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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２０２０年６—７月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极为严重的暴雨洪涝。基于国家站长时段逐日降水资料、国家站和区域自

动站小时降水资料等分析了强降水的极端性特征。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异常偏多的范围明显大于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１６年同期，仅

次于１９５４年。大别山区、皖南山区和鄂西南山区是三个雨量大值中心，最大累计降雨量均在１５００ｍｍ以上。降水的异常偏

多与强降水长时间维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密切相关。２０２０年长江中下游梅雨期历时５２ｄ，较常年偏多２３ｄ，且是１９６１年以

来唯一一年６—７月逐旬降水均偏多的年份。不同等级雨日的分析表明，该年中雨、大雨、暴雨、大暴雨及以上站次均为１９６１

年以来同期最多，后三种等级偏多更为显著。强降水的极端性同样体现在小时尺度的短历时降水中，２０２０年６—７月长江中

下游地区出现大于等于２０和５０ｍｍ·ｈ－１短时强降水的累计站日数分别为１６１２和１００站日，均列１９８１年以来的同期第一

位；强降水中心的黄山、祁门、岳西和鹤峰站小时降水超过２０ｍｍ的时次数是常年同期的２～４倍，各自前４３、２１、１９和２７次

最强小时降水累加即超过常年６—７月累计降水量。上述结果表明，２０２０年６—７月长江中下游地区梅汛期强降水在总雨量、

持续时长及雨强等方面均具有明显的极端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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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国是世界上暴雨洪涝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

一。统计结果表明，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间，我国每年因

暴雨洪涝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１１９１．３亿

元，受灾人口达１亿人次，年均死亡人数为１１２６人，

直接经济损失和死亡人数均远远超过其他气象灾害

（郑国光等，２０１９）。因此，暴雨洪涝灾害的预报和防

治始终是中国防灾减灾的重点任务之一。

我国东部地区处于亚澳季风区，主汛期降水具

有典型的夏季风降水特征。东亚夏季风以阶段性而

非连续性的方式进行季节推进和撤退，其北进经历

两次突然北跳和三次静止阶段，分别对应５—６月的

华南前汛期降水、６—７月的江淮梅雨和７—８月的

华北雨季（丁一汇和张建云，２００９）。就气候平均而

言，雨带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维持的时间自６月中旬

至７月初，因此雨带的维持时间长短直接决定着该

地区的旱涝分布及强度。江淮流域洪灾发生比例占

中国洪灾总数的３９．９％，是洪涝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Ｄ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万金红等，２０１６；Ｘｉ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持续性区域极端降水事件易导致洪峰叠加，引发严

重洪灾（闵磆和钱永甫，２００８；张世轩等，２０１３；Ｃｈｅｎ

ａｎｄＺｈａｉ，２０１６）。新中国成立以来严重的大洪水事

件大多发生在该地区，如１９５４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涝

是近７０年来最为严重的洪灾，因灾死亡人数远远超

过其他年份（丁一汇，２００８），１９９１年江淮流域洪涝

和１９９８年长江全流域性大洪水也对社会经济和人

民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国家气象中心和国

家卫星气象中心，１９９９；郑国光等，２０１９）。

长江中下游地区洪涝的异常与持续性强降水事

件的频繁发生密切相关，因此揭示强降水的极端性

特征进而深入理解致灾机理，可为类似事件的预报

预测提供思路。例如谌芸等（２０１２）和孙军等（２０１２）

基于多种常规及非常规观测资料对北京２０１２年７

月２１日特大暴雨过程的降水特点和中尺度对流系

统的环境场条件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为华北极

端降水预报提供了着眼点。赵晓琳和牛若芸

（２０１９）、Ｙ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７）、高荣等（２０１８）分别从持

续性强降水带位置、降水强度的极端性、空间分布差

异以及季节进程早晚等多个角度对比了１９９８年和

２０１６年长江流域洪涝灾害的异同特征。近年来，地

面逐小时观测资料在强降水分析中广泛应用，更清

楚揭示了极端降水的新特征。例如宇如聪等（２０１３）

首次揭示了降水过程的不对称性，即降水开始至达

到峰值的时间较峰值发生后至降水结束的时间明显

偏短，且这种不对称性在强降水事件中更为明显。

伍红雨等（２０１７）发现广东平均小时强降水的次数、

强度、降水量和贡献率均呈显著上升趋势。这些结

果表明，在传统的国家气象站观测资料基础上结合

更高时间分辨率的小时降水资料有助于更全面揭示

强降水的极端性特征。

２０２０年６—７月，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了极为

严重的暴雨洪涝，降水强度之强、持续时间之长均为

历史同期罕见（陈涛等，２０２０；刘芸芸和丁一汇，

２０２０）。根据应急管理部统计，６月１日至７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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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涝灾害造成５４８１．１万人次受灾，１５８人死亡失踪，

