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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中游地区
,

长期 以来
,

存在着干

旱与水土流失两大问题
。

这两大问题与该

地区的降水特性密切相关
。

因此研究黄河

中游的降水特性
,

特别是研究与水土流失

极其密切的暴雨特性
,

制定暴雨分区
,

对

于该地区侵蚀预报
,

治理规划
,

因地制宜

地安排各项治理措施
,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义
。

对于黄河流域降水的研 究
,

以 叶 笃

正
、

杨鉴初
、

高由禧等人尤为称著
。

他们

在 19 5 6年完成的 《黄河流域 的 降 水 》 著

作
,

系选用 1 9 5 3年以前的资料
,

系列较短
。

时隔 20 余年后的今天
,

再对这一地区的降

水进行研究
,

是很必要的
。

、

二士盛
本文着重从降水的地理分布

、

年际变

化
、

逐月分配
、

干早和暴雨等方面
,

进行

一些分析研究示其范围是指三门峡以上
,

兰州以下的地区
,

面积约 4 69
,

080 平方公

里
,

包括豫
、

晋
、

陕
、

甘
、

蒙
、

宁等省 (区 )

的20 3个县 (旗 )
。

广泛地收集了本区 2 50

多个诃站历年来的降水资料
,

系列一般均

在 20 年以上
。

这些测站的资料
,

以狭西省

系列较长
,

截止 1 9 7 8年
,

其余绝大部分均

截止七十年代以后
。

根据这些资料
,

编制

了黄河中游多年平均年降水量等值线图
、

多年平均逐月降水过程线等
,

并利用这些

资料和图表对降水特性进行分析研究
。

降水特性

(一 〕 地理分布不均

本区各地降水差别很大
。

多年平均年

降水量最大的是华县的华阳川
,

为 86 5
.

2

毫米
,

最小的是瞪 口
,

仅 14 6 毫米
。

从黄

河中游多年平均年降水量等值线图 (如图

1 ) 可以看出
,

黄河 中游多年平均年降水

量
,

由东向西
、

由南向北
、

由东南向西北

逐渐减小的趋势
。

包头向西南到兰州一线

的西北
,

降水最少
,

一般在 300 毫米以下
。

再从包头沿河向下到龙 门
,

这一段降水量

略有增多
,

为 3 00 一 5 50 毫米
。

龙月以下南

部 ( 渭河
、

秦岭间 )
、

东部地区
,

降水量

增至 60 0毫米以上
。

从农业生产的实践来看
,

一般年降水

量在 4 00 毫米以下时
,

农作物生长的 需 水

量就感到有些不足
。

所以
,

从等值线 4 0 .

毫米到 3 0。奄米之间
,

在建设方针 上
,

应

考虑逐步调整和缩小农业的比例 , 在 30 。

毫米等值线的西北地区建设方针应考虑以

牧业为主
。

当然
,

建设方针的确定
,

是以

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为出发点的
。

对于农

业生产的发展有关条件是很多的
,

这里只

是从降水的角度作一扼要的分析
。

(二 ) 千 . 问 .

造成干早问题的自然因素是 多 方 面

的
,

其中与阵水的关条尤为密切
。

前面 已

经谈到本地区降水牟际变化很大
,

年内各

月分配又极为木均
,

往往造成产 重的 早

灾
。

·

本区绝大部分地区
,

降水量跳有些格



自 1贾河中游多年平均年份 *t称值故圈

小
,

农作物一 :
般需水不足

,

加上片水变率
又较大

,

更易形成夹害
。

从农业生产实践

中可以看出
,

降水变率大确2压%时
,
一

农作

物就要受…到影脚
一

祷水变率沾攀瞥% 时
,

就要发生攀汾灾害
;

本区很多地方的降水

变率都超过了踢肠
,

诱钾对农雌攀产就更

为不利
。

入春以后
,

丁

小麦等欢作物醉起根

发苗和某些作物的春播
,

一

玉释要水分
, !

