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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110年来冰雹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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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重庆市1901—2010年有关冰雹资料,对重庆市110年来冰雹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结果

表明,重庆市冰雹灾害的时空分布均体现出不均衡的特点;以10年为周期对1901—2010年全部冰雹灾害进行分析还发

现,重庆市在上世纪前40年冰雹灾害较少,以后每个年代均大幅度增加,直到70年代达到最高,之后近30多年来重庆市

年降雹日数有所减少;重庆市除1月份外其余月份均可能有冰雹灾害;降雹主要集中在3月~8月,4月发生日数最多;冰
雹主要发生在14时至次日凌晨2时这个时段;空间分布方面呈现“东多西少”的特点,同时渝东北比渝东南发生冰雹灾害

的机率大。研究认为,重庆市110年来冰雹灾害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地形起伏和冷空气前行路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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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雹是强烈对流云中降落的一种固态水,是中国

主要的灾害性天气之一[1]。与干旱、雨涝等其它气象

灾害相比,冰雹灾害虽然范围小、持续时间短,但具有

突发性强、破坏性大的特性[2],并常常伴随着狂风、强
降水、急剧降温等阵发性灾害天气过程,是对工农业生

产危害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
中国是一个多冰雹灾害的国家,且冰雹灾害具有

明显的时空分布特点。王静爱等人[3]在《中国自然灾

害时空格局》中将冰雹灾害的时间分布划分为5种类

型区域,而空间分布则呈现为1区域、2条带、7个中心

的格局。时间格局上重庆处于春末夏初双峰型雹区和

春季型雹区两种类型区域之中。空间格局上重庆市处

于我国第一级阶梯外缘雹灾多发带以及川东鄂西湘西

高值区。可见从全国范围来看重庆市属于冰雹灾害较

严重的地区。文献上可以见到贵州[4]、广西[5-6]、宁
夏[7]等部分省区有关冰雹时空分布特征研究。关于重

庆的冰雹灾害,李珂等对重庆市大风冰雹气候规律进

行过简单的研究[8];罗培对重庆地区的冰雹灾害风险

进行评估并进行了区划[9];廖向花等对重庆冰雹气候

特征及人工防雹对策也进行过初步研究[10];还有学者

对重庆市渝东北的冰雹灾害进行过简单研究[11]。近

年来重庆市冰雹灾害每年都有发生,但究竟重庆市的

冰雹灾害有何时空分布格局还尚不清楚,尤其是在新

行政区划调整后以及较长时段统计资料分析基础上的

规律性研究还未见报道。本研究借助《中国气象灾害

大典(重庆卷)》[12]和《重庆市志·气象志》[13]中1901—

2005年气象灾害年表以及近5年的重庆年鉴[14],统计

分析重庆市110年来的冰雹灾害时空分布特征,以期

为相关研究和重庆市防雹工作提供一定基础资料。

1资料来源及处理

本文资料中的1901—2005年段来自《中国气象灾

害大典(重庆卷)》[12]和《重庆市志·气象志》中的灾害

年表[13],2006—2010年资料来自2007—2011出版的

《重庆年鉴》[14]。在统计分析冰雹灾害总次数中,当多

个区县在同一天发生冰雹时则以发生的区县数统计为

多日(次)。本文在区县统计时主城九区作为一个行政

单元,2011年万盛区和綦江县合并以及双桥区和大足

县合并后以新的行政单元进行统计。

2重庆市冰雹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

2.1时间分布特征

2.1.1重庆市冰雹灾害的年度分布特点 据重庆市

110年冰雹灾害资料统计分析,重庆市降雹次数的年

际波动明显(图1)。以10年为时间段进行统计(图

2),可见在20世纪前40年,重庆市年降雹日数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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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在10天以内。20世纪40年代降雹日数为44天,

