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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本文利用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提供的１９６１—２０１６年全国２３４１个气象观测站日和小时降水量资料，分析了２０１６年中

国汛期降水的极端特征，并与１９９８年进行比较。主要结论如下：２０１６年汛期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共有１４０站汛期降水量突破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极大值，有１１２站出现历史次极大值，比１９９８年分别偏多５４和４７站。

１９９８年降水极值主要出现在东北和长江中上游地区，２０１６年主要出现在华东地区，而且范围更加集中。共出现６９７２站次暴

雨，其中大暴雨１２５１站次，为１９６１年以来最多。４４次大范围暴雨过程持续时间达９０ｄ，总体呈现“中间强、前后弱”的特征。

有４１７站出现日降水量极端事件，其中８８站突破历史纪录，创１９６１年以来新高；最大小时降水量共有１１３站突破历史极值，

比１９９８年偏多２９站。从空间分布来看，日降水量极端事件２０１６年主要位于华东和华北地区，１９９８年集中在中部地区；破纪

录小时降水２０１６年主要在西部地区，而１９９８年东部地区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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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ＩＰＣＣ第五次评估报告（ＩＰＣＣ，２０１３）指出，近

１３０多年来，由于人类活动和自然因素综合影响，全

球地表平均温度升高了０．８５℃。受全球变暖影响，

大气不稳定性增加，更多陆地地区出现强降水事件

的数量可能已增加。我国降水极端性也在增加，

１９６１—２０１５年全国平均雨日数每１０年减少２ｄ，暴

雨站日数每１０年增加４．２％（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

中心，２０１６）。研究表明，中国西部和长江中下游极

端降水事件发生频率增加，华北减少，而且这些地区

的极端降水与总降水变化趋势一致（Ｚｈａｉｅｔａｌ，

２００５；ＱｉａｎａｎｄＬｉｎ，２００５；曾颖婷和陆尔，２０１５；任

正果等，２０１４）。我国极端强降水量或暴雨降水量在

总降水量中的比重有所增加，极端强降水或暴雨级

别的降水强度也增强（翟盘茂和潘晓华，２００３；罗玉

等，２０１５），群发性暴雨也普遍呈增多增强趋势（Ｔｕ

ｅｔａｌ，２０１１），长江流域年降水量增加主要是因为降

水强度的加大和极端强降水事件的增多（翟盘茂等，

２００７），西部地区年降水量的增加是降水频率和平均

降水强度共同增加的结果（严中伟和杨赤，２０００）。

李建等（２０１３）分析了极端小时降水量，发现华南沿

海阈值最高，长江中下游地区北部、四川盆地西部、

华北地区东部次之，云南中西部、华北西部和东北西

部阈值相对更低，最小值出现在我国西部地区。董

旭光等（２０１７）发现山东历年各站平均小时极端降水

量、频次和强度均呈不显著的增多增强趋势。

受超强厄尔尼诺影响（ＷａｎｇａｎｄＹａｎ，２０１１），

２０１６年我国天气气候形势复杂，华南入汛早，汛期

长江中下游和华北洪涝灾害并发。本文利用最新观

测数据，分析了２０１６年汛期我国降水的极端特征，

并与１９９８年典型洪涝灾害进行对比。

１　 资料和方法

本文所用历史资料来自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业

务内网（ｈｔｔｐ：∥ｉｄａｔａ．ｃｍａ／）提供的中国地面基本气

象要素日值数据集（Ｖ３．０）和中国国家级地面气象

站逐小时降水数据集（Ｖ２．０）。实时资料来自国家

气候中心气候基础数据环境的逐日和逐小时降水。

由于建站时间不同，资料长度不一，且还存在部分缺

测，因此选取了１９６１年以来资料长度在３０年以上

的站点共２３４１个气象站进行统计分析。

单站极端事件标准采用气象行业标准《极端降

水监测指标》（邹旭恺等，２０１５），选取气候标准期内

每年日降水量的最大值和第二大值，取９５百分位数

作为极端日降水量阈值，超过阈值即为发生极端日

降水量事件。气候极值是指１９６１年以来要素的最

大值。暴雨过程识别方法是基于国家气候中心暴雨

过程识别技术规范进行判别，该方法基于任福民等

发展的ＯＩＴＲＥＥ方法改进形成（Ｒ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首先将日降水量的≥５０ｍｍ 的相邻站点（距离≤

