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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涝灾的时空分布规律

石 忆 邵
(西北农业大学经贸学院

,

映西杨睦
·
7 1 2 10 0)

摘 要 分析了陕西省涝灾的时间分布特点 .依据年均暴雨出现次数
、

年均大幕雨 日数
、

历年各月一 日最大降水量
、

年均连阴雨出现次数
、

雨涝总月数及历年 4 ~ 10 月最长连续降水

日数等综合指标
,

揭示了陕西省涝灾的地域分异规律
,

为因地制宜防涝抗涝提供科学依据
。

关健词 自然灾害
,

洪涝
,

雨涝
,

时空分布规律

中图分类号 X 43

涝灾即洪涝和雨涝的合称
,

是陕西省仅次于干旱的一种主要自然灾害
。

前者多由暴雨

引发
,

后者系连阴雨所为
。

从成因类型上划分
,

水涝灾害有暴雨型
、

连阴雨型及混合型
.

1 9 8 4一 1 9 9 0 年
,

全省水涝受灾 面积 达 2 2 4
.

9 万 h m
Z ,

年均 3 2
.

1 万 h m
, ,

其中成灾面积

1 25
.

3 万 h m
Z ,

年均 17
.

9 万 h m
,

.

建国以来
,

为了认识和掌握陕西旱涝发生发展的规律
,

以

便更有效地加强对旱涝的防御措施
,

减轻其危害
,

确保农业生产的顺利发展
,

许多学者从

不同的角度
、

运用不同的方法
,

对陕西的旱涝规律进行了探讨
.

聂树人
〔̀ ,
根据 1 7 0 0一 1 9 4 9

年的水旱记录和 1 7 4 9~ 1 9 5 5年的太阳黑子资料
,

详细分析探讨了陕西这一历史时期的水

早灾害类型及其时间变化特征
,

并根据历史上水旱出现次数的多寡
、

水旱灾害强度及影响

范围
,

结合现代降水主要特征值进行对比
,

将陕西划分为早灾为主区
、

多水多早区
、

水旱灾

少区和水灾为主区 4 个区域
。

李兆元和葛凤英
〔幻
分别从降水资料和调查资料出发

,

分析了

陕西旱涝的季节特点
、

地 区分布
、

旱涝强度
、

早涝的持续性及周期性规律
.

《陕西省农业气

候 区划 》一书 〔3 ,
将暴雨和雨涝分开来加以分析

。

对年均暴雨 日数
、

大暴雨 日数
、

一 日最大降

水量的空间分布状况进行了单项分析
.

在研究雨涝灾害时
,

综合考虑了月降水量
、

月降水

日及地区和季节差别 3 个因素拟定雨涝指标
,

并识别了雨涝总月数的空间分布特征
。

1 陕西省涝灾的时间分布特点

1
.

1 暴雨和大暴雨高度集中于夏季
,

陕北与关中
、

陕南的暴雨集中期略有差异

本省暴雨 出现在 3 月下旬 ~ n 月上旬
,

主 要 集 中 于 7一 9 月上旬
,

占 全 年 暴 雨的

6 9
.

4 %
.

其中 7 月和 8 月下旬~ 9 月上旬为两个明显的暴雨集中期
.

大暴雨主要集中于 7

月上旬一 8 月中旬
。

陕北暴雨多见于盛夏一初秋
,

关中和陕南一般出现在夏秋两季
.

1
.

2 雨涝主要集中于 7~ 9 月
,

陕北雨涝高频月与关中
、

陕南亦有差别

本省雨涝出现在 4~ 10 月
,

其中 7一 10 月 出 现 的局 部 涝 和 大 涝 占雨涝总次数的

7 9
.

3%
,

4一 6 月仅占 20
.

7% (大涝和局部雨涝的确定参见 《陕西省农业气候区划 》 〔3 ,第 68

页
:

雨涝强度由统计 21 个站 中出现的雨涝县数来确定
,

全省 21 个县中
,

凡达到 14 个县有

收稿日期
: 1 9 9 3一 1 0一 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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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涝
,

即为大涝刃~ 13 个县有雨涝
,

则为局部雨涝 ; 7 个县以下的雨涝
,

为零星雨涝 )
.

