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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传统柯本气候分类法，对 1966—2016 年的 22 个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年中国气候进行合成分析，并与 50 年

平均的气候分类结果对比。结果表明：ENSO 年从整体上对气候带分布的影响不大，我国仍主要由 4 个气候分区主导；

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发生年和次年对气候型和气候副型的影响都较为显著，尤其是我国南方地区、西北干旱区及东北地区；

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发生年我国存在 5 个厄尔尼诺 / 拉尼娜敏感区，即藏南地区、陕西中部、四川中部、辽东半岛和内

蒙古东部，这些敏感区的冬季出现明显偏干化趋势；拉尼娜发生年，我国还存在两个拉尼娜敏感区，即长江中下游地

区和华南地区，这些地区冬季出现明显偏干化趋势；除此外，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发生次年，我国存在 4 个厄尔尼诺 /

拉尼娜敏感区，即四川中部、陕西中部、辽东半岛、内蒙古东部；厄尔尼诺发生次年，我国还存在 4 个厄尔尼诺敏感区，

即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南地区、云南东部及两广丘陵中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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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区域气候的时空格

局变化备受科学界和决策者的关注 [1]。研究表明，

作为全球最显著的气候年际变化现象，ENSO 事件

通过影响全球大气环流，对太平洋、印度洋及周围

大陆等大范围地区的气温、降水有显著影响 [2-3]，

它的发生、发展和消亡对全球大部分地区的社

会经济也产生巨大影响 [4]。在全球变暖背景下，

ENSO事件发生频率与强度出现明显增长趋势 [5-8]。

ENSO 事件也会导致东亚环流发生异常，影响我

国旱涝灾害和台风的发生 [9] 以及中国气候干湿

变率 [10]。

1900 年，德国科学家 Köppen 首次提出了定

量的气候分类方法。该方法以气温、降水量为主

要的分类指标，参考植被分布，将全球划分为 5
个基本气候带和 12 个气候型，并根据不同的气候

指标划分相应副型 [11-14]。根据 1961—1990 年全球

气候数据，Kalvova 等 [15] 采用柯本气候分类方法

给出了相应的气候分类，并与 20 世纪初期分类情

形进行了异同对比，结果发现：1961—1990 年较

20 世纪初期，热带、温带和寒带等气候带范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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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扩大了 1.86%、0.45% 和 1.31%，干带和极地带

范围则分别缩小了 1.89% 和 1.72%。Kottek 等 [16]

和 Peel 等 [17] 采用柯本 - 盖革气候分类方法，又

将资料更新至 2000 年，重新绘制了世界气候类型

分布图。

从 20 世纪 20 年代至今，我国学者对于中国

气候分类也开展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并积累了许

多成果。归纳而言，中国气候分类工作大致为两

种类型：一是应用柯本等国际通用方法，在世界

气候系统分类的基础上对我国本土气候进行分类；

二是采用综合性要素，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气候分

类 [18]。例如，20 世纪 30—50 年代，我国的气候

分类主要借鉴欧美的气候分类方法，如竺可桢 [19]、

涂长望等 [20-21]、卢鋈 [22] 及陶诗言 [23] 都利用柯本

气候分类方法对我国进行气候分类。当时由于观

测条件有限，气象资料不完整，气候分类结果存

在较大误差。20 世纪中后期，张宝堃等 [24] 和陈

咸吉 [25] 在借鉴欧美气候分类方法的同时，结合我

国自然环境和气候特征，逐渐形成适合我国的气

候分类方案。最近，朱耿睿等 [26] 利用柯本气候分

类将我国气候类型分布更新至 2013 年，重新编制

了我国气候类型分布图。

作为气候分类科学研究的应用，我国科学家

和相关机构还开展了气候区划方面的研究。例如，

中国气象局在张宝堃等 [24] 的研究基础上，制定了

我国首个气候区划方案 [27-28]，并据此确定我国气

候区划的国家标准 [29]。郑景云等 [30-32] 采用我国气

候区划方案，将资料更新至 2010 年；刘静 [33] 在

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分析了我国气候区划的相关

变化；王连喜等 [34-35] 则针对农业开展了气候区划

研究。

历史上由于缺乏长期观测数据，在应用传统

柯本分类时，研究者都尽可能使用已有资料对长

期气候平均状况进行分类。过去二三十年的研究

表明，一个地区的降水与气温在不同时间尺度，

如年代际尺度、年际尺度以及季节内尺度上变化

明显。因此，可以推论，在不同时间尺度下，气

候分类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朱耿睿等 [26] 对年代

际尺度下柯本气候分类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得出

我国南方地区、北方地区、西北地区以及青藏高

原地区气候型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1961—2010
年全球变暖趋势在我国表现得非常明显，2011—

