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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厄尔尼诺、拉尼娜事件我国雨水情特征分析

李 磊
， 朱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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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琳

（水利部 水文情报 预报 中 心
，
北 京 １０００５３ ）

摘 要 ：
统计 了１ ９５０ 年有实测 资料以 来 的 中 等强度厄 尔尼诺 、拉尼娜事件 ；

按照厄 尔尼诺事件结束 时

间
，

厄 尔尼诺 、拉尼娜 事件转换 时 间 分别进行 了 筛选
；
对典 型厄 尔尼诺、 厄 尔 尼诺拉尼娜事件转换年的

雨水情特征以及 台风 活动 历 史规律进行分析 。 结果表明 ，
典型 厄 尔尼诺事件影响年 ，

南方 多 出现早春

汛
，

夏季长江 、 西 江及 闽 江等流域 洪水 多发量级大 ，
台 风生成和登陆个数少

；
在厄 尔 尼诺拉尼娜事件转

换年 ，秋季降水总体偏 少 、但浙 闽 偏 多
，华 西地 区 无 明 显秋汛 、华 南洪 水发生概率 高 ， 台风登 陆个数 多 、

登 陆地点偏 南 。 该结论可为我 国 季节 性长期 气象水文预测提供技术支撑和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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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０８５２
（
２０ １ ９

