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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requency, coverage and intensity of drought 
combined with the meteorological element tendency rate in Huai River basin we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standardized precipitation index (SPI) as a drought index with the past 50-year datasets of monthly pre-
cipitation of 30 national principal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The drought coverage is defined as the ratio 
of stations with drought occurring to overall stations.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the trends of the annual 
and summer drought coverage and intensity decreased slightly, while the trend of drought coverage in 
spring, fall and winter was increased and the drought intensity trend increased slightly. The main 
drought types of the annual and all the seasonal scales were whole and local basin, while the drought in-
tensity exhibited a mild level. The west of Huai River basin in Henan province was a region where the 
various drought frequencies of the annual and all seasonal are relatively high. The high frequency of 
moderate, heavy, severe drought and the drought worse than slight in summer covered the vastest. The 
rule of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various droughts in four seasons was not obv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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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淮河流域30个国家基本气象站近50年的月降水量资料，采用标准化降水指数(SPI)作为干旱指标，从干旱

频率、干旱站次比、干旱强度三个角度并结合气象要素倾向率对淮河流域的干旱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

表明：年度与夏季干旱站次比和强度均呈轻微减少趋势，春季、秋季和冬季干旱站次比呈增加趋势，干旱强度

呈轻微增加趋势；年度和各季节发生的主要是全局性和局域性干旱，干旱强度都以轻度干旱为主；流域西部的

河南境内的年度、季节性的各类干旱频率相对较高。夏季的干旱(轻旱及以上)、中旱、重旱的相对较高频率的

分布范围最广，各季节各类型干旱发生频率地区分布规律不太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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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干旱通常指淡水总量少，不足以满足人的生存和经济发展的气候现象，或是指因长期少雨而空气干燥、土壤

缺水的气候现象，一般是长期的现象，其本质是水分的持续性短缺。干旱不能等同于旱灾，干旱和旱灾是因果关

系。美国气象学会[1]将干旱分为四种类型：气象干旱、农业干旱、水文干旱、社会经济干旱，一般而言气象干旱

是造成旱灾的主要原因，对于气象干旱机理和规律的研究对于水资源的管理和农业生产实践的指导是很有必要的。 
气象干旱作为一种气象异常现象，长期困扰着工农业生产。据估计每年因干旱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高达

60~80 亿美元，远远超过了其它气象灾害[2]。我国除了西北部分地区属于永久性干旱气候区外，大部分地区受

季风气候和地形等因素影响使得水热分布很不均匀导致干旱频繁地出现。有统计表明我国干旱地区面积占全国

自然灾害影响面积的 60%，平均每年受旱面积约 2159.3 万公顷，每年因旱灾损失粮食 100 亿公斤[3]。学术界对

于干旱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西北和华北地区，对于干旱的成因、特点、时空分布和趋势做了大量的研究[4]。近年

来随着南方地区干旱的频率和强度逐渐增加，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南方地区的干旱状况。研究的尺度既有

省级区域[5]，也有区域性干旱研究[6] [7]，从降水量和土壤质地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南方干旱的成因，对南方地区

的干旱时空分布特征和演变特征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研究。淮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农产品基地，由于淮河修建

了大量闸坝使洪涝灾害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干旱成为了制约该区域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因而很有必要对

淮河流域的干旱分布特征进行研究。 
目前不少学者已经对干旱指标进行了大量的探讨研究，袁文平等[8]从是否能够如实客观精确地阐述干旱强

度、范围、频率及历时，是否具有明确的物理机制，是否实用三个方面对国内外的干旱指标进行了评价分析。

具有较为明确物理机制的干旱指标通常计算繁琐，需要大量的资料，某些参数还只能通过经验估计，对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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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构成了挑战，此外干旱时空的变异也限制了这类指标的适用范围(这类指标主要原理是依据水分平衡求解储

水量变化，典型的如综合考虑地表前期降水量、土壤含水量、径流和潜在蒸散量的 Palmer 干旱指数 PDSI，计

算过程相对复杂，所需参数较多，往往涉及 SPAC 系统的各个部分，需要对 SPAC 各个环节有较好的理解和掌

握[9] [10] [11])；而另一类指标通过气象学方法研究降水量的统计分布规律，反映干旱的频率、强度和历时，虽

然物理机制不够明确但简便易行且适应性强[6]。第二类指标中的标准化指数适用于月尺度以上相对当地气候状

况的干旱监测与评估，能较好地反映干旱强度和持续时间，而且具有多时间尺度应用的特性，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本文选择标准化指数作为干旱评价指标，从干旱频率、站次比和干旱强度三个方面，对淮河流域近 50 年来

