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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各地区的旱涝枕针关系”
’

徐 椒 英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要

本文在作者
“

黄河流域干旱初步分析
”

的基础上并等黄河流域分伪七区
,

就针井分析了

这些地区早涝关系 本文主要静流以下几点 黄河流域任雨地区 或三个四个地区 同

时袭生旱澎的机会 习 如果一个地区干旱目霎他各区翌生早涝的可能性 个别地方于旱

在程度 沙勺此较
,

并爵算干旱白漪寺糟性 最后指出
,

除了黄河」公脖的西北方 酒泉
,

河北

平原及其附近地区干早最为严重
,

而渭河盆地早情最郭

一 查料和方法

为了根治与开鼓黄河
,

气象工作者对黄河流域降水青料山曾作了一些分析 本文是

在作者的
“

黄河流域干旱的初步分析
”

的基础上
,

并利用中央气象台所糟制的全国历年

逐月的降水量等极圆田 共分为七般
,

把其中 和 极 极为 月降水量等于或小于

正常降水量的加外
,

为 趾一功外 定为大早
,

极作为小旱 敏一 形
,

和 般

为正常 一拐 升
, 二 旦 一  外

,

和 毅为涝 二 一 么,

夕 娇  
,

对黄河流域各地区之简的旱涝情况作进一步的了解
。

同时按黄河流域干

旱硕率分布近似的地方 划为河套西部 包括上游部分地方
,

边界见圆
、

河套东部 包

括部分山陕黄土高原区
、

伊洛河流域
、

河北平原
、

山东
、

渭河上游 包括黄河上游
“

以南大部分地区 与渭河下游等七区
。

然后按每一区中大多数降水等极为标准
,

决定各

区历年逐月的大旱小旱
、

涝与正常分布 为了提供黄河灌溉规划上一些参考查料
,

先推

求各区之简旱涝的关系 其次静算某些重点 区干旱时
,

其他各区同时旱或涝的可能性
,

以及某一地区旱时
,

其他各区在其前后一月旱涝的情况 最后比较各个地方干旱程度以

及旱的持菠性等
。

由于青料的限制
,

分区扰爵是从 均即年开始
,

到 肠 年止
,

共 年
,

其中河套西部
,

与渭河流域从 年以后才 开始有查料
,

因此仅仅毓补了劝年
,

至于翠

年 月 日收到

本文甜翻主耍着重 一 月平均状况
,

但在持搜性一节中以 一扮 月为基础
,

附表中亦将季节分布倩况

列入以备参考
。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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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分析
,

尽可能取用耙录较可靠的
,

且有畏年耙录的地方
,

但为了照颧圣流域各区都至

少有一代表站
,

因此也尖取某些只有 年以 上耙录的侧站
。

表 黄河流域各地区同时出现早涝各种现象的翔率

粼
,

二 黄河流域各不同地区周的旱涝关系

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需耍灌溉的耕地数量枢大
,

即使将黄河全部流域面积内的

雨水储蓄起来用于灌溉还是不够 根据黄河规划的估补 因此如何把有限的水量
,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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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收效最大的地方是我仍必填考虑的
。