）
０５－００９ １

－０５

厄尔尼诺事件是指赤道中 、 东太平洋海水大范围

高于多年平均值 ０ ．５Ｔ 以上 、持续时间超过 ６ 个月 的现

象
；
拉尼娜事件

，
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水大范

围持续异常变冷 ，
即海水表层温度低于多年平均值

０ ．５丈以上 、持续时间超过 ６ 个月 以上的现象 ［
１

＿

２
］

。 厄尔

尼诺与拉尼娜通常交替 出 现
，
对气候的 影响大致相

反
，
通过海洋与大气之间 的能量交换 ，

改变大气环流

而影响气候 的变化 。 １９５ ０ 年有实测资料 以来的分析表

明
，
厄尔尼诺出 现频率多于拉尼娜 ，

强度也大于拉尼

娜 ，
两者相互转变需要大约 ４ 年 的 时间

，特别是在强

度较大的厄尔尼诺事件转换拉尼娜事件的年份 中
（例

如 １９９８ 年 、
２０ １ ６ 年 ）我 国均遭受了严重的 洪涝和台风

灾害Ｍ 。

为了解厄尔尼诺 、 拉尼娜影响年我国雨水情特征

和规律 ，本文挑选出 中 等以上强度 的厄尔尼诺事件 ，
根

据事件结束时间从中挑选 出典型的厄 尔尼诺事件 ，分

析其影响年我国夏季雨水情特点 ；
另外从 中等 以上强

度的拉尼娜事件 中 ， 挑选 出厄尔尼诺事件结束后 当年

夏季转为拉尼娜的典型年份 ， 分析转换年我国秋季雨

水情特点 ，
进而总结出 整个典型厄尔尼诺 、拉尼娜事件

转换年我国总体雨水情特点 ， 为长期气象水文预测提

供参考 。

１ 典型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年筛选

从 １９５０ 年有资料以来的系 列中挑选 出 ８ 次中 等

以上强度 的厄尔尼诺事件 （见表 １
） 。 由 于厄尔尼诺事

件对我国雨水情的影响具有滞后性 ，进入衰减期后才

逐渐显露 出来 。 因此
，

我们将结束时间 作为典型厄尔

尼诺事件的筛选标准 ，结束时间过早 （如 １ 、２ 月 份 ）或

过晚 （如 ８ 月 份 ）均对我国夏季的雨水情影响不明显 。

因此
，
本文以厄尔尼诺事件在春季结束作为标志

，
筛

表 １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咸 潮入侵情况统计

Ｔａｂ ｌ
ｅ

１Ｔｈｅｓａｌ
ｔｗａｔｅｒ ｉ

ｎ ｔｒｕｓ
ｉ
ｏｎｅ

ｉｇ
ｅｎｖａｌｕ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序

号
起止年月

持续

时间

／月

峰值

时间

／月

峰值

强度

ｒｃ

强度

等级

事件

影响年

１ １９６５ ．６
－

１ ９６６ ．２ ９ １ ２ １
．２ 中 等 １９６６

２ １ ９７２．４
－

１ ９７３ ．２ １ １ １２ １
．６ 中 等 １

９７３

３ １ ９８２． ５
－

１９ ８３ ． ８ １６ １２ ２．２ 超强 １ ９８３

４ １９８６． １０
？

１９８８ ．
１ １６ ９ １

． ３ 强 １ ９８８

５
＊

１９９ １ ．５
？

１９９２ ．５ １ ３ ４ １ ．２ 中等 １ ９９２

６
＊

１ ９９７ ．４
？

１９９８ ． ５ １４ １２ ２ ． ５ 超强 １ ９９８

７
＊

２００９ ．６－２０ １ ０．４ １ １ １２ １ ．３ 中等 ２０ １０

８
＊

２０ １４．５？２０ １６ ． ５ ２４ １ １ ２．３ 超强 ２０ １６

注
：

＊ 为典型厄尔尼诺事件结束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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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出 ４ 个较为典型 的 厄 尔尼诺事件结束年 （
１ ９９２ 、

１ ９９８ 、
２０ １ ０ 和 ２０ １６ 年 ）

进行雨水情分析 。

２ 典型厄尔尼诺事件结束年雨水情分析

２ ． １ 春季大部降水偏 多 ，
夏季江南 、华北 、东北等地降

水偏 多

分别对典型厄尔尼诺事件结束年春季 （ ３
￣５ 月 ） 、

夏季 （ ６
￣８ 月

）
全 国主要流域降水距平进行分析 ， 结果

表明春季除黄河 、海河外 ，
长江 、淮河 、珠江 、松辽 、太湖

及浙闽 等大部分流域降水偏多几率高 （见表 ２
） ，
特别

是 １９９２ 、 ２０ １０ 和 ２０ １ ６ 年 ，
长江 、太湖及浙 闽地 区降水

偏多 ２￣６ 成 ；夏季长江 、黄河 、海河 、辽河及浙 闽流域

降水偏 多的几率较髙 （
见表 ３ ） ，特别是 １９９８ 年 、 ２０ １ ０

和 ２０ １６ 年 ，
长江流域 、海河流域 以及辽河流域降水偏

多 １
￣４ 成。

２ ． ２ 南方易发 生早春汛
，

长江 、西江等流域夏季洪水

多发置级大

根据典型厄尔尼诺事件结束年春夏两季洪水事

件统计 ， 结果表明南方地区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早春

表 ２ 典型厄尔尼诺事件彩响年春季各流域降水距平
（
％

）

Ｔａｂ ｌｅ２Ｔｈ ｅｓｐｒｉｎｇｐ ｒｅ ｃ ｉｐ ｉ
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