的干旱时空分布特征进行研究，以期为该区域水资源的管理和农业的生产实践提供参考。 

2. 资料 

本文从淮河流域 366 个气象站点中选 30 个国家基本气象站，收集到其建站以来(1951~1960 年)到 2013 年的

逐月降水量资料，站点分布如图 1 所示。数据主要来自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其中 28 个站点的资料系

列长度在 50a 以上，只有两个站点(菏泽 1954~1994 年、临沂 1951~1997 年)的系列长度少于 50a 但是也超过了

40 年。根据该区域主汛期在 6~8 月，取每年的 11 月到次年 11 月作为水文年比较合适，即 2~4 月为春季、5~7
为夏季、8~10 为秋季、11~1 月为冬季。 
 

 
Figure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in Huai River basin 
图 1. 淮河流域气象站点分布 

3. 研究方法 

3.1. 标准化指数(SPI)及其计算方法 

标准化指数是就是在计算出某时段内降水量的 Γ 分布概率后，再进行正态标准化处理，最终用标准化降水

累积频率分布来划分干旱等级[12]。《气象干旱等级 GB/T 20481-2017》的规定我国统一采用 Γ函数作为拟合函

数，尽管部分地区采用 Γ函数的拟合效果并不如皮尔逊 III 型分布、正态分布、对数正态分布、广义 Pareto 分布、

广义逻辑斯蒂分布和威布尔分布的效果好[6]，但在多数情况下 Γ函数的拟合效果还是优于其它分布函数的。基

于 Γ函数的 SPI 计算公式如下： 

( )
( )

2 1 0

3 2 1 1.0
t c t c t c

SPI S
d t d t d t
− + +

=
+ + +  

                                 (1) 

https://doi.org/10.12677/jwrr.2020.94038


基于标准化降水指数的淮河流域近 50 年干旱时空分布特征 
 

 

DOI: 10.12677/jwrr.2020.94038 366 水资源研究 
 

式中：
( )2

1lnt
G x

= ，G(x)为与 Γ函数相关的降水分布概率；x 为年或季降水量样本；S 为概率密度正负系数。

当 G(x) > 0.5 时，S = 1；当 G(x) ≤ 0.5 时，S = −1。G(x)由 Γ分布函数概率密度积分公式计算： 

( )
( )

1

00

1 d , 0
x

xG x x e x xγ β
λβ γ

− −= >
Γ ∫                                (2) 

式中：γ、β分别为 Γ分布函数的形状和尺度参数：c0 = 2.515517，c1 = 0.802853，c2 = 0.010328，d1 = 1.432788，
d2 = 0.189269，d3 = 0.001308。 

根据 SPI 的计算公式计算出年尺度和季尺度的标准化降水指数，再根据《气象干旱等级 GB/T 20481-2006》
中的分级标准划分为无旱(SPI > −0.5)、轻旱(−1 < SPI ≤ −0.5)、中旱(−1.5 < SPI ≤ −1)、重旱(−2 < SPI ≤ −1.5)和特

旱(SPI ≤ −2.0)，干旱通常是指轻旱及以上发生的年份。 

3.2. 干旱评估指标 

为了评价淮河流域干旱时空分布特征，本文从干旱频率、干旱站次比、干旱强度和变化趋势率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1)干旱频率(Pi)：干旱频率是用来评价某站有资料年份内发生干旱频繁程度，计算公式为： 

( ) 100%iP n N= ×                                       (3) 

式中：N 为某站有气象资料的年数；n 为该站发生干旱的年数；下标 i 代表不同的气象站点。本文计算干旱(轻
旱及以上)、中旱、重旱和特旱四种情况下的干旱频率。 

2)干旱站次比(Pj)：Pj是用某一区域内干旱发生站数多少占全部站数的比例来评价干旱影响范围的大小，计

算公式为： 

( ) 100%jP m M= ×                                       (4) 