陕北

雨涝多见于 7~ 9 月
,

以 8 月最多 ;
关中和陕南全年有 3 个雨涝高频月

,

即 5
,

7 , 9 月
,

但关

中以 9 月最多
,

陕南以 7 月最多
。

1
.

3 夏涝
、

秋涝和夏秋连涝是主要的涝灾类型
,

且大涝灾的季节集中性高于大旱灾

聂树人先生认为夏水和夏秋连水是陕西主要的水灾类型
〔 , , .

但据笔者分析
,

在 50 0 多

年的水涝灾害中
,

夏涝
、

秋涝和夏秋连涝是本省主要的涝灾类型
,

其中夏涝占 41 纬
,

秋涝

占 3 3 %
,

夏秋连涝占 20 %
,

春涝占 4%
,

春夏秋连涝占 2%
.

全省范围发生的水涝主要是夏

秋连涝
,

大涝灾的季节集中性高于大旱灾
,

约 80 %的大涝灾见于夏涝和夏秋连涝中
,

而只

有 5 9%的大旱灾见于春旱和春夏连旱 中
.

1
.

4 涝灾的持续性和周期性

大涝和局部雨涝大多持续一个月便结束
,

持续 2 个月的仅占 20
.

7%
,

只在关 中和陕

南西部有夏秋连涝现象
。

从年度看
,

本 省水涝以连续 2 年的频率最高
,

占 52 纬
,

连续 3 年

的占 31 %
,

连续 4 年的占 4 %
,

连续 5 年的占 13 % 〔2 ,

一般涝灾的周期是 3 年和 7年
,

多水

灾期与少水灾期常交替出现
。

本世纪 以来
,

存在水灾发生周期缩短
、

危害加重的趋向
.

1
.

5 水旱灾同年
,

先旱后涝

聂先生认为
,

陕西水旱同年
、

先早后涝的演变过程
,

主要表现为继春 旱之后夏季发生

水灾
〔 D .

但据笔者分析
,

自公元 6 82 年以来
,

陕西各种类型的先旱后涝共 72 次
,

其中以夏

旱秋涝最多
,

达 42 次
,

占 58 % ;
春旱夏涝次 之

,

共 18 次
,

占 25 % ;
春夏旱秋涝 7 次

,

占

1 0%
.

故陕西水早同年
,

先旱后涝的演变过程
,

主要表现为夏旱秋涝
、

春旱夏涝
、

春夏早秋

涝等组合类型
.

2 陕西省涝灾的地域分异规律

涝灾的发生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
。

涝灾的多寡和轻重包括频率
、

强度和持续性等方

面
,

因此
,

涝灾指标的选取应当综合考虑这些因素
,

任何单一度量指标难以全面揭示涝灾

危害的程度
。

在我国
,

日降水量 ) 50 m m 者即为暴雨
,

但实际上造成严重危害的却往往是

日降水量 ) 10 0 m m 的大暴雨和特大暴雨
,

大范 围持续暴雨或连续性大暴雨还可 引起内

涝
。

连阴雨特别是中
、

长期连阴雨常造成大面积水涝灾害
,

而久旱之后的短期连阴雨则有

利于解除旱象
。

故根据资料的可获性
,

选取下列指标综合辨识陕西涝灾的地域分异规律
:

①年均暴雨出现次数 ; ②年均 日降水量 ) 10 0 m m 日数
; ③历年各月一 日最大降水量 ; ④

年均连阴雨出现次数
;⑤雨涝总月数 (雨涝月根据《陕西省农业气候 区划 》一书中拟定的指

标确定 〔 3 , ,

即陕北和关中
,

3
,

4
,

5
,

1 0 月月降水量 > 8 0 m m
、

月降水 日 > l l d 者为雨涝月
,

6

~ 9 月 月降水量 > n o m m
、

月降水 日 > 13 d 者为雨涝月
;
陕南 3

,

4
,

5
,

10 月月降水量 >

1 1 0 m m
、

月降水 日> 1 3 d 者为雨涝月
,

6一 9 月月降水量 > 16 0 m m
,

月降水 日> 1 5 d 者为

雨涝月 ) ;⑥历年 4一 10 月最长连续降水 日数
。

指标① ~ ③及④一⑥分别用来衡量暴雨
、

连阴雨发生的频率
、

强度和持续性
。

以县为

基本单元
,

分别计算各县上述诸项指标值
。

运用极差标准化公式

~ . I J ~ , ,】1l l n

R 、。 : 二

一 R * rn i n
又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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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中 凡 ,为 j 县 (市 )第 i 项指标值
,

凡
二 .x 表示 由 97 个县 (市 )第 i 项指标值组成的数列中

的最大值
.

