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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１９６１—２０１０年陕西省７２个气象站逐日气温和降水资料，采用综合气象干旱指数法，统计分析了
近５０年陕西省气象干旱发生的时空分布特征。结果表明：陕西省年及四季干旱发生频次和干旱日数总体上呈北
高（多）南低（少）分布特征。四季中夏旱频率最高，强度最强，春季其次。各等级干旱日数中轻旱日数最多，中、重

和特旱日数依次减少。陕北北部长城沿线及关中中东部既是干旱高发区，也是干旱重发区；近５０年陕西区域干旱
强度和干旱日数均存在较明显的增加趋势，主要表现为春秋两个季节的变化，而夏季和冬季的变化趋势不明显；近

５０年陕西共发生３２起持续性干旱事件，以春夏连旱为主；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至２００２年持续性干旱事件发生的
频率高，强度强，反映出陕西区域极端干旱事件对全球气候变化有明显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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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以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对水

需求的增加，干旱导致的旱灾更加频繁，灾害也从以

影响农业为主扩展到影响林牧业、工商业以及居民

的日常生活，由此引起的整个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

后果越来越严重［１－２］。因此，研究干旱的时空变化

及风险评估，尤其是在干旱半干旱和缺水地区，对区

域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以及制定积极有效的防旱

抗旱措施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干旱指标是干旱监测和研究分析的基础与核

心。目前，国内外关于干旱指标已有大量研究［３－７］，

比较常见的有标准化降水指数、Ｚ指数、Ｐａｌｍｅｒ干旱
指数、连续无有效降水日数等，这些干旱指数在干旱

监测业务和研究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由于干

旱指标大都建立在特定的地域和时间范围内，具有

一定的时空局限性［８］。同时考虑了降水和蒸发能力

因子的综合气象干旱指数是将近 ３０天（相当月尺



度）和近 ９０天（相当季尺度）降水量标准化降水指
数，以及近３０天相对湿润度指数进行综合而得，它
既反映了短时间尺度（月）和长时间尺度（季）降水量

气候异常情况，又反映短时间尺度（影响农作物）水

分亏欠情况，适合实时气象干旱监测和气象干旱事

件的客观评估［９］。邹旭恺等［１０］利用该指数分析了

近半个世纪我国的干旱变化，赵美［１１］等以徐州和南

京站为代表，分析发现降水量按线性递减权重方法

计算 ＣＩ指数的改进方案是可行的，曹永强［１２］等和
包云轩等［１３］利用 ＣＩ指数分别分析了辽宁省和江苏
省近５０年来的气象干旱特征。以上研究表明综合
气象干旱指数 ＣＩ比单纯利用降水量的干旱指数更
能反映干旱实际情况。乔丽［１４］等选取陕西 ４４２个
典型干旱个例对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标准化降水、相

对湿润度、综合气象干旱指数、土壤相对湿润度和

Ｐａｌｍｅｒ干旱指数等 ６个干旱指标进行了对比分析，
发现综合气象干旱指数在陕西大部分地区适用，且

以春、夏和冬季最优。因此，本文利用综合气象干旱

指数从干旱频率、不同干旱强度等级的干旱日数、干

旱强度及持续性干旱事件等方面分析了陕西省近

５０年气象干旱的时空变化特征。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资料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陕西气象信息中心提供

的１９６１—２０１０年全省９６个气象站逐日气温和降水
资料。在数据选取时进行了简单的质量控制，即剔

除了研究时段内任意一年数据缺测超过 ５％的站
点，并去掉华山和太白 ２个高山站，最终选取了 ７２
个气象站进行干旱指数的计算和分析。

１．２ 方法

综合气象干旱指数根据《气象干旱等级》国家标

准（ＧＢ／Ｔ２０４８１－２００６）中的综合气象干旱指数计算
方法，利用近 ３０天（相当月尺度）和近 ９０天 （相当
季尺度）降水量标准化降水指数，以及近３０天相对
湿润度指数综合得出。ＣＩ指数的计算公式：