2013 年，全国大范围出现降温和降水增多。

ENSO 是气候波动中最显著的信号，它的发

生以及在频率与强度等方面的变化对全球大部

分地区的社会经济会产生巨大影响 [3,36]。因此对

ENSO 背景下开展区域气候分类研究，有助于进

一步了解 ENSO 影响，为制定相应对策提供必要

的科学依据。

本文选择国际通用的柯本气候分类法，利用

合成分析方法，分析 ENSO 背景下中国的气候类

型，通过与多年平均态分类结果对比，探寻我国

气候空间格局在 ENSO 影响下的差异，并寻找厄

尔尼诺年和拉尼娜年的气候型变化敏感区，期望

为下一步研究 ENSO 背景下全球气候类型的变化

提供有益借鉴。

1  数据和方法

1.1  数据

本文所用中国大陆区域内的格点数据来源于

英国东英格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气候研究中心（Climate Research Unit，CRU）的

公开数据集 TS 3.24 系列 [37]，它包含 9 种气候观

测变量，分辨率为 0.5°×0.5°。该资料不包含卫

星观测，不使用模式同化，仅使用并不复杂的数

学方法对数据进行整合和插值，其在中国地区使

用国家气候中心对外发布的 160 个气候基准站的

观测资料，并使用与青藏高原毗邻的中亚和南亚

各国测站数据，弥补了西部尤其是西藏地区台站

数较少的缺陷。该数据集在中国陆地区域与中国

站点观测数据较为吻合 [38]。

1.2  ENSO 相关年份的选取

ENSO 是赤道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 - 气相互

作用失去平衡而产生的一种气候现象，也是热带太

平洋地区海气系统年际气候变率的最强信号 [39-40]。

为了研究预报 ENSO 现象，全球海洋学家和气象



学家从自身学科出发，已经提出许多不同类型的

指数。许多国家的气象、海洋部门也根据 ENSO
事件对本国的影响，制定了预报指标。受篇幅所限，

本文不对 ENSO 事件的各类指数和指标所可能产

生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而只根据日本气象机构

的 ENSO 事件定义，选出 1966—2016 年间的厄

尔尼诺事件发生年及次年，拉尼娜事件亦同理，

并将两者合称为 ENSO 年，以便于表达，结果见

表 1。

表 1 1966—2016 年间厄尔尼诺年与拉尼娜年

Table 1  El Niño years and La Niña years in 1966-2016

事件 对应年份

厄尔尼诺发生年

厄尔尼诺发生次年

拉尼娜发生年

拉尼娜发生次年

正常年

1969、1972、1976、1982、1987、1991、1997、2002、2009、2014、2015

1970、1973、1977、1983、1988、1992、1998、2003、2010、2015、2016

1967、1970、1971、1973、1975、1988、1998、1999、2005、2007、2010

1968、1971、1972、1974、1976、1989、1999、2000、2006、2008、2011

1966、1968、1974、1977、1978、1979、1980、1981、1983、1984、1985、1986、1989、1990、
1992、1993、1994、1995、1996、2000、2001、2003、2004、2006、2008、2011、2012、2013

年数

11

11

11

11

28

1.3  柯本气候分类

使用上述全球温度和降水 0.5°×0.5°格点月

值数据集，处理得到 1966—2015 年 50 年间各月

平均降水量、各月平均气温、年平均降水量、年

平均气温、最干月降水量、夏半年最干（湿）月

降水量、冬半年最干（湿）月降水量、年最干（湿）

月平均气温、夏季（6、7、8 月）平均降水量、

冬季（12、1、2 月）平均降水量。根据柯本气候

分类法给出的分类条件（表 2)，采用统计平均得

注：表中 Tmin 表示最冷月平均气温，Tmax 表示最热月平均气温，Tmon 表示月平均气温，Pmin 表示最干月降水量，Psmin 表示北半球夏半年（4—9 月）
最干月降水量，Psmax 表示夏半年最多雨月降水量，Pwmin 表示北半球冬半年（10—3 月）最干月降水量，Pwmax 表示冬半年最多雨月降水量，Pann 表
示年降水量，Tave 表示年平均气温。临界值计算量 Pth：若夏季降水量≥年降水量的 70%，则 Pth=2(Tave+14)；若冬季降水量＞年降水量的 70%，则
Pth=2Tave；不足上述比例，则 Pth=2(Tave+7)。count 表示计数函数。此表参考文献 [16-17, 26]。

