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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使用国家气候中心CN05.1数据集温度和降水月平均和日平均资料，采用百分位阈值法和线性趋势估

计分析了1961~2012年夏季广西极端高温和极端降水的时空分布特征。并参照地形将广西划分为南部、

中部和北部三个子区域。结果表明：夏季极端高温气候事件在52年中在广西南部、中部和北部都有一致

增加的趋势；夏季极端高温事件合成平均空间分布在广西南部和中部子区域都是从中心向两边逐渐降低，

而北部子区域是从南向北逐渐降低；夏季极端降水气候事件在52年中广西南部和北部子区域都有微弱增

加的趋势，但中部子区域呈现微弱下降的趋势；夏季极端降水合成平均空间分布呈现在广西南部子区域

为沿海往北逐渐减少，中部和南部子区域从中心极大值区向周围边逐渐减少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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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ith the CN05.1 dataset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monthly average and daily 
average data,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xtremely high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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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treme precipitation in Guangxi during the summer of 1961-2012 were analyzed by using 
the percentile threshold method and linear trend estimation. With reference to the terrain, Gua-
ngxi was divided into three sub-regions, which were the south region, the middle region and the 
north reg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e extremely high-temperature climate events in summer had 
a consistent increase trend in the southwestern, central and northern parts of Guangxi in the past 
52 years; the averag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extremely high-temperature events in summer 
was gradually decreasing from the center to the two sides in the southwestern and central 
sub-regions, but the northern sub-region gradually decreased from south to north. The summer 
extreme precipitation climate events had a slight increase trend in the southern and the northern 
sub-region part of Guangxi in the 52 years, but the central sub-region showed a slight decline 
trend; the averag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ummer extreme precipitation synthesis appeared in the 
southern sub-region part of Guangxi which gradually decreased from the coastal to the north. The 
feature of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sub-regions was gradually reduced from the central maximum 
region to the surrounding 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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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极端气候事件是在一定时期内发生频率很低的，对人类社会以及经济财产产生危害与影响的气候事

件。通常是在没有进行防御措施的情况下突然发生，并对生活环境造成严重损坏，因此极端气候事件的

改变引起了人类社会的广泛关注。根据 IPCC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报告显示，过去 50 年

内，在全球变暖的影响下，全球范围内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与过去相比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1]。极端温度和极端降水事件发生的频数在大部分地区都有所上升。广西壮族自治区位于低纬度华南地

区，北部为南岭山地，西接云贵高原，南部靠近热带海洋，夏长冬短，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受

季风进退的强烈影响，灾害性天气时常发生，造成气温和降水的变化，由于气温的不断升高和降水量的

持续增大，促进了极端高温和极端降水气候事件的形成，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例如农业、出行、通讯、能

源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随着对极端气候事件的研究不断升入，全球对极端天气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中国也已经获得

了相当不错的成果[2]。根据二十世纪的全球气候模型 ECHAM5/MPI-OM 模拟和二十一世纪的 SRES A1B
和 B1 排放情景计算得到的温度和降水指数分析显示出最低温度指数 Tmin、最高温度指数 Tmax 和热带

夜晚的频率，极端降水指数在全球范围内都呈增加的趋势[3]，印证了其他国内外学者的观点[4]。通过分

析 1956~2008 年的数据资料揭示了中国大陆的极端气温事件的变化特征，绝对指数的变化(如霜冻，结冰

日数减少，夏日数增多)，极值指数的变化(最高(低)气温的极大值与极小值相比，极小值上升更广，强度

更大)以及相对指数的变化(冷昼和冷夜数下降，暖夜和暖昼数上升) [5]，与在全球升温背景下东亚和中亚

气候变化研究的结果相一致[6]。我国极端高温和极端低温在四季上均表现出稳定的增长趋势，华南地区

的增温趋势最为明显，尤其是冬季的升温趋势较为显著[7]。华南大部分地区极端高温日数呈增加趋势，

其中华南沿海地区增加趋势最为明显，极端天气的增加趋势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地区逐渐减少[8] [9]。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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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极端冷事件减少，极端暖事件增加[10]。广西地区年高温日数显示了极端高温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区

域性特征，由丘陵山区向河谷地区递增[11]。关于中国极端降水事件的频数和强度的研究显示在 95~120˚E，
17~35˚N 区域内为极端降水多发区，降水强度较大的区域主要为 105~122˚E，35˚N 以南地区，且极端降

