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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了云南省15个气象站点1958年-2012年的逐日降水资料,采用移动平均法和线性趋势估计

等方法分析了云南省降水气候特征,其中主要包括降水时间变化特征和降水空间分布情况。由结果表示,

云南省年际降水量变化趋势以每年1.10mm的幅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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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云南省位于我国西南地区,其中大

部分地区位于低纬度的高原,地貌地形

尤其复杂,而且受印度洋西南季风影响

比较大,这使得云南省大部分地区频繁

遭受洪涝干旱等灾害侵袭这些使得年内

各季降水分布不均匀,干湿季比较明显。 

通过了一些已有的一些研究,肖伟

等利用云南省1951-1990年18个站的逐

日降水资料,用正交函数来展开,由方差

贡献 大的前三个特征向量场分析了云

南省降水距平场分布特征,分析了四十

年降水的年季变化特征,云南省降水多

年变化无明显的趋势；谢志昂等认为云

南省秋季降水量明显有减少的趋势；李

庆红等对2011年云南夏季降水异常偏少

的成因进行研究,认为夏季降水偏少与

南亚高压、极涡以及中低纬环流异常有

直接关系．而且与南亚高压偏弱,极涡偏

弱,滇缅高压偏强等因素有关。杨丹丽等

认为云南省各等级降水的变化周期也与

云南省的干湿变化周期相一致同时也证

明了气候变暖是影响各等级降水日数和

强度变化重要因素之一；杨素雨等分析

了2009年云南省降水极端偏少的气候特

征与大尺度环流异常有关；谭志强等认

为2009年云南省秋季降水异常偏少是热

力因素和动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

且热力因素的作用效果大于动力因素；

陶云等认为云南省夏秋季降水有明显减

少的迹象,此外降水存在着明显的区域

分布差异,并指出其与气候变暖的关系。

刘瑜等就降水的季节变化特征来研究得

出：云南省雨季平均降水呈现减少趋势,

而干季呈现出增加的趋势。李绅东等对

昭通地区降水空间分布规律进行研究发

现,其有从北向南减少的趋势,空间分布

差异明显。Yang YuMan等研究认为厄尔

尼诺现象对云南雨季开始具有重要意

义。云南雨季的开始通常在厄尔尼诺年

或晚些时候。然而,这种影响存在明显的

不完善期,这可能意味着ENSO对亚洲夏

季风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波动。Nianxiu 

Qin等研究认为西南地区降水量呈现出

下降趋势,尤其下半年出现明显的下降

趋势,比如秋季,上半年降水量 大、雨

天强度和年降水量呈正趋势。王理萍等

研究认为云南省夏秋冬三季降水量全都

逐渐减少,春季略有增加。 

对于上述等研究普遍存在的一些问

题：1 研究的时段大多都比较短；2研究

的区域比较集中,没有对云南省整体降

水进行特征分析。因此,本文选用云南省

15个气象站点1958-2012年逐日降水数

据,在时间方面研究了降水的变化趋势,

在空间方面主要找出了降水空间分布规

律,两方面相结合可以更好地了解云南

省降水变化规律,对云南省的一些旱涝

灾害防治提供了有利参考。 

1 研究资料与方法 

1.1数据来源 

本论文利用云南省15个气象站的逐

日降水资料,其中为研究云南省尽可能

多的年份降水时空分布特征分析,并对

其进行严格地处理,剔除了资料缺测和

记错特别明显的站点数据, 终选取了

15个气象站点,其中云南省年降水量是

由云南省每年15个气象站逐日降水量

的总和再除以15得出年降水量。其中需

要说明的是2012年以后由于降水数据

有缺失,因此冬季降水仅由云南省

1958-2012年12月平均降水量代替。季

节的划分按照气候上的规定；春季为

3-5月,夏季为6-8月,秋季为9-11月,冬

季为12-次年2月。 

1.2研究方法 

1.2.1移动平均法 

移动平均法又称滑动平均法,是趋

势外推技术的一种。原理是在简单的平

均数法基础上,通过顺序逐期增减新旧

数据求算移动平均值,借以消除偶然变

动因素,找出事物发展趋势,并据此进行

预测的方法。对样本量为ｎ的序列ｘ,

其中设定滑动长度为ｋ,因此滑动平均

序列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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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降水的时间分布特征 

2.1年降水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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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分析云南省降水时间变化趋势,将

15个站点的年降水量求和后取平均,得到

了一个年平均的降水序列。图2年降水时

间变化曲线表示：1958-2012年期间云南

省近55年平均降水量为1015.3mm；由线性

倾向曲线可以看出：降水总体呈现出下降

的趋势,每年约下降1.10mm；其中1983年

为降水量 多的年份约为1195.0mm,1960

年为降水量 少的年份约为810.0mm；再

由连续5年滑动平均曲线表示：1958年到

1978年代末期,降水的整体趋势虽有起伏

但总体来说比较平缓,1979年到1989年中

期降水呈先上升后下降交替变化的趋势,

变化趋势整体相对来说比较平缓；从1990

年开始一直到1998年中期,降水呈上升趋

势,1998年出现了峰值；1999年以后一直

到2012年后期降水的整体趋势以下降为

主,但是在2003年中期到2004年降水有微 

 

弱的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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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云南省年降水时间变化曲线(横坐标代表年份,纵坐标代表降水量下

同)(降水量单位：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