ＣＩ＝ａＺ３０＋ｂＺ９０＋ｃＭ３０ （１）
式中，Ｚ３０、Ｚ９０分别为近３０天和近９０天标准化降水
指数 ＳＰＩ；Ｍ３０为近３０天相对湿润度指数；ａ为近３０
天标准化降水系数，平均取０．４；ｂ为近９０天标准化
降水系数，平均取 ０．４；ｃ为近 ３０天相对湿润度系
数，平均取０．８。通过（１）式，利用前期平均气温、降
水量可以滚动计算出每天综合干旱指数 ＣＩ，进行干
旱监测，根据 ＣＩ值划分综合气象干旱等级，见表１。

月干旱指数由每日 ＣＩ值累加而得。

表１ 综合气象干旱等级的划分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ｒｏｕｇｈｔｉｎｄｅｘ（ＣＩ）

等级

Ｇｒａｄｅ
类 型

Ｔｙｐｅ
ＣＩ值
ＣＩｖａｌｕｅ

１ 无旱 Ｎｏｄｒｏｕｇｈｔ －０．６＜ＣＩ

２ 轻旱 Ｓｌｉｇｈｔｄｒｏｕｇｈｔ －１．２＜ＣＩ≤－０．６

３ 中旱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ｄｒｏｕｇｈｔ －１．８＜ＣＩ≤－１．２

４ 重旱 Ｓｅｖｅｒｅｄｒｏｕｇｈｔ －２．４＜ＣＩ≤－１．８

５ 特旱 Ｅｘｔｒｅｍｅｄｒｏｕｇｈｔ ＣＩ≤－２．４

参照《气象干旱等级》国家标准和实际业务应用

情况，当综合气象干旱指数 ＣＩ连续 １０天为中旱以
上等级时，确定为发生一次干旱过程。当季内至少

出现一次干旱过程，并且累计干旱持续时间超过２３
天（评价时段的１／４）时，认为该季发生干旱事件［９］，
年内至少出现一次干旱过程，且累计干旱持续时间

超过６０天时，认为该年发生干旱事件。
统计各站５０年来历年及历年各季干旱事件的

发生情况，利用公式（２）计算干旱发生频率［１３］。

Ｐ＝ ｎＮ×１００％ （２）

式中，ｎ为实际有干旱事件发生的年（季）数；Ｎ为资
料年代序列数，１９６１—２０１０年共５０年数据，Ｎ取５０。

２ 陕西省干旱特征分析

２．１ 干旱频率的空间变化

图１ａ－ｅ为陕西年及四季干旱频率分布图。从
中可以看出，陕西年干旱频率总体上呈北高南低的

分布规律，其中陕北和关中干旱频率普遍较高，在

５０％以上，尤其是陕北北部和关中中东部的平原区，
干旱频率在 ６０％以上，陕北北部长城沿线接近
８０％，陕南干旱频率一般在 ４０％左右，南部山区相
对较低，在 ３０％以下 。春季干旱频率一般在 ２０％
～４０％，西北部偏高，东南部偏低，陕北和关中大部
在３０％左右，陕南在２０％左右。夏季干旱频率较其
它季节高，一般在 ３０％～６０％，其分布特征与年频
率相似，陕北北部和关中中东部较高，在 ５０％ ～
６０％，陕北南部、关中西部及陕南在 ４０％左右。秋
季干旱频率与春季频率的分布相似，西北部高，东南

部低，陕北和关中在４０％左右，陕南在３０％左右。冬
季干旱频率各地差异较小，一般在３０％左右。总体而
言，陕西夏旱频率较高，春旱次之，秋冬旱相对少。

２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第３１卷



图１ 陕西省年及四季干旱发生频率分布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ａｎｄｙｅａｒｌｙｄｒｏｕｇｈ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ｎＳｈａ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３第５期 蔡新玲等：基于ＣＩ指数的陕西干旱时空变化特征分析



