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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降水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综述
张红平，周锁铨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资源环境系，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４４）
摘要：降水是影响自然环境基础的因子，是影响气候变化的重要指标，关于降水尤其是山地降
水的空间特征研究对防灾减灾和开发利用水资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山地降水中地形的影响、
降水空间分布研究方法以及国内外研究动态进行了综述，认为：对山地降水空间特征的研究必须
结合数据本身的特点和空间特性选择合适的插值方法，必须把随机插值方法和确定性方法结合起
来，要想进一步减小误差，需要更多的降水数据和更为精准的地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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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许多学者对降水从气候观测、模拟
和理论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１－３］，特别是近２０
ａ来，最为复杂的区域气候—山地气候从野外实
地考察和机理研究等方面取得系统性的进展［４］，
尤其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和遥感技术的应用，为
山地气候研究增添了活力和开拓了新研究领域。
关于山地降水研究对提高旱涝预报水平和减灾防
灾、对开发利用山区农业气候资源及水资源综合
利用都有重要意义。
地形对山地降水的影响

降水随地理、时间和季节而变化，这种变化
依赖于大气与地形因素。研究［３，４］表明，除大气环
流外，影响山地降水的地形因子主要是：（１）大
山脉的走向、总体高度和长度；（２）地方海拔高
度；（３）坡地方位（坡向和坡度）；（４）地形形态。
在影响山地降水空间分布的地理、地形因子中，经
度、纬度和海拔高度称宏观地理因子；坡向和坡
度称小地形因子［５，６］。可将气候要素值分解为趋势
部分和偏差部分。趋势部分反映区域性的总的气
候特征，宏观因子（经度、纬度、海拔高度等）控
制；偏差部分反映局地气候变化，受小地形因子
（坡度、坡向和随机）影响［７］。因此，降水气候要
素的空间分布可表示为：

爮＝爡（犧，犺，牎）＋犡 （１）
式中，爮为所要模拟的降水气候要素，犧为经度，
犺为纬度，牎为海拔高度，犡为误差项，其中爡
（犧，犺，牎）为大地形影响的宏观本底值，犡为小地
形和随机误差影响的结果。
降水空间分布研究方法

降水空间分布研究是根据气象和水文观测站
点的资料采用某一方法用单点的降水资料推算其
它点的降水。将观测站点上同一时间内实测的降
水信息外推到整个研究区域的研究方法包括统计
模型法、空间插值法和综合方法［８－１１］：统计模型
法是根据实测站点信息，建立降水同位置、地形
及气象等因子间的关系，模拟降水信息的空间变
化规律。模型可表示为：

爮牠＝牊（犧，犺，牎，爢，爩） （２）
式中，爮牠为时间内的降水因子，犧、犺分别为观测
点经度和纬度，牎为观测站海拔高度，爢为地貌因
子（坡度和坡向等），爩为气象因子（风向和风速
等）。）空间插值法是利用多种数学模型，拟合未
采样点的降水信息。常用的方法有距离权重法
（ＩＤＷ）、样条函数法（Ｓｐｌｉｎｅ）、趋势面法、克里
格法（ｋｒｉｇｉｎｇ）和泰森多边形法等［１２－１４］。综合性
方法是将统计模型同空间插值相结合的方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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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表达式为：
爮牠＝爮ｒｅｇ＋爮ｒｅｓ （３）