ｉ
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ａ

ｊ
ｏｒｒｉ ｖｅｒ

ｂａｓ ｉ
ｎｓｉ

ｎ ｔｈｅ ｔ
ｙｐ ｉ

ｃａ
ｌＥｌＮｉ

ｎｏ ｉ
ｍ
ｐ
ａｃ

ｔ ｉ
ｎ
ｇｙ

ｅａｒｓ

年份 长江 淮河 珠江 太湖 浙闽 黄河 海河 辽河 松花江

１９９２ ２７
－

３
１ ５ ２６ ３ １

－

１ ０
－

２６
－

１９
－

２３

１ ９９ ８
１ ３ １２ １ ６ １４ ０ ８

１ ７３ ２２ １

２０ １
０ ２６

１３
－

４ ２ １
３７ １５

－

１ ６４ ６７

２０ １ ６ １９ １ １ ２ １ ５９ ３３ －

１ ３
－

３０ ４９ ５ １

汛
，
其中长江 中下游地区两湖水系 、 闽 江等河流均发

生过较大洪水 ，如 １ ９９８ 年 ３ 月上旬洞庭湖水系湘江 、

鄱阳 湖水 系赣江均发生 了历史同期最大洪水 ；夏季长

江 、松辽 、西江以及 闽 江等 流域经常发生流域性或区

域性大洪水 （见表 ４ ） ，其中长江、西江及闽江均发生 了

流域性大洪水 ， 如 １９９８ 年夏季长江发生了全流域型

大洪水 ，
西江和闽 江发生了特大洪水 ；

２０ １６ 年长江发

生 ２ 次编号洪水 、 太湖发生 了发生 １ ９５４ 年有记录 以

来历史第 ２ 高水位的流域性特大洪水 、海河流域南系

发生了１ ９９６ 年以来最大洪水 。

２ ． ３ 夏季台风生成和登陆个数少
，

但有超强台风登陆

我国

统计分析 了 中等 以上强度厄 尔尼诺事 件结束年

的 台风生成及登陆情况 。 从表 ５ 可 以看出 ，
夏季平均

生成和登陆的 台风个数分别为 １０ ．３ 和 ３ ．６ 个 ，均少于

常年 （
１ １

．
２ 和 ４ ．６ 个 ） ， 但平均生成和登 陆的超强台风

个数分别为 １ ． ８ 和 ０ ． １ 个
， 均多于常年 （

１
．４ 和 ０ ．０ 个 ） 。

分析 了４ 个典型厄尔尼诺事件结束年的 台 风生

成及登陆情况 ，
发现夏季平均生成和登陆 的台风个数

表 ３ 典型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年夏季备流域降水距 平
（

％
｝

Ｔａｂ ｌｅ ３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
ｐｒｅｃ ｉ

ｐｉ
ｔａｔ 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 ｉ

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ａ
ｊｏｒ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
ｉ
ｎｓｉ ｎｔｈｅ ｔ

ｙｐ ｉ
ｃａｌＥ ｌＮｉ ｎｏ ｉｍｐ

ａｃｔ
ｉ
ｎ
ｇ ｙ

ｅａｒｓ

年份 长江 淮河 珠江 太湖 浙闽 黄河 海河 辽河 松花江

１９９ ２
－

９
－

２６
－

１ ９
－

２８ ２ ５ １２
—

８
－

２８
－

１ １

１９９ ８ ３２ １ ８ ４
－

１ １ ５ ２ １０ １ ８ ２７

２０ １０ １ ２
－

１０
－

７
－

１９ １ ３
－

２ １ ３ ８
－

１

２０ １６ ４
－

１３ １ １ ５ －

１ ２ １ ３５ ４ －

１ １

表４ 典型厄 尔尼诺事件影响年洪涝统计分析＾^

Ｔａｂ ｌｅ４Ｔｈｅｓｔａ ｔｉｓｔ ｉ ｃａｌａｎａｌｙ
ｓ
ｉ
ｓｏｆｆｌ

ｏｏ ｄａｎｄｗａｔｅｒ－
ｌｏｇｇ

ｉｎ
ｇ

ｉ ｎｔｈｅｔ
ｙｐ ｉ

ｃａ
ｌＥ ｌＮ ｉ

ｎｏｉ
ｍ
ｐ
ａｃ ｔｉｎ

ｇｙ
ｅａｒｓ

年份春季
（
３￣５ 月

）
夏季

（
６
￣

８ 月
）

１ ９９２

长江 中 下游 、 黄淮 人汛早 ，湖 南湘 江 、 江西 赣

江 、 福建闽江 出 现历史同 期最 髙水位
湖南湘江 、江西信江 以及黄河部分支流发生较大洪水

，
福建闽江发生特大洪水

湖南 湘江 、江西赣江 ３ 月上旬发生历 史同期最 长江流域发生仅次于 １９５４ 年全流域型大洪水 ，嫩江 、松花江发生超历史特 大洪水 ，

大洪 水珠江流域西江和福建 闽江发生超过或接近百年一遇特大洪水

２０ １ ０ 江西 昌 江 、
乐安河 ３ 月 上旬发生历史罕见春汛

长江 、黄河 、淮河 、海河 、松花 江 、辽河 、太湖 、珠江 流域西江和闽江均发生超 警洪水 ，

江西信江 、抚河 、赣 江及吉林第二松花江等 河流发生超历史洪水

２０ １ ６

湖南 湘江 、江西赣江上 中游 、福建闽江 、广东北

江 、
广西桂江发生超警洪水

长江流域发生 １ ９９８ 年 以来最大洪水 、 太湖发生流域性特大洪水 、海河流域南 系发

生 １９９６ 年以 来最大洪水 、 珠江流域西 江和淮河发 生超警洪水 、黄河 中游发 生了 接

近警戒流量 的洪水 、辽河上 游东辽河发生大 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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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典型厄 尔尼诺事件彩响年夏季 （
６￣８月

