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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降水对江西水资源与水稻生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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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掌握江西省台风降水的分布情况及其降水资源的贡献程度, 定量评估其对水资源的影

响及时空分布规律,采用 1951- 2005年影响江西的台风的资料, 利用空间插值、趋势分析、个例分析

等方法,揭示了江西台风降水的时空分布特点。结果表明: ( 1)江西台风降水量基本上遵循从南到北

递减分布,但赣北的庐山附近有一高值区; ( 2)台风降水量占年总降水量比例仅为 1. 9% ~ 9. 0% , 但

对局部地区的降水资源的贡献较大,弥补了部分地区降水量的不足; ( 3)台风强降水对局地河段、水

库有很大影响,局地河段水位一般都有一个快速、大幅度的涨落过程, 但水库经调控, 水位涨落幅度

可调; ( 4) 7- 8月份台风降水最为丰富, 此时全省易受副高控制,高温少雨, 晚稻、中稻需水量仍较

大,台风降水适时补充了水资源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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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rainfall from typhoon on water resources and

rice production in Jiang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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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 istribut ion o f typhoon precipitation in Jiangx iProv ince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ra in fal,l and evaluate quantitatively its influence on w ater resources th is artic le reveals spat iotem poral d istribution of

typhoon by using the observational data o f typhoon from 1951 to 2005 based on spatial interpo lation, trend analysis,

case analysis and others m ethods. The resu lts indicate: ( 1) Typhoon ra infall abides basica lly by decreased distr-i

bution from south to north. ( 2) Typhoon br ing abou t rainfa llw hich accoun ts for only 1. 9% ~ 9. 0% of the annua l

tota l rainfa l,l but it m akes a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ra infa ll resources for som e reg ions. ( 3) The heavy ra in caused

by typhoons has a significant im pact on local river and reservo irs. The w ater leve l of loca l river alw ays has a rap id

and substantia l fluctuation process. But through the regulation o f reservo ir, the w ater level fluctuation range w illbe

ad justab le. ( 4) From Ju ly to Augus,t the richest ra infa ll is brought about by typhoon in Jiangx i Prov ince, where

w eather is heat and drough t under subtrop ica l h igh. Typhoon is benefic ial to sem -i late rice and late rice and com-

pensates for precipitation defic it in these reg ions.

Key words: typhoon, ra in fal;l effect assessm ent

台风是产生于热带洋面上的一种强烈的热带气旋, 具有很大的破坏力,同时它也常带来充沛的降水, 有



利于缓和或解除盛夏旱象
[ 1]
。我国东部内陆地区,在伏秋季节, 受副高控制,高温少雨,易出现干旱,台风常

带来丰沛的降水,是该季节最主要的降水来源之一。目前,关于台风的发生发展与突变机理
[ 2- 3]
、路径及暴

雨预报
[ 4- 6]
、台风内部结构特点

[ 7- 8]
等方面的研究已成热点,研究成果较多,而有关台风降水时空分布特征

和台风对农业、水资源影响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周子康等
[ 9 - 10]

利用多年气象、水文和农业资料分析了台

风对浙江省农业的影响,并提出了趋利弊害的对策; 苏高利
[ 11]
在 G IS技术支持下,利用风险评估模型, 也对

浙江省台风灾害及其对农业的影响进行风险评估; 姚德宏
[ 12]
分析了台风对水稻褐飞虱突增中的作用; 杨之

远
[ 13]
研究认为,在我国台湾由于特殊地理环境,台风带来的丰沛的降水易产生洪灾,其造成的风害亦是台湾

主要的气象灾害之一;李瑞英
[ 14]
结合台风利弊两面影响,提出了 预防先行,放抗结合 的防御策略。

1 江西受台风影响的气候概况

1. 1 资料说明

采用了江西省 84个常规气象站 1961- 2005年逐日降水资料,分析全省历年降水情况,台站台风降水资

料采用了全省 65站 1951- 2005年资料。逐日降水资料来源于江西省气象局地面气象观测资料数据库, 台

风降水资料来自于中国气象局上海台风研究所和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部地理信息开放实验室共同开发的 西

