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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宁市 1956—2015 年强降雨特征及对洪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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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疆农业大学土壤与植物生态过程自治区级重点实验室,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2)

摘要:基于伊宁市 1956—2015 年汛期(4—10 月)的逐日降雨资料及洪灾资料,采用线性倾向估计、
M-K 突变分析、R / S 分析 3 种方法,分析了伊宁市 1956—2015 年的强降雨变化特征以及对洪灾的影

响。 结果表明,伊宁市 1956—2015 年强降雨的年际变化表现出增加趋势,并对总降雨起主导作用,占
总降雨的比例逐年增大;6、7 月是强降雨及洪灾的集中月份,且强降雨的逐年增加趋势强于其他月份;
洪灾发生频次在 1986 年后显著增加,发生频率约为每 10 年 9 次,洪灾发生频次与强降雨量存在极显

著相关,当日降雨量大于 15 mm 时,容易引发洪灾,其概率大于 1 / 4;强降雨序列有着较好的赫斯特现

象,未来将继续保持增加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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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heavy rainfall in Yining City from 1956 to
2015 and its impact on flood

LI Zheng1,2, ZHANG Wentai1,2, XUAN Junwei1,2

(1. College of Grassland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Xinji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52, China;
2. Xinjiang Key Laboratory of Soil and Plant Ecological Processes, Xinji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5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ily rainfall data and flood data during the flood season (from April to October) from 1956
to 2015 in Yining City, by using three methods of linear tend estimation, M-K abrupt change analysis and R / S
analysi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eavy rainfall change in recent 60 years and its impact on flood were analyzed.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terannual variation of heavy rainfall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and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total
rainfall. The proportion of total precipitation increased year by year. June and July were the concentrated months of
heavy rainfall and flood, and the annual increase of heavy rainfall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other months. The
frequency of flood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1986, with a frequency of about 9 times every 10 years. The frequency
of flood occurrence wa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heavy rainfall. When the precipitation was greater than 15 mm, it was
easy to cause floods, and the probability was greater than 1 / 4. The heavy rainfall sequence had a good Hearst
phenomenon, and would continue to maintain an increasing trend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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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雨是研究气候变化的重要指标之一,降雨变化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社会生产活动[1]。 越来越

多的研究表明中国气候朝着“增暖、增湿”方向发展,
降雨变化呈增长趋势,并且在西北半干旱、干旱区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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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显[2]。 一些学者对西北干旱区的降雨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西北干旱地区降雨主要以强降雨为主,且强

降雨的降雨量、强度等指标与年降雨总量均有较好的

相关性,并表现出增长趋势[3-5]。 在西北干旱地区中,
新疆降雨的增加趋势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强度上都是

最大的,强降雨作为新疆降雨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大

程度上加速了新疆气候由“暖干”转向“暖湿”的变化

过程[6]。 强降雨在逐年增加的同时也使新疆地区发

生洪涝灾害的概率增大,姜逢清等[7]研究结果表明新

疆洪灾与年降雨量有较强的相关性,同时指出强降雨

是新疆洪灾频繁的重要影响因子。 因此研究新疆地

区强降雨变化,可以对进一步了解该地区气候变化及

水资源的持续利用提供参考。
伊犁河谷作为新疆的“塞外江南”,是新疆降雨

最充沛的地区,也是新疆洪水灾害的频发区。 伊犁河

谷从 4 月开始,随着气温的持续升高,积雪消融,河道

流量开始持续上涨,进入春汛期;直至 6 月,随降雨强

度的增大,进入夏汛期,6—8 月成为伊犁河谷的主汛

期;9 月中旬至 10 月中旬,全地区连绵的秋雨再一次

使河道流量上涨,迎来短暂的秋汛期[8-9]。 过长的汛

期加大了伊犁河谷发生洪涝灾害的隐患,据统计

1951—2006 年河谷全流域洪涝灾害发生 17 次,发生

频率约为 30%,主要是由全地区强降雨引发的洪水

灾害[10],已有研究表明该地区降雨及强降雨都表现

出增加的趋势[11-12]。 伊宁市作为伊犁河谷的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对伊宁市强降雨特征的研究显得尤为