３５０ｋｍ）组成一个群组（≥２０站），然后判断相邻两

天群组中心点距离不超过１０５０ｋｍ确定过程是否

连续，如果不连续则过程结束。

２　降水极端特征对比

２．１　降水总量极端特征对比

２０１６年汛期（４—１０月），中国区域平均降水量

６２３．３ｍｍ，比常年同期偏多１５．４％，为１９６１年以

来历史最多，其中江苏、安徽、福建、新疆等４省（区）

平均降水量为历史同期最多，湖北、上海为历史同期

次多。８００ｍｍ 雨量线由淮河经秦岭至云南西北

部，安徽黄山是降雨量最多的地方，达２９６２．４ｍｍ；

少于２００ｍｍ的区域主要位于内蒙古西部、甘肃西

部、青海西北部、西藏西部和新疆除天山山区外的大

部地区，新疆托克逊降水量最少，仅３．３ｍｍ。

与常年同期相比，除东北地区西北部和内蒙古

东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南南部等地累积降水量

偏少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２０１６年汛期累积降水量

偏多，其中长江中下游、华南东部、华北中西部、东北

中部、新疆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西藏西部等地

偏多２成以上，特别是长江下游和新疆中部偏多５

成以上，局部偏多１倍以上。全国共有１４０站汛期

累积降水量突破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极大值，有１１２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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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历史次极大值，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华南东部、

华北南部、东北中部和新疆西部等地。１９９８年汛期

累积降水量出现历史极大值和次极大值分别仅有

８６和６５站，主要出现在东北和长江中上游地区，

２０１６年汛期降水量创历史极值站数偏多，而且范围

更加集中，主要出现在华东地区（图１）。

２．２　暴雨频次极端特征对比

２０１６年汛期，全国共１７６２站出现６９７２站次暴

雨，其中大暴雨以上１２５１站次，均为１９６１年以来最

多（图２）。共出现４４次大范围暴雨过程，主要出现

在我国中东部地区，东北、华北、黄淮、江淮、西南东

部暴雨日数在１～５ｄ，长江中下游、华南等地５～

１５ｄ，局部地区超过１５ｄ，其中安徽黄山共出现２３ｄ

暴雨，是全国暴雨日数最多的地区，广西东兴也达到

１８ｄ。

图１　２０１６年和１９９８年汛期

累积降水量创历史极值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ｘｔｒｅｍｅｖａｌｕｅｉｎ

ｆｌｏｏｄｓｅａｓｏｎｓｏｆ２０１６ａｎｄ１９９８

图２　１９６１—２０１６年汛期全国

暴雨站次数历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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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汛期，有２０６ｄ都出现了１站以上暴雨，

