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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近 ６０ 年雨日、降水量及雨强的气候变化特征

摘要
采用安徽省 １５ 站近 ６０ 年来的降水

资料，研究了季节和年雨日、降水量及雨
强的气候变化特征．结果表明：１）空间分
布上，雨日、降水量“南多北少”，雨强中
北部地区相当，皆小于南部地区；雨日数
南北在冬春季相差较大，降水量夏季最
多、冬季最少，雨强上南北在春季相差较
大；雨日、降水量及雨强在年和季节上基
本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２）时间演变上，
雨日在减少，降水量、雨强在增多（大），
且表现为两阶段的变化特征；小波分析
显示约 １０ ａ 的年代际周期变化，雨日上
存在、降水量上在衰减、雨强上则不明
显，约 ５ ａ、３ ａ 的周期变化存在较多；雨
日在春秋季减少明显，降水量春秋季减
少，夏冬季增加但不明显，雨强尤以夏冬
季增大明显；无论是年还是各季节的时
间演变上，降水量与雨日、雨强均呈显著
正相关，但雨日与雨强之间相关性则
差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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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我国不同地区的降水出现了明显的

变化［１⁃６］ ．干旱、暴雨、连阴雨等灾害性天气的发生不仅与降水量有关，
而且还与雨日、雨强有关．较早的研究更多偏重于降水量，近些年来，
不少学者开始对雨日特征及变化进行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７⁃１７］ ．文
献［７⁃８］指出中国年雨日明显减少，尤以夏季雨日减少最明显，空间

上东北、华北、西南地区减少最多．东北地区年总雨日数减少主要体现

在小雨日数减少，雨强增强主要体现在小雨和暴雨强度的增强［９］；在
鲁西南、华南、云南、青海等地，降水日数同样明显减少，降水强度增

加［１０⁃１３］ ．苑文华等［１４］指出降水量和不同强度降水日数的异常变化是

形成旱涝灾害的主要原因；顾骏强等［１５］指出近 ４０ 年浙江省降水量增

加的同时，雨日数没有同步增加，且年总降水量及年总雨日数的长期

趋势变化的空间分布几乎相反；王颖等［１６］指出江苏的年、四季雨日也

在明显减少且东部比西部减少更多，雨日与降水量长期变化趋势也

不完全一样．因此，研究降水量的同时，雨日的研究也是必要的，只有

综合研究雨日和降水量才能更好地体现降水的本质．有关安徽省雨

日、降水量及雨强的讨论还较少见文，本文利用近 ６０ 年的记录资料对

安徽省年、季节雨日，降水量及雨强的变化进行研究，从而得到一些

雨日、降水量及雨强变化的规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资料

近 ６０ 年来的降水资料来源于国家气象信息中心《中国地面气候

资料数据集》，１５ 个站点分别是砀山、亳州、宿州、阜阳、寿县、蚌埠、滁
州、六安、霍山、合肥、巢湖、安庆、宁国、黄山和屯溪站．雨日的定义为

日降水量大于等于 ０ １ ｍｍ 的日数．雨强的定义为逐年降水量除以对

应时段的雨日，用来表示每个雨日的平均降水量．春季为 ３—５ 月、夏
季 ６—８ 月、秋季 ９—１１ 月、冬季 １２ 月—次年 ２ 月．

安徽省地势西南高、东北低，长江、淮河横贯省境，将全省划分为

淮北平原、江淮丘陵和皖南山区三大自然区域．淮河以北地势平坦，为
华北平原的一部分；江淮之间丘岗绵延，其西南部为大别山区；长江

两岸地势低平，河湖交错，属于长江中下游平原；皖南则以山地为主，
最高峰黄山莲花峰海拔 １ ８６０ ｍ．地形地貌南北迥异，复杂多样，导致



　 　 　 　局地气候差异性较大．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线性倾向率和趋势系数［１８］

计算气象要素的倾向率 ｂ 和气象要素的时间序

列与自然数数列之间的相关系数 ｒ（称为趋势系数） ．
用 ｘｉ 表示样本量为 ｎ的某一气候变量，用 ｔｉ 表示 ｘｉ 所

对应的时间，建立 ｘｉ 与 ｔｉ 之间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ｘｉ ＝ ａ ＋ ｂｔｉ，　 ｉ ＝ １，２，…，ｎ，