农作物受灾面积达５２８．３３万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达

１４４４．３亿元，其中江西、安徽、湖北等地受灾最为严

重。本文将从累计降水量、强降水持续时长和降水

强度等三个角度，分析导致本次洪涝事件的强降水

极端性特征。

１　资料和方法

文中所用逐日降水资料取自国家气象信息中心

发布的“中国国家级地面气象站基本气象要素日值

数据集”，包含中国两千多个国家级地面气象观测站

（国家基准气候站、国家基本气象站和国家一般气象

站）。该数据集集中解决基础气象资料质量和国家

级省级存档资料不一致的问题，数据质量和空间分

辨率（测站数）比之前降水观测资料均有明显提高，

已在业务和科研中得到广泛应用（任芝花等，２０１２）。

资料时段为１９５１—２０２０年，气候态时段为１９８１—

２０１０年。某日降水量指前一日２０时（北京时，下

同）至该日２０时。国家站逐小时降水资料源于国家

气象信息中心提供的“中国国家级地面气象站逐小

时降水数据集（Ｖ１．０）”（张强等，２０１６），时段为

１９８１—２０２０年６—７月；２０２０年６—７月区域站逐小

时降水量资料取自“中国地面气象站逐小时观测资

料”（任芝花等，２０１５）。根据２０２０年６—７月强降

水及洪涝的空间分布特征，本文的长江中下游地区

包括重庆、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湖南、江西和浙江

等八省（市）。逐年长江中下游地区入梅、出梅日期

和梅雨量资料序列取自国家气候中心。

按照中国气象局业务规定和“降水量等级”国家

标准（乔林等，２０１２），本文的中雨、大雨、暴雨和大暴

雨及以上量级分别对应日降水量为１０～２４．９、２５～

４９．９、５０～９９．９ｍｍ及１００ｍｍ以上。为衡量降水

异常和极端性特征，本文对部分时间序列开展标准

化处理，即：狓犻 ＝（狓犻－珚狓）／σ，式中：狓犻为序列犡＝

（狓１，狓２，…，狓狀）中的值，犻＝１，２，…，狀；狓

犻 ，珚狓，σ分别

为狓犻的标准化值、序列犡的均值和标准差。

２　６—７月累计降水量和持续时间的

极端性特征

　　图１ａ给出了２０２０年６月１日至７月３１日国

家站和区域站的累计降水量分布。由图可见，

４００ｍｍ以上的降水区覆盖了西南地区东部、江汉、

黄淮南部、江淮、江南中北部和华南北部等地，而超

过８００ｍｍ的绝大部分区域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

尤其是长江流域武汉至南京段南北两侧。图１ｂ为

累计降水量１０００ｍｍ以上的国家站分布和地形高

度，３个强降水中心分别位于河南、安徽和湖北三省

交界的大别山区，安徽南部皖南山区和湖北鄂西南

山区，中心最大值均超过１５００ｍｍ，强降水与上述

特殊地形有密切关系。超过１５００ｍｍ的国家站有

图１　２０２０年６—７月累计降水量分布

（ａ）国家站和区域站（仅给出２００ｍｍ以上），（ｂ）国家站（圆点：降水量仅给出１０００ｍｍ以上测站，

其中１５００ｍｍ以上的鹤峰、岳西、祁门和黄山站用箭头标出；填色：地形高度）

Ｆｉｇ．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Ｊｕｎｅ－Ｊｕｌｙ２０２０

（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ｌｙ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２００ｍｍ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

（ｂ）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ｒｃｌｅｓ：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ｎｌｙ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１０００ｍｍ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

ｏｆｗｈｉｃｈｆｏｕ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１５００ｍｍａｒｅｍａｒｋｅｄｂｙａｒｒｏｗｓ；ｃｏｌｏｒｅｄ：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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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个（图１ｂ），分别是安徽黄山（１７２０ｍｍ）、祁门

