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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水城区2019~2023年35个区域站逐日降水量资料，对水城区乡镇暴雨特征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

近5a来，水城区总降水量总体表现为东部大于西部、北部大于南部；暴雨日的多少基本与总降水量大小

的落区一致，且与降水总量的大小关系密切；水城区乡镇暴雨日主要集中在6~9月，以6月暴雨日为最多，

其次是7月，6、7月总暴雨日数占全年的60%以上；水城区一次仅有1个站点达到暴雨的暴雨过程共有

25次，一次同时出现2~3个站点达到暴雨的暴雨过程共有33次，1~3个站点达到暴雨占总暴雨站次的

50%，同时出现29~32个站点达到暴雨的暴雨过程各有1次，因此，水城区的暴雨具有局地性特征，出

现大范围暴雨的概率小；水城区对流系统在傍晚到凌晨均为活跃时段，凌晨对流系统产生的降水频次更

多，降水量也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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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ily rainfall data of 35 regional stations in Shuicheng district from 2019 to 2023,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ainstorm in towns and villages in Shuicheng District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e total precipitation in Shuicheng district is larger in the east than in the west, and larger 
in the north than in the south; The number of rainstorm days i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area 
of total precipitation,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mount of total precipitation; The torrential rain 
days of towns and villages in Shuicheng district are mainly from June to September, with the most 
in June, followed by July. The total torrential rain days in June and July account for more than 60% 
of the whole year; In Shuicheng District, there are 25 times of heavy rain with only one station at a 
time, and 33 times of heavy rain with 2~3 sta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torrential rain at 1~3 sta-
tions accounted for 50% of the total torrential rain stations, and there was one torrential rain at 
each of 29~32 stations. Therefore, the rainstorm in Shuicheng District has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robability of occurrence of large-scale rainstorm is small. The convective system in Shui-
cheng district is active from evening to midnight, and the frequency of precipitation produced by 
the convective system in midnight is more, there is also more precip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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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城区地处低纬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山区，位于贵州省西部，全区总面积 3040.73 平方公里，下辖

11 个镇、10 个民族乡、9 个街道，共 243 个行政村。境内山高谷深、沟壑纵横，海拔相差极大，最高点

营盘乡牛棚梁子(2865.2 米)，海拔最低点猴场乡格支村(645 米)。全区气候条件独特，立体气候明显，小

气候特征突出，各大小村庄均依山而建、遇水而设。据应急部门 2023 年 3 月最新调查统计，水城区现有

地质灾害隐患点 293 处，受威胁农户 7367 户 33,879 人，其中按诱因分：自然因素诱发风险 195 处，采

煤诱发风险 85 处；按灾种分：滑坡风险 167 处，崩塌风险 84 处，泥石流风险 1 处，地裂缝风险 10 处，

地面塌陷风险 2 处，不稳定斜坡 29 处，主要分布于水城区阿戛、鸡场、都格、勺米、化乐、玉舍、发耳、

米箩、蟠龙等乡(镇)。暴雨是该地区最重要的气象灾害之一，是山体滑坡、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重

要诱发因子，历年时有发生，仅统计 2010~2023 年间，水城区就出现 23 次暴雨灾害事件，其中以 2019
年水城区鸡场镇的“7.23”灾害尤为严重，致使 21 栋房屋被埋，42 人遇难、9 人失联。暴雨给当地造成

生命、财产、经济等严重创伤和损失。 
针对水城区暴雨特征，杜小玲、严小东等利用水城区国家代表站历年降水量数据对该区域暴雨成因、

影响等做了大量研究[1]-[11]，其中王芬等在贵州 48a 暴雨日数及降水总量的变化特征[10]分析中，得出

水城区暴雨日数的多少与降水总量的大小关系密切，暴雨日数的变化超前于年总降水量的变化，暴雨日

数在水城区有增加趋势，而年降水量在该区域有下降趋势；主毅等对六盘水市近 50a 暴雨气候特征及成

灾特点[11]做了分析，得出暴雨在水城区主要出现在 6~7 月。但是近年来，水城区逐年加大雨量监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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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设，从逐年乡镇雨量监测数据来看，暴雨的产生的局地性很强，仅仅依靠国家代表站的监测数据逐

渐达不到地方服务需求，另一方面，对乡镇暴雨特征研究仍较少，报道鲜见，缺乏理论参考。本文选取

水城区 2019~2023 年近 5 年 35 个区域站连续逐日降水量，对水城区乡镇暴雨特征、区域分布等做一些统

计研究，为“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的气象服务提供一些参考。 

2. 资料和方法 

1) 本文所使用的降水资料来源于贵州省天擎系统，包含水城区 25 个乡(镇、街道) 2019~2023 年 35
个区域自动站完整的逐日降水量。 

2) 暴雨日采用单个监测站 24 h (20 时~次日 20 时)累计量达到或超过 50 mm 的日数，其中 50 mm 
(含)~100 mm 定义为暴雨，100 mm (含)~250 mm 定义为大暴雨，达到或超过 250 mm 定义为特大暴雨，