其中 ａ为常数，ｂ为回归系数．回归系数 ｂ的符号表示

气候变量 ｘ 的趋势倾向，ｂ 值的大小反映了上升或下

降的速率，即表示上升或下降的倾向程度．ｂ ＞ ０ 表

示随时间 ｔ的增加 ｘ呈上升趋势，ｂ ＜ ０则表示 ｘ呈下

降趋势．
趋势系数 ｒ表示变量 ｘ与时间 ｔ之间线性相关的

密切程度，当 ｒ ＞ ０ 时，ｂ ＞ ０，说明 ｘ随时间 ｔ呈上升

趋势；当 ｒ ＜ ０时，ｂ ＜ ０，说明 ｘ随时间 ｔ呈下降趋势；
｜ ｒ ｜ 越接近于 ０，ｘ 与 ｔ 之间的线性相关就越小，并要

对相关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
１ ２ ２　 小波分析［１８］

应用小波变换对气象要素进行分析研究已有许

多，并对其来源及理论有详细的说明，这里仅给出小

波变换中 Ｍｏｒｌｅｔ 小波的基本公式：

ψ（ ｔ） ＝ π － １
４ ｅｉω０ｔｅ －ｔ２ ／ ２，

Ｗｆ（ａ，ｂ） ＝ ａ － １
２ ∫∞

－∞
ｆ（ ｔ）ψ∗ ｔ － ｂ

ａ
æ

è
ç

ö

ø
÷ ｄｔ．

２　 雨日、降水量及雨强的空间分布特征

２ １　 年均值的空间分布

由各站点多年平均雨日的空间分布（图 １ａ）可

见，安徽省年雨日呈“南多北少”的分布特点．黄山

（１７９ ｄ）最多，这应与该站点 １ ８４０ ｍ 的海拔有关；宁
国（１５４ ８ ｄ）与屯溪（１５１ ６９ ｄ）降水日数较多，在
１５０ ｄ 以上；砀山（８３ ０６ ｄ）与亳州（８６ ３８ ｄ）降水日

数最少，在 ９０ ｄ 以下．此外，霍山（１３９ ７１ ｄ）与六安

（１２３ ６１ ｄ）也较多，反映了安徽省年雨日也存在“山
区多，丘陵及平原地区少”的特点．

图 １　 各站点多年平均雨日、降水量、雨强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ｗｅｔ ｄａｙｓ（ａ），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ｂ），ａｎｄ ｒａｉ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ｃ） ｉｎ Ａｎｈｕｉ

由多年平均降水量分布（图 １ｂ）可以看出，安徽

省年平均降水量由南向北逐渐减少．年降水量最大

在黄山（２ ３３１ ８ ｍｍ），其他降水量较高站点有屯溪

（１ ７０９ ２７ ｍｍ ）、 宁 国 （ １ ４３２ ３８ ｍｍ ）、 安 庆

（１ ４０９ ３５ ｍｍ）、霍山（１ ３６２ ７６ ｍｍ），明显高于其

他地区；较小降水量出现在砀山（７５６ ５１ ｍｍ）和亳

州（８０２ ４ ｍｍ）．北部与南部年降水量相差近 １ 倍．
将各站多年平均降水量除以雨日，得到年平均

雨强分布（图 １ｃ）．可以看出，安徽省雨强最强位于黄

山，达到 １３ ０３ ｍｍ ／ ｄ，其次屯溪（１１ ２７ ｍｍ ／ ｄ）与安

庆（１０ ９６ ｍｍ ／ ｄ）雨强较大，合肥（８ ５９ ｍｍ ／ ｄ）、巢
湖（８ ７１ ｍｍ ／ ｄ）、寿县（８ ７９ ｍｍ ／ ｄ）及六安（８ ８９
ｍｍ ／ ｄ）雨强较小．安徽省雨强的分布特点：中北部地