（１６５７ｍｍ）、岳西（１５７０ｍｍ）以及湖北鹤峰（１５２６

ｍｍ）。上述４个站降水量分别比常年同期偏多

１２５％、１９１％、２２１％和１５８％。叠加了区域站的降

水量资料（图１ａ）揭示的强降水中心与国家站

（图１ｂ）一致，且更清晰、细致地反映出强降水的空

间分布和强度特征。

　　下文从累计降水量异常角度分析２０２０年６—７

月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的极端性。２０２０年６—７

月，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浙江以及重

庆、贵州等地降水量都明显多于各自的多年平均值

（图略）。和常年同期相比，重庆、湖北、安徽、江苏、

上海、浙江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湖南和江西的北部地

区降水均偏多５成以上，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

和浙江西北部等地偏多１倍以上。降水异常偏多导

致上述地区发生严重汛情。

图２对比给出了２０２０年６—７月及历史上其它

三个大洪水年（１９５４年、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１６年）同期的

降水距平百分率空间分布。与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１６年同

期相比，２０２０年６—７月降水偏多５成及１倍以上

的范围明显更广，但小于１９５４年。从省级细分，重

庆、湖北、安徽三省（市）６—７月降水标准化值均超

过３，分别为３．３２、３．３７和３．４２，均列１９５１年以来

最强；江苏降水量标准化值为２．６０，仅次于１９９１

年；上海标准化值为２．１４，仅次于１９９９年。浙江、

江西、湖南三省降水虽仅位列１９５１年以来第四、五、

九位，但标准化值也均超过１。长江中下游地区各

省（市）平均降水标准化值为３．３６，仅次于１９５４年

的３．８２。因此，从区域和分省降水标准化值及历史

排名同样能看出２０２０年６—７月累计降水量的极端

性特征。

　　２０２０年６—７月，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异常偏

多与雨带长时间维持在该地区密切相关。计算了

１９６１—２０１９年梅雨期雨量和入梅日期、出梅日期及

梅雨期长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３５、０．４３和

０．６２，均通过０．０１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梅雨期降

水量和入梅、出梅早晚均密切相关。图３给出了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日至７月３１日１１０°Ｅ以东的平均降

水纬度时间剖面。从图中可以看出，６月上旬雨带

主要位于江南地区，上旬末开始雨带明显北跳，并自

此开始在３０°Ｎ附近南北摆动直至７月底，平均１０ｍｍ

以上的降水区基本位于２８°～３４°Ｎ范围内，这一区

图２　２０２０年（ａ）、２０１６年（ｂ）、１９９８年（ｃ）和１９５４年（ｄ）６—７月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图２ａ数值表示该省（市）２０２０年６—７月降水自１９５１年以来的排名］

Ｆｉｇ．２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ｙ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ｉｎＪｕｎｅ－Ｊｕｌｙｉｎｆｏｕｒｓｅｖｅｒｅｆｌｏｏｄｅｖｅｎｔ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Ｖａｌｌｅｙ

（ａ）２０２０，（ｂ）２０１６，（ｃ）１９９８，（ｄ）１９５４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ｉｎＦｉｇ．２ａ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ｒａｎｋ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ｉｎＪｕｎｅ－Ｊｕｌｙ２０２０ｉｎｅａｃｈ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ｉｎｃｅ１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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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日至７月３１日１１０°Ｅ以东

降水纬度时间剖面（填色）

及对应的气候态１０ｍｍ雨量线（等值线）

（横坐标下红色和绿色粗线条分别表示

２０２０年和气候态长江中下游梅雨期）

Ｆｉｇ．３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ｔｉｍｅ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ｄａｉｌｙ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ｏｆ１１０°Ｅ

ｆｒｏｍ１Ｊｕｎｅｔｏ３１Ｊｕｌｙｏｆ２０２０

（ｃｏｌｏｒｅｄａｒｅａ）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１０ｍｍ

ｉｓｏｈｙｅｔ（ｂｌａｃｋｃｏｎｔｏｕｒ）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Ｒｅｄａｎｄｇｒｅｅｎｔｈｉｃｋｌｉｎｅｓｂｅｌｏｗ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Ｍｅｉｙｕｐｅｒｉｏｄｓｏｖｅｒ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ｉｎ

２０２０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ｍｅａｎｏｆ１９８１－２０１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域也是传统的江淮梅雨区。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