重要。 本文通过线性倾向估计、M-K 突变分析及R / S
分析法对 1956—2015 年伊宁市汛期强降雨规律进行

分析,并结合伊宁市的洪涝灾害,探讨强降雨与洪涝

灾害之间的关系。

1　 研究区概况

伊宁市(43°50′N ~ 44°15′N,80°04′E ~ 80°29′E)
地处天山西部,新疆伊犁河谷中部,伊犁河北岸,北临

科古尔琴山,南依伊犁河冲积平原,地势北高南低。
伊宁市属北温带大陆性气候,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

明,昼夜温差大,年日照时数 2 786 h,无霜期 147 d,年
均气温 8. 9℃,年均降雨量 274. 6 mm,降雨量山区多

于平原,素有干旱区“湿岛”之称。

2　 数据源与研究方法

2. 1　 数据源

降雨数据来自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提

供的《中国地面气候资料日值数据集》(http: / / cdc.
cma. gov. cn / ),选取伊宁市 1956—2015 年的汛期

(4—10 月)逐日降雨数据。 由于国家降水量级标准

不适合干旱、半干旱气候背景下的新疆地区,经过众

多研究机构及研究人员多年预报、服务实践和概率统

计分析,提出了适合新疆气候特点的降雨量级标

准[13-14],定义日累积降雨量大于或等于 24 mm 为暴

雨标准,日累积降雨量 10 ~ 24 mm 为大降雨标准。
结合新疆特殊的降雨量级标准及与可引起洪水的

日降雨量,定义日累积降雨量大于或等于 10 mm
为强降雨标准[7,15] 。

洪灾数据来自 《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 新疆

卷》 [16]、《新疆灾荒史》 [17]、水利部门的防汛抗旱简

报及民政部门数据,选取 1956—2015 年伊宁市由强

降雨引发的暴雨型洪水灾害,总计 39 次。
2. 2　 研究方法

2. 2. 1　 线性倾向估计

采用线性方程来拟合强降雨总变化趋势[18-19]:
y = at + b (1)

式中:y 为强降雨特征值;a 为气候倾向率;t 为时间;
b 为常数。 求出时间 t 与强降雨特征值 y 之间的相

关系数 R,通过对其进行显著性检验,判断强降雨变

化趋势是否显著。
2. 2. 2　 M-K 突变分析

M-K 非参数检验法广泛用于水文、气象等非正

态分布的数据序列[20-21]。 通过对两个定义统计量

UB、UF进行序列分析,可以得到原气象样本序列的

变化趋势,UF > 0 序列表现为增加趋势,UF < 0 序列

表现为减少趋势,当 |UF | > 1. 96 时表明变化趋势显

著,通过 95%信度检验。 同时利用 M-K 突变分析可

以找出序列突变点,即 UB、UF的交点,本文用该方法

分析伊宁市汛期强降雨的年际变化特征。
2. 2. 3　 R / S 分析法

R / S 分析法常用赫斯特指数 H(0 < H < 1)随时

间尺度的变化规律分析事物的变化趋势及持续性,
常用于水文序列分析[22-23]。 H = 0. 5 表明指标在时

间序列上是独立的,且没有持续性;0 < H < 0. 5 表明

未来变化趋势与过去相反,在降雨指标上表现为过

去呈增大(减小)趋势,则未来将呈减小(增大)趋

势,H 值越趋近 0. 5 则反向持续性越强;0. 5 < H < 1
表明未来趋势与过去保持一致,在降雨指标上表现

出增大(减小)趋势,则未来也保持相同趋势,H 值

越趋近 1,正向持续性越强。

3　 结果分析

3. 1　 强降雨年际变化特征

3. 1. 1　 强降雨量年际变化及 M-K 突变分析

图 1 为 1956—2015 年伊宁市强降雨量年际变化

和 M-K 突变分析。 由图 1 可见,1956—2015 年伊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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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强降雨量年际变化波动明显,平均值为 55. 7 mm,
1975 年、2012 年未出现强降雨,在 2004 年达到最大

