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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临沂市近46 年的降水量资料 , 分析了全市降水时空分布、降水量变化特征及旱涝特点。结果表明: 临沂市的降水自南向北
递减 ,南部平原地区多于北部山区。降水量减少的线性趋势变化率为16 .4 mm/ 10 a , 夏秋季降水减少明显。旱年发生频次较多 , 春旱造
成的危害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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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沂市地处鲁中南低山丘陵区东南部和鲁东丘陵南

部, 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 地形复杂, 全区有10 个县市, 平原、

山地、丘陵皆有, 气候差异明显, 降水分布悬殊较大。笔者对

全市10 个站1962 ～2007 年的降水进行了统计分析, 揭示了

临沂地区降水的时空分布特征以及演变的基本规律。

1  降水的时空分布

由图1 可知: 临沂市的降水自南向北递减, 南部平原地

区多于北部山区, 北部4 县在800 mm 以下, 南部6 县( 市) 在

800 mm 以上, 东南部的3 县( 市) 超过850 mm。造成这种降水

分布的原因除与地形关系密切外也与影响当地降水的天气

系统有关, 气旋是该地区夏季降水的主要天气系统之一, 气

旋波多生成在江淮地区及河南南部, 在高空西风槽引导下向

东北方向移动, 经过鲁南及苏北入海, 气旋路经临沂市苍山、

郯城、临沂、临沭、莒南时造成暴雨天气, 因此东南部降水

较大。

图1 临沂市降水空间分布图

临沂市降水量近46 年的平均值为815 .9 mm, 降水量最

多的是1 179 .8 mm( 1974) , 降水量最少的是510 .4 mm( 1988) ,

降水量最多的年份是最少年的近2 倍。夏季平均降水量为

516 .3 mm, 占全年降水量的63 .3 % 。年降水量时空分布不

均, 春秋易旱, 夏季雨量充沛。由图2 可知:20 世纪60 年代

前期、70 年代前中期为多雨期;60 年代后期为枯水期; 从1976

～1989 年长达14 年以少雨干旱为主, 是近46 年来降水量最

少的阶段;90 年代以后波动明显加剧, 体现了气候变化的剧

烈性。

图2 临沂市降水时间分布图

2  降水量趋势系数分析

用一元线性回归方法求气侯要素变化倾向率 a , 即:

a =
∑

n

i =1
( t i - t ) ( yi - y)

∑
n

i =1
( t i - t ) 2

式中,t 为时间, y 为气候要素值, i 为时间序号, n 为样本长

度( 单位为年) , 文中 n = 46a , t 与 y 表示平均[ 1] 。a > 0 表明

降水量呈上升趋势, a < 0 则表明降水量呈下降趋势。

  由表1 可见: 近46 年来临沂降水量在波动中逐渐减少 ,

线性趋势变化率为16 .4 mm/ 10 a , 夏秋季降水减少明显, 冬春

季降水略有增多, 减少最明显的为7 月份, 增多最明显的为5

月份。

表1 临沂市1962～2007 年各月、季、年降水变化倾向率  mm/ 10a

时间 变化倾向率 时间 变化倾向率

1 月    0 .023 3 10 月    - 0 .127 3

2 月 0 .078 9 11 月 - 0 .035 2

3 月 0 .031 8 12 月 0 .068 8

4 月 - 0 .702 5 春季 0 .096 5

5 月 0 .767 2 夏季 - 0 .706 9

6 月 0 .654 1 秋季 - 0 .534 7

7 月 - 2 .126 7 冬季 0 .217 3

8 月 0 .765 6 年 - 1 .638 9

9 月 - 0 .372 2

3  旱涝分析

气象干旱等级标准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的

降水量距平百分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Pa) 是指某时段的

降水量与常年同期降水量相比的百分率, 其单站降水量距平

百分率划分的干旱等级如下[ 2] :

1 级, 季尺度- 25≤Pa , 年尺度 - 15 ≤Pa , 无旱; 2 级,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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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 50 ≤Pa < - 25 , 年尺度 - 30 ≤Pa < - 15 , 轻旱; 3 级 ,

季尺度- 70 < Pa ≤ - 50 , 年尺度 - 40 < Pa ≤ - 30 , 中旱; 4

级, 季尺度- 80 < Pa ≤- 70 , 年尺度- 45 < Pa ≤- 40 , 重旱; 5

级, 季尺度 Pa ≤ - 80 , 年尺度 Pa ≤- 45 , 特旱。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并没有洪涝的具体指

