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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根据 一 年降水资料
,

分析了拓林水库修河流域降水时空分布特征和旱涝规律
。

降

水主要集中在 月中
、

下旬
,

有时可推迟到 月中旬
,

此时暴雨频数高
,

强度大
,

历时长
,

是拓林水库洪

水运行管理的关键时期
。

为此
,

需要了解梅雨晚期发生的大暴雨的形成条件和时空分布
,

以及梅雨期旱涝

情况和采用预报的风险程度
。

本文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综合性分析
,

特别是对
、

月旱涝年份的统计规

律
、

环流特征作了较详细的气候学对比研究
。

修河流域位于江西省西北部
,

一
“ 、

一
”

的狭窄地带
。

北有幕阜山
,

高

程达 一
。

南有九岭山
,

是修河与潦河的分水岭
,

高为 一
。

西为连云 山
,

东连开阔的都 阳湖平原
。

修河主流 自渣津开始
,

纳入东津
、

铜鼓二支流 后 东流 经 修水
、

武

宁
、

拓林
,

至永修与潦河汇合
,

折向东北
,

在吴城与赣江汇合
,

然后注入都 阳湖
。

修河全流

域面积为
,

拓林水库坝址 以上流域面积为 “ 。

本流域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

水汽丰沛
,

炎热多雨
,

年雨量在 。。一 之 间
,

但分配不均匀
,

月际变化和年际变化均较大
,

旱涝频繁
。

本流域又是暴雨多发区
,

特别是

月中
、

下旬至 月上旬常多梅雨锋引起的大暴雨
。

本文利用 一 年修河流域雨量站资

料
,

分析拓林水库以上流域降水时空分布特点
,

尤其是梅雨晚期最后一场大暴雨的分布特征

及其环流条件
,

并对汛期早涝规律及其环流特点作一些对 比分析
, 以便为洪水运行管理决策

提供依据
。

这里只对影响暴雨分布的某些因子作一些讨论
,

至于暴雨预报已有专文 〔’ 论及
。

一
、

修河流域降水时空分布特征

赣北年降水量分布
’

在九岭山脉南麓为一降水高值区
,

中心最大雨量在 以上
,

自九岭山向北降水逐渐减少
。

从月降水量的年变化来 看
,

该 流 域 降 水 主 要 集 中 在 初 夏
、

月
,

约占年总量的
〔 了,

最小值出现在 月
。

拓林站平均月流量也是 月份最大 “ ,

月 份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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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

流量的月际变化以 月至 月增加最迅速
,

增值为
, “

从 月

至 月
,

流量锐减
,

减少值达 “ 。

从修水等站的旬平均降水量年变曲线来看 图
,

修河拓林以上流域在 月上旬即开

始增加
,

从旬均值以下增至旬均值附近
,

月中
、

下旬降水继续增加
,

至 月上旬达第一峰

值 月中
、

下旬和 月上旬雨量略有减少
,

但仍在旬均值以上
,

月中旬起
,

雨量再度增

加
,

至 月下旬达第二峰值 月上旬雨量急剧减少
,

至 月下旬雨量减至均值以下
。

根据以上分析
,

可 以认为
,

本流域的雨季始于 月中
、

下旬
,

终于 月中旬
。

旬雨量年

变曲线有两个峰值 第一峰值在 月上旬
,

为春汛 江南春雨 第二峰值在 月下旬
,

为

夏汛 梅雨
。

自 月下旬至翌年 月下旬
,

旬雨量均在平均值以下
,

是本流域内的干早少

雨季节
艺 。

谊币争

广广
护

磷漱蕊孺孺
洲洲洲涵赢

’

⋯访濡濡

, 月 压 月

图 修水等站平均旬降水量年变程 二 多年平均降水总量
。

土

一

资料年代 修水 , 工夕 一 夕 武宁
,

夕 一 夕

铜鼓
, 一 夕 南昌

,

一

降水量的年变化规律为拓林水库的洪水运行管理提出了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严峻问题
,