但

春季降水稀少
,

一般丧印毒米以孔 仅占

年降水最的搔%左春
,

_

、圈北 、
一

奔气农流传

着 “ 春雨炎如抽 ,, 的诊承 辱季
, 子往往不

是出珑久早不雨卜庄稗币易孙巷是未一场

大暴雨落 造成严重钓水土流失必赦羲 农

作物常遇到卡脖子大早
,

禾苗枯萎
。

冬季

泉神很鸯桑又少
一

,

陕书楠林
、

·

晋西湘
、

陇

东环江等地
,
均有十年九早之说

。

(三 ) 涯月仲 * 分班不均
·

从多年平均逐月体水过秘线 (图 2 少可

以清楚地庵到
,

分配不均敏显著特点
。
降

水集中在夏季
,

尤似 7
、

8 两月更多
,

而冬

春特少
,

这与我国季风活动的规徐蜜切相

关 ` 每年夏季
, 、
季风处于惫年 最盛 的 时

期
,

海举的粼握空气
,

此时可以深入到辽

爆雄黄河中游地区
,
形礴年内最多降水是

必然的
。

俘污庆丹降水
,

、

占全年降水脂%

以大 , 唯致渭河中
、
下游的无水、 宝鸡

、

西安
、 一

华易 (华用尹1) 向机
: ,二直黔三门

峡一线的南部地区略小
,

为60 %左右
; 讯

期中又 以 7
、

“ 两月更熟
一

二般占年降水量

的 4 。% 以上
,

唯独渭河中
、

下 游 略有 偏



小
。

冬雪稀少
,

年平均一

般为 5 一 30 毫米
,

占年降

水量 5 %左右
; 最少的是

三盛公站只有 1
.

0 毫米
;

最多的是华阳川站为 69
.

6

毫米
,

占年降水量的 6
.

6

%
。

冬季过后
,

相继而来

的是普遍干早的春季
,

尤

以 2
、

3 两月为甚
,

降水量

一
兰琳

一一 一 太眼

..
. · · · ·

一 . 林

一
. ~ . 西安

蟹水降一难逛

少的可怜
,

有的地方甚至不如雪雨稀少的

冬季
,

仅仅占到年降水量的 3一 6 %
。

本 区秋季降水的显著特点 是 分 布 不

均
。

从图 2 可 以看到
,

9 月份降水量一般比

7
、

8 月份或 8 月份小
,

唯渭河中
、

下游

的天水和西安均 比 7
、

8 月份为大
。

( 四 ) 年际变化大

本区年降水量变化很大
,

容易出现水

旱灾害
。

最大年降水量一般为最小年降水

量的 2 一 3倍
,

其中以黄陵为最大
,

约 9
.

7

倍
; 最小年降水量一般为平均年降水量的

圈 2 多年平均逐月降水过程线

35一 50 %
,

相差较大的黄陵站仅占2 3
.

3%
,

相差较小的华阳力}站为72
.

3 % ; 最大年降

水量大多数超 出平均年降水量 的 60 % 以

上
,

低于 40 %是个别的
。

所 以
,

在这一地

区发展农业
,

就要注意灌溉问题
。

(五 ) . 雨

l
、

暴雨标准
。

雨量大到什么程度才

称作暴雨
,

这是研究暴雨首先应该明确的

问题
。

国内有人几次制定过暴 雨 的 标 准

( 以下简称标准 )
,

如表 1
,

西北水保所

方正三等同志拟定的标准与苏联别尔格的

衰 1 拐雨标准比较衰

降水量

(毫米 )

历 时

(分钟 )

3 0 6 0
;

2 4 0 7 2 0 1 1 4 4 0

444 5
。

000 6 0
。

000

444 5
。

444 6 0
。

555

333 8
。

000 2 5
。

000

55555 0
。

000

标准基本一致
,

这两个标准看 来 有 点 偏

大
。

例如
:

24 小时内降水为 60 毫米以上
,

而国内气象系统等单位普遍采用的标准为

50 毫米 以上
。

再看徐在庸的标准
,

在 10 分

钟以下有些偏高
,

而 30 分钟以上又有些偏

低
,

24 小 时仅为 2 5
.

5毫米
。

本文根据本区

暴雨的特性和我国的具体情况
,

参考以上

标准
,

拟定了黄河中游地区的暴雨标准
,

见表 2
。

依据这个标准
,

绘制其关系曲线
,

可



裹 忍 不同历时 . 雨标准

万 时 降水量 强 度 历 时

分 钟 ) (毫米 , {(毫米 /,分钟 ) { (分钟 )

降水量

(毫米 ) (毫米 /分钟 )

历 时

(分钟 )

降水量

(毫米 )

强 度

(毫米 /分钟 )

三
.

