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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近 2 5 5 年雨季及其多年变化
’

冯 丽 文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

提 要

本文利用 1 7 2 4一1 9 0 3 年北京故宫
“

晴雨录
”

中雨日记载
,

与现代气象资料衔接
,

确定了

北京1 7 2 4一1 9 7 8 年共 2 55 年雨季的起迄
,

并且讨论了雨季特征及其长期演变规律
。

北京雨季可划分为六种类型
:

提前型
、

落后型
、

偏长型
、

偏短型
、

双峰型
、

假雨季和副雨

季
。

北京雨季平均开始于 6 月 25 一29 日
,

结束于 8 月 9一13 日
,

雨季平均长 50 天
。

雨季起

始期具有 4
.

5 年周期
:

雨季结束期具有 4 年左右和 85 年左右周期 ; 雨季长 度具 有 85 年 和

17 0 年左右周期
。

此外
,

北京 2 55 年雨 季变化存在明 显的由短变长的长期趋势
。

近 30 年来

北京雨季处于近 2 55 年来异常偏长阶段
。

引 言

为 了研究气候变化
,

需要较长气象资料序列
。

目前所知道的我国最早气象记录
,

要

算北京故宫明清挡案部珍藏的
“

晴雨录
” 。

“

晴雨录
”

是清朝钦天监专门记载逐 日天气现象的一种表册
。

在我们抄 录北京
“

晴雨

录
”

时
,

发现早在清康熙十一年 (1 6 7 2 年)和十九年(1 6 8 0 年 )就有了记录
,

而比较连续的

记录则是清雍正二年一光绪二十九年(17 2 4一 1 9 0 3 年 )期间
。

这是我国有 气象仪器观测

前的一份年代最长
、

观测时间间隔最短 (一个时辰
,

即两小时) 的降水记录
。 “

晴雨录
”

是按阴历记载的
,

内容为晴
、

雨
、

雪三项
。

没有表示阴的记录
。

而且记录中量的记载比

较粗略
,

仅分为雨
、

微雨和雪
、

微雪
。

此外
,

凡有降水现象
,

即使有雨无量亦记为一个

降水 日
。

凡有雨
、

雪则记明雨
、

雪起迄时辰
。

关于北京雨季的研究
,

过去多数工作是以仪器观测的雨量在某时段上的突变来划分

的
。

因此仅能定出北京近百年雨季
。

如果应用
“

晴雨录
”

雨 日记载
,

并与仪器记录衔接来

划分北京雨季
,

就可以确定出北京长达 25 5 年(1 7 2 4一 1 9 7 8 年 )的雨季
。

这不仅为农业生

产
、

交通运输
、

军事活动及大型建筑施工等各方面提供较长的气象资料
,

而且对研究气

候变化和长期预报也是重要的
。

二
、

雨季研究方法与资料处理

1
.

北京雨量和雨日特征

北京位于欧亚大陆东岸
,

为典型的季风气候
。

北京降水的突出特点是高度集中于夏

本文于 1 9 7 9 年加月 3 日收到
,

1 9 8 0 年 1 月 26 日收到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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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6一 8 月)
,

而且变率大
。

据统计
,

北京夏半年(4一9 月 )降水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90 % 以上”
, 2 ’。

其中夏季降

水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75 % ;
而冬季 (12 月一 2 月 )降水量最少

,

仅占全年降水量 2 % (见

表 1 )
。

虽然降雨 日数集中于夏季的程度不如雨量那样突出
,

但是在 50 一 5 5 % 的雨 日中
,

降水量为全年的 75 % 左右
。

这说明
,

夏雨比较集 中
,

而且强度大
。

因此
,

一般常把 6一

8 月笼统地称为北京雨季
。

此外
,

夏半年降水量和降雨 日数各为 93 % 和 86 %
,

这说明

4
、

5 月和 9 月降雨 日数较多
,

但雨量不多
。

表 1 北京各月
、

各季降水量和降雨 (水) 日数及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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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降水的另一特点是年变率大
。

例如
: 1 9 5 9 年年降水量高达 1 40 6

.

