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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辽宁省62个国家站1986-2016年逐日降水资料,采用线性趋势法、滑动平均分析法、小波

分析法,对辽宁省年降水量的时空分布特征、周期性、突变性等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辽宁省年降

水量随时间变化略有减少,但不显著。辽宁省最大年降水量为853.7毫米,最小降水量为388毫米。2002年、

2009年、2014年为典型降水量偏少年份,1989年、1994年、1995年、2012年为典型降水量偏多年份；(2)

辽宁省年降水量呈东多西少、南多北少的特征分布,并存在3个高值中心,1个低值区；(3)M-K检验结果

显示：1987-1988年、1989-1990年、1993年、1996-1997年期间辽宁省降水序列可能突变；(4)小波分

析结果显示：1986-2016年辽宁省年降水序列存在三个主周期,分别为22年、4年、8年；(5)降水偏多年

份,种植耐涝作物。降水偏少年份,种植耐旱作物。适时进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有助于土地增产、农民

增收,保障国家经济和粮食安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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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IPCC第4次评估报告指出,降水量在

高纬度地区增加、在中低纬度地区减少,

我国也不例外,且这种趋势可能延续[1-3]。 

辽宁位于北半球的中高纬度,属温

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是湿润的中国东部

季风区和干旱的内陆之间的过渡带,是

典型的“气候脆弱区”和气候变暖影响

最为敏感第地区之一。气候特点是：四

季分明,日照丰富；夏季高温多雨,冬季

寒冷干燥,大陆性气候特征西部强于东

部[4-5],也是我国最大的商品粮产区和重

要的重工业和能源基地之一,因此研究

辽宁地区降水变化特征,具有十分重要

意义。近年来,已有许多人对辽宁地区降

水变化进行研究。孙凤华等[6]对辽宁省5

个代表站近50年的降水资料分析发现,

辽宁省降水量呈逐年减少趋势,干旱发

生的频率逐年增大；赵春雨等[7]研究表

明,近年来辽宁地区降水逐渐减少,20世

纪80年代后期旱涝灾害逐渐增多。 

以往研究所用的气象资料的长度和

气象台站不尽一致,分析的侧重点不同。

本文利用最新的降水资料,从时空分布

特征、突变特征和周期变化方面研究辽

宁省年降水序列的气候特征,并分析气候

成因,提高对辽宁省气候变化规律的认识,

应对干旱或洪涝等气象灾害所带来的威

胁和灾难。从而降低降水等灾害性天气对

农作物的影响,进而提高农作物产量,提

高土地的经济价值和农民收益。 

1 资料与方法 

1.1资料 

本文年降水量资料由辽宁省62个国

家站31年(1986-2016)的逐日降水观测

数据累加而成。为保证各台站资料系列

的同步性和具有较长的观测序列,各台

站的缺测数据采用IDW(多元回归)插值

法补齐。 

1.2研究方法 

采用线性趋势法、滑动平均分析法

分析辽宁省年降水量的年际变化趋势；

采用M-K检验法分析辽宁省年降水量的

突变性特征；采用小波分析法分析辽宁

省年降水量的周期性特征。 

2 结果分析 

2.1辽宁省年降水量的年际变化 

1986-2016年辽宁省年均降水量为

581.2毫米,呈逐年波动变化。最大年降水

量为853.7毫米(1994年),最小降水量为

388毫米(2014年)；1986年、1994年、1995

年、2012年为降水显著偏多年份,2002年、

2009年、2014年为降水显著偏少年份；线

性趋势分析表明,辽宁省年降水量呈逐年

下降趋势,气候倾向率为-36.6/10a,未通

过置信度0.05的显著性检验,即下降趋势

不 显 著 ； 由 5 年 滑 动 平 均 曲 线 可

知,1986-1998年、2004-2013年年降水量

呈波动上升趋势,1999-2003年、2014年

-2016年降水量呈波动下降趋势(图1)。 

 