２．２ 不同等级干旱日数分布

采用逐日各站 ＣＩ值及不同级别的ＣＩ干旱指
标，统计了１９６１—２０１０年陕西省历年及历年各季不
同等级干旱出现的天数。陕西省年均旱日数在 ９０
～１８０ｄ·ａ－１，分布呈现两个大值区，一个是陕北北
部，另一个是关中平原至渭北东部（图略）。各等级

年均旱日数的分布相似，也呈现陕北北部和关中中

东部多，说明这两个区既是陕西省干旱频发区，也是

干旱重发区。各等级旱日数的这种分布特征与年降

水量的分布特征一致［１５］，其原因可能与陕西的地理

位置及特殊的地形地貌有关。从各等级干旱日数来

看，轻旱日数最多，陕北、关中中东部以及汉江河谷

的部分地区５５～６５ｄ·ａ－１，约占全年总日数的１５％
～１８％，陕南山区和渭北西部塬区４５～５５ｄ·ａ－１，约
占全年总日数的１２％～１５％。中旱其次，陕北和关
中大部４０～５５ｄ·ａ－１，陕南３０～４０ｄ·ａ－１，占全年总
日数的８％～１５％。重旱和特旱日数陕北、关中平
原及陕南东部３５～５５ｄ·ａ－１，渭北西部塬区和陕南
中西部２１～３５ｄ·ａ－１，重特旱日数约占全年总日数
的６％～１５％（图 ２ａ）。其中特旱仅 １０～２０ｄ·ａ－１。
呈现出干旱程度越重其干旱日数越少的特征。

春季年均旱日数在２０～５０ｄ·ａ－１。各等级旱日
数呈北多南少的分布规律，年均轻旱日数一般为１１
～１９ｄ·ａ－１，约占春季总日数的１２％～２１％；中旱日
数为８～１５ｄ·ａ－１，占春季总日数的８％～１７％；重特
旱日数为６～１４ｄ·ａ－１（图２ｂ），占春季总日数的６％
～１５％，陕北和关中大部在 １０～１４ｄ·ａ－１，陕南 ５～
１０ｄ·ａ－１。特旱仅２～５ｄ·ａ－１。

夏季旱日数较其它季节略多。各等级干旱日数

与全年非常相似，陕北北部和关中中东部平原区为

干旱日数大值区。轻旱为 １０～１６ｄ·ａ－１，约占夏季
总日数的１１％～１７％；中旱为 ７～１４ｄ·ａ－１，约占夏
季总日数的 ７％～１５％；重特旱为 ６～２１ｄ·ａ－１（图
２ｃ），约占夏季总日数的６％～２３％，重特旱在陕南西
部和中南部较少发生，夏季重特旱在陕北和关中平

原发生机率较大，平均出现１５～２０ｄ·ａ－１，且重特旱
较其他各季明显偏多，夏季又是该地的雨季，说明该

区域夏季旱涝极端性强。

秋季各级干旱日数较春季、夏季少，其中轻旱日

数北多南少，为８～１７ｄ·ａ－１，约占秋季总日数的９％
～１９％；中旱日数为 ５～１３ｄ·ａ－１，约占秋季总日数
的５％～１４％；重特旱日数陕北、关中和陕南东南部
７～１３ｄ·ａ－１，陕南中西部３～７ｄ·ａ－１（图２ｄ）。其中