）
台风情况统计

Ｔａｂ ｌ
ｅ５Ｔｈｅｓｔａｔ

ｉ
ｓ
ｔｉ
ｃｓｏｆ 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ｔ

ｙｐｈｏｏｎｓ ｉ
ｎｔｈｅｔ

ｙｐ
ｉ
ｃａ

ｌＥ ｌＮｉ
ｎｏ ｉ

ｍｐａｃｔｉｎ
ｇｙ

ｅａｒｓ
（

Ｊｕｎｅ
－

Ａｕｇｕ ｓｔ ）

年份

生成个数 登陆个数

超强 台风 强台风 总数 超 强台风 强台风 台风
强热带风暴

和热带风暴
总数

１ ９６６ ４ ２ １５ ０ １ ０ ３ ４

１ ９７３ ２ ０ １６ ０ ０ １ ４ ５

１ ９８３ ３ ０ ９ ０ ０ ２ ０ ２

１
９８８ １ １ ９ ０ ０ ３ ０ ３

１ ９９２
＊ ２ ２ １４ ０ ０ ４ ２ ６

１ ９９８
＊

０ １ ４ ０ ０ ０ ３ ３

２０ １０
＊

０ １ ７ ０ ０ ２ ０ ２

２０ １６
＊ ２ １ ８ １ １ ０ ２ ４

全部平均 １
．
８ １ ．０ １ ０． ３ ０． １ ０． ３ １ ．５ １ ． ８ ３ ．６

典型年平均 １
．０ １ ．３ ８ ．３ ０． ３ ０．３ １ ．５ １ ． ８ ３ ．８

常年 １ ．４ １
．９ １ １

．２ ０ ．０ ０．４ １
．７ ３ ．０ ４．６

注
：

＊ 为典型厄尔尼诺事件结束年 。

分别为 ８ ．３ 和 ３ ． ８ 个
，
同样少于常年

，
但是有 １ 个超强

台风登陆我国 ，
即 ２０ １６ 年第 １ 号台风

“

尼伯特
”

先后在

我 国台 湾 、福建登陆 ，
造成 闽 江支流沙溪 、梅溪

，

九龙

江 、木兰溪等 １０ 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
其中 梅溪

发生超历史洪水 。

３ 厄尔尼诺－拉尼娜转换年雨水情分析

我们从 １９５０ 年有资料以来 的系列 中选取了９ 个

中等以上强度 的拉尼娜事件 （见表 ６
） ， 并筛选出 了５

个厄尔尼诺事件结束后 当年 ６￣８ 月 转为拉尼娜 的年

表 ６１ ９５０年有资料以来中 等及 以上 强度厄尔 尼诺事件

Ｔａｂｌｅ６Ｔｈｅｎｉｎ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ｏｒｈ ｉ
ｇｈｉｎｔｅｎｓ

ｉ
ｔ
ｙＬ

ａＮｉ
ｎａｅｖｅｎｔｓ

ｓ ｉｎｃｅ１９５０

序号 起止年 月
持续 时间

／月
强度等级

事件

开始年

１ １
９５０．０ １

￣
１９ ５ １ ．０２ １２ 中 等 １９ ５０

２ １
９５４．０７

￣

１
９ ５６ ．０４ ２２ 中等 １９ ５４

３
＊

１９７０．０７
？

１９７ ２ ．０ １ １
９ 中 等 １９７０

４
＊

１ ９７３ ．０６
－

１ ９７４ ．０６ １ ３ 中 等 １
９７３

５ １ ９７５ ．０４－ １ ９７６ ．０４ １ ３ 中 等 １９７５

６ １ ９８８ ．０５－ １９ ８９ ．０５ １ ３ 强 １９ ８８

７
＊

１９９８ ．０７－２０００ ．０６ ２４ 中 等 １９９８

８＊ ２００７ ．０８－２００ ８ ．０５ １０ 中 等 ２００７

９
＊

２０ １ ０．０６
－

２０
１

１ ．０５ １２ 中 等 ２０ １０

注
：

＊ 为典型厄尔尼诺－拉尼娜转换年
。

份 （ 以下简称
“

厄尔尼诺－拉尼娜转换年
”

）进行分析 ，

分别为 １９７０ 年 、 １９７３ 年 、 １９９８ 年 、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 １ ０ 年 。