图1 辽宁省国家站年降水量的时间分布图 

2.2辽宁省年降水量的空间变化 

辽宁省年降水量空间分布不均,呈

东多西少、南多北少特征分布,并存在3

个高值中心：第一个在丹东-大连地区,

大值中心位于凤城站(919.2毫米)。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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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于黄海北岸、鸭绿江西岸和长白山

东南麓,在充足的水汽供应和喇叭口地

形辐合、山地抬升和海陆受热不均的共

同影响下产生强降水；第二个为辽宁西

南部的葫芦岛沿海地区,该地区位于渤

海北岸,在充足的水汽供应和海陆热力

不均的影响下产生强降水；第三个位于

盘锦—沈阳中南部沿线,该地区地处辽

河平原和长白山余脉东南麓的迎风坡,

有利于地形辐合抬升,在山脉和和辽河

的影响下产生强降水；朝阳-阜新-沈阳

北部-铁岭沿线为低值区,建平县年降水

量最少(378.2毫米),该地区位于内陆和

大兴安岭南部的背风坡,匮乏的水汽和

下沉的气流导致年降水量偏少(图2)[8]。 

 

图2 辽宁省国家站年降水量的空间分布 

2.3辽宁省年降水量的突变检验 

UF曲线在1994-1996年大于0,年降

水量呈上升趋势,其他时段均小于0,年

降水量呈下降趋势；UF曲线在1989年、

2002-2011年超过临界值线(-1.96),表

明年降水量下降趋势显著；UF曲线和UB

曲线在=0.05的置信区间内有四个交点

(1987-1988年、1989-1990年、1993年、

1996-1997年),表明这段时期可能发生

了突变(图3)[9]。 

 

图3 辽宁省年降水量的M-K统计量曲线 

2.4辽宁省年降水量的周期变化 

首先对辽宁省年降水序列进行周

期性分析,小波系数实部等值线图中,

正值区(实线)代表降水偏多,负值区

(虚线)代表降水偏少,零值对应突变点
[10]。辽宁省年降水量的周期存在以下3

类变化：14-25年尺度,以22年为震荡中

心,降水出现了交替的准2次震荡；6-11

年尺度,以8年为震荡中心,降水出现了

交替的准4次震荡；3-6年尺度,以4年为

震荡中心,降水出现了交替的准6次震

荡,震荡在2000年-2010年期间减弱消

失(图4)。 

 

图4 辽宁省年降水量小波变换系数的实

部等值线图 

3 结论 

利用辽宁省62个国家站1986-2016

年逐日降水资料,分析辽宁省年降水量

的时空分布特征、周期性、突变性等特

征及气候成因,得出以下结论： 

(1)辽宁省年降水量随时间呈下降

趋势,但不显著。辽宁省最大年降水量

为853.7毫米,最小降水量为388毫米；

辽宁省降水量在1986-2000、2013-2016

年以偏多为主,2001-2012年以偏少为

主；2002年、2009年、2014年为典型降

水量偏少年份,1989年、1994年、1995

年、2012年为典型降水量偏多年份。(2)

辽宁省年降水量呈东多西少、南多北少

的特征分布,并存在3个高值中心：第一

个在丹东-大连地区,大值中心位于凤

城站；第二个为辽宁西南部的葫芦岛

沿海地区；第三个位于盘锦—沈阳中

南部沿线；朝阳-阜新-沈阳北部-铁岭

沿线为低值区,建平县年降水量最少。

(3)M-K检验结果显示：1987-1988年、

1989-1990年、1993年、1996-1997年期

间辽宁省降水序列可能突变。(4)小波

分析结果显示：1986-2016年辽宁省年

降水序列存在三个主周期,分别为22

年、4年、8年。 

因此,在预报降水偏多的年份,种植

耐涝作物；在预报降水偏少年份,种植耐

旱作物。同时,适时进行人工影响天气作

业,有助于土地增产、农民增收,为百姓

收入、国家经济和粮食安全等方面做出

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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