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华南前汛期降水开始和结束日期确定方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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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对目前有关前汛期开始和结束日期的研究工作进行了总结。提出应参照梅

雨期和季风降水等有关日期划分问题的方法，使用比月平均资料更高精度的逐日

（候）资料，选择能够表征华南前汛期降水特征的适宜区域和代表站点，综合考虑降

水、环流及其它物理要素在前汛期开始和结束前、后的演变特征，从而客观、准确地划

定各年前汛期的起始和结束日期，以用于华南前汛期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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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华南位于我国南岭以南，雨量多雨期长。

４—６月华南经历第一个多雨的时期，人们往

往称其为前汛期，而把７—９月称为后汛期（台

风汛期）［１］。前汛期降水约占全年４０％～

５０％或更多，是华南的主汛期。在近几十年

中，几乎每一年前汛期期间都有一些地区遭

受程度不同的洪涝灾害，其中上世纪５０年代

以来就先后发生了“５９．６”、“６８．６”、“８２．５”、

“９１．６”、“９４．６”、和“９８．６”等多次特大暴雨洪

涝灾害。因此华南前汛期降水历来受到重

视［２４］。华南前汛期实际上是我国雨带每年

开始出现和北移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意义

上，研究华南前汛期降水不单是了解其自身

的规律性，而且也能提供我国降水的一些规

律性，对全国汛期的长期预报和暴雨的研究

及预报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农业生产服

务，意义更为重大。

研究华南前汛期降水，必须首先确定“前

汛期”，也就是界定前汛期的开始和结束日

期。前汛期雨季划分的研究对天气和气候都

有很大的科学和实际意义。对汛期起始和终

止日期的讨论，过去对长江中下游地区梅雨

和夏季风降水等问题研究得比较多［５９］，而对

华南地区的讨论则相对较少。尤其是到目前

为止，尽管已在多文中述及［１０１７］，但是对华南

前汛期的定义还比较初步，也还没有统一的

确切定义前汛期开始期和结束期的客观标

准。

对华南前汛期雨季何时开始和结束及其

变化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因此必须发展一

个简单有效的，为大家所广泛接受的确定华

南前汛期开始和结束时间的统一标准和统一

日期。本文旨在对目前气象学家们关于前汛

期日期确定的研究作一个简要的概述，并对

相关问题加以评述，希望有利于对前汛期问

题的进一步研究。

１　各种雨季确定方法概述

对华南前汛期开始和结束日期的确定，

关键在于使用一些能够反映前汛期降水特征

的物理量，定义出前汛期雨季的起、止的临界

数值，这确实是比较困难的。尽管对前汛期

的界定存在着诸多困难，历年来人们仍然尝

试以不同的方法划定前汛期的起止时间（尤

其是开始时间）来实现对前汛期降水的研究，

并取得了许多有益的成果。

目前人们主要从降水量变化的角度来判

断是否进入雨季。张家诚［１８］在分析东部地

区夏季风雨带的进退时，定义：“凡旬雨量与

年平均雨量相比之百分率在４％以上为进入

雨季，百分率＞４％区域的中心轴称之为雨带

中心。”根据这个指标，夏季风大雨带在５月

中旬末在华南沿海出现，６月中旬末季风雨

带突然北上进入江淮流域。可见使用旬雨量

百分率来定义季风雨季是一个可行的指标，

但是目前看来，前汛期雨季的影响系统不仅

是夏季风。

林之光［１９］以旬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百

分率大于３％作为雨期的指标，对我国３０年

的降水资料进行分析。华南地区３月下旬的

降水量百分率只有２％，到４月上旬迅速升

至３％～４％，形成前汛期雨带。６月中旬开

始，我国东部雨量分布出现一次突变，华南中

旬雨量百分率由６％～８％迅速下降到６月

下旬的４％～５％，雨带随夏季风向北移至长

江中下游区域，进入梅雨季节。因此，华南前

汛期应在４月上旬至６月中旬之间。

郭其蕴、王继琴［２０］对１９５ｌ—１９７９年我国

各地区雨期开始、结束和间断情况进行研究

时，以候雨量≥２５ｍｍ作为华南地区的雨期

标准。结果表明，华南雨期最久，间断期亦最

长。气候平均的华南前汛期日期为４月５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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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６月６候，持续１３候。还发现，当我国北