式中，爮牠为栅格单元内降水因子在时间的平均
值；爮ｒｅｇ为统计模型计算的降水因子数值；爮ｒｅｓ为模
拟的统计模型参差值。

统计模型均将实测站点的空间位置、地形因
子和气象因子作为空间变量，适用研究降水信息
在大的空间尺度上的宏观性变化规律。缺陷为局
部空间位置上模拟的降水因子误差较大，很难反
映或消除降水形成的物理机制及下垫面植被状况
的影响。空间插值法受插值模型及样点数目的限
制，难以准确反映降水因子的空间变化。综合性
方法是利用统计模型反映降水因子在空间上的宏
观变化规律，消除海拔高度对降水量空间分布的
影响；将统计模型在各个实测站点上的参差用较
为理想的降水因子插值算法在空间插值，消除统
计模型局部的误差，将统计模型及其参差的栅格
空间分布式数据库，按照栅格数据结构的代数计
算法则进行空间叠加，最终形成各栅格单元降水
因子的空间分布式数据库。从理论和大量计算结
果看，综合法应该是研究降水因子空间变化的相
对理想算法［１５］。
国内外研究动态

近些年来，国外学者对山地降水的空间分布
研究［１６－２０］将海拔高度考虑到地理统计中，一些研
究［２１－２５］利用回归方程，建立降水与地形变量值如
纬度、经度、大陆度、坡度坡向的回归方程。
ＢＳｅｖｒｕｋ等［２６］在小山前流域降水分布研究中考
虑了风和地形的影响。ＩｋＴｓａｎｉｓ［２７］利用ＡＲＣ燉
ＩＮＦＯＧＩＳ开发了直观显示降水分布的程序，在
程序中使用了Ｓｐｌｉｎｅ、ＩＤＷ和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方法。
ＧＷｏｌｔｌｉｎｇ等［２８］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分析地形
特征中对降水分布影响的重要性，通过ＤＥＭ建
立了降水分布模式。最近，Ｍａｒｑｕíｎｅｚ［２９］考虑用许
多地形变量如坡向坡度等作为多元回归因子，求
得降水空间的回归方程，计算３０ａ的月平均的标
准误差为１０％，绝对误差为８１～２６１ｍｍ，是观
测值的１３％～１９％。但方法在山区得到的精度是
有限的，Ｍａｒｑｕíｎｅｚ为提高回归方程计算精度，将
研究区域的降水分为干季和湿季分别建立回归方

程。
李新等［３０］对空间内插方法研究比较后得出：

没有绝对最优的空间内插方法，只有特定条件下
的最优方法。因此，必须依据数据的内在特征，依
据对数据的空间探索分析，经过反复实验，选择
最优空间内插方法。应对内插结果作严格检验。李
新等［３１］用反距离平方、趋势面、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
Ｃｏ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和综合方法对青藏高原气温比较
研究，认为：样本本身的空间分布是影响插值精
度的重要因素，合理的采样设计是必要的前提，对
于台站稀少的地区，必须把随机插值方法和确定
性方法结合起来估计气候变量的空间分布。此方
法也同样适用于降水等其它气象要素。林忠辉
等［３２］选用了距离平方反比法、梯度距离平方反比
法和普通克立格法３种插值方法进行了研究方法
选取的探讨，研究认为，对一种气象要素合适的
插值方法，对另一种气象要素并不一定合适，选
择合适的插值方法要结合数据本身的特点和空间
特性决定。庄立伟等［３３］选用ｋｒｉｇｉｎｇ法、以经纬度
分布方向为权重的距离权重反比法（ＩＤＷ）及带
高度梯度订正的距离权重反比法（ＧＩＤＷ）３种插
值法对东北逐日气象要素进行插值方法研究，对
降水来说，ＩＤＷ估值精度高于ｋｒｉｇｉｎｇ，而且插值
结果的平滑程度较小，更适合于日降水量的空间
插值，精度较高的原因在于研究中考虑了经向、纬
向梯度、海拔高度梯度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变化，采
用了根据气象要素经纬度方向确定权重，以及根
据气象要素高度梯度年内变化进行高度订正的结
果。