也就是说
,

在 月底到 月上旬拓林水库究竟是蓄洪 还是泄洪 为了正确回答这一决策性

问题
,

需要弄清本流域内汛期降水情况和早涝规律以及梅雨晚期的大暴雨落时 包括持续时

间 和定量预告问题
。

月份是本流域汛期降水出现峰值的月份
。

图 为赣北 月份平均降水量分布
。

可见
,

月雨量高值带位于 一
“

之间
,

中心位于九岭山南坡
、

潦河上游和武宁
、

修水
。

由

此向北雨量减少
,

的等雨量线大致与修河干流平行
,

拓林库区月平均降水量 在 切一

之间
。

都 阳湖区为一降水低值区
,

中心雨量小于
。

拓林水库区降水量较少的原

因除水库本身的影响外 夏季水域对降水有减弱作用
,

九岭山脉对西南暖湿气流的抬升
,

使迎风坡降水增强
,

背风坡降水减弱起了重要作用
,

即九岭山
、

连云山和幕阜山对拓林水库

的降水具有一定的屏蔽作用
。

从 月份东亚 高度上的平均流场和湿度场 图 可以看出
,

低层西 南 暖湿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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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赣北 月份平均降水量

分布

立

向长江中下游猛烈输送并与西北

干冷气流交绥
,

形成切变线
,

地

面图上常有一东西向的准静止锋

带与之相对应
。

切变线南侧
,

暖

裤流特勇临元书瘫药丽汐

水汽通量辐合区
。

在 高 度

上平均温度露点差等值线在切变

线附近非常密集 图略
,

这也

反映出梅雨期两种秉性不 同的气

团在长江中下游强烈 交 绥 的 情

况
。

地面高值降水带正好位于准

静止锋带之北
,

切变线之南
。

到了 月份
,

副 高 脊 线 从
“

北跃 到 一
“ ,

低层夏

季风的北界 已推至大兴安岭
、

内

‘了 ” 七 夕
一

瞥气少 了
喊喊芝二

,

晕晕

份份、、、、、、、、、、、、一

卜一 一产‘
·

牡 了 卜二匕‘ 」」

嚎嚎嚎嚎
州州气

。。

一 人人人‘‘

裂裂裂花护护护

讼讼
一

今今今
图 月份东亚 高度上平均流场和湿度场

带有箭矢的实线为流线笋 粗实线为切变线 虚线为等比湿线

蒙
、

酒泉一线
,

长江中下游和修河流域均为夏季风气团所控制
,

盛行下沉运动
。

与 月份相

比
,

虽然温度
、

湿度 比较高
,

但云量和降水都急剧减少
,

太阳辐射强
,

蒸发量陡增
,

有时出

现持续性干早
。

二
、

修河流域大暴雨综合分析

统计结果表明
,

本流域一 日最大暴雨量均值为 左右
,

三 日最大暴雨 量 均值约 为
。

一 日雨量极值为 一
,

三 日雨量极值为 一
。

暴雨大值 中心主要

出现在九岭山脉以南
,

本流域为暴雨的相对低值区
。

本流域暴雨最早出现在 月下旬
,

最迟在 月中旬
,

其中以 月份暴雨频数最大
,

占全

年暴雨总次数的
,

月份次之
。

表 是修河流域梅雨期 场大暴雨选例
。

可见
,

绝大

多数大暴雨发生在 月中
、

下旬
,

有些大暴雨则推迟到 月中旬 特 大 灾 害 性暴雨发生在

年 月 一 日和 年 月 一 日 ,

这两场暴雨均酿成了全流域特大洪水和灾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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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修河流域梅雨晚期大暴雨选例

发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面 雨 量
副 高 脊 线 位 置

三 日 五 日

大一

弓 夕 里熟鱼

一

一

。

。

。

。

。

夕

夕
。

△

。

一

夕

。

夕

夕

△

“

。

“

扩

“

“

“

夕
“

”