0 毫米
,

夏季

降水量 1 1 69
.

9 毫米
,

是历史上罕见的多雨年
。

然而少雨的 18 9 1 年年降水量仅有 16 8
.

5

毫米
,

夏季降水量为 1 56
.

0 毫米
。

1 9 5 9 年年降水量是 18 9 1 年年降水量的 8
.

3 倍
。

前者

夏季降水量是后者的 7
.

5 倍
。

此外夏季雨 日变率也较大
。

如
: 1 9 5 9 年夏季雨 日为 68 天

,

而 1 7 3 1 年夏季雨 日仅为 29 天
,

前者是后者的 2
.

3 倍
。

因此
,

研究雨季变化规律是很有

必要的
。

2
.

资料处理与划分雨季的方法

根据以上讨论
,

北京降水无论雨量还是雨 日
,

集中于夏季的特点都十分明显
,

而且

变率大
。

因此
,

用雨量或雨 日在某个时段上的突变来划分雨季是可行的
。

l) 资料处理
“

晴雨录
”

的雨 日是按阴历记载的
,

而且包括微量雨 日
。

因此将 17 2 4一 1 9 0 3 年 5一9

月
“

晴雨录
”

资料与气象记录衔接时
,

首先需要对
“

晴雨录
”

资料作阴
、

阳历换算
。

其次应

将气象资料中微量雨 日逐 日补齐
,

得到 1 7 2 4一 1 9 7 8 年不连续的 2 33 年逐月
、

逐候雨 日

资料
。

资料中缺少 18 1 0 年 (嘉庆十五年)
、

1 8 3 1 年 (道光十一年)
、

18 4 4 年 (道光二十

四年 )
、

1 5 5 1 年 (咸丰元年)
、

1 8 9 8 年 (光绪二十四年)
、

一9 00 年 (光绪二十六年)
、

1 9 2 7一

1 9 2 9 年 (民国十六一民国十八年 ) 和 1 9 38
, 1 9 3 9 年 (民国二十七

、

二十八年) 共缺 22

i ) 北京气象资料
,

增订本
,

1 0 6 8 1 2 月
。

2 ) 北京气象资料
,

北京市气象台编
,

1 9 7 2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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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当讨论雨季特征多年变化时
,

采用

下列办法对所缺资料作了插补
:

¹ 首先

根据北京近五百年旱涝级别 ” ,

统计 出

已有的 23 3年中出现的各种旱涝级别频

数
,

然后分别计算出与各旱涝级别相对

应的雨季特征平均值
。

º 再从北京近五

百年旱捞级别中查出所缺年份的旱涝级

表 2 北京雨季特征插补值

雨 季 特 征 (候 )

旱涝级别 } 年 数 }

—
} 起 ! 迄 } 长 度
... 小

~ , 一一. 、卜‘ lll

想想想想 色色

别
,

并以相应级别雨季特征平均值代之
。

这样
,

构成了 17 24一19 7 8 年共 25 5年北京雨季

特征的完整序列
。

表 2 给出了本文所用的雨季特征插补值
,

其中旱涝级别 2代表偏涝
;

3 代表正常
; 4 代表偏旱

; 5 代表旱
。

2) 雨季起迄标准及雨季长度

17 2 4一19 7 8 年不连续的 233 年夏季共有 4 19 4候
,

有雨 日 10 39 5 天
,

平均每候有雨

日 2
.

5 天
。

平均三候雨 日和为 7
.

