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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基于１９６１—２０１３年江淮流域梅汛期（６—７月）逐日降水资料，利用百分位法确定极端降水阈值，对江淮流域梅汛期

极端降水的时空分布及突变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９５％分位极端降水阈值多在５０ｍｍ以上，大值中心主要位于湖北东部

到安徽南部一带；平均极端降水强度与阈值大小的空间分布相似。极端降水量和极端降水日数整体呈现由安徽南部向四周

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极端降水量约占梅汛期降水总量的１／４～１／３。从季节内分布上看，极端强降水站次在梅汛期呈单峰型

分布，各候间差异明显，其中６月第５候到７月第２候最多。极端降水量、极端降水日数以及极端降水量占梅汛期总降水量百

分比均具有明显的年际变化，且上升趋势显著；江淮流域梅汛期极端降水量和极端降水站次的这种上升趋势均在１９８０年发生

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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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江淮流域地处东亚副热带季风区，江淮梅

雨是东亚夏季风由南向北推进过程中特有的产物

（Ｄｉｎｇ，１９９２；梁萍等，２０１０），梅雨量的多少直接影响

这一地区的旱涝（丁一汇等，２００７）。近年来关于江

淮梅雨的讨论很多，尤其是在梅雨划分指标上气象

工作者们可谓是各抒己见（傅逸贤，１９８１；梁萍等，

２０１０；黄青兰等，２０１２），其主要分歧在于判断标准是

以降水实况为主还是以环流形式为主。无论是以哪

种梅雨期划分方法，梅雨主要集中在６—７月。在以

往的相关研究中，有采用６月中旬至７月上旬作为

梅雨期的（宗海锋等，２００６），而更多的研究是把整个

６和７月作为梅雨期进行研究（吴志伟等，２００６；平

凡等，２０１４；李晓容等，２０１４）。

极端降水往往带来较为严重的破坏，对人们的

生产生活造成重要影响，其发生的原因十分复杂，且

不同地区、不同季节形成极端降水的机理也不尽相

同（赵玉春等，２０１２；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２；李典等，２０１４；林

建等，２０１４；孙林海等，２０１５）。此外，各地区地质状

况的差异导致其承受极端降水强度的能力也存在差

异。因此，近些年气象学者探索出多种划分极端降

水的方法（王传辉等，２０１１；佘敦先等，２０１１；罗梦森

等，２０１３），更多学者是采用百分位法来确定极端降

水的极值（陆虹等，２０１０；尤焕苓等，２０１４）。百分位

法是依据不同地区具体时段的降水状况来确定阈

值，具有较为广泛的实用性，可根据不同需求来自行

确定百分位阈值（尤焕苓等，２０１４）。梅雨期是江淮

流域一年内主要的降水时段，有研究表明，暴雨以上

量级的极端降水总量和极端降水日数最大值均发生

在梅雨期（刘明丽等，２００６）。

以上可见，在以往的研究中，关于江淮流域梅雨

的研究非常之多，但多是关注梅雨的起止时间（梁萍

等，２０１０；黄青兰等，２０１２）、梅雨总量的多少（吴志伟

等，２００６；宗海锋等，２００６）以及空间分布不均匀（竺

夏英等，２００７）等方面。目前来看关于江淮流域梅雨

期极端降水的相关研究比较少见，刘明丽等（２００６）

曾利用１９５９—２０００年的降水资料对江淮梅雨期暴

雨以上量级的降水进行分析。Ｚｈａｎｇ等（２００７）的研

究发现长江流域在１９６１—２００２年间极端降水呈显

著的增加趋势。随后，杨金虎等（２００８）的研究进一

步证明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极端降水表现为增加趋

势，并有突变发生。陈峪等（２０１０）对中国主要河流

流域极端降水事件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北方流域