表 2 柯本气候符号及划分条件

Table 2  Description of Köppen climate symbols and defining criteria

气候带及气候型 条件

A 热带

Af 热带雨林气候

Aw 热带疏林草原气候

Am 热带季风气候

B 干带

Bs 草原气候

Bw 沙漠气候

C 温暖带

Cs 夏干温暖气候

Cw 冬干温暖气候

Cf 常湿温暖气候

Tmin≥18℃

Pmin≥60 mm

Pmin≤60 mm 且 Pmin≥100 mm-Pann/25

Pmin≤60 mm 且 Pmin<100 mm-Pann/25

Pann<10Pth

Pann≥5Pth

Pann<5Pth

Tave≥18℃

Tave<18℃

Tmax>10℃且 0℃ <Tmin<18℃

Psmin<40 mm 且 Psmin<Pwmax/3

Pwmin<Psmax/10

既非 Cs 也非 Cw

Tmax≥22℃

Tmax<22℃且 count (Tmon>10℃) ≥ 4

Tmin≥-38℃且 count (Tmon>10℃)<4

气候副型

h

k

a

b

c

气候带及气候型 条件

D 冷温带

Ds 夏干冷温气候

Dw 冬干冷温气候

Df 常湿冷温气候

E 极地带

ET 苔原气候

EF 冰原气候

Tmax>10℃且 Tmin≤0℃

Psmin<40 mm 且 Psmin<Pwmax/3

Pwmin<Psmax/10

既非 Ds 也非 Dw

Tmax≥22℃

Tmax<22℃且 count (Tmon>10℃)≥ 4

Tmin≥-38℃且 count (Tmon>10℃)<4

Tmin<-38℃

Tmax≤10℃

Tmax≥0℃

Tmax<0℃

气候副型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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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50 年气候平均态，对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发生年

及次年则利用合成分析，给出相应的气候带、气

候型和副型。

2  结果分析

2.1  1966—2015 年我国平均气候的柯本分类

与之前的计算结果 [26] 对比，本研究虽然所用

数据及时间范围有所不同，但与预期相符，两者

对我国气候分类分布基本相互印证。我国气候主

要由 4 个区域构成：(1) 青藏高原地区，以极地苔

原气候 ET 为主，在青藏高原东西两侧分布部分

冷温带气候 Dw、Df 及副型，在青藏高原北侧柴

达木盆地分布干带冷温型草原气候 Bsk 和沙漠气

候 Bwk；(2) 青藏高原以北，内蒙古高原地区（包

含）西部地区，以草原气候和沙漠气候为主，大

致以 105°E 为界，以西地区多为沙漠气候，以东

地区多为草原气候，而天山山脉南北两侧则以草

原气候为主，分布部分冷温带气候和极地带气候；

(3) 秦岭淮河以北地区，以冷温带气候为主，包括

Dw、Df 及对应副型，主要有 Dwb、Dfa 两种气

候副型；(4) 秦岭淮河以南地区，以温暖带气候型

Cw、Cf 及对应 a、b 副型为主，东南沿海地区多

为气候副型 Cfa，西南地区多为气候副型 Cwa、

Cwb，长江流域地区多为气候副型Cwa；除此以外，

我国海南岛分布有少量热带气候型Aw、Am（图 1)。
需要指出的是，从面积比重来看（图 2)，

图 1  基于柯本气候分类的 1966—2015 年中国气候型分布

Fig. 1  Climate types distribution over China from 1966 to 2015 
based on Köppen climate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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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计算结果显示我国冷温带气候、温暖带气

候、干带气候以及极地带气候的面积依次占总体

气候带面积比重的 33.06%、25.39%、24.33% 以

及 16.98%，冷温带气候面积占比最大，其次是温

暖带气候和干带气候；而以往的计算结果 [26] 显

示冷温带气候、温暖带气候、干带气候以及极地

带气候依次占总体气候型面积比重的 26.61%、

25.91%、31.29% 以及 16.13%，干带气候面积占

比最大，其次是冷温带气候和温暖带气候。

图 2  基于柯本气候分类的不同情景下气候带面积分布

Fig. 2  The area distribution of climate zones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based on Köppen climate classification