值(162 mm)。 线性倾向估计显示变化趋势总体呈

现出显著增加趋势(R = 0. 330,P < 0. 05),气候倾向

率为每 10 年 6. 7 mm。 通过 M-K 突变分析,强降雨

量在 1991—1992 年发生由少到多的一次突变,在
1956—1961 年、 1972—1986 年 呈 减 少 趋 势, 在

1962—1971 年及 1989 年以后呈增加趋势,2001 年

以后变化趋势显著(通过 95%信度检验)。

(a)年际变化

(b)M-K 突变分析

图 1　 1956—2015 年伊宁市强降雨量年际变化和

M-K 突变分析

图 2 为 1956—2015 年伊宁市强降雨日数年际

变化和 M-K 突变分析。 由图 2 可见,强降雨日数年

际变化与强降雨量趋势相似,但增加趋势未达到显

著水平(R = 0. 251,P = 0. 054),年均强降雨日数为

3. 6 d,最大日数出现于 2002 年,这一年强降雨日数

为 10 d,气候倾向率为每 10 年 0. 6 d。 通过 M-K 突

变分析,强降雨日数在 1999 年前总体呈下降趋势,
1999 年以后呈上升趋势,在 1997 年发生一次明显

突变,2006—2012 年发生连续 4 次突变,表明这 7
年来强降雨日数变化很不稳定。 伊宁市汛期强降雨

总体呈现增加趋势,特别在进入 21 世纪以来强降雨

量及日数同时表现出增加趋势,强降雨量变化趋势

明显,强降雨频次虽然发生连续性的突变,但不影响

总体趋势的变化。
3. 1. 2　 强降雨贡献率年际变化

图 3 为 1956—2015 年伊宁市强降雨量和强降

雨日数贡献率年际变化。 由图 3(a)可见,整个汛期

强降雨量对总降雨量平均贡献率为 32. 3% ,二者呈

　 　 　

(a)年际变化

(b)M-K 突变分析

图 2　 1956—2015 年伊宁市强降雨日数年际变化和

M-K 突变分析

极显著相关(R = 0. 838, P < 0. 01),强降雨量对伊

宁地区总降雨量起决定性作用。 强降雨量对汛期总

降雨量的贡献率的年际变化也呈现显著增加趋势

(R = 0． 262, P < 0. 05 ),气候倾向率为每 10 年

2． 24% 。 强降雨日数对总降雨日数贡献率较低,均
不超过 20% (图 3(b)),但仍然以每 10 年 0. 72%的

趋势增加,且变化趋势显著(R = 0. 322,P < 0. 05)。

(a)强降雨量

(b)强降雨日数

图 3　 1956—2015 年伊宁市强降雨量和强降雨日数

贡献率年际变化

3. 2　 强降雨年内变化特征

3. 2. 1　 强降雨年内分配及变化特征

表 1 为 1956—2015 年伊宁市强降雨信息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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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56—2015 年伊宁市强降雨信息统计情况

月份
强降雨量信息 强降雨日数信息

平均强降雨量 / mm 气候倾向率 / mm 相关系数 平均强降雨日数 / d 气候倾向率 / d 相关系数

4 8. 9 0. 63 0. 101 0. 7 0. 04 0. 083
5 9. 4 0. 07 0. 033 0. 6 - 0. 02 0. 032
6 11. 0 1. 39 0. 172 0. 7 0. 08 0. 179
7 11. 0 2. 10 0. 183 0. 6 0. 07 0. 149
8 4. 1 0. 72 0. 164 0. 3 0. 04 0. 119
9 3. 5 0. 36 0. 092 0. 3 0. 02 0. 073
10 7. 8 1. 50 0. 194 0. 5 0. 07 0. 167