的极端降水多为减少趋势，但南方流域的降水正好

相反，表现为增加趋势。此外，在以往研究中更多关

注的是淮河流域极端降水的变化特征（佘敦先等，

２０１１；张娇等，２０１１）。本研究采用百分位法，利用

１９６１—２０１３年台站观测资料，针对整个江淮流域梅

汛期（６—７月）极端降水变化特征进行分析，以增进

对江淮流域梅汛期极端降水事件时空变化规律的认

识，为防灾减灾提供可靠依据。

１　资料和方法

资料来源于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气象资料室提供

的１９６１—２０１３年共５３年逐日降水观测资料。参考

曹琦萍等（２０１４）的文献，江淮流域范围取为（２８°～

３４°Ｎ、１１０°～１２２°Ｅ），共包括分布较均匀的７３个测

站，本文研究时段为每年的６—７月，主要分析极端

降水事件变化趋势和极端事件的空间分布。

采用百分位法定义各站极端降水事件的阈值，

具体采用１９６１—２０１３年日降水量大于０．１ｍｍ的

降水日按升序排列的第９０％、９５％、９９％的降水量

值作为该测站极端降水量的阈值。当梅汛期某日该

站降水量大于该阈值时记为一个极端降水日。使用

的方法主要有：线性趋势分析、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以下

简称 ＭＫ）突变分析等，文中使用两组样本差值的

显著性检验为犉 检验，其余均为狋检验（魏凤英，

２００７）。

２　江淮流域梅汛期极端降水空间分布

２．１　极端降水阈值分布

利用百分位法，分别选取９０％、９５％和９９％分

位上的阈值得到江淮流域极端降水阈值的空间分

布。在９０％分位阈值上可见（图略），江淮流域极端

降水阈值分布空间差异明显，湖北东部和安徽南部

到江西东北部一带阈值超过５０ｍｍ，其他地区多处

在３５～５０ｍｍ，阈值最小的地区位于湖北西北部到

河南西南部，不足３０ｍｍ。在９５％分位阈值上（图

１），数值明显大于９０％分位，整个江淮流域阈值普

遍在５０ｍｍ以上，大值中心仍位于湖北东部到安徽

南部和江西东北部一带，这些地区多超过７０ｍｍ，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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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与以往研究中华东地区最大极端降水量出现在

江西北部与安徽南部交界区域的结论基本相符（李

明刚等，２０１２）。在以往利用百分位法研究极端降水

事件的文献中多采用９０％或９５％分位阈值（Ｌ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尤焕苓等，２０１４），可见利用百分位法划分

的极端降水阈值区域间差异明显。在９９％分位阈

值上（图略），空间分布上与９０％和９５％分位阈值相

似，除湖北西部和浙江中东部外，整个流域多处在

１００ｍｍ以上，大值中心位于安徽南部到江西北部

部分地区，最大值超过１４０ｍｍ。下文以９５％分位

为例对江淮流域梅汛期极端降水进行讨论。

图１　江淮流域梅汛期９５％分位极端

降水阈值分布（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ｔｒｅｍ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ｂｙ９５％ｉｎＭｅｉｙｕｆｌｏｏｄｐｅｒｉｏｄ

ｏｖｅｒＹａｎｇｔｚｅＨｕａｉｈｅＢａｓｉｎ（ｕｎｉｔ：ｍｍ）

２．２　极端降水空间分布

将近５３年江淮流域梅汛期极端降水日中降水

量做算数平均得到在该阈值下极端降水的平均降雨

强度（图２），由图可见，湖北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

南部、江西北部处在大值区，平均极端降水强度在

图２　江淮流域极端强降水日平均

降雨强度分布（单位：ｍｍ）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ｅｘｔｒｅｍｅ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ｄａｙｓｏｖｅｒ