水主要出现在夏季[12]。中国的极端降水事件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极大值区在西藏东部，四川北部及我

国东南部，华南地区的极端降水事件表现出明显的增加趋势[13]。华南地区极端降水指数均呈上升趋势，

前汛期极端降水指数的大值区主要分布在广西东北部和广东中部，后汛期极端降水指数的大值区则主要

分布在华南沿海[14]。广西区域极端降水的阈值及频率在时间上呈现出增加的趋势，极端降水比例的大值

区主要在桂东北西北，桂南以及沿海地区[15]。从对全球至中国，再到华南以及广西地区的极端高温和极

端降水气候事件的研究，得出的结论都具有一致性。极端高温、极端降水气候事件的频次和强度在全球

大部分地区均呈现上升的趋势。 
极端气候事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敏感，气候变化很大程度上受到极端气候事件频率和强度变

化的影响[16]。极端气候事件的增加导致河流洪涝的风险也相应地增加，还引起了干旱天气的增加，另外

还表明极端天气事件频率、强度的增加，也会使相应的风险随之增加[17]。极端天气难以准确预测且具有

突发性，伴随着极端气候事件的增加，全国范围内地区的经济产出都相对减少，对我国的国民生活和经

济都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18]。全球极端气候事件的频发，使人们往往更容易从极端天气中直接感受到气

候的异常变化。因此研究极端气候事件的变化，了解其变化特征及趋势，能够为未来预报极端天气事件

提供参考依据，从而能提前采取防护措施以减少极端气候事件对人类社会的生活和经济的影响。虽然近

年来中国在极端天气事件的研究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对于单个广西区域的极端气候事件的研究还

不是很多。因此对广西夏季的极端高温和极端降水气候事件进行分析研究，不仅能了解广西区域极端气

候事件的时空分布特征，还能获得容易发生极端高温和极端降水的区域和时次，提前对其进行预报和防

范，减少极端天气对人们生产生活产生的恶劣影响。 

2. 数据介绍及研究方法 

2.1. 数据介绍 

本文选用了国家气候中心 CN05.1 资料[19]，时间段为 1961~2012 年，包括气温、降水的日平均以及

月平均资料，其水平分辨率为 0.5 × 0.5˚，选取的区域为广西壮族自治区(105˚25'~111˚75', 21˚75'~26˚25')。
中国区域的格点化逐日观测资料，在描述极端气候事件和气候平均态时，在中国东部台站较密集地区的

差异性较小，而在台站稀疏的中国西部地区的差异性较大，不确定性更高。本文采用的 CN05.1 格点资料

与其他资料在气温和降水数据的对比方面也有所不同。在温度数据上，该资料在台站密集地区差异的总

体数值要更小一些，在极端暖事件表现上更为偏强。而对于降水数据，其降水量与其他的相比均偏大，

但差异更小，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更为准确的资料。 

2.2.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中使用百分位阈值法来定义广西区域的极端高温和极端降水阈值，采用线性趋势估计对

广西区域的极端气候事件的时间变化趋势和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分析[20]。由于广西地势由西北向东

南倾斜，北部多为高原和丘陵，中部的“浔郁平原”为广西最大的平原，南部濒临海洋，故根据地形

的因素以及纬度的分布，在这里将广西分为北部(105˚25'~111˚75', 24˚~26˚25')、中部(105˚75'~111˚25', 
23˚~24˚)和南部(106˚75'~110˚75', 21˚75'~23˚)三个子区域来对其进行分析说明。三个子区域的分布情况

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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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istribution map of three subregions in Guangxi 
图 1. 广西三个子区域分布图 

 

本文分别计算三个子区域在 1961~2012 年期间温度、降水区域平均的时间序列，筛选其夏季(6、7、
8 月)数据。再分别将三个子区域 52 年的温度、降水区域平均的夏季数据按升序排列，定义该序列的第

