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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暴雨作为其中重要类型之一，对人类社会
和自然环境产生深远影响。

海陆分异是全球气候系统中的重要特征，对暴雨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分布和变化具有
重要影响。

研究全球暴雨多属性时序变化及其与ENSO的关联性，有助于深入理解暴雨的发生
机制和变化规律，为防灾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背景与意义



国内外学者在暴雨时空分布、变化趋势及其与气候系统的关联性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一系列
重要成果。

ENSO作为全球气候系统中的重要现象，对暴雨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逐渐受到关注，相关研究正在不
断深入。

随着全球气候观测数据的不断积累和数值模拟技术的不断发展，暴雨等极端天气事件的研究正逐渐从宏
观统计向精细化、机理化方向发展。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研究内容
基于海陆分异视角，分析全球暴雨的多属性时序变化特征，探讨其与ENSO的关联性。具体包括：暴

雨时空分布特征分析、暴雨多属性时序变化分析、暴雨与ENSO关联性分析等。

研究方法
采用多种气候观测数据和再分析资料，结合统计分析、数值模拟等方法，开展暴雨多属性时序变化及

其与ENSO的关联性分析。具体包括：数据预处理与质量控制、统计分析方法应用、数值模拟与验证

等。

研究内容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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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陆分异视角下的全球暴
雨多属性时序变化



数据预处理
对原始数据进行质量控制、格式转换和时空匹配等预处理操作，以
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用性。

构建暴雨属性数据集
基于预处理后的数据，提取暴雨事件的多种属性信息，如降雨量、
降雨强度、影响范围等，构建全球暴雨属性数据集。

气象卫星与地面观测站数据
利用多源遥感数据和地面观测站数据，获取全球范围内的暴雨事件
信息。

数据来源与处理



时间序列分析

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探究全

球暴雨属性的长期变化趋势和周

期性变化规律。

趋势分析

利用线性回归、滑动平均等方法，

分析全球暴雨属性的长期变化趋

势。

周期性分析

采用傅里叶变换、小波分析等方

法，揭示全球暴雨属性的周期性

变化规律。

时序变化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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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量与降雨强度变化

分析全球不同区域的暴雨降雨量

和降雨强度的时序变化特征，揭

示其空间分布和季节变化规律。

影响范围变化

探究全球暴雨事件影响范围的时

序变化特征，分析其与气候变化

和人类活动的关系。

极端暴雨事件变化

关注极端暴雨事件的发生频率、

强度和影响范围等属性的时序变

化特征，评估其对自然环境和人

类社会的影响。

全球暴雨多属性时序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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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流对暴雨属性的影响

探究海洋环流对暴雨属性的影响机制，分析其在ENSO等气候现

象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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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陆热力差异对暴雨的影响

分析海陆热力差异对暴雨属性的影响机制，探讨其在不同区域

和季节的表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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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地貌对暴雨属性的影响

考虑地形地貌因素对暴雨属性的影响，分析山地、高原、盆地

等不同地貌类型下暴雨属性的差异。

海陆分异对暴雨属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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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SO事件及其对全球气
候的影响



ENSO（El Niño-Southern 

Oscillation）事件是指发生在热带太

平洋海域的一种海气相互作用现象，

包括厄尔尼诺和拉尼娜两种极端状态。

厄尔尼诺现象表现为东太平洋海域海

水异常升温，而拉尼娜现象则表现为

东太平洋海域海水异常降温。这两种

现象通过海洋与大气之间的相互作用，

对全球气候产生重要影响。

ENSO事件的发生具有周期性，一般

每2-7年发生一次，持续时间从几个

月到一年不等。

ENSO事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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