5 天
。

因此选取三候雨 日和 > 9 天作为划分雨季的基本

参数
。

北京雨季起迄标准如下
:

(1) 首先满足连续三候雨 日和》 9 天
,

且第一候雨 日》4 天
;
或第一候雨日为 3天

,

但其后三候雨 日和> 10 天
; 或第一候雨 日为 5 夭

,

其后三候雨 日和 > 8 夭
。

则第一候即

为雨季开始候
。

( 2) 最末三候雨 日和》 9 天
,

且最末候雨 日) 3 天
; 或最末候雨 日为 5 天

,

其前三

候雨 日和 ) 8 天
,

则最末候即为雨季结束候
。

( 3) 雨季开始后
,

如果候雨 日 ( 2 天
,

且连续出现三候以上
,

而后三候雨 日和又满

足标准 ( 1) ,

则该年雨季为双峰型
。

(4) 如果某年虽然存在三候雨 日和 ) 9 天
,

然而第一候
,

或最末候不满足起迄标准
,

则该年雨季定为副雨季
,

记为 F l 。

( 5) 如果某年任意三候雨 日和都不满足标准 ( 1) ,

则该年雨季不明显
。

但是为 了讨

论雨季起迄
、

长度多年演变规律
,

需要保持序列的连续性
、

完整性
。

因此
,

对于雨季不

明显年确定以该年三候最多雨 日和作为该年雨季长度
,

第一候即为雨季开始候
,

末一候

即为雨季结束候
。

该年雨季又被称为假雨季
,

记为 F : 。

根据上述标准
,

我们划分出了 17 24一 19 7 8 年北京雨季起迄及长度 (表略 )
。

试将本文对 19 49一 19 7 8 年所定的雨季与北京市气象台所定雨季
“’作一比较

,

发现两

者平均雨季长度基本相等
,

均为 12 候左右
。

两序列相关系数为 0
.

435 ,

其信度达到 95 %
。

此外
,

本文雨季平均偏早 3 候左右
。

这是因为本文内容之一是要讨论雨季长短及其变化
,

因此也普查 了与夏雨连接在一起的 4 、 5 月春雨
,

发现北京雨季最早开始于 5 月上半月
。

故资料是从 5 月份开始统计的
,

而北京气象台使用的资料是从 6 月份开始的
。

1) 华北
、

东北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
。

中央气象局研究所
、

华北
、

东北十省 (市
、

区) 气象局
、

北京大学地球

物理系
, 19 7 5 年

。

2) 资料取自北京市气象台
。



34 4 气 象 学 报 38 卷

三
、

北京近 2 55 年雨季特征及其变化

1
.

雨季类型及其变化

由于北京所在纬度较高 (39
“

58
/
N )

,

夏季风到来较晚
,

因此 6 月以前降雨 日数增

加较缓慢
。

只当 7
、

8 月夏季风盛行时
,

降雨 日数才显著增加
,

最高峰出现在 7 月
, 8 月

以后降雨 日数显著减少 (见表 1 )
。

因此
,

北京雨季大约 87 % 是由单峰型降水 日数所组

成
。

但是 由于夏季风进退各年型式不尽相同
,

因此
,

北京各年雨季也呈现出很大差异
。

根据北京 23 3 年雨季起迄早晚
、

雨季长短及雨季组成形式等特征
,

北京雨季大致可

分为六种类型 (图 1 )
:

1) 雨季提前型 (A )

—
雨季起迄均早于多年平均状况

。

2 ) 雨季落后型 (B)
—

雨季起迄均晚于多年平均状况
。

3) 雨季偏长型 (C)
—

雨季长度大于雨季平均长度
。

4) 雨季偏短型 (D )

—
雨季长度短于雨季平均长度

。

5) 双峰型 (E )

—
雨季是由两段雨 日组成的

。

6) 副雨季 (F ; )和假雨季(F Z ) (见起迄标准 )
。

在雨季分型中
,

如果某年雨季起
、

迄偏早 (或偏晚 )
,

同时雨季长度偏长或偏短
,

那

么该年雨季类型首先由雨季起
、

迄条件决定
,

即确定为雨季提前型 (或雨季落后型)
。

34 3 6 3 8 4 0 4 2 4 4 4 6 (候)

概率%

一

0
.