ＹａｎｇｔｚｅＨｕａｉｈｅＢａｓｉｎ（ｕｎｉｔ：ｍｍ）

１００～１１０ｍｍ，其他地区多处在８０～１００ｍｍ，其中

湖北西部和河南西部等地最低，为５０～８０ｍｍ。该

分布特点与阈值空间分布特点相似，可见，平均极端

降水强度空间分布与阈值大小分布相对一致。

　　为说明极端降水量在梅汛期的重要性，进一步

统计多年平均梅汛期极端降水日数、极端降水量及

其占梅汛期降水总量的比例（图３）。由图可见，江

淮流域梅汛期极端降水日数普遍在１．１～１．５ｄ

（图３ａ），整体呈现出由安徽南部向四周递减的空间

分布 特 征。极 端 降 水 量 多 处 在 ９０～１７０ ｍｍ

（图３ｂ），空间分布差异明显，整体上呈现出由中部

向四周递降的空间分布型；大值区位于安徽省南部

的黄山一带，最大值超过１８０ｍｍ，低于９０ｍｍ的区

域主要位于湖北西北部到河南西南部以及长三角地

区。梅汛期降水总量的空间分布与极端降水量的分

布相似（图３ｃ），其值多处在２５０～５５０ｍｍ，大值区

位于安徽省南部的黄山一带，最低值位于湖北西北

部。从极端降水量占梅汛期降水总量百分比中可以

看到（图３ｄ），在整个江淮流域百分比空间差异较

小，多在２８％～３５％，说明极端降水量多少往往与

梅汛期降水总量存在较好的对应关系，极端降水量

约占梅汛期降水总量的 １／４～１／３。杨金虎等

（２００８）在分析中国极端降水事件与降水总量关系时

曾指出，降水较为丰沛的夏季极端降水事件与降水

总量的相关性最好，可见，在江淮流域降水较为集中

的梅汛期此关系更为明显。极端降水量占梅汛期降

水总量比例较大的地方主要位于湖北与河南交界

处，在３５％以上。江苏、浙江东部沿海地区位于比

例低值区，不足３０％。袁文德等（２０１４）利用９５％分

位来划分极端降水的方法对我国西南地区年内极端

降水研究时指出，在西南地区，极端降水量占总降水

量的比例在２３％～４３％，虽然西南地区与江淮流域

受不同天气系统影响，但可以看出极端降水量占总

降水量的比例相似。

３　极端降水时间演变特征

３．１　极端降水的各候分布特征及年际变化

本研究中所选取的７３个站点空间分布相对均

匀，下面利用多年平均各候极端降水站次来反映整

个江淮流域的梅汛期极端降水情况。由图４可知，

极端强降水站次在梅汛期各候的分布呈单峰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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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各候间差异明显；６月第５候到７月第２候相对

较多，其中６月第５候最多，多年平均值为１１．８个，

而６月第１候最少，仅为４．４个。这与江淮梅雨主

要集中时段相符（宗海锋等，２００６）。

图３　多年平均梅汛期极端降水日数（ａ，单位：ｄ）、极端降水量（ｂ，单位：ｍｍ）、

梅汛期降水总量（ｃ，单位：ｍｍ）及极端降水量占梅汛期降水总量百分比（ｄ，单位：％）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ｔｒｅｍｅ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ｄａｙｓ（ａ，ｕｎｉｔ：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ｂ，ｕｎｉｔ：ｍｍ），

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ｕｎｉｔ：ｍｍ）ｆｒｏｍＪｕｎｅｔｏＪｕｌｙａｎｄ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ｅｘｔｒｅｍ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ｔａｌＭｅｉｙｕｆｌｏｏ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ｄ，ｕｎｉｔ：％）ｏｖｅｒＹａｎｇｔｚｅＨｕａｉｈｅＢａｓｉｎ

图４　江淮流域梅汛期各候多年

平均极端降水站次分布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ｙｅａｒ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ｅｘｔｒｅｍ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ａｃｈｐｅｎｔａｄ

