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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年洪峰季节性的区域特征

丁晨洋1,杨汉波1,杨文聪1,侯爱中2

(1.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北京　 100084;
 

2. 水利部信息中心,北京　 100053)

摘要:为分析中国各地区易受洪水影响的季节,揭示气候变化对洪水季节性的影响,收集了中国

2 719 个水文站 1960—2020 年的年最大洪峰数据,采用循环统计方法和聚类分析方法,分析了最大

洪峰出现时间的季节规律、空间聚集特征、年际变化规律。 结果表明:年最大洪峰发生时间的集中

度很高,一般在 6—9 月,由东南向西北逐渐推迟;根据洪水季节性可以聚类为贵州省和重庆市地区

(集群 1)、华南地区(集群 2)、云南省等地区(集群 3)、秦岭淮河以北地区(集群 4)4 个集群,其中

集群 2 在空间上分布最集中;集群 2 和集群 4 的年最大洪峰发生时间分别呈显著推迟和提前趋势,
集群 1 的发生时间基本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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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flood-prone
 

seasons
 

in
 

various
 

regions
 

of
 

China,
 

and
 

reveal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flood
 

seasonality,
 

the
 

annual
 

maximum
 

flood
 

peak
 

data
 

of
 

2 719
 

hydrological
 

stations
 

in
 

China
 

from
 

1960
 

to
 

2020
 

were
 

collected.
 

The
 

seasonal
 

rules,
 

spatial
 

clustering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annual
 

variation
 

rules
 

of
 

the
 

maximum
 

flood
 

peak
 

occurrence
 

time
 

were
 

analyzed
 

by
 

using
 

cyclic
 

statistical
 

method
 

and
 

cluster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ccurrence
 

time
 

of
 

the
 

annual
 

maximum
 

flood
 

peak
 

is
 

highly
 

concentrated,
 

generally
 

from
 

June
 

to
 

September,
 

and
 

gradually
 

delayed
 

from
 

southeast
 

to
 

northwest.
 

According
 

to
 

the
 

flood
 

seasonality,
 

four
 

clusters
 

can
 

be
 

grouped
 

into
 

Guizhou
 

Province
 

and
 

Chongqing
 

(cluster
 

1),
 

South
 

China
 

( cluster
 

2),
 

Yunnan
 

Province
 

and
 

other
 

regions
 

( cluster
 

3),
 

and
 

Qinling
 

Mountains
 

and
 

Huaihe
 

River
 

north
 

(Cluster
 

4),
 

among
 

which
 

cluster
 

2
 

has
 

the
 

most
 

concentrated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occurrence
 

time
 

of
 

the
 

annual
 

maximum
 

flood
 

peak
 

in
 

cluster
 

2
 

and
 

cluster
 

4
 

shows
 

a
 

significantly
 

delayed
 

and
 

advanced
 

trend,
 

respectively,
 

while
 

the
 

occurrence
 

time
 

of
 

cluster
 

1
 

is
 

basically
 

unch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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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水的季节性可以反映洪水事件在年内发生的

规律,揭示洪水发生的季节,为采取洪水应对措施提

供依据,对栖息地保护、洪泛平原基础设施和人类社

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1] 。 目前,洪水季节性的研究

重点主要是其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2] ,因为气候

变化会影响洪水频率的增减[3-4] 。
关于中国洪水季节性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较多:Zhang 等[5] 分析了我国西北干旱区塔里木河

流域洪水的量级、频率和时间变化;Zhang 等[6] 利用

循环统计方法和修正的 Mann-Kendall 趋势检测方

法,分析了广东地区洪水季节性及其影响因素。 但

这些研究仅限于特定区域,只反映了部分区域洪水

季节性的变化特征。 Yang 等[7] 开展了全国范围的

研究,揭示了洪水季节性随纬度的变化规律。 但区

域特征除了纬度,还包括地形等多种因素。 Guo
等[8]研究发现,鄱阳湖流域地形对洪水季节性有重

要影响;胡畔等[9-10]研究表明,极端降水和下垫面条

件对洪水发生时间具有重要影响。 中国气候、地貌

等因素多变,洪水成因复杂,不同区域洪水的季节性

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 因此,关于中国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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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季节性的区域特征与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尚
有待进一步系统深入研究。