３ ． １ 秋季长江 、黄河 、淮河等流域降水 总体偏少 ，浙闽

珠江降水偏多

从 ５ 个厄尔尼诺－拉尼娜转换年 ９￣ １ １ 月 降水距

平来看 ，
长江 、黄河 、淮河 以及松花江等流域有 ３ 年降

水较常年偏少 ， 其中 长江流域在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７ 和 ２０ １０

年的降水偏少 １
￣３ 成

（见表 ７ ）
；
而浙 闽 、太湖 、珠江以

及辽河等流域总体上降水较常年偏多 ，其中浙闽 地区

除 ２００７ 年略偏少外 ，其他 ４ 个厄尔尼诺－拉尼娜转换

年均偏多 。

表 ７ 厄尔尼诺－拉 尼娜转换年秋季各流域降水距平
（
％

＞

Ｔａｂｌｅ７Ｔｈｅａｕ ｔｕｍｎｐ ｒｅｃ
ｉｐｉ

ｔ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ｏｍａｌ

ｉ
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ａ

ｊ
ｏｒｒｉｖ ｅｒ

ｂａｓｉ
ｎｓ ｉ

ｎｔｈｅｔ
ｙｐｉｃ ａｌＥ ｌＮｉ

ｎｏ－ＬａＮｉ
ｎａｔｒａｎｓ

ｉ
ｔ
ｉ
ｏｎ

ｙ
ｅａｒｓ

年份 松花 江 辽 河 海河 黄河 长江 淮河 太湖 浙 闽 珠江

１９７０ １ ３ ３０
－

２４
－

１６ ２３ ４ １ １２ １３ ３０

１ ９７３
－

２９
－

１ １ ５０ ２５ ２０
－

２３ １７ ３５ ３４

１９９８ ２５
－

１ ３
－

５２
－

５２
－

２８
－

７０
－

９ １
－

２６

２００７
－２０

１
２６ ２３ － ３３ －

１ ６ ３ ８
－

６
－

２４

２０ １０
－

１５ ５５ ２ １
－

５
－

４ ３
－

１ ７ ４ ３２

３ ． ２ 秋季华西地区无 明显秋汛
，
华南地区发生洪水概

率高

从厄尔尼诺－拉 尼娜转换年秋季洪 旱事件统计

结果上看
，
华 西地 区在 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３ 和 １９９８ 年 均无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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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厄 尔尼诺－拉尼娜转换年 ９
￣

１ ２月 洪旱情况统计

Ｔａｂ ｌｅ ８Ｔｈｅｓｔａｔｉ ｓｔｉｃｓｏｆ ｔｈｅｆｌｏｏ ｄａｎｄｄｒｏｕ
ｇ
ｈｔｅｖｅｎ ｔｓｉ

ｎ ｔｈｅｔ
ｙｐｉ

ｃａｌＥｌＮｉ
ｎｏ

－

ＬａＮｉ
ｎａ ｔｒａｎｓ

ｉ
ｔ
ｉ
ｏｎ

ｙ
ｅａｒｓ（

Ｓｅｐ
ｔｅｍｂｅｒ

－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

年份 拉尼娜发生月 份 ９
￣

１２ 月 洪水情况 ９
￣

１２ 月 干旱情况

１９７０ ７

（
１

）
华西地区无明显秋汛

；

（
２ ）台风影响华南地 区

。
第 ７０１ １ 号强台风登陆广 东汕头 ，广东 、福 建等地

突发山 洪
，
其 中广东榕江发生较大洪水 。

山西 、 河北 、河南 、 云南 、广 西以 及贵州等

地部分地 区出 现旱情 。

（
１

）
华西地区无明显秋汛 ；

１９７ ３ ６ （ ２ ） 台风影 响华南 地 区
。
第 ７３ １ ４ 号台风

“

玛琪
”

在 海南琼海登陆 ， 为建 国

以来在中 国海南登陆 的最强 台风 。

１９９ ８ ７ 华西地区无 明显秋汛 。 黄河下游 断流 。

（
１

）
部分地区发生秋季洪水 。 ９ 月 份 ，

黄河中游部 分支流 、洪泽湖及里下河 １０ 月 西辽河 断流 ；
１ １
￣

１２ 月 ， 洞庭湖 水

２００７
地 区部分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 系 、 鄱 阳湖水 系的部分河 流出 现历 史最