气象要素空间插值方法研究已久，所有的方
法都是根据气象要素形成的气候学成因建立其与
经度、纬度和海拔高度及其它地理因子影响的回
归方程，进而推算得到空间格点月、季、年值气
象要素场［３４－３５］。近几年来，ｋｒｉｇｉｎｇ等地统计学方
法在气象单要素等空间插值中得到较多应用，对
历史气象要素插值的时间尺度也发展到月、
旬［３２－３６］。但这些插值方法只考虑观测站点间的空
间关系，而没有考虑其它景观特征，插值精度有
限。对观测台站稀少，测点分布又不合理的地区，
空间内插是研究区域空间变量空间分布的基本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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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建立空间１模型的前提之一［３０］。数字地面
模型是山地降水空间分布研究的基础数据，不同
的地形特征对降水的分布格局产生不同的影响。
随着ＧＩＳ的发展，对降水等气候要素空间分布的
研究有了新的平台。基于ＧＩＳ的空间插值可以进
一步减少误差，提高插值的精度。

梁天刚等［１５］利用ＡＲＣＩＮＦＯＧＩＳ建立研究
区的栅格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及近３０ａ的平均
降水量空间数据库，采用９种插值算法计算并比
较分析了研究区多年平均降水量的时空变化，结
果表明：综合方法计算精度最高，最大相对误差
为６３９５％，其次为普通ｋｒｉｇｉｎｇ法，最大误差为
６７５６％。李正泉等［３７］应用地理信息系统和数据
库等计算机技术，采用趋势面分析、逐步回归、宏
观地理因子模拟与小地形订正方法，分区构筑东
北３省降水和湿度空间分布的数学模型，所得结
果与实际较为吻合，可满足多方面的应用。
讨论
４１山地降水空间分布可表示为宏观地形因子
影响与小地形和随机误差影响的叠加。
４２降水空间变化的研究方法概括起来包括统
计模型法、空间插值法和综合性方法。观测站稀
少测点分布不合理的地区，空间内插是研究变量
空间分布的基本方法，是建立空间模型的前提之
一。在较小的空间尺度范围内，综合法是研究降
水因子空间变化的相对理想算法。
４３没有一种非常好的统计回归模式来模拟降
水与地形因子之间的关系，在进一步工作中要收
集站点更多的研究区域降水数据。
４４一般而言，空间插值总是存在误差，只是误
差的大小有所区别。如何提高插值精度、减小误
差是目前国内外学术界致力研究的课题。
４５选择合适的插值方法必须结合数据本身的
特点和空间特性经过反复实验确定，同时，应对
内插结果作严格的检验。
４６样本本身的空间分布是影响插值精度的重
要因素，合理的采样设计是必要的前提。对于台
站稀少的山区，必须把随机插值方法和确定性方
法结合起来估计气候变量的空间分布。
４７要想进一步减少拟合误差，更真实地模拟降

水等气候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需要更多的数据
和更为精准的地图数据。随着气象自动观测站的
建立以及ＧＩＳ技术和遥感技术在气候要素空间
变化研究中的广泛应用，这一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１］傅抱璞山地气候［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
［２］翁笃鸣，罗哲贤山区地形气候［Ｍ］北京：气象

出版社，１９９０３０３－３８３
［３］林之光地形降水气候学［Ｍ］北京：科学出版

社，１９９５
［４］ＶＬａｋｓｈｍｉ．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Ｖ．Ｌａｋｓｈｍｉ，Ｊ．

ＡｌｂｅｒｔｓｏｎａｎｄＪ．Ｓｃｈａａｋｅ．Ｌ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Ｒ］．ＡＧＵ，２０００，１－４．

［５］高国栋气候学教程［Ｍ］北京：气象出版社，
１９９６３９－３９７

［６］卢其尧，傅抱璞，虞静明山区农业气候资源空间
分布的推算方法及小地形的气候效应［Ｊ］中国农
业气象，１９９０，９（２）：２７－３２

［７］任传友辽宁省１０１０ｋｍ网格温度及玉米品种布
局［Ｊ］气象学报，２０００，５８（增刊）：９１８－９２７

［８］李江风中国干旱、半干旱地区气候、环境与区域
开发研究［Ｍ］北京：气象出版社，１９８８１１７－１２１

［９］ＰＡＢｕｒｒｏｕｇｈ．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
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ｏｒＬ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１４７－１６５．

