年的逐月海温差值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