风而
n

表示其最小值
,

几表示 j 县 (市 )第 i 项指标的得分 (t’ ~ 1
,

2
,

.3
· ·

… 6 ; j一 l
,

.2

3
,

… … 97 )
,

对各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

以消除不同量纲之影响
。

再根据各指标权

重 (指标① ~ ③的 权 重 分 别为 0
.

35
,

0
.

45 和 0
.

2 ; 指标④ ~ @ 的权重分别为 。
.

3
,

0
.

4

和 0
.

3) 计算①一③项和④ ~ ⑥项的加权得分值 (附表 )
。

表中第 1一 3 列和 5~ 7列数据为

原始数据
,

第 4 列和第 8 列数据为原始数据经极差标准化处理后按各指标的权重经计算

而得的得分值
.

①~ ③项得分值的分级范围为
: I > 3 0( 多暴雨

、

大暴雨 区 ) ;
20 < I ( 30

(次多暴雨 区 ) ; 15 < I 成 20 (暴雨较少区 ) ; N 镇 1 5( 暴雨稀少区 )
。

④~ ⑥项得分值的分级

范 围为
: I > 6 5( 多连阴雨 区 ) ; 45 < I 镇 6 5( 次多连阴雨区 ) ; 25 < l 簇 45 (连阴雨较少区 ) ;

N 镇 2 5 (连阴雨稀少区 )
。

分级范围的确定参考了已有的暴雨和雨涝分类或分区结果
.

从

① ~ ③项的加权得分值的分级结果分析
,

陕西暴雨存在 8 个明显的类型区
:

①米仓山
、

大

巴山多暴雨
、

大 暴雨区
;②陕北黄河沿岸次多大暴雨区 ;③汉江河谷和秦岭浅中山次多暴

雨
、

大暴雨区
;④黄土高原沟壑暴雨较少区 ;⑥关中西部暴雨较少区 ;⑥陕北长城沿线暴雨

稀少区
;⑦丹江河谷暴雨稀少区 ;⑧关中东部暴雨稀少区

。

从④~ ⑥项的加权得分值的分

级结果分析
,

陕西连阴雨也存在 8 个明显的类型区
:

①陕南秦 巴山区多连阴雨 区 ; ②汉中

盆地次多连阴雨区
;③关中西部次多连阴雨区 ;④安康盆地连阴雨较少 区 ; ⑥黄土高原沟

壑连阴雨较少区
;⑥关中东部连阴雨较少区 ; ⑦丹江河谷连阴雨较少区 ;⑧陕北长城沿线

及黄河沿岸连 阴雨稀少区
.

将上述两种类型区迭加组合
,

并结合地形条件和考虑到地域上

相连的原则
,

对少数县略加调整
,

可将陕西省组合为如下 8 个涝灾类型区
:

( 1) 大 巴 山 多基雨
、

大 幕雨及秋淋 区 包括镇巴
、

宁强
、

南郑
、

紫阳和岚皋
,

年均暴雨在

2
.

4 次以上
,

大暴雨多在 0
.

Z d 以上
,

为陕西暴雨的高频带
,

尤其是短历时
、

高强度的暴雨

多
,

并伴有冰雹
、

大风
,

易 引 起 山 洪 暴 发 和 泥 石 流
。

年均连阴雨 2
.

4 次以上
,

每年至少

有 1
.

2 个雨涝月
。

特别是秋雨连绵
,

严重影响水稻
、

玉米的正常扬花结实
,

常导致秋收歉

薄
。

其次是夏季
、

春季连阴雨
,

易引起早玉米烂种
、

水稻烂秧
,

小麦发生黑疽
、

锈病
。

(2 )汉江河谷和 秦玲 浅中山次多幕雨
、

大幕 雨及秋淋 区 包括略阳
、

佛坪
、

镇坪
、

白河

等 17 个县 (市 )
,

年均暴雨 1
.