测，２０２０年长江中下游梅雨开始于６月９日，较常

年早５ｄ，结束于７月３１日，较常年晚１８ｄ，梅雨期

长度达５２ｄ，远多于常年的２９ｄ。图３同时给出了

气候态的１０ｍｍ等雨量线（图３等值线），和气候态

相比，２０２０年梅雨的位置在６月更为偏北而７月偏

南，也表明雨带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时间维持。

　　为定量反映降水的持续性异常，图４给出了

６—７月累计及逐旬的降水距平百分率。２０２０年

６—７月长江中下游地区平均距平百分率为６７％，明

显超过其他洪涝年份。从逐旬降水看，２０２０年６—７

月共６旬的降水量均多于常年同期，尤其是７月上、

中旬均偏多１倍以上。而在其他严重洪涝年份，降

水偏多均有中断，例如１９９８年７月上、中旬降水均

偏少，而２０１６年长江中下游梅雨在７月２１日结束，

下旬开始急速转为高温伏旱天气（袁媛等，２０１７；

Ｄ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８）。从图４ｂ还可以发现，２０２０年是

１９６１年以来６—７月每旬降水均偏多的唯一年份。

结合图３和图４可以认为，６—７月长时间降水持续

异常偏多是导致２０２０年长江中下游洪涝最直接的

原因。

进一步统计了１９５１年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逐

年的入梅、出梅时间和累计雨量（图５）。入梅时间

早于６月的有８ａ，最早为５月２５日（１９６２年）。出

梅时间晚于７月的有５ａ，最晚为８月８日（１９９３

年）。仅１９５４年入梅早于６月且出梅晚于７月。从

梅雨量看，２０２０年也是仅次于１９５４年的第二高值，

多于文中对比的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１６年。因此，无论采

用６—７月统一时段还是各年梅雨期对比，２０２０年

降水量都是１９５１年以来仅次于１９５４年的同期第二

高值，具有很强的极端性。

３　降水强度的极端性特征

除前面给出的累计雨量和持续时长的极端性

外，２０２０年６—７月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降水强度也

呈现出明显的极端性特征。图６给出了１９６１年以

来该地区中雨、大雨、暴雨、大暴雨及以上等四类雨

日的逐年累计站次。由于雨日的多少和降水强度呈

反比，暴雨以上日数和发生站次明显小于中雨级别，

因此图６的所有数据均做标准化处理。可以看出，

对所有四个等级的降水，２０２０年的站次标准化值均

位列１９６１年以来第一。对中雨而言，２０２０年站次

标准化值为１．８７，是该年所有四种强度降水站次最

低值；而大雨、暴雨和大暴雨及以上的站次标准化值

分别为２．７７、２．６５和２．９０，表明２０２０年６—７月降

水的异常主要体现在大雨及以上等级。对比其他年

份也可以看出，２０２０年中雨站次并非异常偏多，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７年数值与２０２０年接近。和中雨相比，

其他三种等级站次均明显超过其他洪涝年。如

１９９８年暴雨站次和大暴雨及以上站次分别为２．０８

和２．６５，２０２０年较之分别偏多２７％和９％。因此，

就暴雨、大暴雨及以上量级出现的累计站次而言，

２０２０年６—７月均强于位列第二的１９９８年同期。

　　图７给出了长江中下游地区２０２０年６月１日

至７月３１日的逐日区域平均累计降水量，并给出整

个夏季气候态逐日累计降水量作为对比。可以看

出，２０２０年６月上旬末开始，累计降水曲线的斜率

明显高于多年平均值，前者约为１４．４ｍｍ·ｄ－１，是

后者（６．１ｍｍ·ｄ－１）的两倍以上。截至７月３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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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１９６１—２０２０年６—７月降水量距平百分率（ａ）（蓝色为２０２０年）及

逐旬降水距平百分率（ｂ）（单位：％）

（图４ｂ中，浅黄和深黄色分别表示降水偏少２～５成和偏少

５成以上，浅蓝和深蓝色分别表示降水偏多２～５成和偏多５成以上）

Ｆｉｇ．４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ｙ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ｌｏｗ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Ｊｕｎｅ－Ｊｕｌｙｏｆ１９６１－２０２０（ａ）

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ｋａ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ｙ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ｂ）

（ＩｎＦｉｇ．４ａ，ｂｌｕ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ｙｅａｒｏｆ２０２０．ＩｎＦｉｇ．４ｂ，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ｙｅｌｌｏｗａｎｄｄｅｅｐｙｅｌｌｏｗ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５０％ｔｏ－２０％ａｎｄ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５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ｌｉｇｈｔｂｌｕｅ