北太平洋热带气旋检索系统 。

1. 2影响江西的台风个数统计

江西地处我国中东部内陆地区, 与沿海的广东、福建、浙江省接壤, 每年 5月上旬至 11月中旬易受从这

几个省份登陆的台风影响。根据 1951- 2005年气象资料统计, 全省共受 232个台风影响,年平均受影响台

风个数为 4. 2个。

1. 3 影响江西台风个数的年代变化

图 1给出了历年影响江西的台风个数分布图。从图中可以看出, 20世纪 50- 60年代影响江西的台风

个数较多,其中以 1961年的 9个为最多, 1960年的 8个次之;而 20世纪 70- 90年代相对较少,以 1998年 1

个为最少。 1998年以后, 影响江西的年台风个数略有增加。

图 1 历年影响江西的台风个数变化图

F ig. 1 Y ear ly number of typhoon influenc ing Jiangx i Prov ince

1. 4 影响江西的台风个数空间分布特点

影响江西的台风个数以赣南为最多, 赣中次之,赣北最少,基本上是按从南到北递减分布,赣西北为最低

区。同样台风年平均降水量的分布也是按从南到北递减分布, 但赣北的庐山附近有一高值区,赣西北、赣东

北为低值区。

1. 5 典型年份江西受台风影响情况

2006年 5- 8月, 江西先后受台风 珍珠 、碧利斯 、格美 、派比安 、桑美 的影响, 5次台风过程全

省平均降雨量达 180. 1mm,比历史平均值偏多 1倍以上 (历年平均值为 78. 2mm ),约占 2006年 5- 8月总降

水量的 21. 8%。特别是 2006年 7- 8月份台风过程降水为 150. 8mm, 约占当年 7- 8月总降水量的 60. 4%。

图 2给出了这 5次台风过程的总降水量分布情况。由图可见, 总降水量以景德镇 22. 8mm 最少, 定南

662. 7mm最多,降水量基本按从南到北递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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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6年 5- 8月台风降水分布图

F ig. 2 D istribution o f ra infa ll caused by typhoon from M ay to August in 2006

2 台风降水资源分析

2. 1 江西台风降水量历史资料分析

根据 1961- 2005年资料统计, 全省各台站年平均降水量在 1413. 3(泰和 ) ~ 1991. 6(庐山 ) mm之间, 全

省平均为 1 652. 1 mm,而台风过程年均降水量在 32. 3(彭泽 ) ~ 162. 5 mm (庐山 )之间,台风过程年均降水量

占总降水的比例为 1. 9% (弋阳 ) ~ 9. 0% (崇义、遂川 ),全省平均约为 4. 8%。

2. 2 江西台风降水资源分析

在 Surfer8. 0软件平台下,采用克里格法对全省各站多年平均降水量、历年平均台风降水量、2006年台

风降水量 (均以 mm为单位 )内插到 800 1 000规格的格网上,网格距为 1 km,采用等经纬度投影,形成覆盖

全省行政区域的降水资料栅格网,其范围跨度为 112 E- 119 E、22 N - 31 N。再将上述属于全省行政区域

内的每个格点的各类降水量 (换算成以 m为单位 )乘以单位网格面积 ( 10
6
m

2
) ,即得到全省各网格点上的各

类降水资源量 (m
3

),省内所有格点降水资源量相加,即为全省总降水资源量。据统计,江西历年平均降水资

源约为 2 875. 5亿 m
3
, 密度为 1. 724m

3
/ ( m

2
a), 历年平均台风降水资源约为 170. 9亿 m

3
, 密度为 0. 102

m
3

/ (m
2

a)。在台风影响的典型年份 2006年的 5次台风过程降水给江西带来了约 616. 4亿 m
3
的降水资

源,比常年偏多约 2. 6倍。图 3给出了江西 2006年和历年平均台风降水资源。由图可见,历年台风降水资

源从南到北递减,赣南最多,赣东北、赣西北最少,庐山附近为一高值区,赣南有 2个高值中心,分别在赣南西

部和赣南南部。台风影响典型年份 2006年截止 8月底,江西台风降水资源分布与历年分布情况基本一致,

高值区出现在赣州市的龙南、定南、全南和赣北的庐山, 而赣南西部的高值中心未出现。

2. 3 江西台风降水资源对总降水资源的季节补充作用

图 4为江西省平均总降水资源与台风降水资源季节变化情况,由图可见,台风降水资源较好地补充了总

降水资源的不足。6月份为全年降水资源最多的月份 (汛期降水峰值月 ), 到 7- 8月份以后急剧减少, 而此

时正是台风降水资源最多的时候,据统计, 7- 9月份的台风降水资源占全年台风降水资源的比例近 7成,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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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 8月份,台风降水资源占总降水资源的比例最高。江西的 7- 8月份正值盛夏,为全年气温最高的时间,

蒸发量大,植物蒸腾作用强,水稻为避免高温逼熟, 需要大量流动的水来降低稻田局部气温, 需水量大, 此时

台风降水至关重要,补充了降水资源的不足。

图 3 2006年台风降水资源和历史平均值分布

F ig. 3 D istr ibution o f rainfall resources by typhoon in 2006 and its average over the years