情况。 由表 1 可见,4—7 月强降雨日数变化比较稳

定,从 8 月开始急剧减少,月平均强降雨日数为

0. 3 d,仅为 7 月的一半,9 月与 8 月相等,但 10 月又

开始显著增加。 强降雨量年内变化总趋势与强降雨

日数一致,4—7 月缓慢增加,6、7 月出现最大值,6、7
月强降雨量占整个汛期的 39. 50% ,随后 8、9 月达

到最低,10 月的强降雨量同日数一样有着明显的增

加。 由此可见,伊宁市强降雨主要集中在 6、7 月。
1956—2015 年伊宁市各月强降雨量及强降雨

日数变化趋势均不显著(P > 0. 05),说明各月强降

雨的年际变化波动性较大。 各月强降雨量均呈现增

加趋势,强降雨日数除 5 月外均呈增加趋势。 7 月

强降雨量的增加趋势强于其他月份,气候倾向率为

每 10 年 2. 1 mm。 6 月强降雨日数增加趋势最强,气
候倾向率为每 10 年 0. 8 d。 10 月强降雨日数、强降

雨量变化趋势仅次于 6、7 月,这表明在未来 10 月,
强降雨占整个汛期的比例将与 6 月、7 月持平。
3. 2. 2　 各月强降雨贡献率特征

图 4 为伊宁市 4—10 月强降雨对总降雨的贡献

率情况。 由图 4 可见,4—10 月强降雨日数对于总

降雨日数贡献率都比较低,均未超过 10% ,最大贡

献率在 4 月为 9. 13% 。 但强降雨量对于各月总降

雨量的贡献率却均大于 20% ,7 月的贡献率达到

40. 65% ,这说明强降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月降雨

总量。 相关性分析表明除 8 月外,各月总降雨量与

月强降雨量都呈极显著相关(P < 0. 01),4—10 月强

降雨量与总降雨量相关系数分别为 0. 756、0. 551、
0. 719、0. 938、0. 604、0. 290 和 0. 838。 7 月强降雨量

图 4　 伊宁市 4—10 月强降雨对于总降雨贡献率

贡献率最大,与总降雨量相关性最好,因此强降雨对

7 月降雨的影响远大于其他月份。
3. 2. 3　 强降雨集中度分析

图 5 为 1956—2015 年伊宁市强降雨频次分布

情况。 由图 5 可见,强降雨在 1984 年后出现的频次

要高于 1984 年之前,强降雨日数在 1998—2008 年

这 10 年间尤为集中,这与图 2(b)中 1997 年是强降

雨日数由少到多的突变年相关联,也反映出强降雨

出现频率在增加。 强降雨在年内的集中度随年份在

变化,1956—1975 年主要集中于 4—5 月,其次是

6—7 月,而 8—10 月强降雨出现较少。 1978—1995
年,年内强降雨在 4—5 月的集中度与 6—7 月接近,
8—10 月较小,但强降雨在 8—9 月出现频率达到

1956—2015 年的最大值,10 月出现最小值。 1995
年以后,强降雨在 6—7 月的集中度大于 4—5 月,且
在 6—7 月的增加幅度也大于之前,8—9 月强降雨

的集中度的回落至 1975 年前的水平,10 月达到最

大值。 总体而言,1956—2015 年强降雨越来越集

中于 6—7 月,其次为 4—5 月。 8—9 月的强降雨

集中度变化呈现出小 大 小的趋势,10 月的变

化趋势与 8—9 月相反。

图 5　 1956—2015 年伊宁市强降雨频次分布

3. 2. 4　 不同等级强降雨年内分配及变化特征

将伊宁市各月份降雨量分为 10 ~ 15 mm、15 ~
20 mm 以及大于 20 mm 3 个等级,图 6 为 1956—
2015 年伊宁市 4—10 月不同等级累计强降雨日数

变化。 1956—2015 年 3 个等级累积强降雨日数之

比为 18∶ 5∶ 7,各月强降雨均以 10 ~ 15 mm 为主,4—
10 月 10 ~ 15 mm 强降雨日数占各月总强降雨日数

比 例 分 别 为 66． 7% 、 55． 5% 、 55． 0% 、 48．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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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5% 、69． 2%和 68． 6% 。 10 ~ 15 mm 强降雨日数

4—9 月递减,10 月急剧上升,并与 4 月相当。 15 ~
20 mm 强降雨日数在 5 月出现最大值,5—8 月逐月

递减,9 月和 10 月虽有所增加,但增幅较小。 大于

20 mm 强降雨日数 4—7 月逐月增加,7—10 月的变

化与 10 ~ 15 mm 强降雨相同,且主要集中在 6、7 月,
约占整个汛期的 48. 98% ,6、7 月成为伊宁市暴雨的

频发月。

图 6　 伊宁市 4—10 月不同等级强降雨日数变化

表 2　 洪灾发生日期及与其对应降雨量 mm

发生日期
前 3 d 累积

降雨量
当日降雨量 发生日期

前 3 d 累积

降雨量
当日降雨量 发生日期

前 3 d 累积

降雨量
当日降雨量

1963-05-27
1964-04-17
1964-05-04
1964-07-15
1966-07-14
1969-05-30
1973-06-27
1977-06-12
1984-04-24
1985-04-18
1985-06-02
1988-06-23
1988-06-28