50年代为93天,60年代为132天,70年代为256天,

80年代为222天。说明从20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

70年代,重庆市年降雹日数呈明显上升趋势,在20世

纪1975—1995年达到高峰段。其中1975年降雹日数

最多,达53天次。其次为1994年,共发生49天次。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010年,重庆市年降雹日数

呈减少趋势,这应与气温变化和人工消雹措施增强等

原因有关。

图1 重庆市1901—2010年降雹日数变化

Fig.1 Dynamicchangeofannualhailingdaysin
Chongqingfrom1901to2010

图2 重庆每十年累计降雹次数

Fig.2 CumulativehailingdaysofeverydecadeinChongqing

2.1.2重庆市冰雹灾害的月分布特点 据资料可知,
重庆市降雹最早的为2月5日,出现在1972年的忠

县;降雹最晚的为12月9日,出现在1932年的城口。
也就是说重庆市除1月之外,其他月份均有出现降雹

的可能(图3)。冰雹灾害多集中在3~8月,占全年降

雹总数的95%以上,但主要集中在4月和5月。其中

4月降雹次数最多,占全年降雹总数的33%以上,5月

次之约占24%左右,从9月到次年2月降雹日数很

少,仅占4%左右。

2.1.3重庆市冰雹灾害的旬分布特点 将各月冰雹发

生情况细分到旬(图4),不难发现重庆市各地累年降

雹日数旬变化的总趋势与月变化相似。从全市范围来

看,从3月中旬开始降雹的日数明显增多,到4月下旬

5月上旬出现降雹的高峰期,随后降雹的日数有所减

少,到6月中旬出现低谷期,这以后降雹日数有所增

加,但到8月下旬以后降雹的日数便大幅度减少直到

次年的3月中旬。这与王静爱等结论及重庆处于全国

的春末夏初双峰型雹区和春季型雹区两种类型之中非

常吻合[3]。

图3 重庆市各月降雹日数

Fig.3 MonthlyhailingdaysinChongqing

图4 重庆市各旬降雹日数

Fig.4 Hailingdaysofeveryten-dayinChongqing

2.1.4重庆市冰雹灾害的时段分布特点 由于文献资

料有限,本文仅根据1901—2010年间有记载的49次

有具体降雹时段的资料进行分析。重庆市的降雹时段

多发生在中午到午夜,约占降雹总次数的70%左右

(图5)。其中14时至次日2时又是降雹的集中时段,
因为在此时段内,空气的对流作用强盛,有利于积雨云

的形成,而后半夜到上午降雹均较少。这与贵州省冰

雹发生以14~19时比较集中[4]的情况略有不同。

图5 重庆市24h内各时段降雹次数统计

Fig.5 HailingnumberofeachperiodinonedayatChongqing

2.2空间分布特征

2.2.1重庆市冰雹灾害的空间分布规律 重庆市冰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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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由于受地形的影响,区域分异明显,主要表现为东