式中：M 表示研究区气象站点总数；m 表示发生干旱的气象站点数；j 表示不同年份。干旱站次比可以表示一定

区域干旱发生范围的大小，能间接反映干旱影响范围的严重程度。通常定义：当 Pj ≥ 50%时，为全域性干旱；

当 50% > Pj ≥ 33%时为区域性干旱；当 33% > Pj ≥ 25%时为部分区域性干旱；当 25% > Pj ≥ 10%时为局域性干旱；

当 Pj < 10%时为无明显干旱发生[1]。 
干旱强度(Sij)：干旱强度用于评价干旱的严重程度，单站某时段内的干旱强度可用 SPI 值反映，计算公式为： 

1

1 n

ij i
i

s SPI
m =

= ∑                                         (5) 

式中：m 表示发生干旱的站数，SPIi为发生干旱时 SPI 的绝对值。当 Sij < 0.5 时干旱强度不明显；1 > Sij ≥ 0.5 为

轻度干旱；当 1.5 > Sij ≥ 1 时为中度干旱；当 Sij ≥ 1.5 时为重度干旱。 
3)变化趋势率：变化趋势率也称作气象倾向率，表示气象要素的线性趋势。把气候要素的变化写成时间 t

的线性函数 

x at b= +                                           (6) 

式中：a 为回归系数，b 为回归常数，可以用最小二乘法确定[13]。以 a 的 10 倍作为气象要素倾向率，反映十年

尺度的气象要素变化。在实际计算中，可以将计算结果按时间建立序列，在 Excel 中用 Slope 函数拟合计算[14]。 

4. 结果分析 

4.1. 淮河流域年度干旱时空分布特征 

1) 干旱频率分析：通过计算 30 个站点的年尺度的标准化降水指数后，利用公式(3)并按照干旱分级标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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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得到干旱、中旱、重旱和特旱的干旱频率数据。利用 ArcGIS10.2 采用 IDW 插值方法生成等值面图 2，根据计

算结果可知淮河流域年尺度干旱频率在 23.732%~36.199%之间，平均约为 29.553%。 
 

  

   
Figure 2. Frequency distribution annual drought in Huai River basin 
图 2. 淮河流域年干旱频率分布 
 

图中可以看出干旱频率(指轻旱及以上干旱频率，下同)在淮河流域的东北–西南方向的干旱频率相对较高；

中旱发生的频率范围为 3.637%~14.545%，平均约为 9.515%。可以看出流域中部频率较高；重旱发生的频率范

围为 0%~12.719%，平均约为 5.818%。发生频率高的地区主要在流域偏北部的河南、山东一带；特旱发生的频

率范围为 0%~5.453%，平均为约 1.758%。流域南部发生特旱的频率相对较高。总体而言，淮河流域内的河南和

安徽境内发生各类干旱的频率相对较高，应做好其他防旱措施减少损失。 
干旱站次比和干旱强度分析：由于站次比的分析需要统一起止年份，30 个站点中设站并有资料的最晚年份

的在 1960，而本文选取的是 11 月份作为划分点的所以从 1961 年开始分析。鉴于菏泽(1954~1994)、临沂站

(1951~1997)的资料较短，淮阴(1951~2001)站虽然有 51 年的资料但资料收集到 2001 年，故不分析这三个站点，

只对其它 27 个站点 1961~2013 年的资料进行计算分析。图 3 是历年的干旱站次比和干旱强度过程图。 
干旱站次比。由公式(4)计算的结果可知本研究区干旱发生站次比的范围是 3.7%~100%，平均约为 34.7%。

有 13 年发生全局性干旱，占所研究年份的 24.53%。其中以 1966 年最为严重 27 个站点全部发生干旱，其次是

1988 年和 2001 年干旱站次比达到了 80%以上；8 年发生区域性干旱，占 15.09%；4 年发生部分区域性干旱，占

7.55%；14 年发生局域性干旱，占 26.41%。有明显干旱的年份所占比例为 73.58%。即主要发生的是全局性和局

域性干旱。利用 Excel 中的 Slope 函数计算干旱站次比随时间的变化趋势率 a 站次比 = 10a1 = −7.74%/10a，即干旱

站次比有轻微减少趋势。 
干旱强度。干旱强度的范围是 0.535~1.719，平均约为 1。有 27 年发生轻度干旱，占研究年限的 50.94%，占干

旱年份的 57.45%；17 年发生中度干旱，占研究年限的 32.07%，占干旱年份的 36.17%；1966、1978 和 2001 三年发

生重度干旱，占5.66%，占干旱年份的6.38%。利用Slope函数算得的干旱强度的变化趋势率a 强度 = 10a2 = −0.033%/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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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Drought intensity and drought stations proportion in Huai River basin during 1961-2013 
图 3. 1961~2013 年淮河流域干旱强度和站次比 