95%百分位的数值为该区域极端高温、极端降水的阈值，当各区域夏季某天温度或降水的区域平均值超

过定义的这个区域的极端高温或极端降水阈值时，就判定该区域发生了极端高温或极端降水气候事件。

统计每年夏季各区域发生极端高温、极端降水气候事件的频次。根据统计的每年夏季极端高温、极端降

水发生的频数分析近 52 年来广西的三个子区域极端高温、极端降水气候事件的时间变化趋势。并进行线

性趋势估计，即根据最小二乘法建立各区域年份与发生极端高温、极端降水频数的一元回归方程，利用

回归系数 b 表示极端高温、极端降雨的趋势倾向。根据相关系数 r 检测其趋势是否显著，即当计算得到

某区域极端高温或极端降水发生频次与年份之间的相关系数，当这个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超过显著水平为

0.05 的相关系数时，则表明极端高温或极端降水事件的发生频次随着年份的变化趋势是显著的，否则认

为这种变化趋势是不显著的。除此之外，三个子区域的极端高温、极端降水气候事件发生时间在之前的

分析中已知晓，这里再分别对这三个子区域的极端高温、极端降水发生时间的 CN05.1 格点资料进行时间

维平均，以此分析在发生极端气候事件时，三个子区域的极端高温、极端降水比例分布特征。再将其与

1961~2012 年夏季的气候平均态进行对比分析，分析说明广西夏季极端高温、极端降水天气与气候平均

态之间的差异，从而显示出广西区域夏季极端高温、极端降水发生时的分布特征。 

3. 广西地区夏季极端高温时空分布特征 

3.1. 南部子区域 

利用上述方法对 1961~2012 年广西南部子区域的极端高温进行研究分析，如图 2 所示。图 2 显示

1961~2012 年近 52 年夏季的广西南部子区域的极端高温频次呈现增加的趋势，增幅为 0.084 次/年，极端高

温频次与年份之间的相关系数 r 为 0.32，通过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广西南部夏季极端高温的增加

趋势是显著的。广西南部夏季极端高温频发的高值年在 1998 年，达到 18 次，超过 52 年的年平均频次(4.6
次) 13.4 次，而在 1970、1974、1976 以及 2002 年广西南部的极端高温气候事件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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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Interannual changes in the frequency of extreme high temperatures in southern Guangxi during the summer of 
1961-2012 
图 2. 1961~2012 年夏季广西南部极端高温发生频次的年际变化 
 

 
Figure 3. The upper picture is the average distribution of extreme high temperature synthesis in the southwest of Guangxi in 
the summer of 1961-2012; the lower picture is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and climate state of the southwest of Guangxi in the 
summer of 1961-2012 
图 3. 上图为 1961~2012 年夏季广西南部极端高温合成平均分布图；下图为 1961~2012 年夏季广西南部气温气候平均态 
 

1961~2012 年夏季广西南部子区域极端高温合成平均分布图以及气温气候平均态图如图 3 所示。图 3
上显示，在该 52 年夏季期间广西南部夏季发生极端高温气候事件合成平均空间分布特征。合成平均的高温

事件温度分布的极大值区位于南宁南部、崇左东部、钦州、北海北部，合成平均气温达到 30℃以上。而崇

左西北部、崇左南部、防城港、玉林地区的合成平均气温较极大值区偏低，均为 29.5℃~30℃之间，极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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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于百色西南部地区。则广西南部夏季发生极端高温气候事件合成平均的温度分布由中心向两边逐渐降

低。图 3 下显示该 52 年夏季广西南部气温气候平均态，夏季气候平均态极大值区位于钦州西南和北海西北

临海区域，平均气温约为 28℃以上，南宁南部、钦州的大部分区域约为 27.5℃~28℃左右，而极小值区位

于崇左的西北部，则广西南部夏季气温气候平均态特征为从中心向两边逐渐降低。结合图 3，广西南部夏

季极端高温合成平均比夏季气候平均态高 2℃左右，日平均气温极大值区的分布区域不同，而极小值区的

分布区域相同。夏季广西南部子区域极端高温合成平均与气温气候平均态呈现一致的空间分布特征。 

3.2. 中部子区域 

对 1961~2012 年广西中部子区域极端高温气候事件频次的年际变化的分析如图 4 所示。 
 

 
Figure 4. Interannual changes in the frequency of extreme high temperatures in central Guangxi during the summer of 
1961-2012 
图 4. 1961~2012 年夏季广西中部极端高温发生频次的年际变化 
 

