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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利用广东省８６个气象台站近５２年（１９６２—２０１３年）逐日降水量资料，统计了逐年各台站及全省开汛期（ｒａｉｎｓｅａｓｏｎ

ｏｎｓｅｔｄａｔｅ／ＲＳＯＤ），并对广东省开汛特征及其与前汛期降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１）广东省开汛期多集中在３

月下旬至４月中旬，最早和最迟开汛期相差９４ｄ；（２）广东省东南大部、北部大部较中部大部和西南部开汛早，雷州半岛开汛最

迟；（３）广东省开汛可分为突发型开汛和渐进型开汛两种类型；（４）广东省开汛期年（代）际变化特征明显，存在１５～１６ａ的年

代际振荡周期，１９８６年为年代振荡周期变化的转折点，前后分别存在８ａ和５～６ａ的年代振荡周期；（５）各台站开汛期与３月

下旬及４月降水相关性最好，与５、６月及前汛期降水的相关性差；（６）广东开汛异常偏早（晚）年，其前冬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存在

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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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广东位于中国大陆的南端，地处低纬，濒临南

海，具有明显的亚热带、热带海洋性和季风气候特

征。当季节交替，冬季风减弱，夏季风活跃时，广东

成为冷暖空气交汇的必然之地。加之广东地形南低

北高的特点，有利于南来暖湿空气的抬升和水汽在

南岭以南的堆积，从而使广东成为全国降水最充沛

的地区之一（潘家念，２０００）。每年的４—６月是广东

经历的第一个多雨时期，也是全省大部分地区一年

中降水量最集中的时段，大部分地区降水量在６００

～９００ｍｍ之间，中、北部地区前汛期降水量约占全

年降水量的４０％～５０％（林良勋，２００６）。这段时期

暴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多发，常导致局地性山洪

暴发、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称之为前汛

期。

广东开汛期标志着广东省前汛期的开始，其对

政府制定农业生产、防洪防涝等相关决策具有重要

意义。对汛期降水特征方面的研究工作开展过很

多，李江南等（２００２）、李晓娟等（２０１２）分别对广东汛

期降水气候特征和广东前汛期大到暴雨频数的时空

特征进行了研究；吴丽姬等 （２００７）、李丽平等

（２０１０）、伍红雨等（２０１１）和袁媛等（２０１２）对华南区

域持续性暴雨、极端降水、雨日雨强或环流特征分别

进行过研究。同时，在开汛期特征研究工作上，江晓

南等（２００９）对福建春季开汛时间变化特征及后期降

水关系做了研究；郭其蕴等（１９９８）对华南前汛期开

始日期的年际变化及年代际变化进行了分析；纪忠

萍等（２００５）亦分析了１９５１—２００２年广东开汛日的

年际变化特征，及其与环流场、海温场的关系。

随着近些年气候的变化，广东开汛特征发生了

新的变化。本文对１９６２—２０１３年广东省开汛期，及

各台站开汛期进行重新计算，并对其时空分布特征

进行分析。研究结果不仅有利于广东省开汛期规律

的研究，而且对广东乃至华南开汛期及前汛期降水

的研究和预报亦具有参考价值。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广东省人工气象台站１９６２—２０１３年，逐年３月

１日以来逐日０８—０８时降水量、２０—２０时降水量以

及３月下旬、４—６月（前汛期）逐月降水量资料。由

于各气象台站建站时间不一，各年间有观测资料的

气象台数分别为：１９６２—１９６４年间７８个、１９６５—

１９６６年间８２个、１９６７—１９７１年间８５个、１９７２—

２０１３年间８６个。资料来源于广东省气象信息中

心；环流数据为ＮＣＥＰ再分析资料。

１．２　开汛期计算方法

关于汛期开始日期的研究在多文中已有所涉

及，但不同地区关于开汛期的计算方法却多有不同，

目前仍未形成一致的客观标准。林之光（１９８５）和张

家诚（１９９１）提出以旬雨量作为指标来定义雨季开

始，广西区相关业务单位（吴恒强，２００３）从实际天气

和生产服务出发，亦以旬雨量定义了雨季开始时间，

郭其蕴等（１９９８）以候雨量定义了华南地区的开汛期

标准。林国冲等（２００９）在广东省开汛标准的基础

上，对单站开汛指标进行了补充；强学民等（２００８ａ；

２００８ｂ）对有关华南前汛期开始和结束日期的研究

工作进行了总结，并提出综合考虑降水、环流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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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所使用的开汛期计算方法为目前广东省气