本文基于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区将近 3 000 个水

文站的长系列年最大洪峰观测数据,采用循环统计

方法和聚类分析方法,开展中国洪水季节性的时空

特征以及不同区域的变化趋势研究。

1　 研究数据

本文采用年最大洪峰分析洪水的季节性。 采用

的数据包括各水文站的年最大洪峰及其发生时间,
水文站分布如图 1 所示,来自水利部网站( http: / /
www. mwr. gov. cn / english / ,

 

last
 

access:
 

7
 

May
 

2020)。
图 1(本文地图均基于审图号为 GS(2019)1822 号的

标准地图制作) 中部分水文站位于俄罗斯境内,但
控制的流域位于中国境内,因此也加以采用。 部分

水文站的水文观测值明显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如
上游水库的存在使河段的洪水事件频率发生变

化[11] ,在分析时将这部分流域排除,具体方法是将

年最大洪峰流量小于 10 m3 / s 的数据全部剔除;同
时,去掉数据长度不超过 10 a 的站点,最后留下

2 719 个水 文 站。 各 水 文 站 集 水 区 范 围 为 1 ~
1 800 000 km2,数据长度为 11 ~ 61 a。

图 1　 水文站数据长度空间分布

Fig.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ata
 

length
 

of
 

hydrographic
 

stations

2　 研究方法

2. 1　 洪水季节性

首先采用圆形均匀性检验[12] 去掉洪水不具季

节性变化的水文站。 取显著性水平 α = 0. 10,对应

的阈值为 1. 620,当某水文站的检验统计量小于

1. 620 时认为数据具有圆形均匀性(即不具季节性

变化)。 然后,对余下的水文站数据采用循环统计

方法计算年最大洪峰的平均季节性[13] 。
a.

 

将第 g 年年最大洪峰发生的日期顺序数 Dg

(Dg = 1 表示该水文站年最大洪峰发生的日期为

1 月 1 日,Dg =mg 表示该水文站年最大洪峰发生的

日期为 12 月 31 日,mg 为第 g 年的天数(闰年为

366 d,其他为 365 d)),转化为平均日的余弦分量 x
和正弦分量 y:

x = 1
n ∑

n

g = 1
cos Dg

2π
mg

( ) (1)

y = 1
n ∑

n

g = 1
sin Dg

2π
mg

( ) (2)

式中 n 为研究期间该水文站记录洪峰的年数。
b.

 

由式(1)和式(2)可以进一步推导出该水文

站所有有效年份下年最大洪峰平均发生时间(D
-

):

D =

[tan -1( y / x)] m / 2π 　 x > 0,y ≥ 0
[tan -1( y / x) + π] m / 2π 　 x < 0
[tan -1( y / x) + 2π] m / 2π　 x > 0,y < 0
m / 4 　 x = 0,y > 0
3m / 4 　 x = 0,y < 0
无法定义 　 x = 0,y = 0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3)
式中 m 为每年平均天数, 即 mg 的均值, 取为

365. 25 d。
采用最大洪峰发生时间集中度(R)表示最大洪

峰发生时间的集中程度:

R = 　
x2 +y2 (4)

　 　 R 的取值范围为 0 ~ 1,R = 0 表示各个日期洪水

发生的概率相当,R= 1 表示每年的年最大洪峰均发

生于同一天。
2. 2　 聚类分析

因为 k 均值聚类方法受离群值的影响比较小,
适用于大型数据集[14] ,因此洪水季节性的相似区域

划分采用 k 均值聚类方法。 该方法以 Z-score 标准

化[15]后得到的年最大洪峰各月的相对月频率作为

12 个聚类变量。
根据轮廓系数 ( si ) [16] 与聚类内平方和总和

(TS)两个指标,比较不同聚类数量下的聚类效果,
选取最优聚类效果对应的聚类数量。 si 表示将某个

对象与自己集群的相似程度和与其他集群的相似程

度做比较,对于 k 个集群(k>1),si 为

si =
bi -ai

max{ai,bi}
(5)