多西少的格局。以各区县年平均降雹日数为指标,将
重庆市划分为3种类型区,“年平均降雹日数小于

0.2”为偶发区,“年平均降雹日数在0.2与0.4之间”
为少发区,“年平均降雹日数大于0.4”为多发区。从

冰雹分布图(封二彩图6)可以看出,渝东北冰雹天气

出现日数最多,开县、巫山、巫溪、奉节、云阳、万州、忠
县等县区均为冰雹灾害多发区,其中开县降雹日数多

达0.68天/年,其次为万州和奉节。而渝东南和渝西

的大足、璧山等地冰雹较少,年平均降雹日数多在0.2
天以内。

2.2.2空间分布规律的成因分析 冰雹的地理分布特

点一般是相对高差大,地形起伏明显的地区降雹多,即
山地多于丘陵,丘陵多于缓丘平坝[15-16]。所以,重庆

市冰雹灾害的空间分布东多西少的成因与地形条件密

不可分。重庆市地处四川盆地东部平行岭谷区和盆中

丘陵东部区。市域西部和中部以丘陵和低山为主,东
部靠大巴山、巫山和武陵山几大山脉,东部较之西部地

势高差大,地形的抬升作用明显,为冰雹的发生提供了

有利的孕灾背景。中西部地区地势较为平坦,地表条

件单一,植被条件较好,不利于冰雹的发生发展,故重

庆市冰雹灾害呈东多西少的空间格局。另外,重庆市

域范围内冰雹发生时的冷暖空气交汇中的冷空气主要

来自北面,在北部往往更容易形成强对流天气,因此同

为地形起伏较大的渝东北比渝东南发生冰雹灾害的机

率大。

2.2.3不同时段空间分布规律原因分析 统计时间段

的长短对空间分布规律的揭示有一定影响。从110
年、50年、25年和10年的重庆市冰雹灾害的空间分布

(封二彩图7)来看,110年和50年的资料具有较好的

一致性。重庆市各区县气象台站的建立多为1951年

之后,此前的资料多依据地方志等文献。但依据文献

资料的长时间尺度的气候规律的揭示仍然是可信的。
近10年来重庆市的冰雹灾害主要集中在渝西的主城

区,该现象可能反应了全球气候变化和城市化引起的

城市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因此从统计学来看,时间

段越长的资料比较能反映规律的真实性。

3结语

通过对1901—2010年冰雹灾害资料的统计分析可

知:重庆市冰雹灾害具有明显的时空分布不均的特点。

1)20世纪40年代之前,重庆市冰雹灾害极少发

生,从40年代到70年代重庆市年降雹日数呈明显上

升趋势,到70年代达到高峰值,随后降雹日数逐年减

少。

2)一年中除了1月份以外,其它月份均可能出现

冰雹灾害,但主要集中在3~8月,占全年降雹总数的

95%以上。重庆市冰雹灾害旬变化特点与月变化相

似,从全市范围来看,自3月中旬开始降雹的日数明显

增多,到4月下旬5月上旬出现降雹的高峰期,8月下

旬以后降雹的日数便大幅度减少直到次年的3月中

旬。

3)重庆市的降雹时间多发生在下午到午夜,约占

降雹总次数的70%左右,其中14时至次日2时又是

降雹的集中时间,因为在此时段内空气的对流作用强,
有利于积雨云的形成,而后半夜到上午降雹均较少。

4)重庆市冰雹灾害的空间分布特点是“东多西

少”,其中尤以开县、万州、奉节为最多,而重庆东南部、
西部的浅丘地区冰雹灾害较少,年平均降雹日数多在

0.2天以内。该空间格局的原因与地形条件和冷空气

的移动路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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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EnvironmentandEcologyinThreeGorgesArea

TemporalandSpatial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ofHailDisastersin
thePast110YearsinChongqing

HETai-rong,JITao,YANGHua
(SchoolofGeographyandTourism,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0047,China)

Abstract:OnthebaseofrelatedhaildatainChongqingfrom1901to2010,thispaperanalysesandresearchesindetailthehail’s
spatial-temporal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TheresultsindicatethatthehaildisastersofChongqinghaveanuneven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onspatialandtemporal.Thehailoccurrencehasobviousyearly,monthlyanddailyvariation.Therewerelesshaildis-
astersinearly40yearsoflastcentury.Afterthatitincreasedsignificantlyineachagetill1970’s.Thehail’snumberishighestin
1975.Butinrecent30years,theyearlyhailnumberofChongqinghasdecreased.ExceptJanuary,therehaspossibilityofhaildisas-
terinChongqing.Butthehaildisastermainlyconcentratedfrom MarchtoAugust.AndAprilhashighesthailnumber.Thehail
disasteroccursmainlyfrom14to2o’clockinthenextmorning.Atspatialdistribution,theeasternpartofChongqinghadmore
hailsthanthewesternpart.Thenortheasternparthadmorechancesofhaildisasterthansoutheastern.Thereasonsofthisspatial
distributionarelandformandcoldairmovingpath.
Keywords:haildisaster;spatial-temporaldistribution;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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