象部门在业务工作中使用的方法（林良勋，２００６），其

定义为：每年自３月１日起，某台站首个日降水量≥

３８ｍｍ（大雨—暴雨）的日期，即为该台站的开汛期；

同时，每年自３月１日起，广东８６个（１９７２年前少

于８６个）气象台站中累计有二分之一以上台站达到

开汛的日期，即为广东省的开汛期。

０８—０８时降水量与２０—２０时降水量均为日降

水量的表示方法，但两者之间略有差异。按照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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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分别计算各台站基于该两种降水量资料的开

汛期，先达到３８ｍｍ降水量的日期，即为该台站开

汛期。从当年１月１日开始，开汛期所在的日序即

为开汛期日序。

开汛期常年值为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３０年开汛期的

平均值。开汛期距平，即逐年开汛期与常年开汛期

相差的日数，正值表示较常年开汛期偏晚，负值表示

较常年开汛期偏早。

１．３　开汛期特征分析方法

对１９６２—２０１３年逐年开汛期距平进行５年滑

动平均，对逐年距平值及逐年滑动平均距平值进行

趋势变化分析。

采用小波函数对开汛期距平进行小波转换进而

分析开汛期距平的周期变化特征。

采用相关分析对开汛期距平及降水量距平之间

的关系进行分析。

采用合成分析对环流场的多年值进行合成变

换。

１．４　分析工具

小波分析采用以 Ｍｏｒｌｅｔ为小波母函数的Ｆｏｒ

ｔｒａｎ小波变换程序进行；合成分析采用 ＧｒＡＤｓ进

行。

２　广东省开汛期的时间分布

２．１　广东省开汛期的时间分布特征

表１为按广东省开汛期定义统计出的１９６２—

２０１３年广东省开汛期资料，结果与纪忠萍等（２００５）

获取的开汛期资料在多个年份有较大差异，差异原

因值得对比分析。由本文统计结果可知，最早开汛

期出现在１９８３年，为３月１日；最迟开汛期出现在

１９６３年，为６月２日。最早和最迟开汛期相差

９３ｄ。图１为１９６２—２０１３年开汛期在３—６月各旬出

表１　１９６２—２０１３年广东省开汛期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犚犛犗犇狅犳犌狌犪狀犵犱狅狀犵犱狌狉犻狀犵１９６２—２０１３（犿犿犱犱）

年份 开汛期／月日 年份 开汛期／月日 年份 开汛期／月日 年份 开汛期／月日

１９６２ ５９ １９７５ ３７ １９８８ ４１２ ２００１ ４４

１９６３ ６２ １９７６ ４１２ １９８９ ４３ ２００２ ３２４

１９６４ ４２ １９７７ ５１７ １９９０ ４９ ２００３ ４１２

１９６５ ４５ １９７８ ４９ １９９１ ４５ ２００４ ４１

１９６６ ４４ １９７９ ４２ １９９２ ３２６ ２００５ ４１２

１９６７ ３３１ １９８０ ４９ １９９３ ４１７ ２００６ ３２５

１９６８ ３２５ １９８１ ３２２ １９９４ ４２２ ２００７ ４２

１９６９ ４１２ １９８２ ４２ １９９５ ４１０ ２００８ ４１９

１９７０ ４１２ １９８３ ３１ １９９６ ３３０ ２００９ ３５

１９７１ ４２９ １９８４ ４１６ １９９７ ３２８ ２０１０ ４２２

１９７２ ４１５ １９８５ ３２７ １９９８ ４９ ２０１１ ５３

１９７３ ４３ １９８６ ４１７ １９９９ ４１７ ２０１２ ４５

１９７４ ４１ １９８７ ３１５ ２０００ ４２ ２０１３ ３２８

图１　１９６２—２０１３年广东省开汛期各时段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ＲＳＯＤ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６２—２０１３