统计暴雨日数时包含大暴雨日及特大暴雨日[12]。 

3. 结果与分析 

3.1. 区域站总降水量、暴雨量级统计分析 

统计水城区各区域站 2019~2023 年近 5a 年各监测站累计降水量，被统计的 25 个乡(镇、街道) 35
个监测站中，累计降水量高值区位于东部的果不戛、陡箐、蟠龙、化乐等乡(镇)，以果不戛 7643.3 mm
为最大，累计降水量低值区位于南部发耳、杨梅、龙场、花戛等乡(镇)；水城区总降水量总体呈现出

东部大于西部、北部大于南部(图 1)。统计水城区各区域自动站 2019~2023 年近 5a 年各监测站的日降

水量，从暴雨量级来看，特大暴雨累计出现 1 次，大暴雨共有 123 次，暴雨共有 653 次，以 2023 年 6
月 30 日的陡箐镇红岩站 344.3 mm 为最大，其次为 2023 年 6 月 30 日的蟠龙镇的蟠龙站 239.6 mm (表
略)。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accumulated rainfall over the 2023 from 2019 to 2023 in Shuicheng District 
图 1. 水城区 2019~2023 年区域站累计降水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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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区域站暴雨日统计分析 

统计 2019~2023 年水城区各乡镇区域站暴雨日数，从表 1 可知，近 5a 来，水城区暴雨日数最多为东

部的陡箐乡红岩站，即为 31 次，其次为猴场镇、果不戛乡、玉舍镇的 30 次，最少为南部龙场乡的龙场

园区、顺场乡的倪组和坡等站，各区域站年平均暴雨日为 4.4 次；从表 1 还可看出，花戛乡的 3 个监测

站有 2 个站暴雨日数相同，而陡箐镇的陡箐站和红岩站、玉舍镇的玉舍站和玉舍水库站、阿戛镇的阿戛

站和盐井站、杨梅乡的杨梅站和台沙站、营盘乡的营盘站和哈青小学站、顺场乡的顺场站和顺场中学站

及倪组和坡站、龙场乡的龙场站和龙场园区站出现暴雨日数均不相同；对比图 1 和表 1 还可得出，暴雨

日的多少基本与总降水量大小的落区一致，且与降水总量的大小关系密切，即暴雨日累计出现最多仍出

现在水城区东部乡(镇、街道)。 
 

Table 1. Rainstorm in Shuicheng District 2019~2023 (Time) 
表 1. 水城区 2019~2023 年区域站暴雨日(次) 

乡镇 次 乡镇 次 乡镇 次 乡镇 次 
红岩(陡箐) 31 底母(花戛) 27 老鹰山 23 顺场 18 

猴场 30 花戛 26 杨梅 22 顺场中学(顺场) 17 
果不戛 30 阿戛 25 发耳 21 龙场 16 

纸厂(玉舍) 30 甘塘(海坪) 24 野钟 20 玉舍水库(玉舍) 16 
陡箐 28 双水 24 坪寨 20 董地 14 

盐井(阿戛) 28 鸡场 23 台沙(杨梅) 20 比德 13 
化乐 27 都格 23 新街 19 倪组和坡(顺场) 12 
蟠龙 27 营盘 23 米箩 19 龙场园区(龙场) 11 

者卡(花戛) 27 勺米 23 哈青小学(营盘) 19   

3.3. 暴雨站月统计分析 

统计 2019~2023 年水城区各区域站的月暴雨日数(表 2)，可以看出：近 5a 来，35 个区域站暴雨日主

要集中在 6~9 月，以 6 月暴雨日为最多，累计出现 264 站次，占总暴雨日数的 34%；其次是 7 月，出现

234 站次，占总暴雨日数的 30%；6、7 月总暴雨日数占全年的 60%以上，与主毅等[11]利用水城区国家

基本站历年降水量数据对六盘水市近 50a 暴雨气候特征及成灾特点统计的结论相吻合，表明国家基本站

具有代表性，但从乡镇区域站统计上看出，水城区乡镇暴雨日数 9 月份比 8 月份多；水城区乡镇暴雨日

最早出现在 4月，即为 2022年 4月 23日同一天北部的玉舍镇纸厂站(72.4 mm)和东部的阿戛镇盐井站(51.9 
mm)，最晚结束于 10 月，而 1、2、3、11、12 月均未出现过暴雨天气。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rainstorm days in recent 5 years in Shuicheng District (Station times) 
表 2. 水城区近 5a 暴雨日数月分布表(站次)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暴雨日数/d 0 0 0 2 30 264 234 92 129 25 0 0 