2.2  厄尔尼诺与拉尼娜发生年的气候分类分析

对 22 个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发生年的合成分析

表明，厄尔尼诺发生年与 50 年平均态下气候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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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差异不大，但干带、温暖带及冷温带的某些

气候型及副型分布差异显著。从各类气候型面积

比重及分布（图 3a ～ 3b 和图 4a）来看，干带草

原气候呈现减少趋势，沙漠气候呈现增加趋势。

温暖带气候和冷温带气候分布区冬季呈现干化趋

势，冬干温暖气候和冬干冷温气候增加（+1.76%
和 +3.65%)，常湿温暖气候和常湿冷温气候减少

（-1.28% 和 -4.06%)，尤其冬干冷温气候 Dwa
在我国松花江流域消失，Dwb 在内蒙古高原东

侧面积明显减小，并且出现 Dwc；在长白山北

部常湿冷温气候 Dfb 消失，转变为冬干冷温气候

Dwb；在我国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地区，这一地区

也由原本的常湿冷温气候转变为冬干冷温气候。

拉尼娜发生年与 50 年平均态下气候带分布差

异也不大，我国干带、温暖带及冷温带的气候型

及副型分布差异较为显著，尤其是我国南方地区、

青藏高原东南部地区以及西北干旱区。从各类气

候型面积比重及分布来看（图 3a ～ 3b 和图 4b)，
干带草原气候及沙漠气候都呈减少趋势，表征拉

尼娜发生年我国干带气候分布区呈现偏湿趋势。

温暖带气候和冷温带气候分布区冬季呈现干化趋

图 3  基于柯本气候分类的不同情景下典型气候型面积分布

Fig. 3  The area distribution of typical climate types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based on Köppen climate classification

势，冬干温暖气候和冬干冷温气候增加（+4.42%
和 +5.73%)，常湿温暖气候和常湿冷温气候减少

（-4.36% 和 -4.40%)。尤其是冬干冷温气候 Dwa
在我国松花江流域面积扩大，Dwb 在内蒙古高原

东侧面积也明显扩大，在长白山北部山区常湿冷

温气候 Dfb 转变为冬干冷温气候 Dwb。
进一步分析表明，我国冷温气候在厄尔尼诺

与拉尼娜发生年与 50 年平均态差异显著（图 4a
和图 4b)，常湿冷温气候面积大幅度减少，转变为

冬干冷温气候，即以冷温气候为主的北方地区在

ENSO 发生年可能出现冬季偏干趋势。而温暖型

气候在厄尔尼诺与拉尼娜发生年与 50 年平均态差

异也较为显著，常湿温暖气候面积大幅度减少，

冬干温暖气候面积大幅度增加，这也表明以温暖

型气候为主的南方地区在 ENSO 发生年也可能出

现冬季偏干趋势。另外，由于寒冷型沙漠气候的

面积在厄尔尼诺发生年增加，在拉尼娜发生年减

少，并主要被划分为冷温气候，说明以沙漠气候

为主的我国部分西北干旱地区在厄尔尼诺发生年

可能出现偏干趋势，而在拉尼娜发生年出现偏湿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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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2015 年 厄尔尼诺发生年 拉尼娜发生年 厄尔尼诺 拉尼娜

(a)

(c)

(b)

(d)

Bsk Bwk Cwa Cwb Cfa Cfb

Bsk Bwk Cwa Cwb Cfa Cfb Dwa Dwb Dwc Dfa Dfb Dfc

Dwa Dwb Dwc Dfa Dfb Dfc

气候型（B 干带 + C 温暖带） 气候型（D 冷温带）

发生年（厄） 发生次年（厄） 发生年（拉） 发生次年（拉） 厄尔尼诺 拉尼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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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厄尔尼诺与拉尼娜发生次年气候分类分析

ENSO 事件不仅通过遥相关影响当年的气候

型分布，也滞后影响次年的气候型分布。对比

22 个厄尔尼诺发生年和次年的合成分析表明，

厄尔尼诺发生年与次年气候带分布差异不大，但

相较于发生年，我国干带、温暖带气候型及副型

分布差异较显著，尤其是我国东北地区中部以及

广大南方地区。从各类气候型面积比重及分布

（图 3c ～ 3d 和图 4a、图 4c）来看，干带草原

气候及沙漠气候都减少，表征厄尔尼诺发生次年

我国干带气候分布区呈现偏湿趋势。温暖带气候

分布区冬季也呈现干化趋势，冬干温暖气候增加

图 4  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发生年 (a, b) 和发生次年 (c, d) 的中国气候型分布