 

即干旱强度呈轻微减少趋势。综上所述，本研究区主要发生的是轻度干旱。 

4.2. 淮河流域季节性干旱特征 

4.2.1. 春旱 
1) 干旱频率。春旱频率分布如图4所示。本研究区春旱发生的频率范围为22.41%~35.59%，平均约为28.53%，

与年干旱频率大致相同。干旱频率较高地区主要在流域的东北部；发生中旱的频率范围为 2.44%~14.28%，平均

约为 8.57%，河南郑州、开封，安徽砀山，山东日照，江苏盱眙、高邮等地区频率相对较高，其它地区的频率

相对较低(小于 10%)；重旱发生的频率范围为 1.59%~9.75%，平均约 3.92%。只有山东菏泽，河南驻马店、信阳

等地重旱发生频率相对较高，流域东部发生重旱频率相对较低；特旱发生的频率范围为 0%~6.67%，平均为 2.91%。

山东临沂和江苏射阳一带特旱频率相对较高(4.94%~6.67%)。 
2) 干旱站次比及干旱强度。春旱站次比和干旱强度如图 5 所示(限于篇幅，以下关于夏、秋和冬季的干旱频

率及干旱站次/干旱强度的图不再列出)。干旱站次比的范围为 3.7%~100%，平均约为 41.4%，较年度干旱站次比

覆盖范围广。15 年发生全局性干旱，占站次比分析年份的 27.78%，其中 1986 年、2000 年、2011 年 27 个站点

全部发生干旱；1980、1981 和 2006 年 3 年出现区域性干旱，占分析年份的 5.5%；1960、1985、1996 和 2005
年出现部分区域性干旱，占 7.4%；8 年出现局域性干旱主要集中在 90 年代和 21 世纪，占 14.8%。发生明显干

旱的年份占研究年份的 55.5%，主要为全局性和区域性干旱。根据 slope 函数计算的气象倾向变化率 a 春站次比 = 10a3 
= 3.16/10a，春旱站次比有增加趋势。干旱强度的浮动范围为 0.59~2.55，由图 5 可知站次比高的时候对应的干旱

强度也较高。共 23 年发生轻度干旱，占研究年份的 42.6%，占干旱年份的 59%；13 年发生中度干旱，占研究年

份的 24.1%，占干旱年份的 33.3%；3 年发生重度干旱，占研究年份的 5.5%，占干旱年份的 7.7%。干旱强度倾

向变化率 a 春干旱强度 = 10a4 = 3.73%/10a 即干旱强度有轻微增加趋势。 

4.2.2. 夏旱 
1) 干旱频率。本研究区夏旱发生的频率范围为 24.56%~35.59%，平均约为 30.85%，较春旱频率高。干旱发

生地区分布很广，其中干旱频率高的地区贯穿了整个流域；发生中旱的频率范围为 3.34%~18%，平均约为 9.26%
较春季的高，频率较高的主要分布在流域中部；重旱发生的频率范围为 1.59%~8.77%，平均约 4.72%。频率相

对较高的地区主要在流域南部，北部就江苏赣榆一带频率较高；特旱发生的频率范围为 0%~5.17%，平均为 1.59%。

中部特旱发生频率相对较低，频率相对较高的地区规律性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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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spring drought in Huai River basin 
图 4. 淮河流域春旱频率分布 
 

 
Figure 5. Intensity and stations proportion of spring drought in Huai River basin 
图 5. 淮河流域春季干旱站次比和干旱强度 

 