　
8. 7
　

8. 1
0. 7
　

0. 3
16. 8
1. 4
　

0. 1
0. 6

14. 9

11. 5
16. 1
15. 3
12. 9
22. 4
15. 4
32. 4
23. 8
31. 8
11. 6
13. 4
12. 4
16. 0

1988-07-06
1991-06-07
1992-05-27
1993-06-23
1993-07-10
1994-04-29
1996-05-28
1997-08-04
1998-06-14
1999-06-17
1999-08-14
2002-05-15
2003-05-28

　
　
　

3. 2
2. 5

11. 2
　

4. 4
0. 7
0. 6
4. 3
　
　

15. 1
14. 4
19. 6
15. 5
41. 6
20. 3
20. 3
14. 1
11. 8
20. 4
28. 0
17. 8
12. 7

2003-06-13
2003-07-24
2004-07-11
2004-07-20
2004-07-26
2005-06-08
2006-06-01
2006-06-15
2010-06-22
2010-07-19
2011-05-07
2011-07-15
2015-06-27

　
8. 3
6. 2
1. 4

10. 8
0. 5
8. 6
0. 2
6. 2
　

4. 0
0. 6
　

11. 1
20. 0
62. 9
40. 3
22. 1
17. 8
25. 0
22. 8
12. 1
26. 7
14. 7
11. 0
29. 9

3. 3　 强降雨对伊宁市洪灾影响

3. 3. 1　 伊宁市洪灾年变化

以 10 年为一个小尺度分析了伊宁市 1956—
2015 年洪水灾害与强降雨关系,结果见图 7。 由图

7 可见,洪灾变化趋势与强降雨日数及降雨量基本

图 7　 洪水灾害与强降雨关系

保持一致。 洪灾在 1986 年之前发生频次较少,平均

每 10 年发生 3. 7 次,1986 年后显著增加,约为前 30
年的 2. 43 倍,发生频率为每 10 年 9 次。 洪灾次数

与强降雨量存在极显著相关(P < 0. 01),与强降雨

日数存在显著相关(P < 0. 05)。 1986 年以后强降雨

的急剧增加,是近年来洪灾频繁的重要原因。
3. 3. 2　 洪灾与不同等级强降雨对应关系

表 2 为洪灾发生日期及与其对应降雨量。 由表

2 可见,日降雨量为 10 ~ 15 mm、15 ~ 20 mm、大于

20 mm 3 个等级的强降雨所引起的洪灾次数占总洪

灾次数的比例分别为 35. 90% 、23. 08% 、41. 03% ,
大于 20 mm 强降雨引发洪灾次数最多。 用 3 个等级

的强降雨引发的洪灾次数与对应总强降雨日数的比

值进行推断不同等级强降雨引起洪灾的概率,3 个

等级的强降水引发洪水的概率分别为 0. 108、0. 265
和 0. 326。 10 ~ 15 mm 的强降雨引发洪水的概率最

低,但所引发的洪灾次数较多,其原因是洪灾的发生

除了受洪灾当日降雨量影响外,还受洪灾前的累积

降雨量的影响。 虽然日降雨量小于其他两个等级,
但在洪灾发生前 3 d 往往有较高的累积降雨量,由
于前期降雨使土壤含水接近饱和或达到饱和状态,
即使洪灾发生当日的降雨量不大,同样有可能引起

洪水灾害[24]。 因此,日降雨量为 10 ~ 15 mm 时,洪
灾发生概率受洪灾发生时刻之前的累积降雨量影响

较大,如果前期没有较高的累积降雨量,引发洪灾的

概率将大大降低。 日降雨量为 15 ~ 20 mm 的强降水

引起洪灾时,洪灾发生概率受洪灾发生时刻之前的

累积降雨量影响开始减小,随着洪灾当日的降雨量

增大,洪灾发生概率增大。 日降雨量达到 20mm 时,
洪灾的发生几乎不受之前的累积降雨量影响,洪灾

发生时的日降雨量成为引起洪灾的决定性因素,此
时引起洪灾的概率接近 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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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统计得到 1956—2015 年伊宁市 4—10 月的