2 0

数频60

A 日 C D E爪

!爪

图 1 北京雨季类型
(1

.

雨季平均起始期 ; 2
.

雨季平均结束期
多

3
.

雨季平均长度
。

A
·

雨季提前型 , B. 雨

季落后型
; C. 雨季偏长型 , D

·

雨 季 偏 短

型
; E

.

双峰型 还 和 F Z ;
副雨季和假雨季 )

图 2 北京 2 55 年雨季类型频数及概率
(A

,

B
,

C
,

D
,

E 所代表类型同图 1 )

图 2 为北京 1 7 2 4一 1 9 7 8 年各种雨季类型出现频数及概率
。

其 中落后型
、

偏长型和偏

短型频数都在 50 次以上
,

概率和为 67
.

1 %
。 ,
在 F 型雨季中包括 10 年 F l

型和 7 年 F :
型

,

概率分别为 3
.

9 % 和 2
.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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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1 7 2 4一 1 9 7 8 年雨季类型分布及其多年变化见表 3
。

其中★表示每十年中优势雨

季类型频数及变化
。

表 3 1 7 2 4一 1 9 7 8 年北京雨季类型分布及其多年变化

每十年各种雨季类型出现频数
年 代 1 0 1 1 1 2 3 1 4 1 5 1 6 1 7 ! 8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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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2 0

1 7 3 0

1 7 4 0

1 7 5 0

1 7 6 0

1 7 7 0

1 7 80

1 7 9 0

1 8 0 0

1 8 1 0

1 8 2 0

1 8 30

1 8 40

1 8 50

1 8 6 0

1 8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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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9 0

1 9 0 0

1 9 1 0

1 9 2 0

1 9 3 0

1 9 4 0

1 9 5 0

1 9 6 0

1 9 7 0 B ! B

2
.

北京雨季起始期特征及其多年变化

1 7 2 4一 1 9 7 8 年不连续的 2 26 年 (不包括 7 年雨季不明显年 ) 雨季平均起 始 期 为第

表 4 北京雨季开始早于下列日期的概率 (% )

第
x
候 ! 2 6 2 7 2 8 2 9 30 3 1 3 2 3 3 3 4 3 5 36

一旦- }二卜一阵阵川一阵⋯一阵!一卜}一一里一卜竺兰}二生兰!二竺二生}兰竺遭
一

}卫上竺
一

}止上洲竺二1
~

}
目

三竺竺}竺全兰{里竺竺}竺兰
概 率 % } ”

·

4 } 些竺! 生竺}
_

户理曰逆 } 1 4
·

6 } “3
·

9 }
“7

·

4 }
“6

·

7 } 4 6
·

9 }
“7

上
333 999 4 000 4 111 4 222

3 0一 4 5一9 10一1 4 1 1 5一 1 9 1 2 0一2 4 1 2 5一2 9 3 0一3 4一8

概 率 % 6 4
。

6 7 2
.

6 7 9
。

2 8 5
。

4 9 0
.

3 9 2
.

1 9 4
.

8 9 7
.

9

111 4一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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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候 ( 6 月 2 5一2 9 日)
。

最早开始于第 2 6 候和第 2 7 候 ( 5 月 6一1 5 日)
。

雨季最迟开

始期为第 47 候 ( 8 月19 一23 日)
。

表 4 给出了北京雨季开始早于某 日期的概率 (% )
。

北京雨季起始期多年变化见其十年滑动平均曲线 (图 3 a

)
。

北京 2 55 年雨季起始期

的明显偏晚期
,

高峰出现在 1 7 48
、

1 8 3 6 及 1 8 8 1 年前后
,

振幅距平分别为 十 2
.

6 候
、

十 2
.

4

候和 + 2
.

