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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三省秋季连阴雨时空变化特征及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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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对华中三省历年秋季连阴雨灾害进行调查的基础上,采用新修订的秋季连阴雨判别标准和武汉区

域气候中心气候灾害监测分析业务系统连阴雨程度评估标准,分析了不同程度秋季连阴雨的时空变化趋势;结

合代表区域连阴雨过程灾损情况,从灾害风险的角度,探讨了秋季连阴雨灾害的高影响年份及高风险分布区,并

针对较高风险区提出了相应的风险回避、风险转移等实施措施。结果表明:近50年来,华中三省秋季连阴雨以

0.21次/10a的速率显著减少,且越接近南部,减少趋势越明显。各地秋季连阴雨呈一致减少趋势,且西部减少

速率大于东部,尤其是湖北西部和湖南西部局部地区减少趋势达显著水平。程度越重的连阴雨减少趋势越明

显。风险分析法在区域秋季连阴雨灾害高影响年份和高风险区域评估方面适用性较好,高影响年份与实际灾情

对应较好。河南西南部的栾川、西峡局部地区,湖北西部的房县、宜昌西部和恩施地区,湖南西部大部及东南部

郴州等局部地区是秋季连阴雨高风险区。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大部和东南部这些风险等级较高的地区,可

考虑采取相应的风险回避或风险转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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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中三省包括湖南、湖北、河南三省,三省从南

到北分别属于亚热带、北亚热带和暖温带3个气候

带,地跨长江、淮河和黄河三大流域,气候条件优越,
物产丰富,河南主产小麦,湖北、湖南生产稻米,三省

的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气候条件。连阴雨

是一种较严重的农业灾害天气,主要发生在9-11
月农事关键季节,对秋种秋收产生严重影响。如

1985年9月中旬前后河南大部阴雨日数达10~
16d,造成豫北3.0万hm2晚秋作物受淹,减产0.5
亿kg以上;10月中、下旬出现2次连阴雨过程,雨
日近15d,使全省麦播普遍推迟10~15d,且苗期长

势差,死苗较多[1]。2000年9月23日至10月2
日、10月10-28日湖北出现两段连阴雨天气,导致

中、晚稻大面积倒伏,发芽霉烂,棉花烂铃烂絮增多,
品级严重下降,油菜田受渍严重,小麦播种推迟7~
15d,此外,伴随的田间湿度过大还可引发某些农作

物病虫害的发生及蔓延[2]。
国内学者在连阴雨变化特征方面已开展过较多

研究[3-7]。王记芳等[8]对河南全省连阴雨的时空分

布特征进行了分析,得出连阴雨次数豫南最多,中部

次之,北部最少,且山区多于同纬度平原区,并对典

型连阴雨过程的主要环流特征进行了探讨。赵玉

春等[9]使用小波分析等统计方法对三峡地区16个

代表站点的逐日降水资料进行分析,指出该地区春、
秋季连阴雨每年平均发生2~3次,春、秋季连阴雨

年际和年代际变化均较明显,其年际变化周期呈现

阶段性。姜爱军等[10]根据连阴雨灾害特征建立了

包含灾害持续天数、总降水量和总日照距平3个主

要要素的评估模型,对江苏省连阴雨灾害发生状况

进行了分析。
本文利用新修订的秋季连阴雨判别标准,分析

了华中三省秋季连阴雨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变化趋

势;在此前提下,定义了连阴雨风险度,从灾害风险

的角度探讨了秋季连阴雨灾害的高影响年份及秋季

连阴雨灾害的风险分布,以期为农业气象灾害影响

评估、华中三省农业生产规划布局、连阴雨灾害风险

管理及未来专项农业气象灾害保险的开展提供一定

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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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于“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
包括华中三省64个测站1951-2009年的逐日降水