把这尚题提到气象上来敌
,

就填知道 黄河流域

不同地区干旱在时尚上的分布怎样 这些地区是否常是一起千旱 各个地区同时或前

后旱的关系怎样 只有知道这些之后
,

才能有效地使用降水
。

各地区简同时旱涝关系 现在就所划分的七个地区中
,

求每雨个地区
、

每三个地

区和四个地区周的同时旱涝的关系
。

每雨个地区的旱涝关系 表 前十项为每雨个地区同时出现各种旱或涝 的机 会
,

如果不分大小旱
,

那么旱
、

涝
、

正常三种可有六种配合 即雨 区同时都旱
、

都正常
、

都涝
,

以及一区旱一区涝
、

一旱一正常和一区正常一区涝 以后将这六种配合筒称 为 同 旱
、

正常
、

涝
、

旱涝
、

旱正
、

正涝
。

此表以每雨地区同时有艇录的年份的总 月数为基础
,

求出

每雨区同时都旱
、

正常
、

涝等等的 月数占总 月数的百分数
。

例如 河北与伊洛河流域

觅表 这雨地方平均一百个月中有 个月是同日洲邪旱的
,

有邵 个 月一个地方的降

水为正常时
,

而另一地方刻是干旱
,

雨个地方同时正常平均只有 个 月
,

都潜则更少仅

个月
,

而正常与涝碰头有 个月
,

旱涝碰头有 个 月
。

由此看出
,

雨个地区同旱机会

此同时正常多一倍
,

此同时涝的机会多 倍
。

因此可以看出黄河流域各区干旱的碰头

机会很大
。

又如河北平原与河套东部 以后筒称河北与套东
,

河北与伊洛河流域 筒称

伊洛 以及河北与山东三个粗合都在 形左右
,

由此看出河北是下游四区之中干旱最厉

害的一区
。

这地区也就和前文所述 黄河下游各地以太行山以东地区干旱最严重 的

桔果一致
。

其次则以正旱出现的次数较多
,

其中以山东与渭河下游 以下筒称渭下
,

套

东与套西为最大 肠
,

伊洛与渭下
,

渭上与渭下以及套东和河北三个粗合都在 邓形

左右 而同时涝或正涝或旱涝出现机会都比较少
,

这是由于黄河流域本是干燥少雨地

带
,

成片的地区登生水涝还是此蛟少的
。

此外凡同一粗合而相隔稍远的雨个地区
,

如山东与渭下
,

渭下与河北
,

河北与套

西三粗
,

同旱和同涝的机会都是比较小的
,

而比较橇端的情况如旱滞
,

正涝等配合 的机

会比其他粗合耍大
,

这事实亦是合乎常理
,

相隔较远
,

气候的差异性当亦增大 尽管如

此
,

黄河流域各不同地区均以同旱的机会此涝的机会为多
,

例如套西与河北雨区分别位

于黄河上下游
,

虽然相隔较远
,

但同旱的机会达 助必 而涝刻仅仅 形
。

这瀚明黄河流

域的干旱常常是大范圃的
,

而涝 以局地性为多
。

三个地区同时旱涝的分布 三个地区同时聆生旱涝现象
,

仅仅杭补了四扭 表

这四粗都是中下游比较接近的地区
,

它竹的配合共有七种
,

这七种配合以正旱的配合出

砚机会最多 ‘往 并
,

平均 月
一

中可以有 一吸 个 月是正常与旱碰头
,

如渭下一

山东一伊洛份粗达 外
,

同旱 一 , 乡幼次之
,

如套东一河北一伊洛和下游三区的雨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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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那 外
,