沐 0
.

4 5 4 〔) 8
.

8 0
。

2 2 1 0 0 1 4
。

O ` ,
.

1乍

10 5
,

J 吧〕
.

3 ) 峨5 9
.

5 0
.

2 1 1 10 1 4
.

3 0
.

1浮

卜 {
.

鑫 幻
.

洲 润 9
.

8 0
.

1筑 12 0 1 5
.

〔) 。
.

1扎

加 5
.

1 0
.

盯
;

60 10
.

8 0
.

18 24 0 2 3
。

0 0
。

的 5

2典 屯
.

j 0
.

2 6 7 0 1 1
。

9 0
.

1 7 7 2 0 3 8
.

0 0
.

0 5 3

3 0 7
.

几 ()
.

2 5 8 0 1 2
.

8 0
.

1 6 1 4 4 0 5 ()
.

0 0
.

0 3 5

: 1压 8
.

4 0
.

2 4 9 0 1 3
。

5 0
.

1 5

~ 侧

一
一

一~ - - 一一- - ~ - - ~ 盆- - ~一~ 一一` - 一一 -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 一一

—一 —
- ` 一 -

一 —
以刊定在 2 4小时内任何一次不同历时

、

不

同强度的降水
,

是不是达到暴雨的标准
。

2
、

慕雨量 及暴雨次数
。

暴雨是高强

度的降水
,

是产生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
。

在黄土高原往往一次暴雨就 占去全年降水

最的 30 %
,

甚至更多
。

一般来说
,

全年的

暴雨 占年总降水量的50 % 以上
,

当然也有

的更多
。

再从暴雨的次数来看
,

主要发生

在 6 一 8 月份
。

在一般平水年情况下
,

暴

雨的次数
,

6 月份要比 5 月份有增多
,

最

为明显的表现在本区东部
。

暴雨出现最多

的
一

是 7 月和 8 月
,

占全年暴雨总数的60 %

以 卜
。

在 山西此百分数更高
,

据山西气象

局 2 0年大暴雨统计资料
,

一般约 占85 %
。

在陇东和雁北地 区更是高度的集中于 7
、

8

两月
。

我国不少气象专家分析研究
,

认为
“ 在一般情况下

, 7 月是全年暴雨最多的

jJ份
,

但渭河流域 8 月比 7 月多
。 ” 我们

用山西省 20 年的大暴雨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说明
,

山西省 8 月出现的暴雨也略多于 7

月
。

从暴雨次数来看
, 7 月份 占 全 年 的

该0
.

7 %
,

而 8 月份 占全年的45
.

8 % , 再从

暴雨总量来看
, 7 月占 3 8

.

6 %
, 8 月 占

5 0
.

8 %
, 9 月份的暴雨大减

,

甚至没有
。

唯渭河流域例外
。

自河西走廊向东南推进

的冷锋到渭河中
、

下游
,

受秦 岭 山 地 阻

隔
,

速度减慢上升
,

其降水的历时增长
,

且面积扩大
。

还有印度洋孟加 拉 湾 的 气

流
,

在盛行时越过秦岭
,

带来了充足的水

汽
,

成云降雨
。

在黄河中游地区
,

秦岭与

渭河这一多雨区
,

也就很 自然的形成了
。

从暴雨主要分布在 6 一 9 月这一特点

出发
,

我们就要注意农作物的选择
,

使地

面在 6 一 9 月份保持较好的被复
。

3
、

特 大暴雨
。

黄土高原经常遇到特

大暴雨
,

其来势和过程是很迅猛的
,

倾刻

就会发生洪水灾害
,

把大量的肥土一冲而

下
,

对农业生产为害甚大
,

给人民生命财

产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
。

最典型的暴雨
,

如 19 71 年 7 月 1 日
,

山西梅洞沟在 5 分钟

内降水 5 3
.

1毫米 ; 撞关 5 分钟降水 30
.

6毫

米
,

如此强度的降水在全国都是罕见的
。

山西省西河北 (电留以东 ) 在 1 9 7 1年 6 月

2 3 日
, 1 小时降水 1 1 5

.

1毫米 ; 一9 7 1 年 7

月甘肃合水 1 小时降水 9 .1 1毫米 , 内蒙张

家房子村
,

在 1 9 5 9年 2 4小时降水 4 0 8
.