和日照时数资料。由于建站时间不同,资料长度不

一,其中不免存在一些缺测,本文在使用资料前对其

缺测值进行了订正。首先,剔除了7个资料长度不

够的测站及1个高山站;其次,对单个缺测值进行了

插值。还有一些测站在研究时段内有过迁移,但分

析发现,在研究中所选择的这些测站在迁移过程中

站址间距均小于12km,海拔高度差变化很小或基

本不变,故可以认为资料序列是均一的。另外,对于

由仪器变更所引起的序列不均一性已由国家气象信

息中心资料室进行了订正。经过上述预处理最终得

到本文所采用的55个测站1961-2009年的逐日降

水和日照时数资料。
1.2 统计标准

1)统计时段。1961-2009年9月1日至11
月10日。考虑到连阴雨的连续性,所统计的连阴

雨过程可向前延伸至8月底以及向后延伸至11月

中旬。

2)统计标准。连 续4d或 以 上 日 降 水 量>
0.1mm作为1次秋季连阴雨过程。考虑到连阴雨

的间断性,大于6d的过程允许期间有1d间歇,大
于10d的过程允许期间有不连续的2d间歇,其中

间歇期必须为阴天[11-12](日照百分率小于20%)。
1.3 程度评估标准

采用武汉区域气候中心气候灾害监测分析业务

系统规定,按连阴雨持续天数将秋季连阴雨分为轻

度、中度、重度3级。4~6d为轻度;7~10d为中

度;10d以上为重度。
1.4 风险分析

风险度定义采用联合国1991年提出的风险表

达式[13-19]。

2 结果与分析

2.1 秋季连阴雨的概率分布特征

根据统计结果,9月秋季连阴雨站次数占45%,

10月占42%,11月中旬前仅占13%,由此,秋季连

阴雨多出现在9-10月。分区统计结果(表1)表
明,河南90%的秋季连阴雨出现在9-10月,且9
月出现概率明显高于10月;湖北86%的秋季连阴

雨出现在9-10月,两月出现概率相当;湖南将近一

半的秋季连阴雨出现在10月,其次是9月。由此可

见,越接近区域北部,连阴雨出现在秋季前期的概率

越大;湖北位于区域中部,连阴雨概率分布形态更接

近于区域平均态。
表1 华中三省秋季连阴雨各月出现概率的比较

Table1 Comparisonofoccurrenceprobability
ofautumncontinuousraining

                 项目

                 Items
河南

Henan
湖北

Hubei
湖南

Hunan

9月

September

站次数

Stationnumbers
786 800 791

所占比例/%
Proportion

57 44 37

10月

October

站次数

Stationnumbers
458 749 1032

所占比例/%
Proportion

33 42 48

11月上中旬

Earlyandmid
November

站次数

Stationnumbers
139 247 323

所占比例/%
Proportion

10 14 15

  从出现时间极端情况看(表2),出现最早的秋

季连阴雨以中度和重度为主,河南和湖北秋季连阴

雨最早出现在1964年8月底,过程持续7~22d,河
南西部的栾川、西峡等局部地区超过30d;湖南最早

出现在1988年8月下旬初,持续时间长达13~
23d。出现最晚的秋季连阴雨以轻度为主,但各省

最晚出现时间不同,河南为1997年11月10日,
湖北为1984年11月6日,湖南为1976年11月9
日,且11月区域各地出现的秋季连阴雨过程持续

时间均较短暂。
2.2 秋季连阴雨的时间变化特征

从区域秋季连阴雨频次的逐年变化图可以看出

(图1),历年秋季连阴雨出现频次平均值为2.0
次/a,其中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大部分年

份在2.0~3.5次/a,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基本

在1.0~2.0次/a,进入21世纪后其减少趋势非常

明显。总体上区域秋季连阴雨正以0.21次/10a的

速率显著减少。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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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华中三省秋季连阴雨出现时间极端情况的比较

Table2 ComparisonofoccurrenceprobabilityofautumncontinuousrainingineverymonthinthreeprovincesofCentralChina

出现时间

Occurrencetime
分区

Zone
出现地点

Occurrenceplace
持续时间/d
Durationtime

出现时间最早

Theearliest
occurrencetime

1964-08-28 河南 Henan 河南大部地区LargepartsofHenan 7~22,局部30 7~22,Partly30

1964-08-26 湖北 Hubei 湖北部分地区SomeareasofHubei 12~20

1988-08-22 湖南 Hunan 湖南大部地区LargepartsofHunan 13~23

出现时间最晚

Thelatest
occurrencetime

1997-11-10 河南 Henan 河南大部地区LargepartsofHenan 4

1984-11-06 湖北 Hubei 湖北大部地区LargepartsofHubei 5~9

1976-11-09 湖南 Hunan 湖南全省范围 TheprovinceofHunan 4~5

图1 华中三省秋季连阴雨频次的逐年变化图

Fig.1 Thechangecurveoffrequenciesofautumncontinuous
raininginthreeprovincesofCentralChina