式中:si 为水文站 i 的轮廓系数;ai 为水文站 i 到其

所在集群中其他水文站的平均距离;bi 为水文站 i
到其所不在的其他集群内的所有站点的平均距离的

最小值。 si 的取值范围为[ -1,
 

1],取值越大表示聚

类效果越好。 最后求所有水文站轮廓系数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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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以表示所有站点的聚类效果之和。
聚类内平方和度量每个聚类内观测值的变异

性,为表示聚类的整体效果,计算聚类内平方和总和

TS 为

TS = ∑
k

j = 1
∑
nj

i = 1
(Yij -y j) 2 (6)

式中:n j 为集群 j 的水文站数量;Yij 为集群 j 中的水

文站 i 的观测值;y j 为集群 j 中所有水文站观测值的

均值。
随着 k 的增加,TS 减小。 综合考虑 s 和 TS,选

取 s 尽可能大以及 TS 的减少幅度尽可能小的 k 值

作为聚类数量。
2. 3　 各聚类季节性的年际变化趋势分析

为揭示洪水季节性年际变化的区域特征,对聚

类后的各集群进行季节性的年际变化趋势分析。 某

一集群的第 g 年第 l 月发生年最大洪峰的频率

(pgl)为
pgl =ogl / og (7)

式中:ogl 为第 g 年第 l 月时该集群内出现年最大洪

峰的水文站数量;og 为第 g 年该集群内出现年最大

洪峰的水文站数量。
对于某一集群的第 l 月,可通过序列 pgl

 (g = 1,
2,…,61)的趋势分析反映该月的年际变化。 考虑

到大多数集群的部分月年最大洪峰发生的次数较

少,在进行分析时结果并不显著,因而仅采用每个聚

类出现洪峰次数较多的 5 个月进行趋势分析。 此

外,计算各聚类每年的平均洪峰发生月,并采用 t 检
验判断某集群特定月下的年际变化趋势是否显著。

3　 结果与分析

3. 1　 中国洪水的季节性特征

圆形均匀性检验结果显示,2 719 个水文站中有

28 个不具有洪水季节性。 余下的 2 691 个水文站年

最大洪峰平均发生时间和年最大洪峰发生时间集中

度如图 2 所示。
D 具有明显的空间格局。 大部分水文站的年最

大洪峰发生在 6—9 月,发生时间大致呈现由东南向

西北逐渐推迟的格局。 在长江中下游流域以南的区

域,年最大洪峰通常发生于 6 月。 长江中下游地区

年最大洪峰通常发生于 7 月。 云南省和黄河流域附

近年最大洪峰通常发生于 8—9 月。 新疆和东北地

区年最大洪峰发生时间以 7 月为主。 此外,海南省

年最大洪峰发生时间通常为 9 月或 10 月。
年最大洪峰平均发生时间集中度普遍较高,R

均值为 0. 787,标准差为 0. 139。 仅沿海地区、长江

中下游平原等相对较低。

图 2　 各水文站年最大洪峰平均发生时间和集中度分布

Fig. 2　 Average
 

occurrence
 

time
 

and
 

concentration
 

distribution
 

of
 

annual
 

maximum
 

flood
 

peaks
 

at
 

each
 

hydrological
 

station

3. 2　 洪水季节性的区域特征

图 3 为 k 为 2 ~ 8 时的轮廓系数均值和聚类内

平方和总和,k 取 4 或 7 的时候折线下降趋势变缓,
结合考虑较大的轮廓系数,选择 k = 4 进行聚类,结
果如图 4 所示。

图 3　 聚类的数量与 s、TS 的关系曲线

Fig. 3　 Relation
 

curves
 

of
 

number
 

of
 

clusters
 

withs
 

s
 

and
 

TS

由图 4 可知,集群 1(529 个水文站)主要位于

贵州省和重庆市,年最大洪峰平均发生时间为 6 月

中旬,洪峰在 5—9 月发生的频率较高(占 93. 9%)。
集群 2(391 个水文站)主要位于华南地区,年最大

洪峰平均发生时间为 5 月底,洪峰在 4—8 月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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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较高(占 89. 1%)。 集群 3(517 个水文站)位于