2~ 2
.

1 次
.

大暴雨 0
.

1~ 0
.

Z d ;
年均连阴雨 1

.

2一 5
.

1 次
,

每

年至少有 1 个月雨涝
.

川道丘陵区秋涝明显
.

常使水稻
、

玉米及其他杂粮遭遇严重湿害
,

导

致稻瘟病
、

纹枯病大面积发生和作物籽粒霉烂
。

( 3) 丹江河谷幕雨及秋李低温连 阴 雨较 少区 包括商洛地区 7 个县 (市 )
,

年均暴雨

0
.

7一 1
.

6 次
,

年均连阴雨 1
.

6一 3
.

2次
,

每年至少有 。
.

9个雨涝月
。

以秋季连阴雨最多
,

对

玉米
、

水稻的灌浆成熟极为不利
。

(4 ) 关中东部幕雨 稀少及秋季连阴 雨较 少区 包括渔关
、

兴平
、

铜川
、

韩城等 23 个县

(市 )
,

年均暴雨 0
.

3 ~ 0
.

8 次
,

大暴雨仅在局部地区出现
;
年均连阴雨 1

.

9一 3
.

3 次
,

每年有

0
.

6一 1
.

0 个雨涝月
。

秋季低温连阴雨对夏玉米的成熟和棉花裂铃
、

吐絮
、

收获不利
,

但却

有利于小麦
、

油菜的播种及苗期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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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陕西省涝灾指标及其等级评定

3 1

县 名

①
年均攀两
出现次效

②
年均大攀
两日数

③
历年各月
一 日最大

⑥
历年一

10 月
最长连续

④~ ⑥项
褥分值及
评 级

晒以
级卜朴评

降水见 降水日效

府谷 0
.

8 0 9 5
.

4 8
.

9 “ 0
.

9 18 14 2-2 0 `

神木 1
.

0 0
.

2 13 6
.

3 2 3
.

8 5一 1
.

0 16 10 1.2 7柑

愉林 0
.

6 0
.

1 14 1
.

7 1̀
.

8一 1
.

3 9 9 5
.

5 w

佳县 0
.

7 0
.

1 11 9
.

0 15
.

1 一 1
.

4 17 12 19
.

l lV

徽山 0
.

6 0 10 3
.

9 8
.

3 柑 1
.

3 8 9 5
.

7衬

米脂 0
.

9 0
.

1 一3 1
.

2 一8
.

0 5 一 l一 1` 一6 27
.

4 ,

蜻边 0
.

4 0 63
.

3 2
.

55时 1
.

3 8 9 5
.

7柑

子洲 1
.

2 0
.

2 150
.

0 2 7
.

0 一 1
.

4 15 11 1 5
.

8扣

定边 0
.

2 0 75
.

8 2
.

o N 1
.

8 3 10 .6 6时

吴蛋 0
.

8 0 94
.

3 8
.

9柑 1
.

7 1 8 10 17
.

2柑

绥德 0
.

7 0
.

1 13.3 0 16
.

7一 1
.

7 1 7 14 2 5
.

1 ,

摘润 0
.

7 0 11 5
.

3 10
.

4 柑 2
.

1 1 8 12 2 .3 5 N

子长 0
.

6 0 10 0
.

9 8
.

1 柑 3
.

2 1 6 13 30
.

1 1

安塞 0
.

8 0
.

1 10 1
.

8 14
.

Z N 2
.

1 1 6 12 2.2 3 N

廷川 0
.

5 0
.

1 1 12
.

8 12
.

7 5份 2
.

4 1 7 1 1 22
.

I N

吴旗 0
.

6 0 9 5
.

1 7
.

5 份 0
.

9 12 2 1 32
.

6 ,

志丹 0
.

8 0
.

1 10 3
.

1 14
.

2 柑 1
.

0 14 1吸 1 ,
.

S N

廷安 。二 5 0 95
.

1 9
.

3 W 3
.

2 17 12 28
.

1 ,

延长 1
.