  分区统计结果表明(表3),河南秋季连阴雨频

次平均为1.7次/a,60年代至80年代约1.8次/a,

90年代后为1.4次/a,减少趋势明显;湖北连阴雨

频次平均为2.0次/a,60年代接近平均值,70年代

至80年代高达2.5次/a左右,90年代开始下降,尤
其是进入21世纪后,出现频次仅1.2次/a,减少趋

势显著;湖南连阴雨频次平均为2.2次/a,60年代

至80年代在平均值以上,90年代开始下降,21世纪

后大幅减少,约1.6次/a,减少趋势极为显著。
表3 华中三省秋季连阴雨频次的时间变化趋势1)

Table3 ThetemporalchangetrendoffrequenciesofautumncontinuousraininginthreeprovincesofCentralChina

项目

Items

秋季连阴雨频次/(次/年)
Frequenciesofautumncontinuousraining/(times/a)

区域 Area 河南 Henan 湖北 Hubei 湖南 Hunan

60年代 The60’s 2.1 1.8 2.0 2.5

70年代 The70’s 2.2 1.9 2.5 2.3

80年代 The80’s 2.3 1.8 2.6 2.4

90年代 The90’s 1.8 1.4 1.8 2.1
21世纪初 Thebeginningof
21Century

1.4 1.4 1.2 1.6

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

The60’stothebeginning
of21Century

倾向率/(次/10a)
Trendrate/(times/10a)

-0.21 -0.16 -0.24 -0.22

趋势系数

Trendcoefficient
0.38*** 0.28* 0.42*** 0.45****

 1)*、**、***、****分别指通过信度为0.1、0.05、0.01、0.001的显著性检验(下表同)*、**、***、****respec-
tivelyrefertopass0.1、0.05、0.01、0.001significancetest(Thesameasthefollowingtables).

2.3 秋季连阴雨的空间变化特征

从区域秋季连阴雨频次的空间分布图可以看出

(图2),连阴雨频次基本呈径向分布,自北向南增

加,河南大部和湖北中东部约1.0~1.9次/a,湖北

西部和湖南大部约2.0~3.0次/a。各站连阴雨频

次均呈减少趋势,河南北部、湖北西北部局部及湖南

东部部分地区减少速率为0~0.2次/10a,河南中

部、湖北中东部和西南部及湖南大部减少速率为

0.2~0.3次/10a,湖北西北部和湖南西部局部减少

速率超过0.3次/10a。
各站连阴雨频次倾向率的显著性分析表明,河

南北部和东部、湖北东南部和北部及湖南东部地区

连阴雨减少趋势不明显;河南中部、湖北东北部及湖

南东南部局部连阴雨减少趋势明显;由河南西部经

湖北中西部至湖南西部区域连阴雨的减少趋势达较

显著水平,其中湖北西部和湖南西部部分地区连阴

雨的减少速率达显著或极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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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华中三省秋季连阴雨频次的空间分布(A)、倾向率(B)及趋势显著性检验(C)

Fig.2 Thespatialdistribution(A),trendrate(B)andtrendsignificancetest(C)offrequenciesofautumncontinuous
raininginthreeprovincesofCentralChina

图3 华中三省秋季连阴雨出现站次数逐年分布图

Fig.3 ThechangecurveofstationnumbersofautumncontinuousraininginthreeprovincesofCentralChina

图4 华中三省轻度(A)、中度(B)和重度(C)秋季连阴雨频次的空间分布特征

Fig.4 Thespatialdistributionfeatureoffrequenciesofmild(A),moderate(B)andsevere(C)

autumncontinuousraininginthreeprovincesofCentralChina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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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不同级别秋季连阴雨的时空变化特征