图 5 显示夏季广西中部子区域极端高温合成平均分布图及气温气候平均态图。广西中部夏季极端高

温合成平均的分布特征如图 5 上所示。合成平均气温极大值区位于来宾南部、南宁中部以及贵港南部达

到 30℃以上，而梧州、百色东部地区的合成平均气温约为 29℃~30℃左右，极小值区位于百色西部仅有

25℃左右，则广西中部极端高温合成平均的空间分布从中心向两边逐步降低，其中往西降低的幅度较大。

图5下显示了广西中部夏季气温气候平均态特征，平均态气温大于27.5℃极大值区主要分布于来宾南部、

贵港南部。而南宁北部、贵港北部、梧州、来宾西部和东部平均态气温均为 26.5℃~27℃左右，极小值区

位于百色西部，平均态温度仅有 22.5℃。因此广西中部夏季平均态的空间分布特征为从中心向两边逐渐

降低。结合图 5，广西中部夏季极端高温合成平均比夏季平均态气温约高 2.5℃，极大值区的分布区域相

似，但极端高温合成平均的极大值区较夏季平均态的极大值区更大，范围更广，极小值区的分布区域相

同。夏季广西中部子区域极端高温合成平均与气温气候平均态呈现一致的空间分布特征。 

3.3. 北部子区域 

对广西北部子区域 1961~2012 年夏季的极端高温日数的研究和分析如图 6 所示。图 6 表明广西北部

子区域 1961~2012 年近 52 年夏季期间的极端高温发生频次呈现增加的趋势，增幅为 0.068 次/年，极端高

温发生频次与年份之间的相关系数 0.244，没有通过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广西北部夏季的极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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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频次增加的趋势并不显著。广西北部夏季极端高温气候事件频发的高值年为 2010 年，达到 21 次，接

近 52 年平均频次的 5 倍。而在 1968、1970、1974、1976、1993、1996、1997、1999 以及 2006 年夏季广

西北部没有发生极端高温气候事件。 
 

 
Figure 5. The upper picture is the average distribution of extreme high temperature synthesis in the southwest of Guangxi in 
the summer of 1961-2012; the lower picture is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and climate state of the southwest of Guangxi in the 
summer of 1961-2012 
图 5. 上图为 1961~2012 年夏季广西南部极端高温合成平均分布图；下图为 1961~2012 年夏季广西南部气温气候平均态 
 

 
Figure 6. Interannual changes in the frequency of extreme high temperatures in northwestern Guangxi during the summer of 
1961-2012 
图 6. 1961~2012 年夏季广西北部极端高温发生频次的年际变化 
 

图 7 显示的是夏季广西北部子区域极端高温合成平均分布图及气温气候平均态图。广西北部夏季

极端高温合成平均的空间分布特征如图 7上所示。合成平均的极大值区位于柳州南部，达到 30℃以上。

而河池东南部、柳州中部、桂林南部、贺州西南地区的合成平均气温约为 29℃~29.5℃左右，极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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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于百色西北部，约为 24.5℃左右，则广西北部夏季极端高温合成平均的空间分布特征为从南向北

逐渐降低。图 7 下显示了广西北部夏季气温气候平均态特征，其呈现从南向北逐渐降低，夏季气候平

均态极大值区为 27℃~27.5℃，极小值区为 21.5℃~22℃，分布区域与夏季极端高温合成平均的极大值

区与极小值区的分布基本相同，但温度值较极端高温合成平均偏低 3℃。河池东南部、柳州东部、桂

林南部以及贺州地区的夏季气候平均态约为 26℃~27℃之间，比同一区域合成平均的高温事件的温度

低 3℃。两图相较，广西北部子区域夏季极端高温合成平均与气温气候平均态的分布特征大致相同，

无明显差异。 
 

 
Figure 7. The upper picture is the average distribution of extreme high temperature synthesis in the northwestern of Guangxi 
in the summer of 1961-2012; the lower picture is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and climate state of the northwestern of Guangxi 
in the summer of 1961-2012 
图 7. 上图为 1961~2012 年夏季广西北部极端高温合成平均分布图；下图为 1961~2012 年夏季广西北部气温气候平均态 

3.4. 三个子区域极端高温时空特征对比分析 

1961~2012 年夏季广西南部，中部，北部子区域的极端高温气候事件频数都呈现一致增加的趋势，

但只有南部子区域的极端高温气候事件与年份的相关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则南部的极端高温的增加趋