ａｎｄｄｅｅｐｂｌｕ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２０％ｔｏ５０％ａｎｄ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５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１１日，该年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降水量已分别达到

４２１和５７９ｍｍ，均已超过６—７月和６—８月气候平

均的４１２和５５７ｍｍ。２０２０年６—７月，共有３４ｄ区

域平均日降水量超过１０ｍｍ，远超气候平均的７ｄ。

该期间区域平均最大日降水量为４７．６７ｍｍ，亦远

远超过气候平均最大日降水量（１４．１６ｍｍ）。上述

对比数据同样反映出２０２０年强降水的极端性。

　　进一步分析发现强降水的极端性同样体现在小

时尺度的短历时强降水中。国家站小时降水量统计

表明，２０２０年６—７月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大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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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１９５１—２０２０年逐年长江中下游地区入梅日

（柱状图下端，对应左纵坐标）、

出梅日（柱状图上端，对应左纵坐标）

及梅雨量（曲线，对应右纵坐标）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ｄａｔｅｓ（ｂｏｔｔｏｍ

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

ｌｅｆｔ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ｅｎｄｉｎｇｄａｔｅｓ（ｔｏｐｏｆ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ｌｅｆｔ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ｃｕｒｖ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ｏｆＭｅｉｙｕ

ｏｖｅｒ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１－２０２０

于２０、５０ｍｍ·ｈ－１短时强降水的累计站日数分别

为１６１２和１００站日，分别是常年同期的１．７４和

２．１４倍，均列１９８１年以来的同期第一位。前面指

出，２０２０年６—７月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三个累计降

水量大值中心，分别位于大别山区、皖南山区和鄂西

南山区。选取上述大值中心范围内累计降水量超过

１５００ｍｍ的国家站黄山、祁门、岳西和鹤峰，分析其小

时降水强度。图８给出了这四个测站逐小时降水中

最强的１００个时次降水排序以及对应的累计小时降

水量，可见这四个测站最大小时降水量都超过

４０ｍｍ。２０２０年６—７月上述四个测站分别出现了

９、１５、１４和１２时次的短时强降水（≥２０ｍｍ·ｈ
－１），

明显多于各自常年同期平均次数（分别为４．５、３．５、

２．９和３．６时次），四个站的前４３、２１、１９和２７次最

强小时降水累加即可超过常年６—７月累计雨量。

上述数据均表明，２０２０年６—７月长江中下游地区

梅汛期不仅降水累计量大、持续时间长，降水强度的

极端性也非常突出。

图６　１９６１—２０２０年６—７月长江中下游地区中雨（ａ）、大雨（ｂ）、

暴雨（ｃ）、大暴雨及以上（ｄ）累计站次标准化值

（黑色为２０２０年）

Ｆｉｇ．６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ｄａｙ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ｒａｉｎ（ａ），ｈｅａｖｙｒａｉｎ（ｂ），ｔｏｒｒｅｎｔｉａｌｒａｉｎ（ｃ）

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ｅｔｏｒｒｅｎｔｉａｌｒａｉｎ（ｄ）ｏｖｅｒ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Ｊｕｎｅ－Ｊｕｌｙｏｆ１９６１－２０２０

（Ｂｌａｃｋ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ｙｅａｒｏｆ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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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长江中下游地区６月１日至８月３１日

区域平均累计降水量

（点线为２０２０年，仅截至７月３１日，实线为气候态；

水平虚线分别为６—７月和夏季气候平均降水量）

Ｆｉｇ．７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ｍｅａｎ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１Ｊｕｎｅ

ｔｏ３１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２０２０（ｄｏｔｌｉｎｅ，ｏｎｌｙｂｙ３１Ｊｕｌｙ）

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３０ｙｅａｒｍｅａｎｏｆ１９８１－２０１０（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