特旱仅２～６ｄ·ａ－１，与春季相当。
冬季各级干旱日数南北差异均较小，轻旱大部

在１４～１７ｄ·ａ－１，占冬季总日数的１６％～１９％；中旱
１１～１４ｄ·ａ－１，占冬季总日数的１２％～１６％；重特旱
５～１０ｄ·ａ－１（图２ｅ）。

上述分析表明，陕西一年四季不同程度的干旱

均可能出现，总体来看，春、夏干旱日数较多，特重旱

日数也较多，秋冬季旱日数相对少一些。

２．３ 干旱强度时间变化

将所有发生干旱事件的站点综合气象干旱指数

的平均值作为陕西省该年干旱强度指标。图３为陕
西省平均逐年干旱强度变化，从图可见，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年，陕西干旱强度存在增加趋势，ＣＩ值倾向率为
－１１．８·１０ａ－１，通过 ０．１显著性水平检验。其中 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至 ９０年代初期，区域干旱强度处于缓
慢增加趋势，９０年代中后期干旱强度维持在一个较
重水平，２０００年以后，干旱强度呈减弱趋势。近 ５０
年中干旱强度最强的是 １９９５年，其次依次是 １９９７
年、１９９９年、１９７７年、１９８６年。

近５０年春季干旱强度也呈增加趋势，ＣＩ值倾
向率为－４．８０·１０ａ－１。春季干旱强度的阶段性变化
较明显，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至８０年代中期和９０年
代中期以后，春旱程度较重。近 ５０年中 １９６２年春
旱程度最强，其次依次为 ２０００年、１９９５年和 ２００１
年。夏季干旱强度呈微弱的减小趋势，变化趋势不

明显。近５０年中 １９９７年夏旱程度最强，其次依次
为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１年和 １９８２年。秋季干旱程度呈显
著增加趋势，ＣＩ值倾向率为－５．０２·１０ａ－１。近５０年
中１９９８年秋旱程度最强，其次依次为 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１
年和１９７７年。冬季干旱强度呈弱的增加趋势，ＣＩ
值倾向率为－２．４２·１０ａ－１。近 ５０年中 １９９９年冬旱
程度最强，其次依次为２００８年、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６９年。
２．４ 干旱日数时间变化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年，陕西省平均年干旱日数的变化
总体上呈增加趋势（图４），倾向率为７ｄ·１０ａ－１。近
５０年中１９９５年旱日数最多，达２３７ｄ，也就是说，一
年当中将近 １／３时间处于干旱状态。其次依次为
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９年和１９９７年。从年代际变化来看，干
旱日数的变化趋势与干旱强度的变化趋势一致，从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９０年代初干旱日数在缓慢增多，
９０年代中后期达到最多，２０００年以后旱日数呈减少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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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陕西省年及各季节重特旱日数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ｙｅａｒｌｙａｎｄ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ｓｅｖｅｒｅｏｒｅｘｔｒｅｍｅｄｒｏｕｇｈｔｄａｙｓｉｎＳｈａ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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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年陕西省干旱强度变化曲线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ｏｕｇｈｔ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Ｓｈａ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年，陕西春季干旱日数也呈增加趋
势，倾向率为２．９ｄ·１０ａ－１。２０００年春旱日数最多，
达７３ｄ，其次依次是１９９５年、１９６２年和２００１年。春
季旱日数的阶段性显著，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中期至 ８０
年代中期和 ９０年代以来春旱日数较多，６０年代春
旱日数相对较少。夏季干旱日数的趋势变化不明

显。１９９７年夏旱日数最多，达 ７５ｄ。其次依次是
２００１年、１９９５年和 １９７６年。秋季干旱日数呈增多
趋势，倾向率为 ３．５ｄ·１０ａ－１。１９９８年秋旱日数最
多，达６８ｄ，其次依次是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５年和１９７９年。
冬季干旱日数的趋势变化不明显。１９９７年冬旱日
数最多，达８８ｄ，其次依次为１９８４年和２００７年。

图４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年陕西省年干旱日数历年变化曲线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ｏｕｇｈｔｄａｙｓｉｎＳｈａ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２．５ 持续性干旱事件特征