2 Q 8 1
.

0 1 1
.

0 份 3
.

0 17 11 24
.

8柑

甘泉 0
.

9 0
.

1 104
.

3 1 5
.

65 , 3
.

8 19 1一 3 7
.

2 ,

宜川 1
.

1 0 104
.

5 12
.

5 5柑 0
.

9 1 9 12 18
.

3 ,

畜县 0
.

7 0
.

1 12 .3 6 15
.

5 , 2
.

8 2 5 16 毛1
.

1 ,

洛川 0
.

8 0
.

1 118
.

0 15
.

8一 3
.

2 2 8 13 3 8
.

9 ,

黄龙 0
.

8 0 10 3
.

峨 9
.

7时 1
.

6 2 0 19 3 7
.

4 ,

黄俊 1
.

1 0
.

1 13 5
.

8 20
.

0 , 2
.

8 2 8 1难 3 8
.

9 ,

宜君 0
.

9 0 8屯
.

5 8
.

, 5 N 3
.

7 2 5 19 5 1
.

9 1

铜川 0
.

8 0 11 3
.

6 10
.

0 柑 屯
.

0 2 2 13 38
.

4 1

姐县 0
.

5 0 7 7
.

7 4
.

6 5 N 3
.

2 2 2 19 47
.

1 1

留坝 1
.

7 0
.

1 10 0
.

2 21
.

7 , 5
.

1 3 2 20 66
.

4 1

佛坪 1
.

8 0
.

2 1 17
.

1 28
.

7 , 一 2 4 6 18 67
.

8 1

略阳 1
.

9 0
.

3 16 .Q 9 38
.

2 1 5
.

0 2 6 16 52
.

3 1

洋县 l一 0 10一 1 1一 9 5柑 3
.

6 34 1 9 57
.

7 1

勉县 1
.

7 0
.

2 13 3
.

7 29
.

6 1 2
.

3 27 15 37
.

8 .

城固 2
.

0 0 9 1
.

8 2 1
.

4 5 1 1
.

9 29 18 毛3
.

6 ,

汉中 2
.

1 0
.

1 11 7
.

8 26
.

65 , 3
.

8 29 18 53
.

2 1

南郑 2
.

4 0
.

2 12 3
.

2 34
.

0 1 5
.

7 29 13 52
.

0 1

西乡 1
.

9 0
.

2 15 2
.

9 3 3
.

0 1 1
.

9 36 19 50
.

9 1

宁强 3
.

4 0
.

4 15 9
.

3 5 5
.

0 1 7
.

0 30 20 74
.

1 1

镇巴 4
.

4 1
.

0 25 3
.

3 100 1 6
.

0 56 17 8 .2 3 1

宁陕 1
.

6 0 9 9
.

7 16
.

1 5 , 1
.

2 40 22 6 9
.

4 1

石泉 2
.

0 0
.

2 14 7
.

0 33
.

2 5 1 6
.

1 35 13 5 8
.

2 1

汉 阴 2
.

4 0
.

2 14 4
.

3 36
.

2 1 3
.

3 32 11 3 7
.

9 ,

旬阳 1
.

4 0
.

2 12 2
.

5 25
.

9 5一 1
.

2 2 6 14 2 9
.

5 ,

白河 1
.

2 0 9 9
.

- 一2
.

8柑 1
.

毛 2 3 16 32
.

6 ,

安康 1
.

2 0
.

1 16 1
.

9 25
.

7 1 6
.

9 2 8 12 5一 5 1

紫阳 2
.

2 0
.

4 2 10
.

8 58
.

6 5 1 2
.

曦 3 3 15 43
.

2 ,

平利 2
.

0 0
.

1 10 7
.

2 24
.

7 5一 1
.

7 2 6 15 34
.

0 ,

岚皋 2
.

6 0
.

1 13 1
.

3 32
.

2 5 T 2
.

5 2 9 13 36
.

1 ,

镇坪 1
.

9 0
.

1 12 2
.

3 25
.

3 一 3
.

2 2 7 14 砚0
.

2 ,

洛南 1
.

3 0 9 1
.

1 12
.

7口 2
.

7 2 1 15 3 5
.

5口

商州 0
.

7 0 94
.

