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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沈阳区域气候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辽宁省气象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沈阳区域气候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倩、周晓宇、赵春雨、林毅、林益同、王大钧、林蓉、于怡秋、李经纬、李

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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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评估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辽宁省区域性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评估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33680—2017 《暴雨灾害等级》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日降水量

本文件以前一日20时至当日20时的24小时累计降水量定义为当日的降水量。单位：毫米。

单站暴雨日

单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日降水量≥50 mm的雨日。

区域性暴雨日

辽宁省 62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中，至少 4个站达单站暴雨日的雨日。

区域性暴雨过程开始日

满足区域性暴雨过程识别条件的首个区域性暴雨日。

区域性暴雨过程结束日

满足区域性暴雨过程识别条件的最后一个区域性暴雨日。

区域性暴雨过程的持续时间

区域性暴雨过程的开始日至结束日的天数。

区域性暴雨过程识别

3.7.1 区域性暴雨日持续天数至少 1天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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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间断 1天且间断日辽宁省 62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日降水量满足以下之一：

1) 至少 1个站达暴雨及以上；

2) 至少 5个站达中雨以上，且间断日第二天及之后仍出现至少 1个站达暴雨及以上。

4 区域性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评估指标

选取最大过程降水量指数、最大日降水量指数、最大小时降水量指数、暴雨范围指数和暴雨过程持

续时间指数，计算区域性暴雨过程综合强度指数，作为区域性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评估指标来综合描述一

次区域性暴雨过程的

综合强度。

最大过程降水量指数

���� = max�=�
（��）··································································(1)

式中：

����——最大过程降水量指数；

��——区域性暴雨过程中第�个国家级地面气象观测站的过程降水量；

�——评估区域性暴雨过程中使用的国家级气象观测站站数，� = 62。

最大日降水量指数

�24� = max�=�
(�24�)··································································(2)

式中：

�24�——最大日降水量指数；

�24�——区域性暴雨过程中第�个国家级地面气象观测站的最大日降水量（20—20h）；

�——评估区域性暴雨过程中使用的国家级气象观测站站数，� = 62。

最大小时降水量指数

�ℎ� = max�=�
（�ℎ�）··································································(3)

式中：

�ℎ�——最大小时降水量指数；

�ℎ�——区域性暴雨过程中第�个国家级地面气象观测站的最大小时降水量（20—20h）；

�——评估区域性暴雨过程中使用的国家级气象观测站站数，� = 62。

暴雨范围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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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暴雨过程中，国家气象观测站中出现单站暴雨日的站数（不重复计数）定义为该暴雨过程的

暴雨范围指数����，���� ≤ 62。

暴雨持续时间指数

区域性暴雨过程的开始日至结束日的总天数定义为暴雨持续时间指数��。

区域性暴雨过程综合强度指数

I� = A ×Gpre × Rpre +B ×G24p × R24p + C ×Ghp × Rhp + C × Gcov × Rcov + D ×Gd × Rd(1)
式中：

I�——区域性暴雨过程综合强度指数；

Gpre——最大过程降水量指数评估等级；

G24p——最大日降水量指数评估等级；

Gh——最大小时降水量指数评估等级；

Gcov——暴雨范围指数评估等级；

Gday——暴雨持续时间指数评估等级。

Rpre、R24p、Rhp、 Rcov 和Rd 分别是5个指标的标准化值，计算见附录A.3。
A、B、C、D和E为各指标的权重系数，计算见附录A.4。

评估指标等级划分

基于1951～2020年所有区域性暴雨过程，对各指数对应的评估等级按照各历史序列，采用百分位数

计算法（计算方法见附录），分别计算出其第50%、第80%、第95%和第98%对应的百分位数，作为阈

值划分出5个等级（表1）。

表1 不同百分位范围（P）与评估指标等级

评估指标等级 1 2 3 4 5

百分位（P） P≤50% 50%＜P≤80% 80%＜P≤95% 95%＜P≤98% P＞98%

区域性暴雨过程综合强度等级划分

基于1951～2020年的各次区域行暴雨过程的综合强度指数历史序列，采用百分位数计算法，分别计

算第50%、第80%、第95%和第98%对应的百分位数，作为阈值,划分成5个等级，对应的评估结果分别

为：一般（5级）、中等（4级）、较强（3级）、强（2级）、特强（1级）（表2）。

表2 不同百分位范围（P）与区域性暴雨过程综合强度等级和评估结果

百分位（P） 区域性暴雨过程综合强度等级 区域性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评估

P ≤50% 5 一般

50%＜P≤80% 4 中等

80%＜P≤95% 3 较强

95%＜P≤98% 2 强

P＞98% 1 特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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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计算公式

A.1 百分位数计算方法

百分位数计算采用下面的经验公式（Hyndman, R.J., and Y. Fan, 1996）：

�
∧
(�) = (1 − �)�� + ���+1 (A.1)

其中： � = ��� (� × � + (1 + �)/3) (A.2)

� = � × � + (1 + �)/3 − � (A.3)

式中：

�——百分位；

�
∧
�(�)——�百分位对应的第�个百分位数;

�——升序排列后的某要素样本序列；

��——升序排列后的样本序列的第�个值；

�——样本序列长度。

A.2 气候平均值计算公式

� = 1
� �=1

� ��� （A.4）

式中：

�——样本序列长度（本标准以1951～2020年的数据为气候平均值的基础数据，即 n=70）

��——第�个样本值。

A.3 样本标准化计算公式

为了消除量纲的影响，采用离差标准化处理。

�� =
��− min

1≤�≤�
��

max
1≤�≤�

�� − min
1≤�≤�

��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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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样本序列长度；

��——第�个样本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

A.4 相关系数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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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与�样本序列的相关系数；

�——样本序列长度；

��、��——分别为�与�样本序列的第�个变量值；

�、�——分别为�与�样本序列的平均值。

A.5 24h降雨量与降雨量等级划分

表A.1 24h降雨量与降雨量等级划分

等级 24 h降雨量（单位：mm）

微量降雨 ＜ 0.1

小雨 0.1～9.9
中雨 10.0～24.9

大雨 25.0～49.9

暴雨 50.0～99.9

大暴雨 100.0～249.9
特大暴雨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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