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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年中国东部季风区雨带进退图谱与模拟诊断"
研究进展

!
"中国季风环境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演化 历 史 及 其 驱 动 机 制#是 我 国 全 球 变 化 研 究 所 关 注 的 核 心 科

学问题之一$为深入系统地开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 %全球变化及其区域响

应科学研究计划&在 "十五#期间陆续启动了一系列 重 点 项 目!"过 去%##年 中 国 东 部 季 风 区 雨 带 进 退

图谱与模拟诊断#项目 ’编号9#%%:#:%!!##9年 初 起 实 施(就 是 其 中 之 一$本 项 目 旨 在 利 用 丰 富 的 清

代雨雪档案记载!重建:;%$年以来黄河中下游地区与江淮流域%"!9#个站点时间分辨率为月)季的降

水序列*并分析该区域:;%$年以来年)年 代 际 降 水 变 化 与 雨 带 进 退 的 时 空 特 征 分 析!诊 断 该 区 域 过 去

%##年特征时段降水变化的成因及其动力学机理!为我国东部地区的雨带进退与旱涝预测提供科学依据$

在项目负责人葛全胜研究员的主持下!项目组通过!年的努力!目前已取得了以下进展+

:<在充分分析清代雨雪档案记载特点的基础上!通过对降水过程中既有雨雪分寸定量记录又有定性

描述用词 ’如 "雨水调匀#! "入土深透#!等等(的 "量#= "词#对应平行分析!建立了将定性描 述

转换为定量雨雪分寸信息的方法!为最大限度地提取雨雪定量信息)保证该时段的高分辨率降水定量重

建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使用基础$

!<根据不同土壤质地与气候类型的组合以及降水的空间代表性!选择了:#个 代 表 站 点!仿 照 清 代

雨分寸观测与记录方法!在田间进行了自然降水的入渗观测试验!并取得近%##场的田间实测数据$这

为项目组下一步建立不同地区雨雪分寸 与 降 水 量 之 间 的 定 量 转 换 关 系!并 重 建 各 站:;%$年 以 来 的 降 水

变化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基础$

%<系统整理了陕西)山西)直隶)河南及山东等"个行省近9万件的清代雨雪档案记载!建立了相

应的雨雪分寸数据库!并结合现代农田土壤含水量观测资料及器测气象记录!根据水量平衡)降水入渗

等水文与土壤物理学模型!定量复原了:;%$!:>:#年黄河中下游地区:;个站点的降水量!建立了黄河

中下游地区:;%$年以来的降水变化序 列$通 过 对 该 重 建 序 列 的 分 析 发 现!这 一 地 区 的 降 水 不 但 存 在 明

显的年际 ’其中准%4>年及!4;年的周期最为明显(与年代际 ’其中准!!!!"年周期最为明显(变化!

而且还在:>:"年前后出现了 "由多转少#的突变*特别是在:>:"年的突变之后!年代际的准!!!!"年

周期信号开始减弱!至!#世纪9#年代后期!这一周期信号完全消失!代之出现了%"!9#年的周期$这

一认识对于这一地区今后的降水预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9<根据清代雨雪档案中降水 过 程 与 降 水 日 数 记 载 较 为 详 尽 的 特 点!提 取 了 上 海)苏 州)溧 阳)北

京)天津)保定等$个站点的降水次数与降水日数信息!并结合对上海及北京!站:>":年以来逐日降水

资料的分析!确定了以雨日为主要指标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梅雨及华北雨季起止日期的定义方法*重建了

:;%$!:?!#年及:?;"年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梅雨及华北雨季的起止日期!分析了中国东部地区:;%$!
:?!#年与!#世纪这!个时段雨季进退特征的异同$结果发现+在年际波动上!:;%$!:?!#年间梅 雨 和

华北雨带的起)止日期年际变率较!#世纪小*在 年 代 际 尺 度 上!:;%$!:;?"年!长 江 中 下 游 入 梅 相 对

较迟!华北雨季则开始较早*:;?$!:?!#年!长江中下游入梅与华北雨季开始均较 早*:>:"!:>9"年!

长江中下游入梅相对较早!但华北 雨 季 则 开 始 较 迟*而 在:>9"年 以 后!又 出 现 了 长 江 中 下 游 入 梅 相 对

较迟)华北雨季开始较早的特征$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东部的雨带进退存在准!##年的自相似特征!尚待

今后进一步探讨$如果这一特征得以确认!那么它对我国东部地区的雨带进退与旱涝预测将具有非常重

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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