4 8
.

2 N 2
.

4 2 2 15 3 4
.

8 ,

丹凤 0
.

8 0 76
.

3 7
.

1柑 2
.

6 2 3 12 2 9
.

9 万

柞水 0
.

9 0 95
.

6 10
.

15 柑 6
.

1 2 6 13 5 1
.

4 1

ilJ 阳 0
.

5 0 8 6
.

2 5
.

65 N 1
.

6 24 14 30
.

1 .

商南 1
.

6 0 152
.

峨 2 1
.

35 , 3
.

2 2 3 23 56
.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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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陕西省涝灾指标及其等级评定

县 名

②
年均大基
甫日效

③
历年各月
一日最大

匆
年均连阴
两出现次数

@ ④~ @项
历年一 10 月 得分值及
最长连续 评 级

叭敞级卜朴评

阵水汤 阵水日致
镇安 1

.

0 0 118
.

5 13
.

0 5柑 2
.

3 2 8 20 一9
.

4 -

陇县 0
.

7 0 116
.

4 10
.

4柑 3
.

7 2 7 13 40
.

5 -

千阳 1
.

1 0 92
.

4 1 [
.

15柑 一 2 3 2 19 59
.

5 -

麟游 0
.

4 0 7 1
.

0 3
.

35扮 3
.

9 3 0 19 56
.

` -

凤翔 0
.

6 0
.

1 14 4
.

2 17 一 4
.

6 3 4 14 5 2
.

3 1

歧 dJ 0
.

6 0 9 7
.

5 7
.

9柑 3
.

6 3 4 22 6 4
.

3 1

扶风 0
.

5 0 8 9
.

4 5
.

8 5份 3
.

5 30 13 屯2
.

0 -

宝鸡县 0
.

8 0 12 1
.

2 11
.

5扮 3
.

8 37 13 今8
.

7 1

宝鸡市 0
.

9 0 1 69
.

7 1了
.

5 5 , 3
.

8 3 6 19 60
.

5 -

眉县 0
.

5 0 58
.

9 2
.

8 5“ 3
.

2 3 4 1 5 4 7
.

5 1

武功 0
.

9 0
.

1 138
.

7 18
.

8 5一 2
.

6 2 9 13 3 6
.

7 -

太白 1
.

4 0
.

1 100
.

3 19
.

2 5 一 4
.

5 3 7 19 6毛
.

6 -

凤县 0
.

7 0 120
.

9 10
.

8扮 3
.

3 3 0 15 4 5
.

2 1

长武 0
.

8 0 8 9
.

0 8
.

3份 3
.

0 2一 13 3 4
.

9 ,

旬邑 0
.

6 0 8 5
.

1 6
.

5时 3
.

8 2 3 13 3 8
.

3 -

彬县 0
.

4 0 10 5
.

6 6
.

95柑 1
.

1 2 4 19 4 7
.

2 -

淳化 0
.

7 0 1 13
.

6 10
.

2柑 3
.

6 2 4 19 5 0
.

5 1

永寿 0
.

7 0 8 3
.

` 7
.

2份 3
.

3 2 7 19 5 1
.

0 -

三原 0
.

4 0 5 4
.

8 1
.

7 5柑 2
.

4 23 13 3 1
.

4 -

乾县 0
.

6 0 6 9
.

7 5
.

1 柑 3
.

3 28 14 4 1
.

3 -

径阳 0
.

4 0 91
.

5 5
.

3 5扣 2
.

2 24 16 37
.

3 1

高胶 0
.

3 0 63
.

2 1
.

5柑 4
.

0 22 13 38
.

4 -

牛L泉 0
.

5 0 8 6
.

1 5
.

6 5时 2
.

6 2 7 14 3 7
.

2 ,

咸阳 0
.

3 0 57
.

3 0
.

9 . 2
.

7 2 6 1 5 39
.

1 -

兴平 0
.

5 0 1 09
.

9 8
.

0 5 W 2
.

6 2 8 13 3 5
.

9 -

户县 0
.

7 0 82
.

1 7
.

o N 4
.

8 2 7 15 50
.

1 万

周至 0
.

8 0 10 1
.

3 9
.

5时 5
.