7 毫

米 ; 甘肃陇西 19 37年一次降水 2 8 8
.

2毫米
,

历时 17小时10 分钟
。

山西平遥 1 9 7 7年一次

降水 36 5
.

0 毫米 (调查资料 )
,

历时一昼

夜多
。

这些暴雨都是 (下转第 5 页 )



首先
,

要千方百计蓄水保土
,

从根本上消除土壤侵蚀和增强抵抗风蚀的能力
。

要实

现这个要求
,

只有大面积造林种草
,

这是最根本的农业基本建设
。

可能会有人提出
,

造

林种草功效缓慢
,

不如治坡
、

治沟工程来得快
。

其实造林
、

种草和治坡
、

治沟工程并不

是对立的
,

如果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
,

就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

其次
,

必须大面积种草
,

逐步扩大草场面积和发展人工草地
,

这样
,

黄土高原地区

的畜牧业才会有一个极大的发展
。

有关部门要组织好这样的大发展
,

并把重点放在饲草

饲料基地的建设上
。

为了保证草场的恢复
、

更新
、

提高和发展
,

要把牲畜头数严格控制

在饲草饲料资源增长的水平 以下
。

第三
,

在造林种草的基础上
,

调整耕地布局
,

积极搞好农田基本建设
,

把耕地限制

在川
、

台
、

源
、

涧
、

坪
、

滩
、

坝地和缓坡梯田上
,

建立小片农业基地
,

提高科学种田的

水平
,

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办法解决粮食问题
。

把多余的耕地
,

主要是斜坡地和不合

理的垦荒地
,

逐步退耕
,

造林种草
。

第四
,

对于黄土高原的大部分地区的林业建设
,

应以建设防护林体系 作 为 主 要任

务
,

目的是涵养水源
,

保持水土
,

防风固沙
,

调节气候
。

在干早和风沙地区
,

林业应与

放牧相结合
。

经济林木的发展
,

应在防护林发生一定的效益 以后
,

而且要控制在不影响

防护目标的范围之内
。

第五
,

水利和水土保持工程一定要和造林
、

种草结合起来
,

按中小流域综合治理的

原则进行统一规划
,

切忌单打一和片面性
。

以 上几个方面是统一的
、

互相配合和密切联系的
,

也可以说是在综合治理中需要遵

循的几项基本原则
。

但是
,

鉴于黄土高原地域辽阔
,

各地的 自然特点在大同中还存在着

小异
。

为着最有利于发挥自然的生产潜力
,

各地在治理的途径上
,

必须从实际出发
,

因

地制宜而各有侧重
。

(上接第 34 页 ) 相当可观的
,

尤其是

19 7 7年 8 月 1 日
,

内蒙乌审旗的木多才当

大队 1 0小时内降水 1
,

4 00 毫米 (调查资料 )
。

这个强度突破了法国留尼旺岛伯努夫
,

在

1 9 6 4年 2 月 2 5日
,

历时 1 2小时降水 1 , 3 4 0

毫米的世界记录
。

这样的暴雨
,

今后应该

认真加以研究
,

加强暴雨的预报工作
,

以

减少或避免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

4
、

暴雨 分 区
。

暴雨分区是反映暴雨

强度大小和频数多少的区域性划分
。

本区

以径
、

洛
、

渭下游
,

伊洛
、

沁下游
,

径河

上的陇东地区
,

黄土高原北部靠近鄂尔多

斯的交界地区等为暴雨最多的地区
,

尤以

前两地区为最
。

我们采用山西省 20 年的大

暴雨资料
,

尝试性的进行了初步分区
,

把

山西省分为三个大区
,

即
:

晋东南暴雨最

多区
、

中部皋雨中度区
、

西部暴 雨 最 少

区
。

这个分区的主要依据是暴雨中心出现

的频数
,

其次采用暴雨影响区作为参考
。

今后还要进一步收集资 料
,

分 析 研

究
,

拟定黄河中游地 区的暴雨分区
。

结 束 语

对于本地区降水进行系统而全面的分

析研究工作
,

尚需收集更加广泛而系统的

资料
,

就 已收集的资料
,

还不能满足这一

要求
。

本文仅就所收集到的部分资料
,

对

于本区降水在有限的几个方面作 了初步分

析
,

很多方面
,

还有待今后进一步分析补

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