ｉｎＭｅｉｙｕｆｌｏｏｄｐｅｒｉｏｄｏｖｅｒ

ＹａｎｇｔｚｅＨｕａｉｈｅＢａｓｉｎ

　　将历年梅汛期极端降水量和极端降水日数做区

域平均得到江淮流域极端降水量和极端降水日数的

年际变化（图５）。从图中可以看出，极端降水量和

极端降水日数年际差异明显，且两者具有较好的一

致性，最大值均出现在１９９１年，极端降水量和极端

降水日数分别达２１９．７ｍｍ和２．２ｄ；最小值均出现

在１９７８年，极端降水量和极端降水日数分别仅为

４１ｍｍ和０．５ｄ。在长期变化趋势上，两者都呈现

出显著的上升趋势（均通过了０．０５的显著性水平检

验）。吴志伟等（２００６）曾在分析１９５１—２０００年华南

前汛期降水、江淮梅雨和华北雨季旱涝特征时指出，

这５０年间，华南前汛期降水和华北雨季总体呈趋旱

的趋势，而江淮梅雨呈趋涝的趋势，然而极端降水量

与降水总量又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姜德娟等，２０１１）。

可见，本文研究结果与以往相关研究结果相符。

３．２　极端降水的变化趋势

３．１节对江淮流域梅汛期区域平均的极端降水

量和极端降水日数变化趋势进行了简单的分析。下

面进一步对江淮流域极端降水量、极端降水日数以

及极端降水量占梅汛期降水总量百分比的长期变化

趋势的空间分布进行分析（图６）。极端降水量和极

端降水日数变化趋势在空间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除河南南部、江西北部以及江苏东北部个别地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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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大部均为增加趋势，增幅最大的区域主要位于

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以及浙江北部等地，

即主要位于沿长江一带。宗海锋等（２００６）曾对

１９６１—２０００年梅雨期中国东部降水进行分析时将

江淮流域分为３种形态，并指出长江流域多雨型在

４０年间呈显著线性上升趋势。杨金虎（２００８）以及

陈峪等（２０１０）在分析中国极端降水变化趋势时都曾

指出近年来长江流域极端降水呈现出显著增加趋

势。张庆云等（２０１４）在对长江流域夏季降水年代际

变化分析中曾指出，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中期

处于异常偏少阶段，９０年代降水呈现持续偏多的正

异常阶段，但２０００年以来，其降水呈现为持续偏少

的负异常阶段。可见，虽然近５３年梅汛期长江中下

游地区极端降水呈增加趋势，但各年代间降水存在

一定的差异。

图５　江淮流域梅汛期区域平均极端降水量（ａ）、极端降水日数（ｂ）年际变化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ｔｒｅｍ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ａｎｄ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ｄａｙｓ（ｂ）

ｂｙ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ＨｕａｉｈｅＢａｓｉｎｉｎＭｅｉｙｕｆｌｏｏｄｐｅｒｉｏｄ

图６　江淮流域梅汛期极端降水量（ａ，单位：ｍｍ·１０ａ－１）、极端降水日数（ｂ，单位：ｄ·１０ａ－１）

以及极端降水量占梅汛期降水总量百分比（ｃ，单位：％·１０ａ－１）的变化趋势

（浅深阴影分别表示通过α＝０．０５和α＝０．０１显著性水平检验的区域）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ｔｒｅｎｄｓｏｆｅｘｔｒｅｍ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ｕｎｉｔ：ｍｍ·１０ａ
－１），ｅｘｔｒｅｍｅ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ｄａｙｓ（ｂ，ｕｎｉｔ：ｄ·１０ａ

－１）

ａｎｄ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ｅｘｔｒｅｍ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ｕｎｉｔ：％·１０ａ
－１）ｆｒｏｍＪｕｎｅｔｏＪｕｌｙｏｖｅｒ