这雨粗亦是黄河流域干旱此较严重而又相接近的地区
。

同涝的机会最小
,

没

有超过 外的
,

由于本流域多雨机会本来就较少
,

拜且多雨多牢都是小范网的
,

因此三

个地区都涝的机会亦少
。

塑丝些是些呸
,

共枕补了雨粗
,

觅表 最后雨项
·

一粗集中在中下游
,

另一粗

 包括套西一渭下一河北一山东四区
。

这雨粗正早的机会都是 外
,

同早的频率还不

及正早的一半
,

尤其是地区比较分散的一粗
,

同旱机会更小
。

虽然它仅是黄河流城七区

中之四区
,

但因为是分散在整个黄河流域
,

如果这四区同时都早
,

那么整个流域亦差不

多都是干旱
,

因此碰头的机会少是可想晃的
。

至于各地区早涝的季节关系
,

群晃表
,

此处刁闷落一一叙述
。

一区千早其他各区旱漪的可能性 从上面的桔果
,

可么看出黄河流域各区之面

干早的某些关系
,

但由于水文和灌溉规划上的需耍
,

我仍需耍更进一步的研究
。

某一地

区早时
,

其他各地区旱或捞的可能性怎样 特别重耍的是哪一种的可能性最大
。

为了

明确这些
,

我们枕静了黄河中下游重点地区大早或小早时
,

其他六区在这时候早捞和正

常的可能性
。

在圈 一 中方形表示某一地区大旱时其他各区大
、

小
、

早
、

正
、

涝出砚的百分数
,

其

中左上角的数值
,

表示这个地区与某地区同时登生大早的可能性
,

在左下角助表示这个

地区登生干早
,

而同时期某地区登生正常降水的可能性
,

回形表示小旱时的情况
,
群见

、、
队队

从 , 召巴 月监一夕曰曰

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
一一

、、、、、、、、、、、、、、、、、、、、、、、、、、、、、

、 、、、、、、、、、、、、、、、、

剩剩虱虱
夕夕

一一 匕
月

念念
「

感感
川田

厂入、

厂厂、、、、、、、、、、、、、、、
丫丫丫丫 几 二哥, ,,

宁
、

通通通通通

岁岁岁暑暑暑暑暑暑 羹羹瑟瑟励    

狄狄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
可可

一

一州州州 口
一一丁丁

一 河北苹原大小早时
,

其他各区早成势等的可能性 形

工为山东
,

为河北不原
,

为伊洛河流城
,

为河变东部地区
,

丫为渭河下游地区
,

为渭河上游地区
,

粗为河套西部地区
。

方形表示某一地区大早时
,

数地区出砚早务的可能性
,

左上角表示大早的男
,

右上角表示小早的
,

左下角为正常的
,

右下角为势的
。

口形斑示某一地区小早时
,

孩地区出现旱努的可能性
,

数宇表示慈义加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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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中甜明
。

由圆可以明缭
,

一个地区大旱时
,

其他各区同时大旱的可能性最大
,

正常与

小旱次之
,

涝的机会很少
。

但当这地区小旱时
,

其他各区虽然仍以旱的机会最多
,

但这

时大小旱出现的可能性几乎相等 也就是轰
,

一个地区小旱时
,

其他地区小旱的机会增

表 一地区大小早时
,

其他各区旱涝分布频数

浓浓浓
河 北 大 早 时时 河 北小 早 时时

套套套西西 渭上上 渭下下 套东东 伊洛洛 山东东 套西西 渭上上 渭下下 套东东 伊洛洛 山东东

丝丝 沁沁

大大大 春春
一 一

么 么 沼沼 通通

早早早 夏夏  !!! ∀
。

秋秋秋秋
一 一

多多多多  !!! 邪 劝 跳 么
一

年年年年  
一 一

邓
,

一 月总数数
一 一

小小小 春春
一 一 一

早早早 夏夏
一

名名
一 , 一

    
,

秋秋秋秋
一 一

   ! ∀∀∀ # ∃∃∃ #∀∀∀

多多多多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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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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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5

.
0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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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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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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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

大旱减少
,

正常与涝的机会都略有增加
。

河北是黄河下游干旱比较最严重的一区
,

河北大旱时其粼近套东
,

山东
,

伊洛三区

大旱的可能性最大
,

均达 盯莎左右(圆 1 )
,

大小旱机会达 50形
,

但涝的机会很小
,

都未

超过2外
。

河套西部大小旱的可能亦达2邹舀
,

渭河流域旱的机会比起黄河流域其他地区

一般是算少的
,

因此大旱的可能性仅加形左右犷而正常和涝的可能却较其他各区为大
。

所以可甜河北大旱时
,

在它附近三区十之四五都也登生干旱
,

而距离稍远的三个地区十

之三四也会登生干旱
。

但在河北小旱时
,

很明显地看出 (圆 1 )
,
其他地区大旱的可能性

很快地减少
,

小旱
、

正常和涝的机会却明显地增加
。

伊洛河流域大旱时 (圆 2 )
,

河北和山东大旱可能性达 拐形
,

大小旱 的可 能性达

侧À
茹

{{{曰.尸 气气
:::

/ 夕夕

.‘.了,且刃J
I一

"

|一”庄日日汗
州川

言石丫叮}

了动 片

卜

又

月飞
一
l卜

.\
工洲

一

亚了升济叹朴11
.巴、、

JZ一Z了、、产

, < 之于任莎

圆 2
.
伊洛河流城大小早时

,

其他各区早潜的可能性(% )

工为山东
,

兀为河北平原
.
1 为伊洛河流蛾

,

W 为河套东部地区
,

V 为渭河下游地区
,

班为渭河上游地区
,

顶为河套西部地区
。

方形表示某一地区大旱时
,

款地区出现旱涝的可能性
,

左上角表示大

旱的形
,

右上角表示小旱的%
,

左下角为正常的%
,

右下角为涝的%
。

圆形表示某一地区小旱时
,

敲地区出现旱涝的可能性
,

数字表示意

义如上
。

60 妊
,

河套东部大早的可能性略小 (38 形)
.
一般而希

,

渭河下游干旱不很严重
,

但因为

它和伊洛河流域比较粼近
,

而且它仍之简干旱的趋势相僻l,( 夏旱硕率最大)
,

因此在伊

洛大旱时
,

渭下大旱可能性亦达邓 弘
,

大小旱的可能性达 45 外
。

伊洛河小旱时(圆 2 )
,

各地区旱涝可能性的变化与河北小旱时同
,

即大旱频率减小
.
小旱

、

正常与涝的可能性

增加
。

渭河下游大旱时(圆 3 )
,

其他地区大旱的可能性都此前雨区大旱时增大
,

特别是套

东和伊洛河大旱的可能性即达 40 形
。

渭下在圣流域中干旱的须率是此较 少的
,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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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早时
,