2) 干旱站次比和干旱强度。干旱站次比的范围为 3.7%~81.5%，平均约为 31.7%，较年度干旱和春旱站次比

覆盖范围小。发生全局性干旱的年份有 12 年，占站次比分析年份的 22.22%，其中只有 1992 年站次比大于 80%。

可见虽然出现全局性干旱的年份达 12 年，但是不同于年度干旱和春旱出现极大面积(站次比高达 90%以上)的干

旱；8 年出现区域性干旱，占分析年份的 14.82%，相对春旱高，与年干旱站次比相当；6 年出现部分区域性干

旱，占 11.1%；17 年出现局域性干旱，占 31.5%比例最大。综上所述，发生明显干旱的年份占研究年份的 79.6%，

以全局性和局域性干旱为主。根据 slope 函数计算的气象倾向变化率 a 夏站次比 = 10a5 = −0.19/10a，夏旱站次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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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微减少趋势。 
干旱强度的浮动范围为 0.56~1.6，站次比高的年份干旱强度不一定高，这是因为夏旱高站次比的年份的 SPI

值并不高。共 23 年发生轻度干旱，占研究年份的 42.6%，占干旱年份的 44.2%；26 年发生中度干旱，占研究年

份的 48.1%，占干旱年份的 50%；3 年发生重度干旱，占研究年份的 5.5%，占干旱年份的 5.8%。干旱强度倾向

变化率 a 夏干旱强度 = 10a6 = −3.72%/10a 即干旱强度有轻微减小趋势。 

4.2.3. 秋旱 
1) 干旱频率。本研究区秋旱的频率分布范围是 24.07%~33.9%，平均约为 29.12%，与夏旱的干旱频率相近。

其中干旱频率相对较高的主要在流域东部和西北部；发生中旱的频率范围为 1.85%~14.7%，平均为 8.2%，较年

度和春季、夏季中旱频率略低。频率相对较高的地区与干旱相对一致；重旱的频率范围为 1.64%~10.6%，平均

为 4.78%较春季和夏季的重旱频率高。相对频率较高的地区有河南信阳和山东临沂一带，大部分区域的重旱频

率低于 6%；特旱的频率范围为 0%~6.35%，平均为 2.78%，与春季的特旱频率相近，高于年度和夏季的特旱频

率。频率相对较高的主要在流域中部。 
2) 干旱站次比和干旱强度。干旱站次比的范围为 3.7%~92.6%，平均约为 31.5%，较年度干旱、春旱和夏旱

站次比覆盖范围小。发生全局性干旱的年份有 10 年，占站次比分析年份的 20.83%，其中 1966、2001 年干旱站

次比大于 90%，1997 年高于 80%；10 年发生区域性干旱，占分析年份的 20.83%，频率相对春旱、夏旱和年干

旱高；5 年出现部分区域性干旱，占 10.42%，与夏旱频率接近；13 年出现局域性干旱，占 27.08%比例最大。发

生明显干旱的年份占研究年份的 79.2%，主要是全局性、区域性和局域性干旱。根据 slope 函数计算的气象倾向

变化率 a 秋旱站次比 = 10a7 = 2.1/10a，即秋旱站次比有增加趋势。 
干旱强度的浮动范围为 0.5~2.3，出站次比高的年份干旱强度一般较高。32 年发生轻度干旱，占研究年份的