（
２

） 台风影响华东地 区 。 受 台风
“

罗莎
”

影 响 ，
太湖

、 钱塘江 、杭嘉 湖地 区多

站水位超警 。

低水位
。

（ １ ）部分地 区发生秋季洪水
。
９ 月黄河 中游 干支 流 ，汉江下游干流发生 超

警洪水
；

（
２

）
台风影 响华南地 区

。
受 台风

“

凡亚比
”

、

“

鲇 鱼
”

影响
，
海南南渡江 出 现

１ １ 月 至 １２ 月 ， 湖南湘江下 游及江西 赣

２０ １ ０ ６ 江下游部分江段 出现历史最 低水位 。

１ ９５４ 年以来第二高 的洪水 位
，
广东 沿海 中 小河流出 现超历史洪水

。

显秋汛 ， 仅黄河 中游部分河 流在 ２００７ 和 ２０ １０ 年发

生 了洪水 ，华南地区受 台风影 响发生洪 水的概率高
；

江南 、西南 、黄 淮等地部分地区 出现秋冬旱的几率大

（见表 ８
） 。

３ ．３ 秋季台风登陆个数多 、登陆我国地点偏南概率高

从厄尔尼诺－拉尼娜转换年 ９￣ １ ２ 月 台 风活动情

况分析 （见表 ９ ） ，秋季平均生成 台风 １ ０． ８ 个 ，
少于常年

（ １ １ ． ９ 个 ）
；
但平均登陆台风 ３ ． ２ 个 ，多于常年 （

２
．６ 个 ） ，

其中平均强台风及以上的登陆个数为 １ ．０ 个
， 也多于

常年 （
０ ．５ 个

） ；
登陆区域主要集 中在福建和海南 ， 占登

陆总数的近 ７０％ 。

表９ 厄尔 尼诺－拉尼娜转换年 ９
￣

１ ２月 台风活动情况统计

Ｔａｂｌｅ９Ｔｈｅｓ ｔａｔ ｉｓ ｔｉｃｓｏｆｔ
ｙｐｈｏｏｎｓｉｎ ｔｈｅｔ

ｙｐｉ
ｃａｌＥｌＮ

ｉ
ｎｏ

－

Ｌａ

Ｎｉｎａ ｔｒａｎｓｉｔ ｉｏｎ
ｙ

ｅａｒｓ（
Ｓｅｐ ｔｅｍｂｅｒ－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

年份
生成

总数
强 台风

及 以上

登 陆个数

台风

及 以下
总数

登陆地点 （个数
）

１ ９７０ １４ １ ２ ３ 海南 、 广东 、 福建

１ ９７３ ９ １ ３ ４ 广 东 、福建 、 海南
（
２

）

１ ９９８ １０ ０ １ １ 浙江

２００７ １ ５ ２ １ ３ 浙江 （
２

） 、
海南

２０ １０ ６ １ ４ ５ 福建
（
５ ）

平均值 １０． ８ １ ．０ ２ ．２ ３ ．２
—

常年 １ １ ．９ ０ ．５ ２ ． １ ２．６
—

结语

通过对典型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年 、 厄尔尼诺拉尼

娜转换年 的统计分析 ， 发现在典型厄尔尼诺事件影响

年 ， 春季我国大部降水偏多 ，但华北西部 、西北东部降

水偏少 ，南方地区易发生早春汛
；

夏季江南降水偏多
，

长江 、西江等流域发生较大洪水的几率高
，
台风对我国

沿海地区影响较为严重 。 而在厄尔尼诺拉尼娜事件转

换年 ， 秋季我 国西北东部降水偏多 、 东北北部降水偏

少
，
华南地区易发生洪水

，
江南 、西南 、黄淮等地部分地

区出现秋冬旱的几率高 ， 台风登陆比例高 、登陆地点偏

南 ，
有超强台风登陆影响我 国 。 需要说明 的是

，
厄尔尼

诺 、拉尼娜事件作为影响天气系统的
一

个重要因素 ，与

我 国不同 区域 、 不 同季节和不同气象水文极端事件的

相关性是不同 的
，
随着资料的积累 和深入了解 ，将会更

加 明确其对我国气象水文的影响和作用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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