“

。

。

“

。

目行了夕,尹尸」刃卯

一

⋯
才

妇兑书

巧巧了了了弘印

。

△

儿州”湘

〔注 〕 一 一 为最大值
,

△号为次大值 母 居第三位

本流域暴雨由锋面系统或台风影响所致
,

但主要天气尺度系统属锋面系统
,

特别是伴有

低空急流的低涡切变线暴雨
,

强度大
,

范围广
,

持续时间长
,

是造成本流域洪涝灾害的重要

图 修河拓林以上流域 场大暴雨合成雨量 取 次日
雨量分布图相加再平均 分布

。

〔注 〕
昊蠢簇弃

一 场颗外
,

余均参加统计
,

每场均挑选 一 日最

原因
。

表 中所选择的暴雨均为

梅雨晚期发生的大暴雨
,

故其发

生时的环流特征与暴雨天气尺度

系统都基本相似
,

如 上副

高脊 线 一
“

约 位 于

一
“ ,

上 均有低涡

切变线
,

上 均有西南低

空急流 》 发 展
,

切

变线南侧为狭长的湿舌
。

暴雨带

即位于切变线南侧
,

急 流 左 前

方
,

风速纬向分量 等值线的密

集区 “ 。

图 为修河拓林以上流域招

场大暴雨合成雨量 次 日雨量

平均 分布
。

从这张图上可以看

出三个重要特征
,

即 大

暴雨带基本上呈东西向
,

自修河

上游向奉新
、

南昌 方 向 伸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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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林水库对暴雨分布的影响十分明显
,

库区及其附近为暴雨低值区
,

平均 日雨 量 在

以下 九岭山脉南段
,

由于分水岭高程高
,

对气流的屏蔽作用明显
,

山脉西北

侧为一降水相对低值区
。

三
、

修河流域旱涝分析

以年汛期 一 月 降水距平百分率 △ 定义旱
、

涝年份 △ 时 为涝

年
, △ 《 一 时为旱年

, △ 的年份为正常年
。

这里 为多

年 一 年 汛期平均降水量
, △ 为某年汛期降水量距平 值

。

从 图 可 以 看出
,

、 、 、

年为涝年
, 、 、 、 、

年为旱年
,

其 余 为 正

常年
。

一

由于降水在汛期内的分配是不均匀的
,

对于汛期内逐月早涝情况
,

李永康 【‘ 将 月 降水

距平百分率的 土 作为划分涝月和早月的界线
,

详细地统计了 一 年 一 月拓林

水库以上流域的早涝情况
。

从历年 一 月月降水距平百分率 〔“ 〕可见
,

在 一 年内

计有四个涝 月
、

四个早 月
, 以及五个涝 月和四个早 月

。 、

两个月连续出现洪涝

者有 年和 年
。 、

两月连续正常者 年中仅有 年
。

由此可见
,

拓林水库以上流

域的早涝是相当频繁的
。

为了总结典型早涝年的环流特征
,

我们从
、

月出现旱涝的年份中挑选出 三个旱年和

三个涝年
,

分别绘制出早
、

涝年合成 高度场和距平场
。

现将其特征概括如下
。

从早年合成图 图
、

可见 北半球只有三个波
,

极涡较常年偏强
,

且主槽分别

伸向亚洲大陆和北美
,

东亚大槽较深
,

槽底伸展到
。

西 太 平洋副高 较 弱 ,

脊 线 偏 南

月位于 “ ,

月至
,

线西伸脊点明显偏东 位于 左右
,

较常年偏东

个经度
。

欧亚距平呈纬向分布
,

极区为负距平并与极涡相对应
,

中高纬为正距平带
,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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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是负距平区
。