其他各区同早的可能性自然会大一些
.
此时

,

渭王大早的机会虽比黄河下

游各区为小
,

但大旱的可能性北套西还大达 册外
,

而小早的可能性RlJ 为其他各 区之

冠(1 6外)
,

而且在渭下大旱时
,

它从来亦没有出现过相反(涝)的情况
,

即或在渭下小早

时
,

渭
_
L 亦仅有2形的捞的机会而已

.
还填指出

:
在渭下小早时(圆 3 )

,

其他地区大小旱

回鱼豆汾
,."

搽

又J卜
:i:

\\\\\
、、、、

,,

一一
{{{{{

【 一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

匕
,

( 乏瑞忿经
一二二_ ~ ,

口 3
.
渭河下游大小早时

,

其他各区旱潇的可能性(% )

都在 40 一50 升
。

这瀚明不但在渭下大早时
,

各地早的可能很大
,

即是小早时
,

其他各区

早的可能亦大
。

因此遇到渭下少雨时
,

就必镇密切注意黄河流域其他各个地区的情况
.

3
一区千早其他各区在它前后一月内早势的分布 知道了一个地区干早时

,

其他

各区旱捞的可能性
,

对水康水显的控制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为了补划用水和按排帐

水工作
,

须耍知道在某些地区干早时其他各区在其前后一月早涝的可能性
.

以河北
、

伊洛和渭下三区为主
,

卦算一个地区干早(包括大小早)时
,

其他各地在这

个早月前后一个月时早或涝分布的情况
。

例如在以河北为主时 (尾表 3 )
,

在它与套东
,

伊洛和山东有共同耙录的 34 年 中河北有 149 个早月
,

在这 149 个 月的前后一月
,

套东

大小早的机会均达到 50 外
,

山东达 ,4 5拓
,

在河北与渭下同时具有 丝 年的耙录中
,

河北

旱时
,

干早此较翅的渭下在它前后一个月早的可能性为 39 形
.
一般而希

,

河北早时
,

其

他各区涝出现的机会最少
,

都只在 7一16 形之简
。

伊洛河与渭下干早时
,

其他各区在其前后一个 月旱涝分布情况觅表 3
。

总的来靓
,

熟治那一区早时
,

其他各区在其前一月或后一月大小早的机会没有小 于 40 纤和大于

弱 形的
。

其前后正常机会一般在 30 一50 肠之简
,

涝的机会最少
,

在 6一卫铆乡之简
。

同时可以看出河北旱时
,

套东
、

套西和伊洛三区旱的机会最大
,

伊洛河早时
,

套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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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一区干旱其他各区前后一月早涝情况

河河 北 干 早 时
}}}

卜卜

飞蕊纂{‘一一1
二一旦一一

-
{{{
一一

后 一 月月

关关 禾 、哭
、

} 箕西 ! 渭上 !渭下 } 套东 l伊浴 {
山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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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河北雨区旱的机会最大
。

渭下旱时
,

则以伊路旱的机会较大
。

因此在爵划用水时
,

应

鼓注意这样的关系
.

三
.
黄河流域个别地方干旱在程度上的比翰

为了能使水用到最需耍的地方
,

因此需耍了解如果雨个区域同时都是干旱
,

可是在

程度上是否常有分别? 或者几个地方同时干旱
,

那一地方干旱最为特久? 为了能在这

些周题上提出一些参考查料
,

我仍在黄河流域选择了降水耙录此较是的n 个侧站(最是

的是北京83 年)分析它仍之简同时于旱时
,

早的程度以及持拔性的差异
。

由于选用的侧

站较少和耙录年代短的关系
,

所得的桔果只是这些地方或其附近概略的情况而 已
。

1

.