［１０］黄兴元，汤勤地理信息系统概论［Ｍ］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１２３－１３０

［１１］常禹，苏文贵台站数据空间放大的尺度分析
方法研究——以沈阳省台站为例［Ｊ］资源生态环
境网络研究动态，１９９６，７（１）：８－１５

［１２］ＦｒａｎｒｅＲ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ａａｔｅｒｅｄｐａｔｈ
ｂｙｌｏｃａｌｔｈｉｎｐｌａｔｅｓｐｌｉｎｅｓ［Ｊ］．Ｃｏｍｐ＆Ｍａｔｈｓ
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ｓＧｒｅａｔＢｒｉｔａｉｎ，１９８２，８（４）：２３７－２８１．

［１３］ＯｌｉｖｅｒＭＡ．ｋｒｉｇｉｎｇ：ａ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
１９９０，４（４）：３１３－３３２．

［１４］ＷａｓｔｏｎＤＦ，ＰｈｉｌｉｐＧＭ．Ａ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ｖｅｒｓ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Ｊ］．Ｇｅｏ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ｇ，１９８５，（２）：３１５－３２７．

［１５］梁天刚，王兮之，戴若兰多年平均降水资源空间

９２２００４（６） 张红平等：山地降水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综述



变化模拟方法的研究［Ｊ］西北植物学报，２００２，２０
（５）：８５６－８６２

［１６］Ｋｕｒｔｚｍａｎ，Ｄ，Ｋａｄｍｏｎ，Ｒ．Ｍａｐｐｉｎｇ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
ｔｕｒ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ｉｎＩｓｒａｅｌ：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Ｊ］．Ｃｌｉｍ．Ｒｅｓ．，１９９９，（１３）：
３３－４３．

［１７］Ｏｌｉｖｅｒ，ＭＡ，Ｗｅｂｓｔｅｒ，Ｒ．Ｋｒｉｇｉｎｇ：ａｍｅｔｈｏｄ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
［Ｊ］．ＩｎｔＪ．Ｇｅｏｇｒ．Ｉｎｆｏｒｍ．Ｓｙｓｔ．，１９９０，４（３）：３１３－
３３２．

［１８］Ｍａｒｔíｎｅｚ－Ｃｏｂ，Ａ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ｇｅ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ｔｅｒｒａｉｎ［Ｊ］．ＪＨｙｄｒｏｌ．，１９９６，１７４（１～
２）：１９－３５．

［１９］Ｐｒｏｄｈｏｍｍｅ，Ｃ，Ｄｕｎｃａｎ，ＷＲＭａｐｐｉｎｇｅｘｔｒｅ－
ｍｅ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ｉｎａ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ｒｅｇｉｏｎｕｓｉｎｇ
ｇｅ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ｉｎＳｃｏｔｌａｎｄ
［Ｊ］ＩｎｔＪ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１９９９，１９（１２）：１３３７－
１３５６

［２０］Ｇｏｏｖａｅｒｔｓ，ＰＧｅｏｓｔａ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ｆｏｒｉｎｃｏｒ－
ｐｏｒａｔｉｎｇ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ｏ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Ｊ］ＪＨｙｄｒｏｌ，２０００，（２２８）：１１３－１２９

［２１］Ｂａｓｉｓｔ，Ａ，Ｂｅｌｌ，ＧＤ，Ｍｅｅｎｔｅｎｍｅｙｅｒ，ＶＳｔａｔｉｓｔｉ－
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Ｊ］ＪＣｌｉｍ，１９９４，７（９）：
１３０５－１３１５