月份正距平带

位 于 一
” ,

中心在乌 拉尔

山至巴尔喀什湖一带
,

月份正

距平带 位 于 一
“ 。

这表明

中纬度西风带槽脊偏强
,

环流经

向度较大
,

冷空气势力强
,

东亚

地区南北气流交绥位 置 偏 东 偏

南
。

另一个值得指出的现象是
,

在北美大槽东部有一个强大的负

距平中心 中心数值达 一 一 一 功

位势什米
,

大槽西部却为一正

距平中心
,

距平符号的这种配置

是与涝年完全不 同的
。

涝年 图
、

与早年

不 同 北半球有四个波
,

东亚大

槽较平浅
,

槽底在
“ ,

极涡较

常年偏弱
,

主槽伸向北太平洋中

部
。

西太平洋副高较强呈带状
, 一

脊线位于 一
“ ,

西 伸脊点

偏 西 位 于 一
。

欧
亚距平也呈纬向分布补植其符号

与早年相反 太梅尔半岛为正距
平中心区 距平值津心 位势开

‘

米
,

乌拉尔以术舫‘ 之
间为负距平

、

饰呵 之询为

正距平
。

位于乌拉尔和苏联东部
海滨的两个高脊比较强

,

这既有

利子冷空气南下
, 又不致使东行

系统移速过快
。

北美天槽较常年

浅并伴有正距平
。

现将早年与涝 年 上

环流形势特点及其主要差别总结

于表 中
。

才

四
、

结 论

图 月旱年合成 高度场和距平场
、

年平均
月涝年合成导 高度场和距平场 立 、

,

年平均

容 尔
,

立 昌

说明 实线为等高线 位势什米 虚线为等距平线 粗实
修河流域位于亚热带季 线为槽线 下同

风气候区
,

降水的季节变化明显
,

雨季始于 月中
、

下旬
,

终于 月中旬
。

流域内旬雨量年

变化曲线属于双峰型 ,

第一蜂值出现在 月上旬
,

第二蜂值出现在 月下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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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月旱年合成 高度场和距平场

、 、

年平均

月涝年合成 叭高度场和距平场
、 、

年平均

。

吕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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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月旱
、

涝年 环流形势的主要差异及其比较
。

立

早 年 年

较常年偏强 , 且伴有负距平中心 与涡柑连的

主槽伸向北美
。

常年偏弱
,

且伴有正距平中心
。

与涡相连的主

北太平洋中部
,

发展成为宽广的洋中槽

极涡

副高较常年偏弱偏东
。

脊线 月位于 扩 ,
月位于

。

西脊点 月位于 “ ,

月位

于

副高较常年偏强偏西 , 脊线位于 一

月达外
。 ,

月位于
“ 。

一较向一副点一伸一脊一槽一西

西太平洋副高

北半球为三波
,

东亚大槽深
,

底部伸至
。

西北气流与西南气流交汇于 且偏东

北美大槽深厚
,

槽前有负距平中心 槽后有正

距平中心
。

月畔球为四波
,

东亚大糟较浅 底部伸至

西北气流与西南气流交汇于
。

大致位于赣北
,

北美大槽较浅
,

槽区伴有正距平中心
。

中纬西风带

亚洲高纬度为负距平中心 , 纬度为 正 距 平 带

月在
一 “

月在 一 或
“

以南为负距平区
。

亚洲高纬度有两个高压脊
,

分别位于乌拉尔和

苏联东部滨海 距平场符号与早年刚好相反
。

亚洲距平场

。

大暴雨集中发生在 月中
、

下旬
,

有时推迟到 月上
、

中旬
。

梅雨晚期大暴雨出现

时
,

上副高脊线一般位于 一
,

上为低涡切变线
,

地面为准静止蜂
,

低

空伴有强盛西南急流
。

‘ 修河流域为暴雨低值区
。

连云山
、

九岭山脉对西南暖湿气流起着抬升和屏蔽作用
,

迎风坡雨量大
,

背风坡雨量小
。

郑阳湖水域和拓林库区对暴雨有明显减弱作用
。

修河流域的早涝是相当频繁的
。

分析表明
,

早
、

涝年 一 月 上的环流特征

是不 同的
,

特别是极涡
、

西太平洋副高
、

北半球超长波的波数
、

西风带槽脊强度以及亚洲距

平场的分布和符号都有明显的差异
,

这些分析结果将为长期降水预告提供重要依据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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