根据连阴雨持续天数评估了秋季连阴雨程度。
结果表明,区域轻度连阴雨站次数占总站次数的

52%,中度连阴雨占31%,重度连阴雨占17%。从

时间变化趋势来看(表4、图3),轻度连阴雨在各年

代呈较均匀分布,其减少速率很小,仅0.03次/10
a,高频年份主要有1967、1975和1993年,均超过

100站次。
中度连阴雨在21世纪前变化不大,21世纪后

明显减少,总体上以0.07次/10a的速率明显减少,
高频年份主要有1968、1971、1981和2000年,尤其

以1981年最为突出,过程次数多,造成危害大,仅湖

北在9-10月就先后出现3次7d以上低温阴雨过

程,使全省棉花损失8万t,晚稻减收10万t以上,
冬播推迟了5~7d。

重度连阴雨年代分布差异较大,20世纪60年

代至70年代中期、80年代前期为高频时段,总体上

以0.1次/10a的速率显著减少,高频年份主要有

1964、1965、1982和1985年。其中1985年10月中

下旬,受台风顶托作用,副高持续偏强,加之北方冷

空气经常分股南下与西南气流汇合于长江中游上

空,使湖北近20d阴雨连绵,大部地区日照不足

5h,异常低温、阴雨、寡照给秋收秋播造成严重危

害,大部分棉花基本无收,冬小麦播期推迟,晚稻大

面积倒伏,油菜幼苗长势很差。
空间分布图显示(图4),轻度连阴雨频次自河

南北部向湖南南部逐渐增加,高频中心位于湖北西

部和湖南东部的部分地区;中度连阴雨频次以河南

北部为低值区,高频中心位于湖北西部至湖南西部

一带;重度连阴雨频次以河南北部和湖北东部为低

值区,高频中心位于湖南西部和东南部局部。分区

统计结果(表4)表明,河南轻、中、重三级连阴雨频

次分别为0.9、0.5和0.2次/a,其中中度连阴雨减

少趋势明显;湖北三级连阴雨频次分别为1.1、0.7
和0.3次/a,其中重度连阴雨减少趋势达极显著水

平;湖南各级连阴雨频次及趋势变化与湖北接近。
表4 华中三省不同级别秋季连阴雨频次的时间变化趋势

Table4 ThetemporalchangetrendoffrequenciesofautumncontinuousrainingatdifferentlevelinthreeprovincesofCentralChina

                项目Items 区域 Area 河南 Henan 湖北 Hubei 湖南 Hunan

轻度连阴雨

Themildautumn
continuousraining

频次/(次/a)Frequencies 1.0 0.9 1.1 1.1

倾向率/(次/10a)Trendrate -0.03 -0.04 -0.04 -0.02

趋势系数 Trendcoefficient 0.09 0.11 0.09 0.06

中度连阴雨

Themoderateautumn
continuousraining

频次/(次/a)Frequencies 0.6 0.5 0.7 0.7

倾向率/(次/10a)Trendrate -0.07 -0.08 -0.08 -0.06

趋势系数 Trendcoefficient 0.23* 0.26* 0.22 0.21

重度连阴雨

Thesevereautumn
continuousraining

频次/(次/a)Frequencies 0.3 0.2 0.3 0.4

倾向率/(次/10a)Trendrate -0.10 -0.05 -0.12 -0.14

趋势系数 Trendcoefficient 0.37*** 0.19 0.47**** 0.46****

2.5 秋季连阴雨风险分析

本文构建的秋季连阴雨风险表达式定义如下:

R=∑
n

i=1
(Ki×fi)

式中,R 为风险度,K 为不同级别连阴雨的发生

概率(即危险性),f 为受灾率(即易损性),i为不同

级别。
因连阴雨灾情资料难以获取,且已有灾情资料

难以与大幅降温、过程暴雨所导致的灾情分离开来,
同时考虑到不同作物在不同生长发育期因不同级别

连阴雨所造成的影响也不同等因素,因此不同级别

连阴雨发生时的受灾率较难确定。本文选用连阴雨

灾害频发的鄂西南地区,选取灾情资料较完整的兴

山县不同级别秋季连阴雨的农作物受灾面积资料,

计算不同级别连阴雨的受灾率,归一化后得到轻、
中、重度连阴雨发生时的受灾率分别为1/15、4/15
和10/15,并暂将其作为区域各地不同级别连阴雨

发生时的受灾率。

由风险表达式计算得出武汉区域秋季连阴雨灾

害的高影响年份(取前五)主要有1964、1981、1982、

1985和2000年(图5)。分区统计结果表明,河南秋

季连阴雨灾害的高影响年份为1964年,其次是

1984、1985、2000和2003年;湖北的高影响年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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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1971、1981、1983和1985年;湖南的高影响年

份为1963、1972、1981、1982和2000年。而1991、
1998、2004、2006和2007年各地几乎都没有出现中

度以上秋季连阴雨。

图5 华中三省秋季连阴雨风险度逐年分布图

Fig.5 ThechangecurveofriskdegreeofautumncontinuousraininginthreeprovincesofCentralChina