4 候
。

并且 1 7 3 2 年一 1 7 8 0 年前后是雨季开始偏晚期的最长持续期
。

雨季开始

偏早期的明显低谷分布在 1 8 2 3
、

1 8 9 8 和 1 9 5 2 年前后
。

特别是 1 9 4 7 年前后开始至目前的

雨季开始偏早期
,

是北京 2 55 年雨季异常偏早阶段
,

其中 1 9 5 2 年前后的最深低谷
,

雨

季大约提前 25 天左右
,

其后
,

北京雨季起始期显著推迟但至今仍为负距平 (偏早 )
。

硬��系口投俐
燕留斗皿裂僻著僵

二二
‘

_
。、

产叹么认八 热
八

. _ _

、次八入
尸:::

下下狡夕耐 一 丫习 切

一一
早早 一一

斗留舜口概织偷僵

�塑�侧健琳僻

8八O
月q,工n

阵留侧业僻腔一一

19 50 (气匀

图 3 北京近 2 55 年雨季起迄 日期及长度十年滑动平均 曲线
( a

.

起始期 b
.

结束期
c

.

雨季长度 )

对北京近 2 55 年雨季起始期作功率谱分析
,

表明
,

存在 4
.

5 年左右周期
,

信 度达

95 %
。

此外
,

还有 56 年
、

3 年左右周期 (图略 )
。

3
.

北京近 2舫 年雨季结束期特征及其变化

27 2 4一 1 9 7 8 年不连续的 2 2 6 年雨季平均结束期是第 4 5 候 ( s 月 9一 1 4 日)
。

如果不

考虑副雨季
,

则雨季结束最早期出现在第 34 候和第 36 候 (6 月下半月 )
,

如 19 65
, 18 2 9

年
。

雨季结束最晚于 5 4 候 ( 9 月 2 5一2 8 日 )
,

分布在 x ssZ
、

1 9 4 0
、

2 9 4 5 和 19 5 9 年
。

表 5 为北京雨季结束早于某日期的概率 (万 )
。

北京雨季结束期早
、

晚的多年变化见 图 3b
。

比较明显的雨季结束偏早期分布在
1 7 4 3一 1 7 6 9 年和 1 8 5 9一 18 7 2 年

,

相应低谷振幅大约摆动在 42 候一 43 候之间
,

较平均

状况偏早 14 天左右
。

雨季结束偏晚期的较长持续期出现在 1 7 8 1一 1 8 2 3 年前后和 1 9 3 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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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北京雨季结束早于下列 日期的概率 (% )

第第
x
候候候 3 222 3333 3 444 3 555 3 666 3 777 3 888 3 999 4 000 4 111

月月月 6666666666666 7777777777777

日日日 3 1 / 5一444 5一999 10一1 444 1 5一1 999 20一2 444 2 5一2 999 3 0一444 5一999 1 0一1 444 1 5一 1999 2 0一 2 444 2 5一2 999

概概 率 %%% 0
.

444 0
。

888 0
。

888 1
。

222 1
.

666 2
。

000 4
。

222 4
.

666 6
.

888 9
。

SSS 1 3
。

999 2 1
。

OOO

444 888 4 999 5 000 5 111

月月月 8888888888888 9999999999999

日日日 30一333 4一888 9一1 333 14一1 888 1 9一2 333 2 4一2 888 2 9一222 3一777 8一1 222 1 3一1 777 1 8一2 222 2 3一2了了

概概 率 %%% 2 6
.

888 3 6
。

111 4 5
.

444 5 5
.

111 6 3
。

999 74
.

111 8 0 777 8 5
.

111 9 0 444 9 7
,

000 9 7
.

888 9 9
。

666

1 9 7 5 年前后
。

雨季结束偏晚期的明显高峰分布在 1 7 8 8
、

1 8 52
、

1 9 4 5 和 1 9 5 7 年前后
。

相应

振幅距平分别为 + 3
.

5
、

十 2
.

9
、

十 3
.