云南省等地区,在空间尺度上比较分散,年最大洪峰

平均发生时间为 7 月中旬,洪峰在 6—10 月发生的

频率较高(占 85. 8%)。 集群 4 位于秦岭淮河以北

地区,包含了最多数量的水文站(1 254 个水文站),
年最大洪峰平均发生时间为 7 月中旬,洪峰在 5—
9 月发生频率最高(占 95. 8%),尤其是 7 月和 8 月

洪峰发生的频率高达 74. 8%。 与图 2(a)相比,聚类

后集群的空间一致性更好,尤其是集群 2 多数为最

大洪峰平均发生时间为 6 月的水文站。 这也表明相

较平均发生时间这一时间信息,使用更多的时间信

息能使聚类更合理,同一集群里的水文站的相似程

度更高。

图 4　 年最大洪峰的集群空间分布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lusters
 

of
 

annual
 

maximum
 

flood
 

peaks

虽然地理位置信息没有被作为聚类变量,但从

聚类结果看,除集群 3 在空间上呈现为几个分散的

聚集群落,其余集群基本符合空间聚集的集群模式

(西北地区的站点由于数量关系暂时忽略),而且相

较最大洪峰平均发生时间的分布,聚类后集群的集

聚性更强。
图 5 中到中心的距离代表 R,线圈从里向外分

别对应 R 从 0 到 1,以 0. 2 的间隔表示。 由图 5 可

知,集群 3 的集中度最低,集群 4 中大多数水文站的

平均季节性有较强的时间集中度(高 R 值),且基本

在 7 月、8 月的汛期附近。 集群 1 和 2 分布较为分

散,与其他集群的平均季节性区别明显。
3. 3　 年最大洪峰的年际变化趋势

各集群年最大洪峰平均发生时间的年际变化表

明,集群 1 和集群 2 的年最大洪峰发生时间呈现推

迟的趋势,集群 3 和集群 4 年的最大洪峰发生时间

呈现提前趋势,且只有集群 2( p = 0. 030) 和集群 4
(p= 0. 042)的趋势显著。

由表 1 可知,集群 1 中 6 月和 7 月发生洪峰的

概率呈不显著上升趋势;集群 2 中 4 月发生洪峰的

图 5　 各水文站洪峰的平均季节性和时间集中度

Fig. 5　 Average
 

seasonality
 

and
 

time
 

concentration
 

of
 

flood
 

peaks
 

at
 

each
 

hydrographic
 

station
 

表 1　 各集群特定月下发生年最大洪峰概率年际变化特征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nnual
 

maximum
 

flood
 

peak
 

probability
 

of
 

each
 

cluster
 

in
 

a
 

specific
 

month

集群 月份
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y=a+bx

a b
决定
系数

p

1

2

3

4

5 1. 542 41 -0. 000 71 0. 027 59 0. 107
6 -1. 513 89 0. 000 93 0. 008 45 0. 225
7 -0. 749 66 0. 000 53 0. 000 00 0. 598
8 1. 299 11 -0. 000 59 0. 009 64 0. 215
9 -0. 418 25 0. 000 24 0 0. 496
4 3. 218 16 -0. 001 56 0. 137 90 0. 002
5 1. 820 01 -0. 000 80 0. 000 00 0. 325
6 0. 383 40 -0. 000 04 0. 000 00 0. 962
7 -3. 092 35 0. 001 63 0. 073 34 0. 021
8 0. 373 53 -0. 000 14 0 0. 770
6 -1. 469 87 0. 000 79 0. 035 39 0. 081
7 0. 344 40 -0. 000 04 0. 000 00 0. 951
8 2. 610 83 -0. 001 20 0. 053 66 0. 042
9 0. 689 30 -0. 000 25 0. 000 00 0. 702

10 0. 164 20 -0. 000 04 0 0. 937
5 -0. 578 48 0. 000 31 0. 099 40 0. 008
6 -0. 916 17 0. 000 51 0. 021 49 0. 135
7 1. 161 69 -0. 000 39 0. 000 00 0. 506
8 2. 504 07 -0. 001 08 0. 050 05 0. 047
9 -0. 344 46 0. 000 21 0 0. 465