区雨强相当，皆小于南部地区．

２ ２　 季节均值的空间分布

站点各季节的雨日空间分布（图 ２）显示：“南多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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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少”的特点贯穿四季，但夏秋季节南北雨日数相差

较少，冬春季节相差较多；就各站点而言，春夏季节

的雨日数多于秋冬季节，而“山区多，丘陵及平原地

区少”的特点则出现在冬春季节．各季节的降水量空

间分布（图略）显示，四季中“南多北少”的特点同样

明显，夏季降水量最多，冬季最少，春秋季节北部地

区降水量相当，而在中部地区春季降水量多于秋季．
各季节的雨强空间分布（图略）显示，春季南北雨强

差异最为明显，冬季次之，夏秋季节差异较小；就各

站点而言，中南部地区雨强基本呈现夏季＞春季＞秋
季＞冬季，北部地区夏季＞秋季＞春季＞冬季的特征．

图 ２　 各站点季节雨日数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ｗｅｔ ｄａｙｓ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ｓｕｍｍｅｒ，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ｄ ｗｉｎｔｅｒ

计算年平均雨日、雨强、降水量之间空间分布的

相关系数（表 １），可见雨日较雨强而言，与降水量变

化更相关，空间分布特征上也较为一致．一般而言，
有降水就有雨日，年平均雨日应与降水量空间分布

是一致的，雨日与降水量空间分布一致性特点在华

南［１１］、江浙［１５⁃１６］ 等多地都有呈现．年平均雨强与降

水量、雨日的空间分布相关系数表明，降水量对雨强

的影响比雨日对其的影响大．季节尺度上的变化（表
２）与年变化上是相同的，仅冬季降水量对雨强的影

响比雨日对其的影响略小．

３　 雨日、降水量及雨强的时间变化特征

３ １　 年值的时间变化

图 ３ａ 是各站年雨日数算术平均后的时间演变．
可见，近 ６０ 年来安徽年平均雨日为 １１９ ｄ，１９６４、１９７５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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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年平均雨日、雨强、降水量的空间分布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ｗｅｔ ｄａｙｓ，ｒａｉ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年平均雨日 年平均雨强

年平均雨日 １

年平均雨强 ０ ７２７∗∗ １

年平均降水量 ０ ９４６∗∗ ０ ９０６∗∗

注：∗∗表示通过 ０ ０１ 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 ２　 季节雨日、雨强、降水量的空间分布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ｗｅｔ ｄａｙｓ，ｒａｉ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春季 雨日 雨强 夏季 雨日 雨强

雨日 １ 雨日 １

雨强 ０ ８８９∗∗ １ 雨强 ０ ７２６∗∗ １

降水量 ０ ９２８∗∗ ０ ９９３∗∗ 降水量 ０ ８７４∗∗ ０ ９６５∗∗

秋季 雨日 雨强 冬季 雨日 雨强

雨日 １ 雨日 １

雨强 ０ ８０２∗∗ １ 雨强 ０ ４９５ １

降水量 ０ ９０５∗∗ ０ ９７７∗∗ 降水量 ０ ８７０∗∗ ０ ８５５∗∗

注：∗∗表示通过 ０ ０１ 显著性水平检验；∗表示通过 ０ ０５ 显著性水
平检验．

年最多（１４０ ｄ），１９７８、１９９５ 年最少（９７ ｄ）．线性变化

趋势显示年雨日以 １ ３５ ｄ ／ （１０ ａ）的速率减少（趋势

系数为－０ ２２５），未通过 ０ ０５ 显著性水平检验，减少

趋势不明显．５ ａ 滑动平均显示，安徽雨日存在明显

的“偏多—偏少”两个变化阶段，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之前的雨日偏多（＞１１９ ｄ）及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之后的