现的次数分布图。由图１可见，广东省开汛期多集

中在３月下旬至４月中旬（占７９％），少数出现在３

月上中旬及４月下旬至６月上旬（占２１％）。

虽然本文统计的开汛期资料与纪忠萍等（２００５）

的资料有差异，但本文关于最早（晚）开汛年及开汛

集中期的结论与之是一致的。

２．２　各台站开汛期的时间分布特征

图２为广东省８６个气象台站开汛期的常年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平均值分布。由图可知，广东省东

９２８　第７期　　　　 　　 　　　刘　尉等：近５２年广东开汛期特征及与前汛期降水的关系分析　　 　　　　 　　　　　　



南大部、北部大部较中部大部和西南部开汛早，雷州

半岛开汛最迟。从各台站常年开汛期（表２）来看，

龙门开汛最早，为３月２５日，徐闻开汛最晚，为５月

１１日，两者间隔长达４７ｄ。

图２　广东省各站常年平均开汛期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３０ａ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ＲＳＯ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为了解气候变化背景下，广东省各区域常年平

均开汛期的变化，本文计算了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前一

个３０ 年）各台站平均开汛期。图 ３ 为各台站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平均开汛期较前一个３０年平均开汛

期的变化分布，负值表示开汛期提前，正值表示开汛

期推迟。由图可知，广东省中东部开汛期略有提前，

其中饶平、梅县提前最多，为８ｄ，西北偏西和西南大

部略有推迟，吴川推迟最多，为９ｄ。

图３　广东省各台站新旧３０年

平均开汛期的差值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ｖａｌｕ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ｅｗａｎｄｏｌｄ３０ａ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ＲＳＯＤ

２．３　广东省开汛分型

由２．２节结果可知，广东省８６个台站并非集中

在同一日开汛。若是在全省开汛期前出现大范围的

大雨—暴雨（日降水量≥３８ｍｍ）降水过程，则多个

台站的开汛期将可能相对集中；若是在全省开汛期

前出现多次小范围的大雨—暴雨降水，则各台站开

汛期可能出现在多个相对分散的自然日。针对这两

种开汛特征，本文提出将广东省开汛分为两种类型，

即突发型开汛和渐进型开汛。

考虑到影响开汛的降水过程可能持续１ｄ以

上，本文将全省开汛期当天及前一天定义为全省“开

汛期间”（共２ｄ）。将全省开汛期间内开汛的台站数

定义为“开汛期间开汛站数”，将全省开汛期间之前

开汛的台站数定义为“开汛期前开汛站数”，将全省

开汛期之后开汛的台站数定义为“开汛期后开汛站

数”。对１９６２—２０１３年逐年各开汛站数求平均，得

到多年平均开汛期前开汛站数为２８个，开汛期间开

汛站数为２１个，开汛期后开汛站数为３６个。

根据对逐年开汛站数统计特征的分析，本文提

出：

若开汛期前开汛站数≤１４个，且开汛期间开汛

站数／开汛期前开汛站数≥２，则广东省开汛属于突

发型开汛；若不满足上述条件，则为渐进型开汛。

按照上述标准，对１９６２—２０１３年开汛期间（前）

开汛站数进行统计（图４），认为１９６５、１９６７、１９６８、

１９７４、１９７６、１９８２、１９８３、１９８７、１９９６、２００２、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和２００９年广东省开汛属于突发型开汛，其他年份则

属于渐进型开汛。

３　广东省开汛期的年（代）际变化

３．１　广东省开汛期年（代）际变化

图５为１９６２—２０１３年逐年广东省开汛期距平

值、及 ５ 年滑动平均值曲线，零值线代表常年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平均开汛期，为４月３日。根据广州