概率呈显著下降趋势(p = 0. 002),7 月发生洪峰的

概率呈显著上升趋势(p = 0. 021);集群 3 中,8 月发

生洪峰的概率呈显著下降趋势(p = 0. 042);集群 4
中 5 月发生洪峰的概率呈显著上升趋势 ( p =
0. 008),8 月发生洪峰的概率呈显著下降趋势( p =
0. 047)。

4　 讨　 论

4. 1　 洪水季节性的区域特征及影响因素

本文主要分析了中国年最大洪峰平均发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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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识别出具有相似洪水季节性特征的 4 个集

群。 这与小范围尺度上的研究[6] 有所不同,流域数

量较少的洪水信息不能反映相邻缺失资料流域季节

性的特征,而本文采用更多的流域可以了解不同地

区甚至是缺失资料流域季节性的特征,发现各地区

季节性之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
4 个集群具有显著的空间格局,尤其是东部季

风区的洪水发生季节大多为特定月,洪水季节性和

地理信息有很大的关联性。 由图 6 可知,随着流域

面积的变化,流域面积适中的流域(流域面积介于

102 ~ 105 km2 之间) 年最大洪峰平均发生时间以

6 月居多,流域面积较大的流域 ( 流域面积大于

105 km2)年最大洪峰平均发生时间大多集中于

7 月、8 月。 此外流域面积与时间集中度的关系并不

明显,这与 Hall 等[17] 的结论一致,即流域面积等因

素对洪水季节性的解释程度较低。 发生这种现象的

原因一方面可能与大型集水区的空间分布不均匀有

关(大型集水区分布在不同地区,地形地貌等因素

造成的不确定性较大),另一方面大型集水区的调

蓄能力强,雨季时期土壤水饱和时间的延迟等因素

可能导致大型流域的洪水滞后。 由图 4 可知,集

群 1 多数分布于云贵高原,和与其相邻的位于四川

盆地的集群 4、位于东南丘陵地带的集群 2 有着明

显的分界,由此判断出聚类后的站点对相同地形流

域划分的效果较好。

图 6　 水文站所在流域面积与 R 的关系

Fig. 6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atchment
 

area
 

where
 

the
 

hydrographic
 

station
 

is
 

located
 

and
 

R

洪水季节性与降水的季节特征有较大的关联。
在聚类分析中,发现在空间分布图上出现了大尺度

的统一现象,而且检测到该聚类的分布与一些全国

性降水研究的边界相似。 如,本文中的聚类边界与

降水数据的聚类边界相似[18] ,尤其降水数据的聚类

6 与本文集群 2 有着相似的区域。 另外季风在中国

呈现西南至东北的区域走向,不仅包括常年季风区,
还包括了季风边缘区,季风的降水趋势在空间上呈

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趋势[19] 。 而洪水发生时间

大致是由东南向西北逐渐推迟,大概率是受到东南

季风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 此外,东南沿海部分

地区,在 9 月或 10 月发生洪水的概率更高,可能是

受到当地台风天气的影响。 综上所述,洪水季节性

受到季风和台风等因素的影响。
土壤水也是影响洪水季节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图 7 由 ESA
 

CCI
 

土壤水分数据集计算得到,可以看

出年内土壤湿度最大的时间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

性,并且与各水文站洪水发生时间有着类似的分布。
年最大土壤湿度的发生月略微提前一些,大部分区

域的年最大土壤湿度发生在 6—9 月,这也与流域产

流的机制相符合。 年最大土壤湿度的发生时间大致

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逐渐推迟的格局,在长江中下游

流域以南的区域,年最大土壤湿度通常发生于 6 月。
该区域附近,尤其是该区域以北位于长江流域附近,
年最大土壤湿度通常发生于 7 月。 再往西北方向,
在云南省和黄河流域附近,年最大土壤湿度通常发