［２２］ＧｏｏｄａｌｅＣＬ，ＡｌｂｅｒＪＤ，ＯｌｌｉｎｇｅｒＳＶＭａｐｐｉｎｇ
ｍｏｎｔｈｌｙ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ｏｌａｒ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ｒｅｌａｎｄｗｉｔｈ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Ｊ］ＣｌｉｍＲｅｓ，
１９９８，（１０）：３５－４９

［２３］ＮｉｎｙｅｒｏｌａＭ，ＰｏｎｓＸ，ＲｏｕｒｅＪＭＡｍｅｔｈｏｄｏｌ－
ｏｇｉｃ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ＧＩＳ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Ｊ］ＩｎｔＪ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１８２３－１８４１

［２４］ＷｏｔｌｉｎｇＧ，ＢｏｕｖｉｅｒＣｈ，ＤａｎｌｏｕｘＪ，ＦｒｉｔｓｃｈＪＭ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ｅｘｔｒｅｍ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ＪＨｙｄｒｏｌ，２０００，
（２３３）：８６－１０１

［２５］ＷｅｉｓｓｅＡＫ，ＢｏｉｓＰ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ｓｔａｔ－

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ｈｅａｖｙ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ａｎｄ
ｍａｐｐ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ＦｒｅｎｃｈＡｌｐｓ［Ｊ］ＪＡｐｐｌ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２００１，４０（４）：７２０－７４０

［２６］ＢＳｅｖｒｕｋ，ＭＮｅｖｅｎｉｃＴｈｅ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Ｔｏｐｏ
ｇｒａｐｈｙＥｆｆｅｅｔｓｏｎｔｈｅＡｒｅ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ＡｍａｌｌＰｒｅａｌｐｌｉｎｅＢａｓｉｎ［Ｊ］
ＷａｔＳｃｉＴｅｃｈ，１９９８，（３７）：１６３－１７０

［２７］ＩＫＴｓａｎｉｓ，ＭＡＧａｄＡＧＩＳ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ｔｏｒｍ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２００１，（１６）：
２７３－２８１

［２８］ＧＷｏｌｔｉｎｇ，ＣｈＢｏｕｖｉｅｒ，ＪＤａｎｌｏｕｘｅｔｃ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
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ｔｒｅｍ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Ｊ］，２０００，
（２３３）：８６－１０１

［２９］ＭａｒｑｕíｎｅｚＪ，ＬａｓｔｒａＪ，ＧａｒｃｉａＰ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ｒｅｇｉｏｎｓ：
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ＧＩＳ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Ｊ
Ｈｙｄｒｏｌ，２００３，（２７０）：１－１１

［３０］李新，程国栋，卢玲空间内插方法比较［Ｊ］
地球科学进展，２００２，１５（３）：２６０－２６５

［３１］李新，程国栋，卢玲青藏高原气温分布的空
间插值方法比较［Ｊ］高原气象，２００３，２２（６）：５６５－
５７３

［３２］林忠辉，莫兴国，李宏轩，等中国陆地区域气象
要素的空间插值［Ｊ］地理学报，２００２，５７（１）：４７－
５６

［３３］庄立伟，王石立东北地区逐日气象要素的空间
插值方法研究［Ｊ］应用气象学报，２００３，１４（５）：
６０６－６１５

［３４］尚宗波，高凉，杨奠安利用中国气候信息系统
研究年降水量空间分布规律［Ｊ］生态学报，２００１，
２１（５）：６８９－６９４

［３５］周锁铨，缪启龙山区降水资源的小网格分析方
法气候资源开发利用［Ｍ］北京：气象出版社，
１９９５

［３６］魏凤英，曹鸿兴我国月降水和气温网格点资料
的处理和分析［Ｊ］气象，１９９４，２０（１０）：２６－３０

［３７］李正泉，于贵瑞，刘新安，等东北地区降水与湿
度气候资料的栅格化技术［Ｊ］资源科学，２００３，２５
（１）：７２－７７

０３ 陕西气象 ２００４（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