  利用现有资料[1-2,20]中有关区域秋季连阴雨灾

情的介绍,对采用风险度计算公式和不同级别连阴

雨受灾率所确定的秋季连阴雨灾害高影响年份进行

初步检验。结果表明,风险值高的年份均出现了较

重或严重连阴雨灾害,其灾情要比其他年份重。如

1964年8月下旬至10月底,河南多数县市出现连

阴雨天气并致灾,舞阳84%秋播作物受灾,许昌成

灾面积达3.3万hm2,商丘遭灾面积3.9万hm2,叶
县受灾秋作物1.1万hm2,霉烂粮食13.845万kg,
麦播推迟1个月,睢县秋雨涝,秋粮几乎绝收;同期

湖北北部和西部也持续了2个多月的阴雨天气,致
使水稻倒伏、谷穗发芽,棉桃大量脱落、霉烂,秋播也

受到严重影响。1982年9月上中旬,湖南桑植基本

维持阴雨天气,9月9-19日除14日外,日平均气

温均低于20℃,严重影响了杂交晚稻扬花、灌浆,使
中稻、黄豆、玉米、绿豆等作物不能及时收割和晾晒,
造成霉烂;岳阳气温低,雨量、雨日多,日照少,对晚

稻抽穗扬花影响很大,棉花烂桃严重。灾情实际验

证结果表明,风险分析法用于华中三省秋季连阴雨

灾害风险识别是可行的。
采用风险度计算公式对区域秋季连阴雨灾害的

风险等级进行识别(图6)。结果表明,河南西南部

的栾川、西峡局部,湖北西部的房县、宜昌西部和恩

施地区,湖南西部及东南部郴州等局部地区为秋季

连阴雨灾害高风险区;河南南部,湖北西北部和东南

部部分地区以及西部山区与中东部平原的接壤带,
湖南中东部大部为秋季连阴雨灾害的中风险区;河
南北部、湖北江汉平原部分地区以及东北部大部为

低风险区。
对比图2和图6可知,河南南部、湖北东北部因

中度尤其是重度连阴雨频次较低,因此连阴雨风险

图6 华中三省秋季连阴雨风险分布图

Fig.6 Theriskdistributionfigureofautumncontinuous

raininginthreeprovincesofCentral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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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降为最低;湖南西部的吉首、芷江、武冈等地区

因重度连阴雨频次较高,因此连阴雨风险等级也升

至最高。

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大部和东南部这些秋

季连阴雨风险等级较高的地区,可考虑采取相应的

风险回避及风险转移措施。根据不同作物品种对光

照要求及生长习性,在不同地域合理安排品种结构。

而在鄂西南秋季,连阴雨灾害往往能造成主要农作

物油菜、小麦的重大损失,积极探索风险转移的方式

是减小鄂西南连阴雨灾害风险的重要措施。以鄂西

南当地客观的连阴雨灾害程度为保险赔付的标准,

调动农民抗灾减灾的积极性,利用风险区划分布图,

计算鄂西南某行政区域受灾的程度和概率,以确定

群众能承受的参保费用,如果有缺口,可争取政府政

策性补助(相当于救灾经费提前投入),以此来构架

鄂西南连阴雨灾害农业保险的基本框架。

3 讨 论

从时间变化特征来看,区域秋季连阴雨正以不

同程度的减少速率在变化,越靠近南部,减少趋势越

显著;从空间变化特征来看,各地秋季连阴雨为一致

减少趋势,且西部减少速率大于东部。

河南西南部的栾川、西峡局部地区,湖北西部的

房县、宜昌西部和恩施地区,湖南西部大部及东南部

郴州等局部地区是秋季连阴雨高风险区。在上述地

区开展连阴雨风险区划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提高灾害风险分布图质量的最重要途径是不断

提高风险值的估计精度,而通过匹配分析进行检验

是提高风险值估计精度的重要手段。在此基础上探

讨针对秋季连阴雨灾害的风险管理措施是今后若干

年中非常重要且必要的一项任务。

本文的趋势分析主要基于统计模型及分析,未
来若能引入区域气候模式及作物生长模型,分析

连阴雨的变化趋势及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对高风

险区的主要农作物在不同生育期遭受连阴雨的风

险进行分析,便可建立连阴雨定量风险损失评估

模型。

参 考 文 献

[1]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河南卷[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5:118-