雨日偏少（＜１１９ ｄ）阶段．各站点的年雨日变化也都

呈现线性减少变化（表 ３），但减少速率不一．其中砀

山、亳州、宿州及滁州减少趋势特别明显，通过 ０ ０１
显著性水平检验．

图 ３ｂ 是各站年降水量算术平均后的时间序列．

可见，近 ６０ 年来年平均降水量为 １ １６６ ７ ｍｍ，１９９１
年降水量最多 （ １ ５８７ ３ ｍｍ）， 其 次 为 １９５６ 年

（１ ５０６ １ ｍｍ），１９７８ 年降水量最少（７０２ ８ ｍｍ）．线性

变化趋势显示年降水量以 ８ ３ ｍｍ ／ （１０ ａ）的速率增加

（趋势系数为 ０ ０８３），未通过 ０ ０５ 显著性水平检验，
增加趋势不明显．５ ａ 滑动平均显示降水量存在“偏
少—偏多”两阶段变化，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前的降

水量偏少及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后的降水量偏多阶段．
图 ３ｃ 是各站年雨强算术平均后的时间序列．可

见，近 ６０ 年来年平均雨强为 ９ ５７ ｍｍ ／ ｄ，１９５６、１９９１
年雨强最大（１２ ６ ｍｍ ／ ｄ），１９７８ 年雨强最小（７ ３４
ｍｍ ／ ｄ）．线性变化趋势显示年平均雨强以 ０ １７ ｍｍ ／
（（１０ ａ）·ｄ）的速率增加（趋势系数为 ０ ２６６），通过

０ ０５ 显著性水平检验，增加趋势明显．５ ａ 滑动平均

显示，安徽雨强存在明显的“偏小—偏大”两阶段变

化，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前的雨强偏小及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后的雨强偏大阶段．各站点的年雨强都呈现

线性增加趋势（表略），增加速率不一．巢湖增加趋势

明显，通过 ０ ０１ 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 ４ 为年平均雨日、雨强、降水量之间时间变化

的相关系数．相对空间分布而言，雨日变化在时间上

与降水量变化更为相关，而与雨强变化之间几乎无

相关性．

表 ４　 年平均雨日、雨强、降水量的时间变化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ｗｅｔ ｄａｙｓ，ｒａｉ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年平均雨日 年平均雨强

年平均雨日 １

年平均雨强 ０ ０８６ １

年平均降水量 ０ ６２７∗∗ ０ ８１４∗∗

注：∗∗表示通过 ０ ０１ 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 ３　 各站点雨日变化的线性方程及趋势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ｗｅｔ ｄａｙｓ ｆｒｏｍ Ａｎｈｕｉｓ １５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站点 线性拟合方程　 　 　 趋势系数 站点 线性拟合方程　 　 　 趋势系数

砀山 ｙ ＝ － ０ ２５７ｘ ＋ ５９２ ２７ － ０ ３９３∗∗ 霍山 ｙ ＝ － ０ １６１ｘ ＋ ４５９ ４３ － ０ １９０

亳州 ｙ ＝ － ０ ２２６ｘ ＋ ５３５ １８ － ０ ３３６∗∗ 合肥 ｙ ＝ － ０ ２０６ｘ ＋ ５２２ ９７ － ０ ２７８∗

宿州 ｙ ＝ － ０ ２６２ｘ ＋ ６１２ ９７ － ０ ３７０∗∗ 巢湖 ｙ ＝ － ０ ０６６ｘ ＋ ２５１ ８６ － ０ ０８０

阜阳 ｙ ＝ － ０ １３７ｘ ＋ ３６６ １７ － ０ ２０４ 安庆 ｙ ＝ － ０ １１２ｘ ＋ ３５１ １４ － ０ １５５

寿县 ｙ ＝ － ０ ０５０ｘ ＋ ２０１ ３６ － ０ ０７５ 宁国 ｙ ＝ － ０ １６５ｘ ＋ ４８１ ２５ － ０ ２１６

蚌埠 ｙ ＝ － ０ １３４ｘ ＋ ３６８ ６９ － ０ １９７ 黄山 ｙ ＝ － ０ ２４０ｘ ＋ ６５５ ３０ － ０ ２７５∗

滁州 ｙ ＝ － ０ ２４１ｘ ＋ ５９２ １８ － ０ ３６３∗∗ 屯溪 ｙ ＝ － ０ ２１８ｘ ＋ ５８４ ６８ － ０ ２５５∗

六安 ｙ ＝ － ０ １６１ｘ ＋ ４４２ ２６ － ０ ２１３
注：∗∗表示通过 ０ ０１ 显著性水平检验；∗表示通过 ０ ０５ 显著性水平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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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雨日、降水量、雨强的时间变化（细实线为年值变化，
粗实线为 ５ ａ 滑动平均变化，虚线为线性趋势变化）