各地同时千旱在强度上的差异 应用前文山的规定
,

一个地方 月降水量刁
、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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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等于正常的 40灿称为旱月
。

同时假定一个地方这个 月
,

的降水量 已在 40 妊以下
,

而

别的地方这个月的降水仅到达正常的 60弘时
,

就甜为这雨地方同时登生了干早
。

如果

雨个地方早 月中降水的百分数相差到 30形
,

就靓为这雨地方干旱在程度上是有强弱之

分
。

在这假定下将 n 个侧站分为 16 个粗合
, ,

因为各粗的年份畏短不一
、

为了便于比

较
,

萧算出它的百分数列在圆 4 中(能明觅圆)
。

之盆卫刃 J 空劳咒

困

l
门同闪曰阴

国4
.
黄河流城各地同早时的强度关系

国中拼坐标为百分数
,

质座标为地名
,

每相粼丽地名之简的直方柱表示这雨地方同时虽

生干早时的强度关系
。

1

.

表示雨个地方同早时
,

井且是早的程度(雨地早时降水百分数相差不超过 30 % )相近
,

所出现次数占总的同早次数的百分数
,

么表示同早时左边地方干早租度大子(雨地早时降水百分数相差达 30 % )右边地方所出
现次数占总文数的百分数 ,

3
.

表示同早时右边地方干早程度强于左边地方的百分数
。

在所选用的16个粗合中
,

每粗同时干早
,

且具有相似干早程度的机会至少都在60外

以上(见圆 4 )
:
其中天水和西安

,

西安和陕县
,

济南和北京
,

济南和青岛么及北京和呼和

浩特五粗中
,

同早且具有同等强度的机会竟达 80 外 以上
.
这多牛是由于以上各粗每雨

地方不只是相郑
,

而且亦是干早关系此较大的雨个地区中的侧站
,

在这些祖中
,

天水没

有一次干旱程度此西安强
,

同时西安亦没有此陕县强的早情
。

自此一直向东
,

愈往东干

早强度愈强
,

早害也愈严重
,

但到沿海的青岛
,

强度就不比济南强了
。

此外 自渭河上游

愈往西北
,

干旱亦愈严重
,

如菌州比天水旱的程度耍强
,

酒泉亦比葡州强
。

2

.

干旱的持城性 速着几个 月或一季少雨所形成的干早
,

一定比偶而一个 月的少

雨要严重的多
。

因此从各个地方干旱的持覆性来了解干旱的程度是有帮助的
。

在分析

时
,
仍以第一个 月降水少于或等于正常 40 形时为一个早月

,

如果第二或第三个月……降

水少于或等于正常 60 外时就超为是速箱早月
.
这样挑补各个地方一个月一旱

,

雨个月

或三个月速旱等出现的次数 (列在表 4 )
。

黄河流域各个地方平均地甜
,

一年至少总有

一个 月是早的
,

速着雨个 月都是干旱么中宁和葡州出现最多
,

不均十年内可出砚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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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

太原
、

北京
、

夭津和济南平均每雨年可以登生一次
,

西安划平均四五年才有一次
。

三

个月速早以呼和浩特登生最多
,

平均三年可有一次
,

其他地方至少耍四五年才出现一

次
,

四个月速早刚以中宁出现最多
,

U 年中共出现了四次
,

不过这四次主耍是出现在秋

冬雨季
。

在枕补的 11 个侧站中
,

以北京的查料最是
,

因此亦登现了旱月速植达 9 个 月之久
,

这次大旱是从 185 4年 10 月开始到 1855 年 2 月
,

一速 6 个月几乎没有下雨
,

接着春季

三月降水只有正常的盯形
,

4 月只有 8形
,

气温亦比正常时期平均高了 3另
。

C

.

5
,

6 月降

水虽已增加
,

但仍只有正常的 60 形
,

7 月才达到正常降水
。

这样是期少雨
,

农作物就很

难播种
,

更不必裁它的生是了
。

实际
_
卜在这次是期干旱之前

,
1 8

54 年的春和夏亦是干

早少雨
,

雨年速着大早
,

对农案一定会有很大影响的
。

在太原的 28 年祀录中
,

最是早月

曹达 8 个月 (193 1年秋到19教年春)和 7 个月 (19 41年 4一10月 )
,

虽然后者此前者少旱

一月
,

但因为它是登生在春
、

夏
、

秋三季
,

因此对农巢上的影响比前者更要大些
。

速拔旱月以夭水最短(表 4 )
,

1 6 年中只有一次早达 3 个月
。

西安一个月一旱平均

~ 年有一次
,
习6年中有雨次干早达半年之久 (19 3袅年 9 月到 19 33 年 卫月和 19 40 年 l卫

月到 1941 年 6 月)
。

3

.