势是显著的，北部的增加趋势次之，中部最弱。且南部夏季极端高温的阈值在三个子区域中最大，中部

次之，北部最小。南部极端高温气候事件频发的高值年在 1998 年，而中部、北部在 2010 年发生极端高

温频次最多，南部于 2010 年的频次也达到 14 次，表明 2010 年夏季是广西三个子区域极端高温频发的高

值年，气候较为温暖。在 1974 年南部、中部、北部都没有发生极端高温气候事件，则 1974 年夏季是三

个子区域极端高温少发的低值年。根据空间分布的特征，夏季极端高温合成平均和气温气候平均态是大

致相同的，广西南部和中部子区域都是从中心向两边逐渐降低，而北部子区域是从南向北逐渐降低。从

平均气温的数值上看，夏季极端高温合成平均比气温气候平均态偏高，广西南部偏高 2℃。中部偏高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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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偏高 3℃。三个子区域夏季极端高温合成平均的极大值区都为 30℃以上，但南部的分布区域范围最

广，而南宁，钦州，北海市区大部分区域都处在极大值区中的，表明这三个市区的气候较为温暖，极端

高温的强度更大；极小值区都发生在广西三个子区域的西北部，且都位于百色市内。南部极小值区为 27.5℃
~28℃，中部 25℃~25.5℃，北部最低为 24℃~24.5℃。 

4. 广西地区夏季极端降水时空分布特征 

4.1. 南部子区域 

如图 8 显示的是 1961~2012 年夏季广西南部子区域极端降水频次的年际变化，表明广西南部在近 52
年夏季期间的极端降水频次有非常微弱增加的趋势，增幅仅有 0.002 次/年，而极端降水发生频次与年份

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006，没有通过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广西南部夏季的极端降水增加的趋势并

不显著。这 52 年广西南部夏季极端降水频发的高值年在 1994 和 2001 年达到 12 次，超过了 52 年平均频

次(4.6 次) 7.4 次。而极端降水少发的低值年在 1968、1982、1983、1989、1996、1999 年，仅有 1 次，低

于平均频次。 
 

 
Figure 8. Interannual changes in the frequency of extreme precipitation in southern Guangxi during the summer of 1961-2012 
图 8. 1961~2012 年夏季广西南部极端降水发生频次的年际变化 
 

图 9 显示的是夏季广西南部子区域极端降水合成平均分布图及降水气候平均态图。广西南部夏季

极端降水气候事件合成平均空间分布特征如图 9 上所示，合成平均降水量从沿海往北部逐渐减少，极

大值区位于北部湾区域，达到 60 mm 以上，极小值区位于崇左西北部和梧州南部。图 9 下显示广西南

部夏季降水气候平均态特征，平均态降水量从沿海向北逐渐减少，极大值区为临海的北部湾区域，达

到 11.5 mm，极小值区位于梧州南部以及崇左东北与南宁西北地区形成的闭合区域，仅有 7~7.5 mm。

结合两图的分布特征，广西南部夏季极端降水合成平均与降水气候平均态的空间分布特征大致相同，

但平均降水值有很大的差异，表明极端降水合成平均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平均态。夏季广西南部极端高

温合成平均与气候平均态极大值区的差值将近 50 mm，极小值区差值约为 19.5 mm 左右，并且两者极

大值区与极小值的差值也有很大的差异，夏季极端降水合成平均的极大值区与极小值区的差值为 36 
mm，夏季平均态降水量的极大值区与极小值区的差值仅为 4.5 mm。两者极大值区的分布区域基本相

同，但极小值区分布的区域有较大的差异，夏季极端降水合成平均的空间分布在崇左东北部与南宁西

北部并不存在极小值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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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 The upper picture shows the average distribution of extreme precipitation synthesis in the southwest of Guangxi in the 
summer of 1961-2012; the lower picture shows the average climate state of precipitation in the southwest of Guangxi in the 
summer of 1961-2012 
图 9. 上图为 1961~2012 年夏季广西南部极端降水合成平均分布图；下图为 1961~2012 年夏季广西南部降水气候平均态 

4.2. 中部子区域 

1961~2012 年广西中部子区域夏季极端降水频次与年份之间的关系如图 10 所示。该图表明近 52 年

广西中部夏季的发生极端降水的频次呈现微弱下降的趋势，降幅为−0.012 次/年，而极端降水频次与年份

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79，没有通过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广西中部夏季发生极端降水的频次减