（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ｉｎＪｕｎｅ－Ｊｕｌｙａｎｄ

Ｊｕｎｅ－Ｊｕｌｙ－Ａｕｇｕｓ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４　结　论

本文基于国家站长时段逐日、逐小时降水资料

和２０２０年６—７月区域站逐小时降水资料，从降水

总量的异常偏多、降水持续时间长以及降雨强度大

等三个角度分析了２０２０年６—７月长江中下游地区

梅汛期强降水的极端性特征。主要结论如下：

（１）２０２０年６—７月，长江中下游大部地区累计

降水量超过４００ｍｍ，其中８００ｍｍ以上的降水区域

主要位于长江中下游沿江，尤其是武汉至南京段南

北两侧，三个强降水中心分别位于大别山区、皖南山

区和鄂西南山区，中心最大降水量超过１５００ｍｍ。

２０２０年６—７月累计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５成或

一倍以上的范围均比１９９８年及２０１６年更广，仅次

于１９５４年，其中重庆、湖北、安徽等三省（市）分别位

列１９５１年以来同期最多，江苏和上海为第二多。

图８　前１００个最大小时降水量（点线，对应左纵坐标）及累计降水量（实线，对应右纵坐标）

（ａ）安徽黄山，（ｂ）安徽祁门，（ｃ）安徽岳西，（ｄ）湖北鹤峰

（虚线为各自６—７月累计降水气候值）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１００ｈｅａｖｉｅｓｔｈｏｕｒｌｙ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ｄｏｔｌｉｎｅｉｎｔｈｅｌｅｆｔ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ｉ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ａ）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ｈｕｉ，（ｂ）Ｑｉｍｅ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ｈｕｉ，

（ｃ）Ｙｕｅｘｉ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ｈｕｉ，（ｄ）Ｈｅｆｅ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ｂｅｉ

（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ｅａｃｈ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ｉｎＪｕｎｅ－Ｊｕ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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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０２０年６—７月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异常

偏多与梅雨带长时间维持在该地区密切相关。该年

梅雨开始于６月９日，结束于７月３１日，梅雨期长

度达５２ｄ，远多于常年平均的２９ｄ，且为１９６１年以

来６—７月逐旬降水均偏多的唯一年份。无论采用

６—７月统一时段还是各年梅雨期对比，２０２０年降水

量都是１９５１年以来仅次于１９５４年的同期第二高

值。

（３）２０２０年６—７月降水强度也呈现出很强的

极端性。不同强度等级雨日的分析显示，中雨、大

雨、暴雨、大暴雨及以上站次均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同期

最多，后三种等级偏多更为显著，截至７月３日和

１１日累计降水即已分别超过６—７月和６—８月气

候平均值。强降水的极端性同样体现在小时尺度的

短时强降水中，大于等于２０、５０ｍｍ·ｈ－１短时强降

水的累计站日数分别为１６１２和１００站日，均列

１９８１年以来的同期第一位；降水中心的黄山、祁门、

岳西和鹤峰等四站出现短时强降水的时次为常年同

期平均的２～４倍，各自前４３、２１、１９和２７次最强小

时降水累加即超过常年６—７月累计降水量。

本文分析结果表明，２０２０年６—７月长江中下

游地区强降水在总雨量、持续时长及降水强度等方

面均具有很强的极端性。多角度揭示降水的极端性

特征不仅可以深入理解洪涝致灾机理，更可为识别

极端降水期间的关键环流系统配置型和位置、强度

异常，进而为类似事件的预报预测提供思路。２１世

纪以来，无论是暴雨形成机理还是预报方法研究都

取得了长足进展（高守亭等，２０１８；罗亚丽等，２０２０），

预报业务能力也不断提升（李泽椿等，２０１９），但极端

强降水尤其是极端短历时降水的预报依旧是科研和

业务面临的共同挑战。本文仅从降水极端性的角度

开展分析，后续将围绕２０２０年梅汛期大气环流的异

常性特征、短历时强降水机理等开展分析，并结合业

务预报讨论不同类型强降水的可预报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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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ｉｅＺＱ，ＤｕＹ，Ｚｅｎｇ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ｙｅａｒｌｙｅｘｔｒｅｍ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ｖｅｎｔｓａｎ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ｆｌｏｏｄｒｉｓｋ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

ＨｕａｉｈｅＲｉｖｅｒＶａｌｌｅｙ［Ｊ］．Ｓｃｉ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６１（９）：１３４１１３５６，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１１４３００１７９２１２８．

ＹｕａｎＹ，ＧａｏＨ，ＬｉＷＪ，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Ｔｈｅ２０１６ｓｕｍｍｅｒｆｌｏｏｄ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

１９９８［Ｊ］．ＪＭｅｔｅｏｒＲｅｓ，３１（２）：２６１２７７．

４１４１　　　　　　　　　　　　　　　　　　　 　气　　象　　　　　　　　　　　　　　　 　　 　　　第４６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