8 和 十 3
.

7 候
,

即大约较雨季平均结束期推迟 14 一

1 9天
。

对北京近 25 5 年雨季结束期作功率谱分析
,

表明存在 4 年左右和 85 年左右周 期
,

信度达 95 % 以上
。

此外还存在 15
.

5 年
、

3 年
、

5 年和 2 年左右的次要周期 (图略 )
。

4
.

北京近 2 5 5 年雨季长度特征及其变化

1 7 2 4一 1 9 7 8 年雨季长度振幅摆动较大
,

变化在 2一 23 候 (10 一1 15 天) 之间
。

雨季

平均长 10 候 (5 0 天 )
。

最长雨季出现在 1 9 5 9 年
,

持续期为 1 1 5 天
。

其次 1 9 5 4
、

1 9 4 5
、

17 8 8 年雨季长为 1 10 天
。

最短雨季长为 2 候 (10 天 )
,

分布在 17 6 6 年
。

2 26 年雨季长

度频数及其概率分配 (表略) 表明
,

雨季长度出现在 35 一60 天的频数为 1 01 (概率 为

44
.

6 % )
。

表 6 为北京雨季出现各种长度的概率 (% )
。

表 6 北京雨季出现各种长度的概率 (% )

\

{
雨 季 长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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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 4一 1 9了8 年雨季长度多年变化见其十年滑动平均曲线 (图 3 c )
。

曲线表明北京雨

季长度有由短变长的长期趋势
。

这一结果与北京近 25 5 年雨季长度功率谱分析(图 4) 结

果相一致
。

其中 1了3 3一1 7 8 1 年 (49 年) 是北京近 2 55 年雨季中偏短雨季的最长持续阶

段
,
雨季平均长度约为 42 天

。

17 5 0 年前后的低谷
,

雨季长仅为 29 夭左右
,

是北京近 2 55

年来雨季最短时期
。

1 9 4 1 一 目前雨季长皆为正距平
,

并且持续期长
、

振幅大
,

是北京

2 55 年雨季的异常偏长阶段
,

雨季平均偏长 17 天左右
。

其中特别是 50 年代的雨季
,

平

均长度约在 75 天以上
。

1 9 5了年前后的高峰
,

雨季长距平约为 十 7
.

2 候 (偏长 36 天 )
。

张先恭在文献〔1〕中指出
,

从我国东部大范围降水十年平均值变化情况看
,

几个多雨期

中特别是 50 年代
,

无论我国北方和南方都是本世纪以来雨量最多的十年
。 .

张先恭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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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百余年雨量记录得到的结论
。

本文从雨季角度也论述了这一结果
,

而且由于使用的是

2 5 5 年资料
,

因此廿世纪五十年代的多雨
,

不仅是近百年的多雨期
,

而且在二百多年的

长序列中
,

它仍然是一个雨季最为偏长的阶段
。

北京 2 55 年雨季长度功率谱分析 (图 4) 表明存在 1 70 年
、

85 年左右的世纪周期
,

信度达 95 % 以上
。

同时还存在 3
.

7 年 15
.

5 年左右次要周期
。

170 85 15
.

5 波长
0

.

05 0

0
.

0 4 5

0
。

04 0

0
.

0 35

~ I~ ~

0 0 30
\ 95 %

0
。

0 20

一 ~ 一 一 一

0
.

0 15

0
。

0 05

0
·

”0 0一—斌厂一一俞 3 0 40 5 0 6 0

谐波数 ( 17 0年中循环次数)

北京近 2 55 年雨季长度功率谱分析

7 0 8 0 8 5

图 4

四
、

几 点 结 论

1
.

根据北京降水高度集中于夏季的特点
,

以降雨 日数为素材
,

选择适当标准建立

了北京近 2 55 年雨季起迄和长度序列
。

划分了六种雨季类型
:

提前型
、

落后型
、

偏短

型
、

偏长型
、

双峰型
、

假雨季和副雨季
。

1 7 2 4一 1 9 7 8 年雨季类型多年变化见表 7
。

2
.