少的趋势并不显著。其中广西中部夏季极端降水事件频发的高值年在 1994 年，达到 11 次，超过 52 年平

均频次(4.6 次)的 6.4 次，而发生极端降水的低值年在 1963、1975、1983 及 1989 仅发生了 1 次，低于平

均频次。 
图 11 显示的是夏季广西中部子区域极端降水合成平均分布图及降水气候平均态图。夏季广西中部极

端降水气候事件合成平均空间分布呈现从中心极大值区向周围边逐渐减少的特征如图 11 上所示，合成平

均降水量极大值区位于南宁北部与百色、河池、来宾四个市区的交界处，达到 42.5 mm 以上，极小值区

位于梧州东部与广东省的交界处，降水值为 21~23 mm。图 11 下显示夏季广西中部降水气候平均态呈现

从西北向东南逐渐减少的特征，平均态降水量为 8.5~9 mm 的极大值区在河池南部，极小值区在梧州东部

以及梧州东北部，仅有 6.5~7 mm。结合图 11，夏季广西中部的极端降水合成平均与降水气候平均态的分

布特征并不相同，平均降水值有很大的差异，两者极大值区的差值为 34 mm，极小值区的差值为 14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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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并且两者的极大值区与极小值的差值也有很大的差异，夏季广西中部极端降水合成平均的极大值

区与极小值区的差值为 21.5 mm，夏季气候平均态的极大值区与极小值区的差值仅为 2 mm。两者极大值

区的分布区域不同，极小值区的分布都在梧州市区，但夏季气候平均态降水量的极小值区分布范围更广，

包含了梧州的大部分区域。 
 

 
Figure 10. Interannual changes in the frequency of extreme precipitation in central Guangxi during the summer of 1961-2012 
图 10. 1961~2012 年夏季广西中部极端降水发生频次的年际变化 
 

 
Figure 11. The upper picture shows the average distribution of extreme precipitation synthesis in the central of Guangxi in the 
summer of 1961-2012; the lower picture shows the average climate state of precipitation in the central of Guangxi in the sum-
mer of 1961-2012 
图 11. 上图为 1961~2012 年夏季广西中部极端降水合成平均分布图；下图为 1961~2012 年夏季广西中部降水气候平均态 

4.3. 北部子区域 

1961~2012 年夏季广西北部子区域发生极端降水的频次的年际变化如图 12 所示。根据该图可以看出

近 52 年广西北部夏季发生极端降水频次呈现微弱上升的趋势，增幅仅为 0.008 次/年，而极端降水频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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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041，显然没有通过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广西北部夏季发生极端降水的

频次增加的趋势并不显著。其中广西北部子区域极端降水气候事件的高值年在 1968 年，达到 11 次，超

过了 52 年平均频次(4.6 次) 6.4 次，而极端降水事件少发的低值年在 1984 年，没有发生极端降水。 
 

 
Figure 12. Interannual changes in the frequency of extreme precipitation in northwestern Guangxi during the summer of 
1961-2012 
图 12. 1961~2012 年夏季广西北部极端降水发生频次的年际变化 

4.4. 三个子区域极端降水时空特征对比分析 

1961~2012 年夏季广西南部及中部子区域极端降水气候事件都有薄弱上升的趋势，与之相反，广西

中部子区域呈现微弱下降的趋势。南部夏季极端降水的阈值在三个子区域中最大，北部次之，中部最小。

三个子区域的极端降水频次与年份之间的相关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南部和北部发生极端降水增加

的趋势并不显著，而中部下降的趋势也不显著。北部和中部极端降水气候事件频发的高值年在 1994 年，

南部发生在 1968 年，但南部于 1994 年极端降水的频次达到了 10 次，仅比南部最高值少 1 次，则 1994
年夏季是广西三个子区域极端降水频发的高值年。1989 年夏季广西三个子区域极端降水的频次都仅为 1
次，低于 52 年夏季平均频次，表明 1989 年夏季是广西三个子区域极端降水少发的低值年。广西三个子