Ｆｉｇ ３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ｗｅｔ ｄａｙｓ，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ａｉ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Ａｎｈｕｉ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５５－２０１４

雨日的小波变换（图 ４）显示整个时段内 １０ ～ １２ ａ 的

周期振荡逐渐衰减成 ８～１０ ａ 的周期，这个周期振荡

过程对应了 ５ ａ 滑动平均的波峰、波谷变化，说明雨

日变化具有明显的年代际特征．此外，１９５５—１９７５
年，还存在 ５～６ ａ 的周期变化；１９８０—１９９５ 年，４～５ ａ
的周期逐渐衰减成 ３ ～ ４ ａ 的周期；１９６５—１９９０ 年存

在 ２～３ ａ 的周期，１９９０ 年后 ２～３ ａ 周期不明显．
降水量的小波变换（图 ５）在 １９６５ 年之后，８～１０

ａ（１０ ａ 左右）的周期振荡逐渐衰减至 ６～８ ａ 的周期；
１９５５—１９７５ 年 ６～８ ａ 的周期逐渐衰减至 ５～６ ａ 的周

期；２～ ４ ａ 的周期在 ２００５ 年之前一直存在，２００５ 年

之后则不明显．总体显示出时段内降水量的年代际

变化减弱的过程，变化以 ２～４ ａ 的高频振荡及 ６ ａ 左

右的年际变化为主．

图 ４　 年雨日小波变换

Ｆｉｇ ４　 Ｍｏｒｌｅｔ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ｗｅｔ ｄａｙｓ

图 ５　 年降水量小波变换

Ｆｉｇ ５　 Ｍｏｒｌｅｔ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雨强的小波变换（图 ６）在整个时段内 ６ ～ ８ ａ 的

周期振荡逐渐增强为 ８～１０ ａ 的周期，又逐渐衰减至

５～６ ａ 的周期；１９５５—１９７０ 年 ３ ～ ４ ａ 的周期逐渐衰

减成 ２ ａ 左右周期；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年，３ ～ ４ ａ 的周期再

次出现．总体显示出雨强不具有明显的年代际变化，
多以 ２～４ ａ 的高频振荡为主．

图 ６　 年雨强小波变换

Ｆｉｇ ６　 Ｍｏｒｌｅｔ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ａｉ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３ ２　 季节值的时间变化

在四季雨日的时间变化上（图 ７），春、夏、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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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四季雨日的时间变化（１９５５—２０１４ 年）（细实线为年值变化，粗实线为 ５ ａ 滑动平均变化，虚线为线性趋势变化）
Ｆｉｇ ７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ｗｅｔ ｄａｙｓ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ｓｕｍｍｅｒ，ａｕｔｕｍｎ，ａｎｄ ｗｉｎｔ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５５－２０１４

季的雨日数在减少，且春秋季节的减少趋势明显，趋
势系数分别为－０ ６０６、－０ ３４７，通过 ０ ０１ 显著性水

平检验；夏季雨日减少与冬季雨日增加的趋势则不

显著，说明安徽省年雨日的减少主要体现在春秋季

节．５ ａ 滑动平均显示，春秋季节雨日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初期、８０ 年代末期之前多处于近 ６０ 年的雨日均值

之上，之后雨日多处于均值之下．
在四季降水量的时间变化上（图 ８），春秋季节

降水量在减少，从而引起春秋季节雨日数的减少，而
夏冬季节降水量在增加；与雨日变化区别的是，四季

降水量皆没有明显的趋势变化，四季降水量变化的

趋势系数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在四季雨强的时间变化上（图 ９），四季的雨强

都在增加，夏冬季节的增加趋势明显，趋势系数分别

为 ０ ４４６、０ ３８４，通过 ０ ０１ 显著性水平检验；春秋季

节的雨强增加趋势则不明显．５ ａ 滑动平均显示，夏
冬季节雨强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之前多处于近