北京近 25 5 年雨季平均开始期为 6 月下旬
,

最早开始于 5 月上半月
,

最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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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bn扮Un�O�口OJ任曰叮口
.内O

......r.‘..月....

于 8 月下旬
。

雨季平均结束期为 8 月中

旬
。

最早结束期为 6 月下半月
,

最晚结

—束期为 9 月下旬
。

雨季平均长 50 天
,

年

最长雨季 1 15 天
,

最短雨季 10 天
。

雨

季中平均有雨 日 32 天
。

最多雨 日 82 天
,

最少雨 日 g 天
。

3
.

2 7 2 4一1 9 7 5 年北京雨季特征 十

年滑动平均曲线表明
,

北京雨季多年变

—化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

表 7 北京近 255 年雨季类型的变化

代 ! 年数 ! 优 势 雨 季 类 型

1 7 2 4一 17 7 9

1 7 8 0一 18 19

1 8 2 0一 18 69

1 8 7 0一 19 39

1 9 4 0一 1 9 78

偏 短 型

落 后 型

偏 短 型

类型不稳定

偏 长 型

第一阶段 ( 1 7 3 3一 1 7 8 1 年前后 )
,

雨季开始晚
、

结束早
,

全段雨季长均为负距平
,

且低谷深
、

持续期长
,

是 25 5 年雨季中异常偏短阶段
,

雨季平均长 42 天
,

其中 1 7 4 6 年

前后
,

雨季约偏短 20 天
,

是北京近 25 5 年雨季中的最短时期
。

第二阶段 ( 17 8 2一 1 8 2 4 年前后 )
,

雨季开始略比平均期晚
,

结束期均比平均期迟
,

雨季长几乎全部是正距平
。

1 8 09 年左右之前雨季属于落后型
, 1 8 0 9 年左右之后雨季为

偏长型
。

第三阶段 ( 1 8 2 5一1 9 3 8 年前后 )
,

雨季是由几个振幅不等的小波动组成
,

除波峰附

近雨季长是正距平外
,

其余均为负距平
。

因此
,

基本属于雨季偏短阶段
。

雨季平均长约

9 候 ( 4 5 天 )
。

第四阶段 ( 1 9 3 9 年前后一 目前 )
,

雨季开始早
,

结束晚
,

是北京近 2 55 年雨季异常

偏长阶段
,

雨季平均长约 67 天
。

1 9 5 7 年波峰附近
,

雨季长约 83 天
。

目前十年 ( 1 9 6 9一

1 9 7 8 年 ) 雨季仍处于偏长阶段之中
,

雨季平均起始期约偏早 1 候
,

结束期约偏晚 2 候
,

雨季约偏长 3 候
。

4
.

北京近 2 55 年雨季演变周期
:

雨季起始期具有 4
.

5 年左右周期
。

雨季结束期具

有 4 年左右和 85 年左右周期
。

雨季长度具有 17 0 年和 85 年左右的世纪周期
。

信度均达

到 9 5%
。

在 2 55 年北京雨季变化中
,

无论是世纪性变化
,

还是雨季类型在各阶段的优 势 分

布
,

都说明一件十分有趣的事实
,

那就是
,

雨季的变化是有规律的
,

而不是随机的
。

这

种现象也意味着大气环流长期变化也必然如此
。

此外
,

使用文献记录研究气候变化的工

作 中
,

多研究冬季温度
,

而较少关心夏季降水
。

对于降水 的长期变化
,

人们常常认为规

律性较差
,

甚至无规律可循
。

本文从一个侧面所提出的一些结果
,

也许能对我国雨季的

长期变化提出若干线索
。

本文承蒙徐淑英
、

张家诚
、

郭其蕴同志提出宝贵意见
,

在此深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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