仅８ｄ没有出现暴雨，出现暴雨过程的天数达９０ｄ，

呈现“中间强、前后弱”的特征（图３）。特别是６月

２８日至７月６日，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持续性暴雨

过程，过程持续时间达９ｄ，广西东兴过程累积降水

量９１０．６ｍｍ；平均每天有９０站出现暴雨，其中７月

１日达１６１站，湖北麻城日降水量３３３．６ｍｍ，是

２０１６年中国地区最强暴雨过程。７月１４—２１日，长

江中下游至华北地区出现大范围暴雨过程，其中７

月２０日暴雨范围达到２９７站，是单日暴雨范围最大

的一天。与１９９８年相比，１９９８年６月１２—２７日暴

雨过程持续了１６ｄ，广东阳春６月２４日最大日降水

量３９８．０ｍｍ，最大累积降水量１２５１．４ｍｍ，比２０１６

年暴雨过程更强。

２０１６年８月１８日，受台风电母影响，海南临高

日降水量达到５０１．８ｍｍ，是当年全国最大日降水

量。与历史上最大日降水量相比，有１６年最大日降

水量均超过２０１６年，特别是１９７５年８月７日河南

上蔡日降水量达到７５５．１ｍｍ，是我国大陆地区有

准确观测的最大日降水量。

２．３　降水强度极端特征对比

２０１６年汛期，中国中东部大部地区最大日降水

量在５０～２００ｍｍ，其中长江中下游和华北局部地

区、海南西部等地超过２００ｍｍ，局部地区超过

３００ｍｍ。全国共有４１７站出现极端日降水量，其中

８８站最大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主要分布在长江

中下游地区、华北和西北等地（图４）。与１９９８年相

比，２０１６年出现极端日降水量的站数和极值日降水

图３　２０１６年汛期全国暴雨站数

及最大日降水量逐日变化

Ｆｉｇ．３　Ｄａｉ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ｒｒｅｎｔｉａｌｒａｉ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ｍａｘｉｍｕｍｄａｉｌｙ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ｈｅ２０１６ｆｌｏｏｄｓｅａｓ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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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同图１，但为极端降水事件空间分布

Ｆｉｇ．４　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１，ｂｕｔｆｏ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ｔｒｅｍ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ｖｅｎｔｓ

量站数均创１９６１年新高，分别比１９９８年偏多６５站

和１６站（图５）；从空间分布来看，２０１６年主要位于

华东和华北地区，而１９９８年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

（图４）。

从小时降水量来看（图６），２０１６年汛期最大小

图５　同图２，但为极端降水

事件站数的历年变化

Ｆｉｇ．５　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２，ｂｕｔｆｏ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ｅｘｔｒｅｍ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ｖｅｎｔｓ

图６　２０１６年和１９９８年汛期破

纪录小时降水量空间分布

Ｆｉｇ．６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ｃｏｒｄｏｆｈｏｕｒｌｙ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ｌｏｏｄ

ｓｅａｓｏｎｓｏｆ２０１６ａｎｄ１９９８

时降水量有３５５站超过５０ｍｍ，其中１４站超过

１００ｍｍ，广东信宜５月８日观测到小时降水量达到

１３２．８ｍｍ，是全国最大小时降水量。共有１１３站最

大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主要分布在江南、华

北、西北东部和新疆西部等地。与１９９８年相比，

２０１６年小时降水量突破极值站点数量偏多２９站，

小时降水强度较１９９８年偏强。在空间差异上，２０１６

年破纪录小时降水主要在西部地区，而１９９８年则是

东部地区更为突出。

３　结　论

通过前面分析，本文主要结论如下：

（１）２０１６年汛期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１９６１年以

来历史同期最多，共有１４０站累积降水量突破有较

完整观测记录以来历史极大值，有１１２站出现历史

次极大值，比１９９８年分别偏多５４站和４７站。１９９８

年降水极值主要出现在东北和长江中上游地区，

２０１６年主要出现在华东地区，而且范围更加集中。

（２）２０１６年汛期全国共出现６９７２站次暴雨，其

中大暴雨１２５１站次，均为１９６１年以来最多。４４次

大范围暴雨过程持续时间达９０ｄ，总体呈现“中间

强、两头弱”的特征，但２０１６年最强暴雨过程较

１９９８年明显偏弱。

（３）２０１６年汛期全国最大日降水量有４１７站出

现极端事件，其中８８站突破历史纪录，均创１９６１年

以来新高；全国最大小时降水量共有１１３站突破历

史极值，比１９９８年偏多２９站。从空间分布来看，日

降水量极端事件２０１６年主要位于华东和华北地区，

１９９８年集中在中部地区；破纪录小时降水２０１６年

主要在西部地区，而１９９８年东部地区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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