部雨季开始时，南部的雨期仍末结束，雨期重

叠的时间达２～３候。他认为这是因为尽管

主要雨区已经北移，但原来雨区的雨量仍维

持一定量值的原因。许孟英［２１］研究了华南

季风雨季开始期的特征。上述有关华南雨季

的研究工作，多集中于季风降水阶段；事实

上，华南前汛期降水并非都是季风降水。

在定义前汛期开始日期的问题上，郭其

蕴、沙万英［２２］认为，前汛期不仅在华南各地

开始日期不同，各年之间差异也较大，主要参

考文献［２３］的标准定义前汛期：即从１月开

始，凡某站连续３个候的降水量总和大于等

于全年７２个候的候降水量的多年（４６年）平

均值的３倍，则大于等于平均值的候的日期

为前汛期开始期。

覃武、孙照渤、丁宝善等［２４］研究了华南

前汛期雨季开始期的降水及环流特征。他们

确定开始期的标准为：在华南地区的１０个站

中，从４月第１候开始统计，如果某候有７个

站以上的候雨量≥２５ｍｍ或１０站候总雨量

≥３５０ｍｍ 并且有５站以上候雨量≥２５ｍｍ，

则取该候为待定的雨季开始候，然后考查紧

接该候之后连续４个候的平均降水情况，当

后面４候的平均候总雨量≥３００ｍｍ时，就把

待定雨季开始候作为当年华南前汛期雨季开

始期（下文简称“开始期”）。假如不满足上述

条件，刚继续往后查。如果某年在４—６月内

找不到符合上述条件的开始期，就把该年定

为前汛期空汛年。

段月薇［２５］使用中央气象台长期组划分

雨季的标准［２６］，以旬雨量与多年平均旬雨量

的比值作为历年各旬雨量指数，对１９５１—

ｌ９８０年３０年来华南５个区域的雨季起迄作

了划分。

覃军和王盘兴［２７］使用“当日降水量超过

该站气候年平均降水总量的１．５％时，定义

该日降水为单站大雨日。以气候平均最大雨

日为起点，向后移动２５天窗口，直到少于６

个大雨日被识别；然后从第一个大雨日向后

移动窗口，直到至少５天无降水，则５天无降

水的次日为雨期开始日”。

也有从地方气象部门实际业务需求出发

研究前汛期开始日期的，例如，纪忠萍，熊亚

丽，谷德军等［２８］根据广州中心气象台中长期

科关于广东开汛日的定义，以“每年自３月１

日起，全省有二分之一站日雨量≥３８ｍｍ的

日期”作为标准。

２　目前存在的问题

分析目前上述划分前汛期开始和结束日

期的方法，由于不同的研究者研究对象不同，

或者从天气学角度，或者从气候学角度，使用

不同的定义方法。有的作者以大气环流的调

整、转折为主要依据，有的强调降水量，有的

则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考虑。这些研究得到

的结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无法达到协调。

只有继续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建立对

前汛期问题的更加全面的科学认识。总体来

说，目前在对前汛期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的

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亟待完善的突出问题，

主要反映在：

首先是不同时间尺度资料的使用问题。

考察气候学意义上的前汛期开始和结束日期

的划分问题，使用资料的长度不宜太短，至少

应该包含４０年以上的气候资料。由于后面

提到的原因，候平均或者逐日资料是合适的，

而不宜使用月平均资料。前汛期是由春至夏

的季节现象，也不宜使用“某日”来表现入汛

和出汛。而如果以“旬”作为时间单位来刻画

前汛期这样一个天气气候现象，又显得有些

粗糙，不够精细；因此，使用“候”作为时间单

位是适宜的，这对农业生产需要及长期天气

预报服务来说都还是满足的；事实上，这也已

经为许多研究者所采用。例如，在同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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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目前大家公认的“入梅”日期为６月