持续性的干旱能进一步加重干旱的影响程度。

本文将连续３个月或以上综合指数小于－０．３，其中
最小值小于 －０．５的过程定义为持续性干旱事件。
持续干旱事件的强度由月 ＣＩ值之和确定。统计显
示，１９６１—２０１０年陕西省共出现３２次持续干旱事件
（表２），平均每１８个月发生１次。其中冬旱１次，夏
旱３次，春夏旱 １０次，夏秋旱 ６次，秋冬旱 ５次，冬
春旱３次，春夏秋、夏秋冬、秋冬春和冬春夏连旱各
１次，如果不论干旱开始和持续时间，在 ３２次持续
干旱事件中春夏连旱 １２次，占 ３７％以上。说明陕
西持续性干旱以春夏连旱为主，其次为夏秋连旱，同

时也进一步说明夏旱发生频繁。这一结论对于持续

干旱事件的预测有一定的指示意义。春夏季是农作

物播种、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做好这一时期的干旱

预测对于指导农业生产非常关键。

陕西干旱事件持续时间一般为３—５个月，最长

持续７个月。大多数跨越两个季节，少数跨越 ３个
季节。从强度来看，近５０年来干旱事件的强度最强
的是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的秋冬春７个月连旱，排第２、第
３位的是１９９７年 ５—１１月的春夏秋连旱和 １９９５年
２—７月的冬春夏连旱。

图５是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年各年代逐月干旱强度变
化曲线，其中深色线部分为持续性干旱事件。从中

可以看出，陕西省持续性干旱事件 １９６０年代有 ６
次，１９７０年代有 ５次，１９８０、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代各有 ７
次，各年代出现的概率差别不大。从各年代持续干

旱事件的强度来看，１９９０年代的持续干旱事件的强
度最强，其次是 ２０００年代，１９８０年代持续性干旱事
件虽频次多，但强度弱。从阶段性来看，１９９５—２００２
年的８年中持续性干旱事件出现了 ８次，其中有 ６
次持续了５个月以上，这一时期干旱事件发生频率
高，强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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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陕西区域月干旱强度变化曲线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ｎｔｈｌｙｄｒｏｕｇｈｔ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Ｓｈａ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３ 结论与讨论

通过各站历年逐日 ＣＩ值的计算，分析了陕西
省近５０年来气象干旱发生频率、旱日数和强度的变
化规律；得到以下结论：

１）陕西省干旱发生频次大体上呈北高南低的
分布规律，陕北和关中干旱频率普遍较高，年频率在

５０％以上，尤其是陕北北部和关中中东部地区是干
旱高发区。四个季节中夏季干旱频率较其它季节

高，春旱其次，秋冬旱相对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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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陕西省持续性干旱事件出现时间、强度及持续月数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ｔｉｍ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ｌａｓｔ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ｄｒｏｕｇｈｔ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Ｓｈａ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排位

Ｒａｎｋｉｎｇ

开始时间
（年－月）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ｔｉｍｅ
（Ｙ－Ｍ）

跨越季节及
持续时间（月）

Ｓｅａｓｏｎａｎｄｌａｓｔ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ｍｏｎｔｈ）

排位

Ｒａｎｋｉｎｇ

开始时间
（年－月）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ｔｉｍｅ
（Ｙ－Ｍ）

跨越季节及
持续时间（月）

Ｓｅａｓｏｎａｎｄｌａｓｔ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ｍｏｎｔｈ）

１ １９９８－０９ 秋冬春（７）Ａｕｔｕｍｎ，ｗｉｎｔｅｒａｎｄｓｐｒｉｎｇ（７） １７ １９８６－０８ 夏秋（４）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４）

２ １９９５－０２ 冬春夏（３）Ｗｉｎｔｅｒ，ｓｐ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ｕｍｍｅｒ（３） １８ ２００２－０７ 夏秋（５）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５）

