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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山东省的降水量处于我国降水充沛的南方和少雨干旱的北方的两者之间的地带,影响降水量

的因素较多且复杂,这就造成山东省的年降水量和季节降水量变化较大,而且短期气候预测准确率较低。

本文分析了山东省夏季(6-8月)的降水特征并对降水进行了预测分析,以期能够提升山东省短期气候预

测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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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山东省主要的气象灾害之一就是旱

涝,而降水量的多少直接决定着山东省

的旱涝情况。山东省地处中纬度,东边临

近太平洋,西边与欧亚大陆相接,这就导

致山东省地理环境较为复杂,降水量的

分布没有规律。同时,山东省全年的降水

量主要集中在夏季,因此,探究山东省夏

季降水的特征及预测对预防旱涝具有重

要意义。 

1 山东夏季降水特征 

1.1山东夏季降水的气候特征 

山东省位于中纬度地带,受暖温带

大陆性季风气候影响,四季分明,降水

时空分布不均匀。在夏季时,由于西北

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山东的天气

闷热潮湿,这时由于从高纬度地区南下

的冷空气遇到海洋气团,导致山东出现

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因此山东夏季是

一年中降水量最多、最集中的季节。从

6月中旬到7月中旬,西北太平洋副热带

高压第一次北跳,江淮地区进入梅雨季

节,6月末到7月初,在梅雨季节后期,山

东省也迎来强降雨进入雨季。7月中旬

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开始进行第二

次北跳,此时华北地区进入雨季,8月下

旬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开始向南移

动,雨带也随之向南移动,所以,8月底

或者9月初山东省的雨季就会随着雨带

的南移而结束。 

1.2山东夏季各月降水空间分布

特征 

山东省地貌复杂多变,山脉丘陵地

区的辐射作用对降水具有重要作用,而

且降水具有明显的降水迎风坡效果。另

外,由于海洋和陆地热力的不同,以及

山东沿海地区具有比较明显的季风气

候特点,这些都导致了山东夏季降水空

间分布不均现象的发生。山东夏季降水

的气候特征只是反映了山东降水的平

均状态,但是并不能反映山东降水的空

间分布的特征。为了进一步的了解山东

夏季各月降水的空间分布特征,就需要

对山东夏季各月降水空间分布进行具

体的分析。 

山东省6月份的降水量明显偏少,降

水量的空间分布由东南方向向西北方向

逐渐减少,其中,鲁中南山区的南面降水

量较大,降水集中在枣庄附近,而降水量

较少的地区集中在山东省西部的临清和

西北部的沿海半岛,而且这两地的降水

量的数值相差接近一倍。 

7月是山东省夏季降水量最多的月

份,从总体上看,山东省各地区的平均总

降水量基本一致,降水量较多的地区为

从山东的东南部向西北部延伸到济南附

近,在该区域西部降水量较少的地区为

山东省西部的临清,东部降水量较少的

地区为山东省北部的淄博、潍坊以及西

北部沿海半岛地区。 

8月份山东的降水量开始逐渐减少,

降水分布由东向西、从沿海到内陆逐渐

减少。此时由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到达了山东最北的位置,所以降水量较

多的地区出现在鲁东南的临沂和半岛地

区东部的文登。 

1.3山东夏季降水标准差的空间

分布 

经研究发现,山东夏季降水标准差

与降水空间分布一致。因此,可以利用降

水标准差来衡量山东夏季降水的特征。

标准差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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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t(t=1,2,⋯)为时间序列值,x

为平均值,n为样本数长度。 

根据标准差公式计算出山东夏季降

水标准差,然后将夏季降水的标准差分

布与降水空间分布进行对比,如果降水

标准差也表现为由山东省的东南方向向

西北方向减少的趋势,这就说明夏季降

水变化较大的地区为山东省东南部及半

岛南部,年际变化相对较小的地区为山

东的北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产生这种现

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山东省海洋和陆地

的位置造成的,或者是由于山东省的纬

线跨度和相关地貌类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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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山东夏季旱涝年划分特征 

根据中国气象局颁布的《全国气候

影响评价》可以知道,降水量距平百分

率在-25%到+25%之间为降水量正常的

年份,全省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大于

25％的年份为降水偏多的年份,也就是

涝年,小于一25％的年份为降水偏少的

年份,即为旱年,通过以往的数据可知,

涝年多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80年

代以后则多出现旱年,这是由于在20世

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了一次明显

的气候跃变。 

2 山东夏季降水预测与思考 

由于山东省影响降水的因素较多且

复杂,影响降水预测的信号不明显,这就

导致了气候预测准确度较低。我们要结

合以往的工作经验和之前的气候预测情

况,分析在山东夏季降水预测中应注意

的几个问题。 

2.1依据相似年份来进行预测 

首先要确定相似年份,然后根据相

似年份来确定降水量,是进行降水预测

的一个重要依据。在确定相似年份时,

如果外强迫信号非常明显,就要先考虑

外强迫信息。如果是处于厄尔尼诺背景

时,不仅要考虑厄尔尼诺现象,还要考虑

在夏季之前的冬季、春季厄尔尼诺的产

生、发展、衰减等阶段。山东夏季的降

水量与前一年冬季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

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同时与春季赤

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

系,这种现象充分的表明了山东夏季降

水量的多少受厄尔尼诺现象衰减的影

响。如果在确定相似年份时,没有像厄尔

尼诺这样比较明显的外强迫信号,就应

该进一步分析山东夏季前期印度洋的海

温和青藏高原的积雪情况,所在,在确定

相似年份时,要充分的分析外强迫信号

的发展情况以及大气环流对外强迫信号

的影响,而不是只是单纯的看某一个月

的相似情况,只有综合的对各个方面进

行对比确定出相似年份,这样才会对山

东夏季降水预测起到有效的作用。 

2.2重视使用各种预测方法 

近年来,随着气候模式的发展,以及

大量气候模式预测资料的出现,这也就

促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降尺度方法。根

据国家气候中心分析,国家气候中心开

发的FODAS系统对我国每年夏季降水主

雨带的位置预测的较为准确,而且该系

统的性能也较为稳定。但是这个系统是

基于全国降水预测而开发的,对省级区

域的降水预测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因此,

要充分分析山东降水的影响因素,明确

影响降水的关键因素,并且基于物理机

制创立适合山东省使用的降水预测的降

尺度方法。 

2.3影响山东降水的因子相关性发

生了变化 

近年来,伴随着气候的异常变化,影

响山东降水的因子相关性也发生了变

化。以山东夏季降水的相关系数与前期

冬季Nino3区海温指数之间的关系为例,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前期冬季Nino3区

海温与山东夏季降水的关系由较弱的正

相关关系向较强的负相关关系转变,而

80年代后,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逐渐

减小,直至90年代由负相关变成了正相

关,而且正相关系数还在不断的递增。到

90年代末仍然保持较强的正相关系数,

正是由于这种相关关系的变化,严重影

响了山东夏季降水预测效果的稳定性,

所以要加强对山东夏季降水相关因子的

研究力度,并且建立动态的降水预测模

型,以此来提供山东降水预测的准确性。 

3 结束语 

本文分析了山东夏季降水的特征,

包括气候特征、各月降水空间分布特征

以及旱涝年划分特征。同时对山东夏季

降水预测提出了几点分析,在对降水进

行预测时首先要保证找到准确的相似月

份,充分考虑各种外强迫信号,并且建立

适合自己省内特征的预测方法,以及确

定影响降水的影响因子等,以此来提高

山东降水预测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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