草月持箱的可能性 应用 E
.
G
.
Bi 正a m 闪一个旱月后

,

跟随着第二个 月早的可能

性的公式
,

来升算第二个 月速着旱的可能性为
: N Z+ N 3 + N 4+ ……
N i千饨+ Na + 从+

· ·

一

,

第三个月再旱

的可能性为
N a+ N ;+ N 。+

· · · · · · · · ·

……
,
凡
1
不N 玉千N

: + N ‘
+ N

。+ 式中N
, 、

姚……为一个月
、

雨个月……速早

出观的次数
,

升算桔果觅表 4 每一侧站的最后一项 (可能性)
.
一般在第一个月早后第

二月速值旱的可能还大
,

雨个 月或三个月速早之后再菠早的次数就很快减少
,

因此可能

性亦减少很快
。

如菌州和中宁第一个月旱了之后
,

第二个月随着又早的可能达50 灿
,

而

第三个月再早剧很快下降到 14 灿和邓灿
。

太原
、

北京
、

济南
、

天津和呼和浩特等地亦是

干早比较严重的地方
,

第二个月迪早可能在 40一如形之周
。

只有天水干早的持被性最

小
,

第二月速旱虽有郊 形可能
,

第三月再旱的可能 已不到 4 沁了
,

这事实再一次魏明渭

河上游干早的程度是比较袒的
。

四
。

小 桔

前文
“

黄河流域干旱的初步分析
”

中已握指出
:
黄河流域以春早为最严重

。

虽然秋

季少雨机会也很多
,

分布地区亦广
,

但秋季是粗夏季雨季之后
,

土壤中所含水份较多
,

而

且秋季是各种作物成熟收割时期
,

需水量较小
。

如果夏季已粗少雨
,

秋季仍早
,

那么对

冬小麦的播种牌有很大妨碍
.
春季是粗干冷冬季之后

,

土壤中所含水份已理很少
,

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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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春季夙沙大
,

气温急升
,

蒸登亦随之增加
,

在这情况之下
,

春季作物本来就需要

更多的水
,

要是春季再缺雨
,

干旱的严重性就可想而知了
。

现将本文初步分析桔果和一些概念总桔如下
:

一般而言
,

黄河流域各个地区之简
,

旱涝的六种粗合中
,

以同时干旱的关系较为密

切
。

其中以河北一伊络河一河套以东地区同旱的机会最大 (3 3肠)
,

等于同时正常机会

的三倍
,

等于同涝机会的六倍
。

同时都是正常
,

以渭河上下游出现机会最多达邓 %
,

但

仅此同旱的机会多 2 外
,

而同时都涝
,

BlJ 以河北一山东
、

河北一伊洛与河北一套东较大
,

但亦不过 6 外而已
。

此外正早以山东一渭下和套东一套西踢现最多 (33 形)
,

而正涝与

早捞都以河北一套西雨区同时出现为多13 一19 形
.
以季节而言

,

同旱聆生在春秋较多 ;

但渭河流域与伊洛河流域划以夏季校多
.

由于干旱的癸生是大片的
,

因此在一个地区干早时
,

其他各区同旱的机会亦多
,

正

常机会较少
,

涝的可能更少
。

如河北大旱时
,

山东
、

伊洛河和套东三区大小旱的均可能

达到50 形
,

渭下次之(39 形)
,

渭
__
色最小仅有此形

。

伊洛河大旱时
,

河北
、

山东和套东旱的

可能性最大(60 形)
,

其他三区亦在40一60乡乡之周
。

至于渭河下游大旱时
,

共他各区旱的

机会亦大
,

伊洛河旱的可能性最大达55 % ;套东达54 形
,

河北旱的机会最少
,

亦达30 肠
。

同时在一个地区小旱时
,

其他各区旱的机会减少
,

但一般仍在 40 多以上
,

此时正常与涝

的机会略增大
。

干旱虽然常常是大地区的分布
,

但在这广大的地区
_
巨

,

由于地形的复杂以及所在地

理位置的不同 (如距海远近)
,

因此虽然是同时干早
,

但在程度上却有分别
。

渭河流域干

旱的须率不但最少
,

而且在程度上亦是最牲的一区
。

自此向东虽然雨量较多
,

但因降水

变率变大以及干旱的持蔽性较是
,

因此旱情比较严重
。

同样从渭河流域再往西北
,

那里

本来雨量就不够
,

再加降雨变率较大
,

毫然疑义干旱情况应为全流域之冠
。

本文承高由禧先生指导与校圈
,

朱尚显先生提供宝青意觅和鼓励
,

特此致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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