中心气象台标准（纪忠萍等，２００５），常年开汛期前后

１０ｄ以内开汛为正常，前后２０ｄ以外开汛为异常。

由此可见，开汛异常偏早的年份有４年（１９７５、１９８３、

１９８７和２００９年），异常偏迟的年份有５年（１９６２、

１９６３、１９７１、１９７７和２０１１年），异常多出现在奇数

年。该结论与纪忠萍等（２００５）的研究结果基本一

致。

从５年滑动平均值曲线来看，开汛期具有比较

明显的年代际变化特征。２０世马８０年代之前，开

汛期多有偏迟；８０年代，开汛期多为偏早；９０年代开

汛期又多为偏迟；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开汛期多与常年持

平。

为了了解气候变化背景下广东省常年平均开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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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１９６２—２０１３逐年开汛期前（间）开汛站数变化图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ｉｎＲＳＯＤｐｅｒｉｏｄ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６２－２０１３

图５　１９６２—２０１３逐年广东省开汛期距平值及５年滑动平均变化图

（零值代表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平均值：４月３日）

Ｆｉｇ．５　Ａｎｎｕａｌ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ＲＳＯＤａｎｏｍａｌｙａｎｄｉｔｓ５ａｍｏｖｉｎｇ

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ａｌｕｅ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６２—２０１３

期的变化，本文对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开汛期求平均，得

到前一个３０年的常年平均开汛期为４月６日，新

３０年的常年开汛期（４月３日）较之略为提前。

３．２　广东省开汛期周期变化

图６为１９６２—２０１３年开汛期逐年距平值经小

波变换后得到的小波系数分布图，由图６可知，开汛

期在近５２年存在１５～１６ａ的年代际振荡周期，但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后却存在尺度不同的年代振荡

周期。进一步对１９６２—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８４—２０１３年资

料序列进行小波变换，分别得到两个时期小波系数

分布（图略）。认为，１９８６年为年代振荡周期变化的

转折点，之前存在８ａ的年际振荡周期，之后年际振

荡周期变为４～６ａ。另外，在８０年代存在２ａ的年

际振荡周期。

郭其蕴等（１９９８）认为华南开汛期具有明显的年

际变化和年代际变化，与本文结论吻合；谷德军等

（２０１２）的研究结果表明，广东开汛期存在显著的６ａ

和较明显准１７ａ周期振荡，纪忠萍等（２００５）也认为

广东开汛存在准２～３、４～７以及１５ａ左右的周期

变化，他们的研究结果均与本文研究结果相似。

另外李晓娟等（２０１２）对广东省前汛期大到暴雨

频数的时空变化特征分析结果中，提到大到暴雨频

次变化周期在１９８５年后有缩短趋势，以４～５ａ短

周期为主，该结论与本文结论相似。但本文研究的

广东省开汛期变化周期，是否与大到暴雨频次的变

化有必然联系，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４　开汛期与前汛期降水关系

为探讨开汛期早晚与前汛期（４—６月）及３月

下旬降水的关系，本文对全省８６个气象台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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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１９６２—２０１３年广东省开汛期距平小波系数分布图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ｗａｖｅｌｅｔ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ｆｏｒ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ＲＳＯＤａｎｏｍａｌｙ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６２—２０１３