ＹａｎｇｔｚｅＨｕａｉｈｅＢａｓｉｎ

（Ｌｉｇｈｔａｎｄｄｅｅｐｓｈａｄｏｗ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ｅｘｐｒｅｓｓａｒｅａｓｈａｖｉｎｇｐａｓｓｅｄ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０．０５ａｎｄ０．０１）

　　不仅江淮流域大部梅汛期极端降水量和极端降

水日数表现出增加趋势，而且极端降水量占总降水

量的比例也呈现出增长为主的态势，虽然变化趋势

的空间分布与极端降水量和极端降水日数有明显不

同，但长江下游地区同样成为增长最为显著的地区

（通过α＝０．０５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近年来全球气

候变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根据Ｃｈｅｎ等（２００２）以

及ＩＰＣＣ报告（ＩＰＣＣ，２００１），降水增加可能与全球增

暖有关，在总降水增加的地区极端降水增加更为显

著，这一结论在以后的研究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

同（丁一汇等，２００７；梁萍等，２００８）。

３．３　极端降水的突变特征

以上分析表明，江淮流域梅汛期极端降水量和

极端降水日数在近５０年中均表现出显著的上升趋

势，下面利用 ＭＫ法对这种上升趋势是否存在突变

现象进行检测（图７）。由图可见，两者犝犉 和犝犅 具

有相似的变化曲线，犝犉 与犝犅 均在１９８０年存在相

０３１１　　　　　　　　　　　　　　　　　　　 　气　　象　　　　　　　　　　　　　　　 　　 　　　第４１卷　



交，１９８０年以后犝犉 曲线快速上升，极端降水量和

极端降水日数犝犉 曲线分别于１９９６和１９９５年超过

了α＝０．０５显著性水平检验的临界值。以上分析表

明，极端降水量和极端降水日数均呈显著性上升趋

势，且在１９８０年发生突变。徐群等（２００７）在对淮河

流域梅雨分析时发现，淮河流域梅雨出现突变的时

间在１９７９年附近，与本研究的结果相似。

图７　江淮流域梅汛期区域平均极端降水量（ａ）和极端降水日数（ｂ）ＭＫ法分析

（虚线为α＝０．０５显著性水平检验的临界值）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ｘｔｒｅｍ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ａｎｄｅｘｔｒｅｍｅ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ｄａｙｓ（ｂ）ｂｙ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ＨｕａｉｈｅＢａｓｉｎｉｎＭｅｉｙｕｆｌｏｏｄｐｅｒｉｏｄ

（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ｉｓ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ｈａｖｉｎｇｐａｓｓｅｄｔｈｅ０．０５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ｌｅｖｅｌ）

　　对比突变前后极端降水量和极端降水日数的空

间分布差异可以发现（图８），无论是极端降水量还

是极端降水日数，江淮流域大部在突变后均较突变

前有所增加。极端降水量普遍增加２０ｍｍ以上，安

徽、江苏和浙江三省交界处最为显著，其中安徽东南

部至浙江西北部增幅在８０ｍｍ以上，而极端降水日

数普遍增加０．２ｄ以上，其中安徽和浙江交界处增

幅在１ｄ以上（通过了α＝０．０５显著性水平检验）。

杨金虎等（２００８）的研究曾指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

极端降水存在突变现象，本文的结果显示突变前后

变化最为显著的区域正好位于长江下游地区，可见

梅汛期的极端降水变化对年极端降水的变化有重要

影响。

图８　江淮流域梅汛期极端降水量（ａ，单位：ｍｍ）和极端降水日数（ｂ，单位：ｄ）突变前后差值分布

（１９８０年后减去１９８０年前数据，阴影区域为通过α＝０．０５显著性水平检验的区域）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ｆｔｅｒ１９８０ａｎｄｂｅｆｏｒｅ１９８０ｆｏｒｅｘｔｒｅｍ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ｕｎｉｔ：ｍｍ）ａｎｄｅｘｔｒｅｍｅ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ｄａｙｓ（ｂ，ｕｎｉｔ：ｄ）ｉｎＭｅｉｙｕｆｌｏｏｄｐｅｒｉｏｄｏｖｅｒＹａｎｇｔｚｅＨｕａｉｈｅＢａｓｉｎ