Fig. 4  Climate types distribution over China under the occurrence (a, b) and next years (c, d) of El Niño and La Niñ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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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常湿温暖气候减少（-1.74%)。

拉尼娜发生年与次年气候带分布差异也不大，

但相较于发生年，我国干带、温暖带及冷温带的

气候型及副型分布差异较显著，尤其是我国南方

地区以及内蒙古东部地区。从各类气候型面积比

重及分布（图 3c ～ 3d 和图 4b、图 4d）来看，

干带草原气候及沙漠气候都增加，表征拉尼娜发

生次年我国干带气候分布区呈现偏干趋势。温暖

带气候分布区冬季呈现偏湿趋势，冬干温暖气候

减少（-3.81%)，常湿温暖气候增加（+3.21%)，

相较于拉尼娜发生年呈现相反趋势。冷温带气候

分布区冬季则呈现干化趋势，冬干冷温气候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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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进一步分析表明，我国温暖气候在厄尔尼诺

与拉尼娜发生次年和发生年差异较显著（图 4 )，
常湿温暖气候及冬干温暖气候面积差异变化，表

明以温暖型气候为主的南方地区在厄尔尼诺发生

次年可能出现冬季偏干趋势，而在拉尼娜发生次

年可能出现冬季偏湿趋势。冬干冷温气候面积在

拉尼娜发生次年大幅度增加，表征以冷温气候为

主的北方地区在拉尼娜发生次年可能出现冬季偏

干趋势。另外，由于寒冷型沙漠气候的面积在厄

尔尼诺发生次年减少，在拉尼娜发生次年增加，

说明以沙漠气候为主的我国部分西北干旱地区在

厄尔尼诺发生次年可能出现偏湿趋势，而在拉尼

娜发生年可能出现偏干趋势。

2.4  敏感区分析

通过计算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发生年气候型分

布，并与 50 年平均态对比（图 5a ～ 5b)，发现我

国有 5 个区域（藏南地区、陕西中部、四川中部、

辽东半岛、内蒙古东部）在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发

生年的气候型分布都与平均态不一致，即对这两

种气候异常现象都较为敏感，称为厄尔尼诺 / 拉

尼娜敏感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南地区仅在拉

尼娜发生年气候型分布与 50 年平均态不一致，称

为拉尼娜敏感区。

就厄尔尼诺 / 拉尼娜敏感区而言，我国藏南

地区、陕西中部、四川中部以及辽东半岛东部在

50 年平均态下，当地主导气候型是常湿冷温气候，

受到 ENSO 事件影响，在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发生

图 5  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发生年 (a, b) 和发生次年 (c, d) 中国气候型差异分布

Fig. 5  Difference of climate types region of the occurrence (a, b) and next years (c, d) of El Niño and La Niñ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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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主导气候型均为冬干冷温气候，出现冬季干化