标, 因此年尺度的洪涝采用山东省评价洪涝的指标[ 3] : Pa ≤

20 无涝;20 < Pa ≤40 轻涝 ;40 < Pa ≤60 重涝; Pa > 60 特涝。

临沂季尺度评价洪涝的标准暂未找到, 故该文不再讨论。

由表2 可见: 临沂市近46 年中旱年占27 .6 % , 涝年占

25 % ; 旱年出现几率较涝年稍偏高 , 旱年占旱涝年总数的

52 .5 % , 但重旱、特旱年出现几率却较重涝、特涝年明显偏

少, 仅占旱涝年总数的4 .9 % ; 重涝、特涝年占旱涝年总数的

19 % 。因此, 尽管旱年发生频次较多 , 但其中轻旱年所占比

率较大 , 而对于涝年来说 , 重涝和特涝年所占比率较大。特

涝年有9 个站次发生, 特旱年有4 个站次发生。北部山区旱

年涝年出现次数较南部平原地区多, 旱年涝年最多的地方均

在蒙山北部的蒙阴。

由表3 可见, 临沂以秋旱最为严重, 其次是春旱及冬旱 ,

夏旱较轻从未出现过重旱及特旱。秋季和冬季重旱及特旱

所占比例较大, 春旱中中旱及轻旱所占比例较大, 但由于春

天是各种农作物开始生长的季节, 因而春旱的危害最大。春

旱以蒙阴最重, 其中有12 次达到特旱程度, 其次是郯城春旱

较重, 其他季节差别不是很大。

表2 临沂市旱涝年次数统计 站次

特旱 重旱 中旱 轻旱 无 轻涝 重涝 特涝

蒙阴  0  1  4  10  15  9  3  4

平邑 1 2 1 10 20 6 5 1

沂水 1 1 3 10 20 4 7 0

沂南 0 1 6 7 19 8 3 2

费县 1 1 3 6 23 9 3 0

临沂 0 0 3 7 24 10 2 0

莒南 0 2 1 10 23 6 4 0

苍山 0 0 3 6 27 5 3 2

郯城 1 0 3 10 24 4 4 0

临沭 0 0 6 6 23 8 3 0

合计 4 8 33 82 218 69 37 9

所占比率∥% 0 .9 1 .7 7 .2 17 .8 47 .4 15 .0 8 .0 2 .0

表3 临沂市四季干旱次数统计

春季

特旱 重旱 中旱 轻旱

夏季

特旱 重旱 中旱 轻旱

秋季

特旱 重旱 中旱 轻旱

冬季

特旱 重旱 中旱 轻旱

蒙阴  12  5  5  10  0  0  4  7  1  4  4  8  5  2  4  7

平邑 0 0 7 5 0 0 3 7 1 5 7 5 5 3 4 6

沂水 0 1 3 9 0 0 4 4 1 8 3 4 4 4 5 3

沂南 1 0 1 11 0 0 4 7 2 2 6 5 5 1 5 4

费县 0 1 4 7 0 0 2 8 3 4 4 6 5 1 5 5

临沂 0 1 5 6 0 0 0 7 2 3 8 7 4 2 3 4

莒南 1 2 1 9 0 0 1 11 2 5 2 12 4 2 4 5

苍山 0 1 5 8 0 0 0 8 1 3 6 10 4 2 4 4

郯城 0 0 7 13 0 0 2 7 2 1 5 10 4 0 5 7

临沭 0 1 4 9 0 0 0 13 2 1 7 6 4 1 5 4

合计 14 12 42 87 0 0 20 79 17 36 52 73 44 18 44 49

所占比率∥% 3 .0 2 .6 9 .1 18 .9 0 0 4.3 17 .2 3 .7 7 .8 11 .3 15.9 9 .6 3 .9 9 .6 10 .7

4  结论

临沂市的降水自南向北递减, 南部平原地区多于北部山

区。近46 年来临沂降水在波动中逐渐减少, 线性趋势变化率

为16 .4 mm/ 10 a , 夏秋季降水减少明显 ;20 世纪60 年代前期 ,

70 年代前中期为多雨期;60 年代后期为枯水期; 从1976 ～

1989 年少雨干旱 , 是近46 年来降水量最少的阶段,90 年代以

后波动较大。旱年发生频次较多, 但其中轻旱年所占比率较

大, 对于涝年来说, 重涝特涝年较多, 旱涝最重的地方是蒙

阴。临沂市秋旱最严重, 其次是春旱及冬旱, 但春旱造成的

危害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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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稳定。

  ( 4) 在大的时间尺度降水变化中, 秋季降水目前都处在

偏多期 , 且有增加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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