8 3 0 19 6 5
.

7 1

西安 0
.

7 0 92
.

3 8
.

0 份 2
.

1 2 4 14 32
.

8 -

长安 0
.

8 0 10 1
.

2 ,
.

5份 5
.

0 2 4 14 一6
.

9 -

韩城 1
.

4 0 8 9
.

7 13
.

75扮 2
.

2 16 11 20
.

5 时

合阳 0
.

7 0 9 6
.

0 7
.

7柑 2
.

7 15 13 26
.

9 ,

白水 1
.

1 0
.

1 12 7
.

2 19
.

0 5一 2
.

2 19 19 39
.

6 ,

没城 0
.

6 0
.

1 10 2
.

9 12
.

8份 3
.

3 16 19 4 3
.

0 -

蒲城 0
.

5 0 15 7
.

, 12
.

8 5“ 2
.

1 17 13 2 5
.

1 ,

大荔 0
.

6 0 8 1
.

7 6
.

3 柑 3
.

2 14 13 2 8
.

5 ,

富平 0
.

6 0 7 0
.

8 5
.

1 柑 3
.

1 2 1 14 3 5
.

2 ,

华阴 0
.

8 0
.

2 10 1
.

4 18
.

5一 3
.

0 15 15 3 2
.

3 -

渔关 0
.

8 0 10一 5 9
.

9` 4
.

0 16 14 3 6
.

1 ,

渭南 0
.

6 0 75
.

2 5
.

5 N 2
.

2 18 14 2 8
.

3 -

华县 0
.

6 0 96
.

3 7
.

7拍 2
.

4 1 6 13 2 6
.

2 ,

临渔 0
.

6 0 8 0
.

8 6
.

1扮 1
.

9 2 2 13 2 7
.

9 ,

蓝 田 0
.

8 0
.

1 1 18
.

2 1 5
.

8 . 3
.

3 2 2 13 3 4
.

8 1

(5 )关中西部幕雨较 少而秋季连 阴雨较多区 包括宝鸡
、

武功
、

陇县
、

旬 邑等 19 个县

(市 )
,

年均暴雨 。
.

4一 0
.

9 次
,

年均连阴雨 3
.

3~ 4
.

8 次
,

每年有 1
.

0一 1
.

6 个雨涝月
。

秋季

频繁的中
、

长期连阴雨及伴随的低温
,

使辣椒
、

烤烟不能正常成熟
,

夏玉米过早结束灌浆而

降质减产
,

但有利于小麦
、

油菜的生产
。

本区春季
、

夏季连阴雨也较多
,

对农作物及时播种
、

出苗和小麦的收获碾打均有不利影响
。

( 6) 黄土 高原沟壑幕雨及秋季连阴雨较 少区 包括宜君
、

黄陵
、

黄龙
、

洛川
、

富县和甘

泉
,

年均暴雨 。
.

7一 1
.

1 次
,

连阴雨 1
.

6 ~ 3
.

8 次
,

每年有 。
.

9一 1
.

2 个雨涝月
。

大秋作物灌

浆成熟期若遇长期连阴雨
,

导致籽粒批瘦减产
。

麦收期烂场雨会使小麦丰产而不丰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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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陕北黄 河沿岸次 多大幕雨而连 阴雨 稀少区 包括府谷
、

子洲
、

延安
、

宜川等 13 个

县 (市 )
,

年均暴雨 。
.

6 ~ 1
.

2 次
,

大暴雨 0
.

1~ 。
.

2 d
.

暴雨具历时短
、

强度大
、

局地性强等特

点
,

常引起水土流失
,

冲毁良田库坝
。

年均连阴雨 0
.

9一 1
.

7 次
,

以短期为主
,

多见于夏季
。

春季连阴雨往往利大于弊
,

但麦收期烂场雨和秋作物灌浆成熟期连阴雨有一定危害
。

(8 ) 陕北长城沿线幕雨及连 阴雨 稀少区 包括定边
、

横山等 7 个县
,

年均暴雨 。
.

2 ~

0
.

8 次
,

大暴雨 日很少
。

连阴雨出现次数少
,

且以短期为主
,

多见于夏季或久旱之后
,

对农

牧业生产危害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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