59.26%，占干旱年份的 66.67%；13 年发生中度干旱，占研究年份的 24.07%，占干旱年份的 27.08%；3 年发生

重度干旱，占研究年份的 5.5%，占干旱年份的 6.25%。干旱强度倾向变化率 a 秋干旱强度 = 10a8 = 1%/10a 即干旱强

度有轻微增大趋势。 

4.2.4. 冬旱 
1) 冬旱频率。本研究区的冬旱频率范围是 21.74%~33.93%，平均为 27.45%，相对于年干旱、春旱、夏旱和

秋旱略小。干旱频率较高的区域是流域西部和西南部；中旱的频率范围为 1.61%~12.28%，平均为 6.11%，也低

于年度、春、夏和秋季的中旱频率。中旱频率较高的地区集中在流域南部，以河南固始，安徽六安、寿县、蚌

埠和江苏盱眙频率相对较高，形成了以这些地区为中心的条带状分布；重旱频率范围为 0%~9.1%，平均为 3.78%，

也低于年度、春、夏和秋季的重旱频率，流域西南部和东南部的重旱频率相对较高；特旱的频率范围是 0%~12.07%，

平均为 6.54%，高于年度，春、夏和秋季特旱发生频率。特旱频率相对较高的地区是流域中部和北部，流域南

部频率相对较低。从旱情频率分析结果可知，流域南部发生轻旱及以上、中旱和重旱的频率均比较高，所以南

部应做好防范工作。 
2) 干旱站次比和干旱强度。冬季的干旱站次比的范围为 3.7%~100%，平均约为 40.643%，和春旱比较相近。

发生全局性干旱的年份有 13 年，占站次比分析年份的 34.2%，其中有 6 年 27 个站点均发生干旱，4 年站次比高

于 80%，可见本研究区冬季发生干旱的覆盖范围比较广；1966、1989年 2年出现区域性干旱，占分析年份的 5.26%，

频率低于春旱、夏旱、秋旱和年干旱；5 年出现部分区域性干旱，占 13.16%，高于年度、春、夏和秋尺度区域

干旱频率；9 年出现局域性干旱，占 23.68%。发生明显干旱的年份占研究年份的 76.3%，主要发生全局性和局

域性干旱。根据 slope 函数计算的气象倾向变化率 a 冬旱站次比 = 10a9 = −2.05/10a，秋旱站次比有增加趋势。 
干旱强度的浮动范围为 0.55~2.98，站次比高的年份干旱强度一般较高。27 年发生轻度干旱，占研究年份的

51.9%，占干旱年份的 71.05%；4 年发生中度干旱，占研究年份的 7.69%，占干旱年份的 10.53%；7 年发生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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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占研究年份的 13.46%，占干旱年份的 18.42%。干旱强度倾向变化率 a 冬干旱强度 = 10a10 = 3.17%/10a 即干旱

强度有轻微增大趋势。 

5. 结论 

通过对淮河流域近 50 年来 30 个国家基本气象站收集的月尺度降水量资料进行分析。在标准化降水指数的

基础上，利用干旱频率、干旱站次比和干旱强度三个指标对本研究区的干旱时空分布特征进行研究，通过气象

变化趋势率分析干旱的演变规律，研究时间尺度有年尺度和季尺度。 
研究结果表明：(1) 干旱随时间的分布演变特征：夏季的干旱频率和中旱频率在季尺度中是最高的，而秋季

的重旱频率是最高的，冬季的特旱频率最高，年尺度的重旱频率高于季节性频率，年度的干旱频率也高于春、

秋、冬三季；夏季的干旱站次比最低，同其在重旱频率和特旱频率中的分布相一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重旱及

以上的干旱发生时一般其覆盖范围会比较广；干旱强度也是夏季最小，这与夏季的干旱频率分布正好相反。夏

季的干旱与中旱频率最大，表明发生干旱时的 SPI 值并不高使得干旱强度较低。(2) 干旱空间分布特征：年度的

中旱和重旱频率在流域西北部河南境内都相对较高，干旱和特旱频率在流域西南部较高；西南部河南省信阳、

驻马店一带春季中旱、重旱频率都相对较高，总体而言干旱频率较高的地区是流域东北部地区；夏季中旱、重

旱和特旱频率较高的地区分布范围较小，且没有哪个区域三种类型干旱频率都相对较高，干旱频率较高的地区

贯穿流域东西分布范围很广；山东菏泽一带的秋季中旱、重旱和特旱频率相对较高，其它地区各种类型干旱频

率分布规律不明显；安徽霍山一带冬季的中旱、重旱和干旱频率都相对较高，中旱和重旱频率较高地区主要分

布在流域南部而特旱频率较高地区则分布在流域北部。(3) 干旱站次比和干旱强度演变规律：年度干旱站次比和

干旱强度均有轻微减少趋势；春季干旱站次比呈增加趋势、干旱强度轻微增加趋势；夏季均呈轻微减少趋势；

秋季干旱站次比呈增加趋势，干旱强度轻微增加趋势；冬季干旱站次比也呈增加趋势，干旱强度轻微增加趋势。

本研究区域发生的干旱类型主要是全局性和局域性干旱。从干旱强度的角度出发，本研究区域主要发生的轻度

干旱，其中年度、秋季和冬季发生轻度干旱的年份占研究年份的 50%以上，春季和夏季轻度干旱占 40%以上。 
本文利用干旱频率、干旱站次比和干旱强度三个指标系统分析了淮河流域干旱的时空分布特征，揭示了淮

河流域干旱的年度和季节性特点。但这三个指标均都是以标准化降水指数为基础的，虽然 SPI 指数有着其它干

旱指标不具备的优点，但毕竟只是考虑了降水因素，因而并没有深刻地揭示淮河流域的干旱时空分布特征，有

待于建立起更全面的干旱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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