３ １９６２－０３ 春夏（５）Ｓｐ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ｕｍｍｅｒ（５） １９ １９８４－０２ 冬春（３）Ｗｉｎｔｅｒａｎｄｓｐｒｉｎｇ（３）

４ １９９７－０５ 春夏秋（７）Ｓｐｒｉｎｇ，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７） ２０ ２００５－０３ 春夏（５）Ｓｐ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ｕｍｍｅｒ（５）

５ １９６８－０６ 夏（３）Ｓｕｍｍｅｒ（３） ２１ ２００８－０５ 春夏（４）Ｓｐ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ｕｍｍｅｒ（４）

６ １９７７－０８ 夏秋（３）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３） ２２ １９８５－１１ 秋冬（４）Ａｕｔｕｍｎａ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４）

７ １９６９－０６ 夏秋（４）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４） ２３ １９８６－０４ 春夏（３）Ｓｐ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ｕｍｍｅｒ（３）

８ １９８２－０５ 春夏（３）Ｓｐ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ｕｍｍｅｒ（３） ２４ １９９５－０７ 秋冬（４）Ａｕｔｕｍｎａ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４）

９ ２００７－０４ 春夏（３）Ｓｐ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ｕｍｍｅｒ（３） ２５ １９６９－１２ 冬（３）Ｗｉｎｔｅｒ（３）

１０ ２００１－０３ 春夏（６）Ｓｐ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ｕｍｍｅｒ（６） ２６ １９７４－０１ 夏（３）Ｓｕｍｍｅｒ（３）

１１ ２００４－０４ 春夏（４）Ｓｐ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ｕｍｍｅｒ（４） ２７ １９９０－０９ 秋冬（５）Ａｕｔｕｍｎａ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５）

１２ １９９１－０７ 夏秋（５）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５） ２８ １９７１－０７ 夏秋（４）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４）

１３ １９７９－０１ 秋冬（３）Ａｕｔｕｍｎａ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３） ２９ １９６５－０８ 夏秋冬（７）Ｓｕｍｍｅｒ，ａｕｔｕｍｎａ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７）

１４ ２０００－０３ 春夏（５）Ｓｐ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ｕｍｍｅｒ（５） ３０ １９７３－０６ 夏（３）Ｓｕｍｍｅｒ（３）

１５ １９６６－１１ 秋冬（３）Ａｕｔｕｍｎａ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３） ３１ １９９２－０５ 春夏（３）Ｓｐ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ｕｍｍｅｒ（３）

１６ １９８３－０１ 冬春（３）Ｗｉｎｔｅｒａｎｄｓｐｒｉｎｇ（３） ３２ ２００２－０２ 冬春（３）Ｗｉｎｔｅｒａｎｄｓｐｒｉｎｇ（３）

２）陕西省年均旱日数在９０～１８０ｄ·ａ－１，分布呈
现两个大值区，一个是陕北北部，另一个是关中平原

至渭北东部。各等级旱日数的分布也基本相似，呈

现陕北北部和关中中东部多。各季旱日数基本在

２０～５０ｄ·ａ－１，其中夏季旱日数和重特旱日数均较
其它季节多。

３）１９６１—２０１０年，陕西春季和秋季干旱日数、
干旱强度均呈增多、增强变化趋势，夏季和冬季变化

趋势不明显。总体上，近５０年陕西省区域干旱日数
和干旱强度呈增多、增强趋势，干旱日数和干旱强度

均具有阶段性变化特征，且变化基本一致。从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至９０年代初处于干旱日数缓慢增多，强
度缓慢增强阶段，９０年代中后期为干旱日数最多、
强度最强阶段，２０００年以后干旱日数趋少，强度趋
轻。

４）近５０年来，陕西省平均每１８个月发生一次
持续性干旱事件。持续性干旱事件以春夏连旱为主

（占１２／３２）。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后期至 ２００２年持续
性干旱事件的频率高，强度强，反映出陕西区域极端

干旱事件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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