生于 8 月和 9 月。 热带地区的洪水发生时间正在向

年初转移[2] ,而大陆西南部的洪水发生时间则向年

末转移,这与平均降水量和极端降水量的变化以及

热带扩张导致的最大土壤湿度发生时间的变化相一

致。 与极端降水相比,高土壤湿度和降水的联合作

用是更广泛的洪水驱动因素[20] 。 这些都可以看出

年最大土壤湿度发生时间与洪水发生时间具有较强

关联性。

图 7　 最大土壤湿度发生时间的空间分布

Fig. 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ximum
 

soil
 

moisture
 

occurrence
 

time

除了降水和土壤水等因素的影响外,还有许多因

素也影响着洪水季节性特征。 地形地貌就是洪水季

节性的影响因素之一[21] 。 此外,洪水季节性还与融

雪等因素相关,降水、融雪和冰川融冰对河流流量的

贡献随洪涝类型变化较大,且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

征[22-23] 。 除了这些自然因素外,人为活动也对洪水季

节性影响较大,大坝和土地覆盖等人为因素对洪水变

化起到重要的影响[24] ,另外城市化等人为活动也可

能影响洪水的季节性强度,但影响机制尚未明确[6] 。
从研究方法看,本文对研究数据进行了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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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这有可能会减小各月之间的差异性。 从总体

来看,本文的区域分布更为零散,误差除了与水文站

分布不均、数据缺失有关外,还可能与洪水成因的多

样性有关。 但是这些因素的影响机制缺乏详细的研

究,导致带来的差异可能影响了区域的划分。
4. 2　 洪水季节性的变化趋势

集群 4 的整体洪水季节性提前,可能与气候变

化有关,因为随着全球气温的持续升高,融雪的时间

将提前,进而导致融雪引发洪水的时间也提前[25] ,
并且在小流域地区,气候的变化对冰塞洪水的发生

时间和规模具有显著影响[26] ,因此洪水季节性与融

雪有关联。 另外,年极端降水事件在集群 4 附近区

域夏季为减少趋势[27] ,可能直接影响了洪水季节性

的变化[5] 。
由图 8 可知,中国洪水季节性变化趋势在空间

上的分布联系较弱,并且呈现显著趋势的水文站分

布分散,数量较少,可能是因为各水文站时间序列较

短,易受到离群值的影响。 秦岭淮河以南大部分地

区呈现晚发洪水的趋势,可能与 8 月下旬和 9 月登

陆的热带气旋有关。 秦岭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开始

呈现早发洪水的趋势,不仅与热带气旋被秦岭淮河

阻隔相关,还与其他因素相关,如更偏北地区的早期

洪水、温带天气系统和融雪。 另外,华北雨季的降水

主要出现在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西北侧,近年西

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向北移动时间偏早、位置偏北,造
成雨带直接北移至华北黄淮一带。 综上,气候变化

会导致整个中国的洪水发生时间渐渐趋于一致。

图 8　 各水文站的季节性趋势

Fig. 8　 Seasonal
 

trends
 

of
 

each
 

hydrographic
 

station

由图 4、图 8 可知,集群 1 和集群 3 水文站的年

际变化趋势大多不明显,集群 2 水文站多数为晚发

洪水,集群 4 中早发洪水的水文站较多,这与表 1 里

的平均趋势吻合较好,验证了聚类后的集群能一定

程度上综合反映季节性的年际变化趋势,而不仅仅

只是反映其地理特征。 因此可以使用具有显著季节

性趋势特征的集群判断该集群内无资料流域的洪水

季节性趋势。

5　 结　 论

a.
 

中国各流域的洪水发生时间集中程度较高,
即各流域每年发生洪峰的时间较为接近,可以用年

最大洪峰发生时间将中国的流域聚类为 4 个集群,
按地理位置大致为贵州省和重庆市地区、华南地区、
云南省等地区、秦岭淮河以北地区。

b.
 

中国的年最大洪峰发生时间具有明显的区

域年际变化特征。 在秦岭淮河以北地区,年最大洪

峰发生时间提前,特别是在 8 月发生的频率呈下降

趋势。 在云南省等地区,年最大洪峰在 8 月发生的

频率呈下降趋势,在 6 月发生的频率呈上升趋势。
在华南地区,年最大洪峰发生时间推迟,特别是在

4 月发生的频率呈下降趋势,在 7 月发生的频率呈

上升趋势(p<0. 05)。
c.

 

洪水季节性主要受到降水、土壤水等因素的

影响,洪水季节性的变化趋势也与极端降水事件的

变化规律和土壤水变化规律相似。 另外,融雪、大气

环流、土地覆盖等因素也是洪水季节性的重要影响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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