图 4 江西平均降水资源与台风降水资源各月变化情况

F ig. 4 M onth ly changes o f to tal precip itation resources and

typhoon ra infa ll resources in Jiangx i P rov ince

2. 4 典型年份江西台风降水与江河湖库水位响应关系

台风产生的强降水对局地河段水位和水库的蓄水具有较大影响,图 5给出了 2006年 4, 5, 6号台风影响

期间江西省南部赣江上游的重点大型水库上犹江水库、老营盘水库以及赣州水文站 (赣江上游主要控制水

文站 )的水位变化情况。从图 5( a)可以看出,受 碧利斯 、格美 和 派比安 的影响,赣州水文站水位在 7

月 15- 17日、25- 27日和 8月 1- 2日均有一个快速、大幅度的增长,接近警戒水位。图 5( b)、5( c)给出的

上犹江水库、老营盘水库的水位在 碧利斯 影响期间, 水位变化与赣州站的较为一致, 均有一个快速、大幅

度的增长。 格美 和 派比安 均在江西省中南部产生了大范围强降水, 特别是 格美 是江西省近年来致

灾最严重的台风,导致中南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暴雨到大暴雨, 但是上犹江水库和老营盘水库的水位未出现

碧利斯 影响期间那样的水位快速、大幅度的增长,这是因为 格美 和 派比安 影响期间,水库开闸泄洪,

以保证安全,而其下游的赣州水文站水位则出现陡涨。

另外,从图 5中可见 碧利斯 影响后,赣州水文站水位逐渐回落, 格美 、派比安 影响期间各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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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涨落,之后便快速回落。而上犹江水库、老营盘水库则在 碧利斯 影响后就一直维持较高水位,即使是

在 格美 和 派比安 影响过后后,这说明水库在科学调度下可以有效地应对强降水带来的威胁,同时还能

截流住宝贵的水资源,而不是任其作为洪水径流流失,为后面伏秋期间的抗旱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图 5 部分江河水库水位变化情况

F ig. 5 W ater leve l change in som e r ivers and rese rvo irs

3 台风降水与农业生产分析

3. 1 江西台风降水资源与农业生产概况

江西台风降水资源占总降水资源的比例虽然不高, 但其多在 7- 9月出现,这段时间江西常受副热带高

压控制,中间恰逢盛夏高温季节,降水少、蒸发量大,同时又是晚稻、中稻等主要农作物的快速生长期,需水量

大,因此台风降水资源对这段时间的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 2 江西台风降水资源与晚稻、中稻生产分析

水稻生育期各阶段的需水情况不同,根据江西晚稻、中稻生育期的相对需水情况和同期降水总量、台风降

水量情况,以旬为单位,分别计算了赣南、赣中、赣北晚稻、中稻相对需水量、各旬平均降水量以及台风降水量。

晚稻、中稻生育期需水情况采用专家问卷调查的方法获取,将全省划分为 3个区,晚稻、中稻生育期各划分到以

旬为单位的时间段,再将需水程度按 5级定性分类,分为 非常需要、需要、一般、弱、几乎不需要 ,对应量化分

值为 80, 60, 40, 20, 0。请若干位专家逐旬打分,各取平均值,并将结果就近 进或退 位到标准分值,与逐旬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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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台风降水量一并绘制出如图 6所示的折线图。由图可见,全省各分区的情况相似,除早稻、晚稻的需水曲

线各分区有时间上的先后差异外 (这是因为从赣南到赣北,水稻生育期有约 1旬的时间差,南早北晚 ) ,各分区

的早稻、晚稻的需水曲线形状比较一致,降水量峰值均出现在 6月份, 7- 8月份总降水量急剧减少。 7- 8月份

正值江西的盛夏,一般高温少雨、蒸发量大,作物蒸腾作用强,而这正是台风降水峰值出现期,同时这时期晚稻、

中稻需水量仍然较高,因此台风降水对这时段的中、晚稻的生长起到重要的作用。

图 6 5- 10月江西晚稻、中稻逐旬相对需水曲线与降水曲线图

F ig. 6 T o tal/ typhoon ra infa ll and relative w ate r need of

late r ice / sem -i late r ice in every ten days from M ay to O c to rber in Jiangx i Prov ince

根据实况监测,典型年份 2006年的 7- 8月, 赣南、赣中部分地区的台风降水比常年较多,至 8月底赣南

尚未出现较严重的大面积干旱,而赣北和赣中部分地区的台风降水较少,加之 8月份全省其它降水较往年偏

少,截止到 8月 30日,赣东北和赣中已有 19县市出现特重干旱, 6个县市重度干旱,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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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 1)江西台风降水量和受影响次数基本上遵循从南到北递减分布,但赣北庐山附近有一个高值区,这是

由庐山局地地形影响所致。

( 2)江西台风降水量占年总降水量比例仅为 1. 9% ~ 9. 0%,但其对局部地区的降水资源的贡献较大, 弥

补了部分地区降水量的不足,特别是赣南的台风降水资源最丰富。

( 3)台风产生的强降水对局地河段水位和水库具有较大影响,受影响的局地河段水位在过程中一般都

有一个快速、大幅度的涨落过程,相关水库水位亦可有一个快速上涨过程,但其涨落幅度可调,水库调控对下

游河道水位涨落有较大影响。

( 4) 7- 8月份江西易受副高控制, 高温少雨, 晚稻、中稻需水量较大,台风降水可适时补充水资源的不

足,对晚稻、中稻的生长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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