１９６２—２０１２年逐年３月下旬、４—６各月降水量距平

数据，与对应的开汛期距平数据进行了相关分析。

大部分台站的样本数为狀＝５１，但由于个别台站建

站时间偏晚，样本数略少，如茂名站样本数最少仅为

狀＝４１。

分析结果表明：广东各台站开汛期早晚仅与３

月下旬及４月降水量距平有较好的负相关关系，即

开汛日偏晚则３月下旬及４月降水量偏少，开汛日

偏早则３月下旬及４月降水量偏多。广东各台站开

汛期早晚与前汛期（４—６月）及５、６月降水量的多

寡无明显关系。

在全省８６个台站中，前汛期降水量距平与该站

开汛期距平相关系数仅有３４个站通过显著水平为

０．０５的检验；５和６月降水量距平与该站开汛期距

平相关系数（图略）仅有１４和２个站通过显著水平

为０．０５的检验。而在全省８６个台站中，３月下旬

与４月降水量距平与该站开汛期距平相关系数（图

７），分别有５５和５０个站通过显著水平为０．０５的检

验，这其中又分别有３７和３２个台站通过显著水平

为０．０１的检验。上述结论与纪忠萍等（２００５）的研

究结果基本吻合。

由图７ａ可知，３月下旬降水量与开汛期距平相

关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台站主要集中在东部大

部、中西部偏东地区以及雷州半岛，表明这些地区若

是开汛偏早，则３月下旬降水量以偏多为主；反之，

若是开汛偏晚，则３月下旬降水量以偏少为主。

从图７ｂ可知，４月降水量与开汛日距平相关系

数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台站主要集中在东南大部、东

北部分地区、西南偏西以及中部局部。表明这些地

区若是开汛偏早，则４月降水量以偏多为主；反之，

若是开汛偏晚，则４月降水量以偏少为主。

综合来看，东部的河源和广惠局部地区，其开汛

迟早主要影响该地区３月下旬降水的多寡，而与４

月降水相关性不大；而西南部的茂名地区与此相反，

图７　广东８６台站开汛期距平与３月下旬（ａ）

及４月（ｂ）降水量距平相关系数分布图

（图中浅色区域和深色区域分别对应相关系数

通过０．０５和０．０１显著性水平检验）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ＳＯＤａｎｏｍａｌｙａｎｄｌａｔｅＭａｒｃｈ／Ａｐｒｉ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ｄａｒｋａｎｄｌｉｇｈｔａｒｅａｓａｒｅｐａｓｓｉｎｇ０．０５ａｎｄ

０．０１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ｔｅｓｔ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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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开汛迟早主要影响该地区４月降水的多寡，而与