（Ｓｈａｄｏｗｒｅｇｉｏｎｉｓａｒｅａｈａｖｉｎｇｐａｓｓｅｄｔｈｅ０．０５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ｌｅｖｅｌ）

　　对比突变前后江淮流域各候极端降水量和极端

降水站次的变化（图９）可以发现，梅汛期多数时段

突变后均较突变前有所增加，增加最为明显的为６

月第３候和第６候，７月第１候和第２候及第５候。

由于梅雨主要集中时段为６月１１日至７月１０日

（宗海锋等，２００６），也就是６月３候至７月２候，从

图中可以看出，除了６月第５候外，在梅雨的主要集

中时段里，突变后均比突变前有明显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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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江淮流域梅汛期候极端降水量（ａ）和候极端降水站次（ｂ）突变前后对比

Ｆｉｇ．９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ｏｆｐｅｎｔａｄｌｙｅｘｔｒｅｍ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ｅｘｔｒｅｍ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ｂ）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ｅｉｙｕｆｌｏｏｄｐｅｒｉｏｄｏｖｅｒＹａｎｇｔｚｅＨｕａｉｈｅＢａｓｉｎ

４　结论与讨论

利用百分位法确定极端降水阈值，对江淮流域

梅汛期（６—７月）的极端降水事件从空间分布、变化

趋势、季节内变化、突变特征以及突变前后极端降水

的主要差异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

（１）在９５％分位阈值上，整个江淮流域阈值普

遍大于传统暴雨量级，多在５０ｍｍ以上，大值中心

位于湖北东部到安徽南部和江西东北部一带，这些

地区多超过７０ｍｍ。平均极端降水强度与阈值大

小的空间分布相似，湖北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南

部、江西北部等地区平均极端降水强度较大，多在

１００～１１０ｍｍ。

（２）极端降水量和极端降水日数的空间分布差

异显著，极端降水日数普遍在１．１～１．５ｄ，极端降水

量多处在９０～１７０ｍｍ，整体呈现出由安徽南部向

四周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极端降水量与梅汛期降

水总量存在较好的对应关系，极端降水量约占降水

总量的１／４～１／３。

（３）季节内极端强降水站次在梅汛期呈单峰型

分布，各候间差异明显，其中江淮梅雨主要集中时段

的６月第５候到７月第２候最多。

（４）极端降水量、极端降水日数以及极端降水

量占梅汛期降水总量百分比均具有明显的年际变

化，都存在显著的上升趋势。江淮流域梅汛期极端

降水量和极端降水日数的这种上升趋势均在１９８０

年发生突变。

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江淮流域极端降水量、

极端降水日数以及极端降水量占梅汛期总降水量百

分比均具有明显的年际变化，且都存在上升趋势，其

中长江下游一带通过α＝０．０５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可见，虽然江淮流域极端降水均表现为上升趋势，但

存在空间差异。有研究表明，近几十年来长江、淮河

流域虽同处东亚中纬度，但梅雨期两流域间异常降

水事件却有各自不同的年代际变化特征，其主要原

因在于影响两流域降水的环流形势和外界强迫因子

存在一定差异（刘舸等，２００８；张庆云等，２０１４）。除

不同流域导致降水差异外，长三角地区快速的城市

化进程对长江下游的极端降水强度和次数也有可能

产生一定影响（郑祚芳等，２０１３ａ；２０１３ｂ）。与大范围

环流异常导致的降水分布差异相比，局地降水异常

可能受城市化和人类活动影响更大一些。一个地区

降水变化原因是复杂的，对江淮流域降水，尤其是极

端降水分布及变化原因的探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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