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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简介： 本研究利用东莞市 2015-2019 年考核区域自动站的观测资料及 FNL 再分析资

料，统计分析得出东莞地区大雨时空分布特征，归纳了 7 种不同环流形势特征，

各环流形势的主要出现时间及主要影响系统，形成东莞地区大雨过程个例库，可

用于大雨过程相似个例分析检索，为强降水的发生发展提供预报依据，为精细化

预报预警提供参考，增强强降水领域的科研和业务应用能力。

（1）2015-2019 年东莞大雨过程主要集中在主汛期，在 5 月和 8 月呈现“双

峰”特征，白天时段更易发生，其中明显大雨过程更多集中在上午到中午时段，

上半夜到凌晨大雨出现较少。空间分布上大雨天数总体呈西部多、中东部少的特

征，较多的大雨天数集中在西北部的水乡片和城区附近，沿海片西部和埔田片北

部大雨天数次之。

（2）2015-2019 年东莞共出现 96 次明显大雨过程，其环流形势大致可分为

切变线型、回流型、西南季风型、西南低压型、东风波型、台风型和热对流型 7
种类型。其中切变线型出现次数最多，西南季风次之，其次为台风型、回流型和

西南低压型，而热对流型和东风波型最少。1-3 月和 11-12 月主要受切变线型和回

流型环流影响，4-5 月份开始出现西南低压型，5-7 月份主要受切变线型和西南季

风型影响，但切变线型逐渐减少，西南季风型逐渐占主导；8 月份台风型增多，

与西南季风型共同影响东莞；9-10 月西南季风型显著减少，切变线型、回流型与

台风型共同影响东莞。

（3）切变线型大雨过程出现最多的时段在上午到中午，其次为下半夜到早晨、

午后时段；西南季风型大雨过程出现较多的时段为上半夜；台风型大雨过程以白

天出现次数最多，上半夜到凌晨时段最少；回流型大雨过程夜间出现次数明显多

于白天，且以后半夜为最多；西南低压型大雨过程以上午到中午出现次数较多。

（4）各层系统对切变线型大范围性大雨过程影响较明显，特别是 500hPa 高
空槽或西风波动以及 925hPa 急流出现次数最多，应为其关键影响系统；大范围性

和局地性大雨的影响系统差别主要在中低层，大范围性大雨中低层急流出现次数

明显多于局地性大雨。西南季风型大雨过程的关键影响系统为 200hPa 辐散场及低

层急流和近地面西南低压槽，中层系统影响不大；与大范围性大雨相比，局地性

大雨过程 850hPa 急流出现次数相对较少。回流型大雨过程中大范围性大雨比局地

性大雨多一些，中低层的急流对回流型大范围性大雨有重要作用，并且有中高层

系统配合；局地性大雨过程主要受 925hPa 急流影响，而 700hPa 急流和近地面西

南低压槽未出现过，并且无高低层系统相互配合。西南低压型大雨过程主要影响

系统是 925hPa 急流和近地面的西南低压槽，当中层槽或波动和 700-850hPa 急流

配合时可出现大范围性大雨，而 200hPa 辐散场对大范围性大雨影响不大；若中高

层系统和 700-850hPa 急流二者只出现一个，则为局地性大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