趋势。而我国内蒙古东部地区在 50 年平均态下，

主导气候型是寒冷型草原气候，受 ENSO 事件影

响，在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发生年主导气候型均为

冬干冷温气候，由于冬干冷温气候是冬长、低温，

夏季最多雨月降水量至少 10 倍于冬季最干月降水

量 [26]，说明在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发生年期间，我

国内蒙古东部地区可能冬夏降水差变大，降水变

率加大，冬季呈现偏干趋势，而夏季呈现偏湿趋

势。就拉尼娜敏感区而言，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

和华南地区在 50 年平均态下，主导气候型为常湿

温暖气候 Cfb，而在拉尼娜年主导型气候均为冬

干温暖气候 Cwa，出现冬季干化趋势，表征长江

中下游地区和华南地区在拉尼娜年冬季降水偏少，

出现冬季干化趋势。

用同样的方法通过计算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发

生次年气候型分布（图 5c ～ 5d)，得到 4 个厄尔

尼诺 / 拉尼娜敏感区域，即四川中部、陕西中部、

辽东半岛、内蒙古东部。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华

南地区、云南东部及两广丘陵中部地区仅在厄尔

尼诺发生次年气候型分布与 50 年平均态不一致，

称为厄尔尼诺敏感区。

3  结论与讨论

在日趋显著的全球气候变化影响下，ENSO
出现的频率和强度都呈上升趋势。本文采用国际

通用的柯本气候分类，对 ENSO 背景下中国气候

分类的变化进行初步分析，结论如下。

(1) 从整体上来看，ENSO 年从整体上对气候

带分布的影响不大，我国仍然以 4 个气候分区为

主导：a) 青藏高原区，以极地苔原气候 ET 为主，

也有少量草原气候 Bsk 分布；b) 西北干旱区，以

草原气候 Bsk 和沙漠气候 Bwk 为主；c) 秦岭淮河

以北地区，以冷温带气候为主，包括 Ds、Dw、

Df 及对应气候副型；d) 秦岭淮河以南地区，以温

暖带气候型 Cw、Cf 及对应的 a、b 两种气候副型

为主，海南岛有少量热带气候型 Aw、Am 分布。

(2) 厄尔尼诺及拉尼娜发生年对气候型和副型

的影响较为显著，尤其是我国南方地区、西北干

旱地区以及青藏高原东南部地区。与 50 年平均态

相比，我国冷温带、温暖带和干带的气候型分布

差异明显，即厄尔尼诺及拉尼娜发生年以冷温气

候为主的北方地区出现冬季偏干趋势；拉尼娜发

生年以温暖带气候为主的南方地区出现冬季偏干

趋势；另外，以沙漠气候为主的部分西北干旱区

在厄尔尼诺发生年可能出现偏干趋势，而在拉尼

娜发生年可能出现偏湿趋势。厄尔尼诺及拉尼娜

发生次年对气候型和副型的影响也较为显著，尤

其是我国东北地区中部、南方地区以及内蒙古东

部地区。与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发生年相比，我国

温暖气候、干带、冷温带的气候型分布差异明显，

即以温暖型气候为主的南方地区在厄尔尼诺发生

次年可能出现冬季偏干趋势，在拉尼娜发生次年

可能出现冬季偏湿趋势；以冷温气候为主的北方

地区在拉尼娜发生次年可能出现冬季偏干趋势。

另外，以沙漠气候为主的我国部分西北干旱地区

在厄尔尼诺发生次年可能出现气候偏湿趋势，而

在拉尼娜发生年可能出现偏干趋势。

(3) 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发生年我国存在 5 个厄

尔尼诺 / 拉尼娜敏感区（藏南地区、陕西中部、

四川中部、辽东半岛、内蒙古东部）和 2 个拉尼

娜敏感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南地区 )。另一方

面，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发生次年我国存在 4 个厄

尔尼诺 / 拉尼娜敏感区（四川中部、陕西中部、

辽东半岛、内蒙古东部）和 4 个厄尔尼诺敏感区

（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南地区、云南东部及两广

丘陵中部地区 )。

以上仅仅是对以日本气象厅给出的 ENSO 指

标下 ENSO 年平均状况的分析结果，不同指标

对结果的影响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另外，不同

ENSO 年在发生时间、地区和强度，以及演变过

程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对我国气候分

类是否产生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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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classification over China based on Köppen climate 
classifi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ENSO

Faculty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traditional Köppen climate classification was used to composite analyze the climate 
of 22 El Niño and La Niña years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1966-2015, and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50 years from 1966 to 2015.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During ENSO years,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change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limate zones as a whole. China is mainly dominant by four climate zones. 
The climate types and subtypes, however, are changed significantly during El Niño and La Niña years and next 
years, especially in southern, northeastern and northwestern China. There are five sub-regions in China, namely 
southeastern Tibet, the central of Shaanxi province, the central of Sichuan province, Liaodong Peninsula and 
eastern Inner Mongolia, which are sensitive to both El Niño and La Niña years, and these sensitive regions tend 
to be drier in winter. There are still two sub-regions in China, namely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South China, which are sensitive to La Niña years and also tend to be drier in winter. In addition, there 
are four sub-regions in China, namely the central of Shaanxi province, the central of Sichuan province, Liaodong 
Peninsula and eastern Inner Mongolia, which are sensitive to the next years of both El Niño and La Niña. There 
are also four sub-regions in China, namely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South China, the 
east of Yunnan province and the central of Guangdong and Guangxi Hills, which are sensitive to the next years of 
El Niño.
Keywords: ENSO; Köppen climate classification; Climate type; Sensitive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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