３月下旬降水相关性不大。

５　前冬５００ｈＰａ环流特征

众多研究表明，北半球冬季环流变化对后期环

流存在一定影响，纪忠萍等（２００５）、江晓南等（２００９）

分析了前冬环流对开汛期的影响。本文亦利用合成

分析工具对前冬（１２月至次年２月）５００ｈＰａ环流进

行了特征分析。

５．１　开汛异常偏早（晚）年环流特征

为了了解广东开汛期偏早和偏晚年所对应的环

流场特征，选取３．１节所述的开汛异常偏早年

（１９７５、１９８３、１９８７和２００９年）与异常偏晚年（１９６２、

１９６３、１９７１、１９７７和２０１１年），分别做前冬５００ｈＰａ

高度场及高度距平场的合成（图８）。

结果表明，开汛异常偏早年（图８ａ），极涡较强，

中心强度约为５０４０ｇｐｍ，较常年偏低４０ｇｐｍ以上，

北美大槽、东亚大槽较浅，欧洲浅槽偏东，且三槽中

心距平值均为正，表明开汛异常偏早年西风带上的

这三个平均槽均偏弱，另外副热带高压面积大，强度

偏强，位置偏西；而开汛异常偏晚年（图８ｂ），极涡中

心强度约为５１２０ｇｐｍ，与常年持平，北美大槽、东亚

大槽较深，欧洲浅槽偏西，且三槽中心距平值均达到

－６０ｇｐｍ左右，表明开汛异常偏晚年西风带上的这

三大槽均偏强，同时三槽之间的三脊形势较偏早年

前冬明显。

为了更为直观地了解开汛异常偏早年与异常偏

晚年的环流场差异，对两者对应的前冬５００ｈＰａ高

度场进行差值合成（图略）。结果表明，开汛异常偏

早年与异常偏晚年在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上差异明显。

在高纬有２个明显的负值中心，一个在北大西洋的

格陵兰岛上空，另一个在北太平洋的阿留申群岛上

空，两个负值中心值均达到了－１００ｇｐｍ；在中低纬

有３个明显的正值中心，分别位于北美洲加拿大和

美国东边境，大西洋东北部到欧洲西海岸，和西太平

洋日本岛以南、琉球群岛以东的西北太平洋上，３个

正值中心值均达到了６０ｇｐｍ。

　　综上认为，开汛异常偏早（晚）与东亚大槽、北美

大槽及欧洲浅槽的位置和强度密切相关。该结果与

纪忠萍等（２００５）的研究结果是高度一致的。

图８　广东开汛异常偏早年（ａ）和异常偏

晚年（ｂ）北半球冬季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及

距平场合成图 （单位：ｇｐｍ）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ｍｅａｎａ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ｙｏｆ５００ｈＰａ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ｉｎｗｉｎｔｅｒ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ｔｈｅ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ＲＳＯＤｅａｒｌｉｅｒｙｅａｒｓ（ａ）

ａｎｄｌａｔｅｒｙｅａｒｓ（ｂ）（ｕｎｉｔ：ｇｐｍ）

５．２　不同开汛类型年环流特征

在２．３节，认为可以将广东开汛分为突发型开

汛和渐进型开汛。为了了解不同开汛类型对应的环

流场差异，根据图４选取典型的突发型开汛年份

（１９６７、１９７４、１９８３、１９８７、２０００和２００９年）与典型的

渐进型开汛年份（１９７２、１９９１、１９９５、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和

２００５年），对其前冬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进行差值合成

（图略）。结果表明，不同开汛类型年的前冬环流特

征无明显差异。

６　结　论

本文统计了近５２年逐年广东省各台站及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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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汛期，并对广东开汛特征及其与前汛期降水的关

系进行了分析，同时对具有不同开汛期特征年份的

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进行了合成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１）近５２年，广东省开汛期多集中在３月下旬

至４月中旬（占７９％），少数出现在３月上中旬及４

月下旬至６月上旬（占２１％），最早和最迟开汛期相

差９４ｄ。

（２）从各台站常年开汛期来看，广东省东南大

部、北部大部较中部大部和西南部开汛早，雷州半岛

开汛最迟。最早开汛台站和最迟开汛台站间开汛期

间隔长达４７ｄ。

（３）根据各台站开汛期的集中程度，广东省开

汛可分为两种类型，即突发型开汛和渐进型开汛。

（４）广东省逐年开汛期具有比较明显的年代际

变化特征。常年开汛期为４月３日，与之相比，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前，开汛期多有偏迟；８０年代多为偏

早；９０年代又多为偏迟；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基本正常。

（５）近５２年，开汛期存在１５～１６ａ的年代际振

荡周期。１９８６年为年代振荡周期变化的转折点，前

后分别存在８ａ和５～６ａ的年代振荡周期，８０年代

存在２ａ的年代振荡周期。

（６）各台站开汛期与３月下旬及４月降水相关

性最好，与５、６月及前汛期降水的相关性差。若开

汛早，则东南大部、中西部局部以及雷州半岛，３月

下旬及４月降水量以偏多为主；反之，则这些地区的

３月下旬及４月降水以偏少为主。

（７）广东开汛异常偏早（晚）年，其前冬５００ｈＰａ

高度场存在明显差异。开汛异常偏早年，极涡较强，

北美大槽、东亚大槽较弱，欧洲浅槽偏东，副热带高

压偏强，位置偏西；而开汛异常偏晚年，极涡较弱，北

美大槽、东亚大槽较深，欧洲浅槽偏西；而广东不同

开汛类型年，其前冬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无明显差异。

（８）本文所使用的开汛期计算标准仅考虑了各

台站的日降水量因子，而未综合考虑降水、环流调整

及其他物理要素，由此计算得到的开汛期数据，难免

不能更好地反映冬夏环流的调整特征。在今后的工

作中，可以利用更完善的开汛标准，对广东开汛特征

进行进一步分析，以期对广东省乃至华南的开汛规

律进行更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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