区域夏季极端降水合成平均空间分布特征有所差异，南部呈现从沿海向北逐渐减少，中部和南部从中心

极大值区向周围边逐渐减少。广西南部的夏季极端降水的合成平均极大值区位于北部湾沿岸，而中部和

北部的极大值区都是闭合高值中心。与夏季降水气候平均态相比较，三个子区域极端降水合成平均都很

大程度上偏离了平均态，广西南部偏离平均态的程度最大，北部次之，中部最小。而三个子区域极端降

水合成平均的极大值区与极小值区的差值较大，北部差值为 38 mm，南部次之为 36 mm，中部最小 21.5 mm。

夏季极端降水合成平均在北部湾沿岸以及南宁北部与百色、河池、来宾四个市区的交界处区域，柳州与

桂林交界的中部的合成平均降水量较大，而百色西北部的合成平均降水量较小。 
图 13 显示的是夏季广西北部极端降水合成平均分布图及降水气候平均态图。夏季广西北部极端降水

气候事件合成平均空间分布特征如图 13 上所示，合成平均降水量从中心极大值区向周围边逐渐减少，极

大值区位于柳州与桂林交界处的中部，达到 54~56 mm 之间，极小值区位于百色西北部，约为 16~18 mm
左右。图 13 下显示了夏季广西北部降水气候平均态特征，平均态降水量等值线分布并不规律，平均态降

https://doi.org/10.12677/ccrl.2020.95055


廖紫蓝 
 

 

DOI: 10.12677/ccrl.2020.95055 506 气候变化研究快报 
 

水量为 8.5~9 mm 的极大值区在河池西南，极小值区在桂林东北部，仅有 5~5.5 mm，在柳州与桂林交界

处的中部存在平均降水量比周围降水量多 0.5 mm 的闭合区域，此区域与夏季极端降水合成平均的极大值

区相对应。结合两图特征分析，夏季广西北部的极端降水合成平均与降水气候平均态的空间分布特征并

不相同，极大值区和极小值区的分布区域并不一致。平均降水值有很大的差异，夏季广西北部极端降水

合成平均与降水气候平均态极大值区的差值为 45.5 mm，极小值区的差值为 11 mm 左右，并且两者的极

大值区与极小值的差值也有很大的差异，夏季极端降水合成平均的极大值区与极小值区的差值为 38 mm，

夏季气候平均态的极大值区与极小值区的差值仅为 3.5 mm。 
 

 
 

Figure 13. The upper picture shows the average distribution of extreme precipitation synthesis in the northwestern of Guangxi 
in the summer of 1961-2012; the lower picture shows the average climate state of precipitation in the northwestern of Guangxi 
in the summer of 1961-2012 
图 13. 上图为 1961~2012 年夏季广西北部极端降水合成平均分布图；下图为 1961~2012 年夏季广西北部降水气候平均态 

5. 结论 

本文利用国家气候中心 CN05.1 格点资料，分析了 1961~2012 年近 52 年夏季广西极端高温和极端降

水气候事件的时空分布特征，主要结论如下： 
1961~2012 年夏季广西三个子区域，南部、中部和北部极端高温气候事件频次都有一致增加的趋势，

且南部增加的趋势最为显著。在 52 年中，2010 年是为三个子区域极端高温频发的高值年，而在 1974 年

三个子区域都没有极端高温气候事件发生。从多年夏季极端高温事件气候态区域平均情况对比可以得知，

合成平均的高温事件温度分布在广西南部和中部子区域都存在一个高值中心，并且从中心向两边界逐渐

降低，而北部子区域则是从南向北逐渐降低。其中南宁，钦州，北海市区大部分区域合成平均的高温事

件温度值较大，百色的西部区域的温度值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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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极端高温气候事件不同，极端降水气候事件在广西南部和北部子区域都有微弱增加的趋势，但中

部子区域呈现微弱下降的趋势。1994 年同时为三个子区域夏季极端降水事件发生的高值年，而 1989 年

则同时是低值年份，极端降水都仅发生 1 次。从多年夏季极端降水气候态区域平均情况对比可以得知，

合成平均的极端降水事件降水量分布在广西南部子区域为从沿海向北逐渐减少，中部和北部子区域都是

存在一个高值中心，并从中心极大值区向周围边逐渐减少。北部湾沿岸以及南宁北部与百色、河池、来

宾的交界区域，桂林与柳州交界处中部合成平均的极端降水事件的降水值较大，而在百色西北部的降水

值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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