６０ 年的雨强均值之下，之后雨强多处于均值之上．
表 ５ 为季节雨日、雨强、降水量之间时间变化的

相关系数．时间变化上，雨日与降水量的变化相关性

较雨强更显著，这一关系与空间上的相关性也是一

致的．从降水量角度来看，在春冬季节，降水量对雨

日和雨强的影响相当（相关系数接近），而在夏秋季

节降水量对雨强的影响比雨日大，这可能与夏秋季

节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较大部分有关．

表 ５　 季节雨日、雨强、降水量的时间变化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ｗｅｔ ｄａｙｓ，ｒａｉ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春季 雨日 雨强 夏季 雨日 雨强

雨日 １ 雨日 １

雨强 ０ ２２０ １ 雨强 ０ ２８８∗ １

降水量 ０ ７６５∗∗ ０ ７８８∗∗ 降水量 ０ ６８９∗∗ ０ ８８８∗∗

秋季 雨日 雨强 冬季 雨日 雨强

雨日 １ 雨日 １

雨强 ０ ２６６∗ １ 雨强 ０ ３００∗ １

降水量 ０ ７３９∗∗ ０ ８３５∗∗ 降水量 ０ ７８９∗∗ ０ ８０８∗∗

注：∗∗表示通过 ０ ０１ 显著性水平检验；∗表示通过 ０ ０５ 显著性水
平检验．

４　 结论

１） 年尺度的空间分布上，安徽省雨日具有“南
多北少”、“山区多，丘陵及平原地区少”的特征；降
水量由南向北减少，南北差距较大；雨强在中北部相

当，但皆小于南部地区．
２） 季节尺度的空间分布上，雨日“南多北少”的

特征在四季、“山区多，丘陵及平原地区少”的特征在

冬春季节出现，且雨日数南北夏秋季相差较少，冬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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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四季降水量的时间变化（１９５５—２０１４ 年）（细实线为年值变化，粗实线为 ５ ａ 滑动平均变化，虚线为线性趋势变化）
Ｆｉｇ ８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ｓｕｍｍｅｒ，ａｕｔｕｍｎ，ａｎｄ ｗｉｎｔ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５５－２０１４

图 ９　 四季雨强的时间变化（１９５５—２０１４ 年）（细实线为年值变化，粗实线为 ５ ａ 滑动平均变化，虚线为线性趋势变化）
Ｆｉｇ ９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ｒａｉ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ｓｕｍｍｅｒ，ａｕｔｕｍｎ，ａｎｄ ｗｉｎｔ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５５－２０１４

季相差较多；降水量四季中“南多北少”，夏季最多、
冬季最少，北部春秋季节相当、中部春季多于秋季；
雨强中春季南北差异最明显，冬季次之，夏秋季节差

异较小．年和季节尺度的空间分布上，降水量与雨

日、雨强呈显著正相关；雨日与雨强之间（除冬季外）
也呈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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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年尺度的时间演变上，近 ６０ 年来安徽省雨

日在减少、降水量在增多、雨强在增大，三者都存在

两阶段变化，雨日“偏多—偏少”，降水量、雨强“偏
少（小）—偏多（大）”．雨日存在明显约 １０ ａ 的年代

际周期变化以及约 ５ ａ、约 ３ ａ 的周期变化；降水量的

年代际周期在衰减，变化以约 ６ ａ、约 ３ ａ 周期为主；
雨强不具有明显年代际周期变化，以约 ３ ａ 周期

为主．
４） 季节尺度的时间演变上，雨日在春秋季节减

少明显（导致年降水日数减少）、夏季的减少及冬季

的增加则不明显，降水量在春秋季节减少、夏冬季节

增加但不显著，雨强在四季中都增大，尤以夏冬季节

明显．无论是年还是各季节的时间演变上，降水量与

雨日、雨强均呈显著正相关，但雨日与雨强之间相关

性则差些．
长江、淮河将安徽省划分为淮北平原、江淮丘陵

和皖南山区三大自然区域，也造就气候上有所差异．
本文在区域差异性的讨论上还有所不足，下一步希

望在更多站点数据基础上，更全面分析安徽省降水

的多样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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