４候，南海夏季风爆发日期为５月４候等，都

是以候作为时间单位。

其次是华南前汛期研究区域（站点）的选

择问题。由于华南独特的地理位置，海陆分

布与地貌等自然环境，各地降水的起止日期、

持续时间的长短、汛期雨量的多少存在着差

异，给上述问题的确定带来了困难。因此，研

究前汛期问题，区域（站点）的选择很关键，选

择不同站点的研究得到的结果必然不同，有

时候差异甚至会很大。现有的一些前汛期研

究，对站点的选择并未有确切标准，代表站点

的确定主要依据地理分布，也有的根据有效

资料长短，甚至还有的单纯以省、区的行政规

划作为标准。因此，必须选择那些能够真正

反映前汛期降水演变特征的华南站点。而文

献中对华南站点的选择普遍缺乏客观、合理

的论证。

第三是前汛期时段的确定问题。同梅雨

一样，华南前汛期存在很大的年际变率。在

有些年份，前汛期开始时间早，３月底就有较

强降水出现；但是许多文献都只考虑４月以

后的降水，甚至仅仅考虑季风阶段的降水。

除此以外，由于对前汛期结束日期的研究更

少，以至于目前对华南前汛期问题的研究中，

多数文献都把逐年４—６月的总降水量直接

作为前汛期的总降水来使用［２９３６］。然而从气

候学意义上讲，６月下旬中国大陆雨带第一

次北跳，长江梅雨开始，华南前汛期已经结束

了。所以，不宜把整个６月份的降水都归入

前汛期降水。这也正是不把月平均资料用于

前汛期降水研究的原因。此外，部分文献将

始于５月中、下旬由于夏季风的爆发所引起

的季风降水作为前汛期的开始，也是不合适

的。因此，必须首先客观、准确地划定各年前

汛期的起始和结束日期，然后再把该时段内

的降水，作为前汛期的降水量。

第四是前汛期降水量（雨日）的划分标准

的确定。前汛期雨季相对于全年的降水过程

来讲，应该是一个降水量突然爆发性增长（减

少）的转折点。这个“爆发性”的变化不仅应

该反映在降水等温、湿属性的突然显著增加

（减少）方面，而且还应该反映在华南占相当

大比例站点的雨量（雨日）突然同时增多（减

少）；并且这样的降水过程一旦开始（结束），

就要持续一定的时间，尽管期间可能有中断。

因此保持一定时间长度的连续性，是前汛期

降水的又一个特点。总之，前汛期应该一个

是区域性、爆发性和连续性的强降水过程。

对于具体达到多大强度的降水量就算进

入汛期或雨季的标准，目前在文献中主要有

两种观点：有以单位时间（日、候、旬）降水量

超过气候平均降水总量的一定比例为标准

的，也有以单位时间降水量达到或超过某个

单纯设定的数值为标准的。但是各个标准其

具体数值的确定，在文献中都缺乏相应的针

对华南前汛期特点的科学解释，因此，各标准

中降水量临界数值的科学意义如何，尚需进

一步论证。对于用来确定华南前汛期开始和

结束日期的其他物理量临界标准的使用，亦

需合理论证。

第五，由于前汛期是一个发生在特定地

区的（我国华南）、特定时段的集中降雨期，因

此，是否有大量站点同时出现强降水，就成了

判断华南是否进入前汛期的另外一个指标。

例如：可以把进入雨季的站点数达到关键站

点总数的百分比（比如，有一半以上即５０％

或以上的站点进入雨季）作为其中的标准之

一。

第六，进入汛期后降水的持续性如何界

定，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若为间歇性

的，甚至出现中断，中断超过多长时间汛期就

算结束？这个时间该如何判定，也需要给出

客观合理的分析结果。候雨日（代表连续降

水集中度）的大小可以作为判断是否进入雨

季的标准。例如，人们在判断是否入梅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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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使用这个指标。

第七，环流指标的使用。华南前汛期是

反映东亚大气环流季节演变过程的区域性连

续降水，因此，仅仅使用站点资料来确定前汛

期开始和结束日期问题，是不够的，还应该考

虑同时期大气环流的变化。前汛期的起始阶

段是春季向夏季的过渡期，这时我国华南地

区两种不同性质的气团相互交绥频繁，西太

平洋副热带高压脊线在１５～１８°Ｎ一带南北

摆动，形成锋面雨带。随着５月中、下旬，东

亚夏季风在我国建立，华南雨量陡增，这时副

高脊线北上并稳定在２０°Ｎ以南的华南沿海

一带。从６月中旬起，副高脊线第一次北跳

越过２０°Ｎ，开始在２０～２５°Ｎ之间徘徊，华南

地区降水量迅速减小。与此同时，长江中下

游的降水急剧增加。这标志着华南前汛期的

结束，以及长江中下游梅雨的开始。可见，在

考虑环流指标时，可以把副热带高压脊线位

置的变动同降水的变化联系起来［３７］。

有时候，人们希望把上述几个指标结合

起来使用，相互印证，以加强判断的可靠性，

这不仅是可以的，而且也是应该的。例如，可

以把雨量（雨日）强度指标和站点百分比指标

结合起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具体如何使

用这些标准，需合理论证，做到简便易行，物

理意义清楚，客观、科学。

３　结　论

为了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华南前汛期

问题，建立统一的前汛期开始和结束日期的

时间序列是很有意义的。研究中，应参照比

较成熟的梅雨期和季风期降水等有关日期确

定问题的做法，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１）选择适宜的能够表征华南前汛期雨

季降水特点的研究区域和代表站点；

（２）考虑到前汛期存在明显的年际变

化，使用日（候）降水资料是比较合适的；

（３）研究分析前汛期开始期和结束期

前、后各种热力、动力要素场（比如降水，温

度，水汽，以及环流等）的变化特征，确定反映

前汛期开始和结束日期特征的各种指标的临

界值；

（４）通过综合考虑各项指标，最后定义

一种物理意义清楚的客观标准或简单物理公

式，来划分前汛期的开始和结束日期，用于对

华南前汛期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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