3.4. 暴雨站日统计分析 

按照某一天(20~20 时)期间有一个站点达到暴雨时统计为一次暴雨过程。选取的水城区 35 个区域站

2019~2023 年 5a 间共出现 115 次暴雨天气过程，776 站次暴雨，其中一次仅有 1 个站达到暴雨的暴雨过

程出现 25 次(图 2)，一次同时出现 2~3 个站达到暴雨的暴雨过程共有 33 次，1~3 个站达到暴雨占总暴雨

站次的 50%，同时出现 29~32 个站达到暴雨的暴雨过程各有 1 次，分别出现 2023 年 6 月 19 日(29 站)、
2023 年 7 月 19 日(30 站)、2022 年 6 月 18 日(31 站)、2023 年 7 月 27 日(32 站)；11 站以上同时出现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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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占总站次的 17%。由此可见，水城区近 5a 暴雨具有局地性特征，大范围出现暴雨的概率小。 
 

 
Figure 2. Frequency of rainstorm stations in Shuicheng District from 2019 to 2023 (times) 
图 2. 水城区 2019~2023 年区域自动站各暴雨站数出现的频率(次) 

 

另外，统计 2019~2023 年水城区 35 个区域站，连续 2 d 维持暴雨天气的有 15 站累计出现 21 次，出

现次数最多的是东部的猴场乡猴场站和阿戛镇的盐井站，分别出现 3 次，但未出现连续 3 d 及以上持续

暴雨天气(表略)。 

3.5. 暴雨日的日变化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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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Daily variation curve (a), Second-day change curve of precipitation frequency (b), Precipita-
tion intensity diurnal variation curve (c) of accumulated precipitation during rainstorm days in Shui-
cheng district from 2019 to 2023 
图 3. 水城区 2019~2023 年区域自动站暴雨日累计降水(a) 日变化曲线，(b) 降水频次日变化曲

线，(c) 降水强度日变化曲线  
 
日变化是全球天气气候系统变化的最基本模态之一，降水的日变化差异在诸多气象变量中表现的最

为显著[13]。图 3 给出水城区暴雨日中各乡镇区域站累计降水量、累计降水频次和平均降水强度的日变化

特征曲线。由图 3(a)看出，水城区暴雨日累计降水量的峰值时段为 01~03 时和 19 时，其中 19 时峰值较

小，谷值时段为 13 时。由图 3(b)看出，暴雨日降水频次呈单峰型，最大时次出现在 03 时，最小时段

为 20 时。由图 3(c)看出，平均降水强度的日变化曲线与累计降水量的日变化曲线分布较为相似，但平

均降水强度的峰值时段为 23 时和 19 时，谷值为 13 时。由图 3 综合对比看出，水城区暴雨日累计降水

量和降水频次在 03 时的峰值时段相同，说明该区域的暴雨主要由 03 时前后的对流性降水造成，而平

均降水强度在 23 时和 19 时均存在一个峰值，但 23 时的强度强于 19 时，说明该区域在 23 时小时雨强最

大。 
综上所述，近 5a 来，水城区对流系统在傍晚到凌晨均为活跃的时段，最大小时雨强多出现在夜间 23

时，但凌晨对流系统产生的降水频次更多，降水量也更多，白天中午时段降水频率最低，降水量也少。 

4. 小结 

① 水城区近 5a 来暴雨具有局地性特征，累计降水量高值区位于中东部的果不戛、陡箐、蟠龙、化

乐等乡(镇)，低值区位于南部发耳、杨梅、龙场、花戛等乡(镇)；水城区总降水量表现为东部大于西部、

北部大于南部。 
② 暴雨天气主要集中在 6~9 月，以 6、7 月出现暴雨日为最多；一次仅有 1 个站达到暴雨的暴雨过

程出现 25 次，一次同时出现 2~3 个站达到暴雨的暴雨过程共有 33 次，1~3 个站达到暴雨占总暴雨站次

的 50%，同时出现 29~32 个站达到暴雨的暴雨过程各有 1 次，11 站以上同时出现暴雨过程的占暴雨站次

的 17%。连续 2 d 维持暴雨天气过程有 15 个站，累计出现 21 次；未出现连续 3 d 及以上持续暴雨天气。

水城区常年大范围出现暴雨的概率小。 
③ 近 5a 来，水城区对流系统在傍晚到凌晨均为活跃的时段，凌晨对流系统产生的降水频次更多，

降水量也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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