洪灾中,除 9、10 月未记载洪灾外,4—8 月强降雨引

起的洪灾次数分别为 4 次、9 次、14 次、10 次和 2
次,洪灾次数与 4—8 月中大于 20 mm 的强降雨日数

变化趋势相同,都表现为先增后减,进一步说明当日

降雨量大于 20 mm 时,极易发生洪水灾害。 强降雨

在 6、7 月的降雨量大且频次高的特点使 6、7 月便成

为暴雨型洪水的频发月份。 4、5 月强降雨量及日数

仅次于 6、7 月,但 4、5 月由于有气温升高较快的特

点,冬季积雪迅速融化,因此暴雨与升温融雪型洪水

多集中在 4、5 月[25]。
3. 4　 强降雨未来趋势预测

通过 R / S 分析法对 1956—2015 年伊宁市 4—
10 月的强降雨序列进行分析得到各月赫斯特系数

H(表 3)。 由表 3 可见,各月强降雨序列的 H 值均

大于 0． 5,说明整个汛期强降雨在未来将延续之前

已表现出的增长趋势。 4 月强降雨量及日数序列

的 H 值均小于 0. 550,说明 4 月强降雨变化虽呈增

长趋势但持续性较差。 5 月强降雨量及日数序列

的 H 值分别为 0. 602 和 0. 579,则 5 月未来的强降

雨量及日数都将延续之前的变化趋势,即强降雨

量在未来依旧保持增加趋势,强降雨日数保持下

降趋势,且持续性较强。 6—10 月强降雨量及日数

序列的 H 值都比较高,则说明强降雨量及日数在

未来均保持增加趋势。 6 月强降雨量及日数序列

的 H 值均在 0. 7 以上,表明在未来 6 月的强降雨

的趋势变化的正持续性最高,延续之前变化趋势

的可能性最大。
表 3　 1956—2015 年伊宁市 4—10 月强降雨序列 H 值

月份 强降雨量 H 值 强降雨日数 H 值

4 0. 509 0. 511
5 0. 602 0. 579
6 0. 705 0. 742
7 0. 628 0. 571
8 0. 630 0. 555
9 0. 599 0. 609
10 0. 616 0. 614

　 　 综合伊宁市汛期的强降雨变化特征、洪灾情

况及 H 值,可以预测伊宁市汛期的强降雨量及日

数在未来呈现增加趋势,且正持续性强,因此在未

来发生暴雨型洪水的概率增大。 特别在降雨量大

于 20 mm 强降雨集中分布的 6、7 月,6、7 月强降雨

变化不仅持续性强,同时增幅大,发生洪灾的频率

远大于其他月份,在未来要着重加强对 6、7 月防

汛措施。

4　 结　 论

a. 伊宁市 1956—2015 年强降雨总体呈现出增

加趋势,且 2001 年以后强降雨增加趋势明显。 强降

雨量对伊宁市总降雨量起着主导作用,对总降雨量

的平均贡献率为 32. 3% , 贡献率保持每 10 年

2． 24%的趋势在增加。
b. 汛期强降雨主要集中在 6、7 月,年内变化

表现为 4—7 月较为稳定,8、9 月急剧减少,10 月

又明显增加。 各月强降雨量变化都呈增加趋势,7
月增幅最大,幅度达到每 10 年 2. 1 mm,强降雨日数

除 5 月外均表现增加趋势,增幅在每 10 年 0. 02 ~
0. 08 d。

c. 伊宁市 1956—2015 年洪灾发生频率从 1986
年开始显著增加,前 30 年频率为每 10 年 3. 7 次,后
30 年为每 10 年 9 次。 洪灾次数和强降雨量、强降

雨日数都有着明显的相关性。 当日降雨量为 10 ~
15 mm、15 ~ 20 mm、大于 20 mm 时,引发洪水的概率

分别为 0. 108、0. 265 和 0. 326。
d. 伊宁市整个汛期强降雨变化在未来将继续

保持增加趋势,并且具有较强的持续性。 6、7 月是

降雨量大于 20 mm 的强降雨及洪灾频发月,强降雨

增幅相比其他月较大,持续性较强。 强降雨的增加

加速了伊宁市的气候的转湿过程,也对今后的防汛

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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