139.
[2]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湖北卷[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7:314-

316.
[3] 冯明,刘可群,毛飞.湖北省气候变化与主要农业气象灾害的相

应[J].中国农业科学,2007,40(8):1646-1653.
[4] 鲍媛媛,阿布力米提,李峰,等.2001年华西秋雨的时空分布的

特点及其成因分析[J].应用气象学报,2004,14(2):215-222.
[5] 谭本进,谢贵森.湘西南秋季连阴雨天气过程分析[J].湖北气

象,1996(3):21-23.
[6] 陈晓艺,马晓群,姚筠.安徽省秋季连阴雨发生规律及对秋收秋

种的影响[J].中国农业气象,2009,30(增2):210-214.
[7] 陈效孟.长江三峡库区秋季连阴雨的气候特征[J].四川气象,

1998,18(3):27-32.
[8] 王记芳,朱业玉.近50年河南省连阴雨灾害气候特点[J].河南

气象,2000(4):16-17.
[9] 赵玉春,周月华.三峡地区连阴雨气候特征分析[J].湖北气象,

2002(4):3-6.
[10]姜爱军,田心如,王冰梅.连阴雨灾害评估模型的研究[J].灾害

学,1997,12(2):49-53.
[11]张宇,赵四强.关于逐日太阳辐射估算方法的探讨[J].气象,

2007,17(10):52-54.
[12]章毅之,王怀清,胡菊芳,等.太阳能资源评估方法[J].北京:气

象出版社,2008:4.
[13]黄崇福.自然灾害风险评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5-6.
[14]刘希林,莫多闻.泥石流风险评价[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

版社,2003.
[15]FELLR.Landsliseriskassessmentandacceptablerisk[J].Ca-

nadianGeotechnicalJournal,1994,31:261-272.
[16]LEROUCILS,LOCATJ.Slopemovements-geotechnical

characterization,riskassessmentandmitigation[C]//MARIC

B,LISACL,SZAVITS-NOSSAN A.GeotechnicalHazards.

Balkema:Rotterdam,1998:95-106.
[17]DAIFC,LEECF,NGAIYY.Landslideriskassessmentand

management:anoverview[J].EngineeringGeoligy,2002,64:

65-87.
[18]唐川,朱静.基于 GIS的山洪灾害风险区划[J].地理学报,

2005,60(1):87-94.
[19]徐曙光.国外滑坡风险评价的进展[J].国土资源情报,2002

(6):45-52.
[20]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湖南卷[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6:216-

232.

79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第32卷 

Temporal,spatialfeatureandriskanalysisoftheautumn
continuousraininginthreeprovincesofCentralChina

SHIRui-qin LILan WENQuan-pei LIUMin

WuhanRegionClimateCenter,Wuhan430074,China

Abstract Byinvestigatingautumncontinuousrainingdisasterinpastyearsinthreeprovincesof
CentralChinaandusingnewly-reviseddiscriminationstandardanddegreeevaluationcriteriainclimate
disastermonitorandanalysissystemofWuhanRegionalClimateCenter,thepaperanalysesthetemporal
andspatialfeatureofautumncontinuousraining.Meantime,intermsofdisasterlossesofautumncontin-
uousraininginrepresentativeregion,thehighinfluenceyearsandhighriskareasareinvestigatedfrom
theangleofdisasterriskandsomecorrespondingmeasuressuchasriskavoidanceandriskshiftingetal
areproposedforhighriskareas.Theresultsshowthat:duringtherecentfiftyyears,theautumncontinu-
ousraininginthreeprovincesofCentralChinadecreasessignificantlyat0.21timeperdecadeaveragely,

andthemoredecreasingtrendiscausedwithclosingtothesouthern.Theautumncontinuousrainingin
everyareashowsconsistentdecreasingtrend,anditwilldecreasemorequicklyinthewestthaninthe
eastofthearea,especiallythedecreasingtrendofthepartareainthewestofHubeiandHunanreaches
significantlevel.Thedecreasingtrendofautumncontinuousraininginheavierlevelbecomesmoreobvi-
ous.Theriskanalysismethodisbetterappliedtotheevaluationofhighinfluenceyearsandhighriskare-
asofautumncontinuousrainingdisasterinthreeprovincesofCentralChina,andthehighinfluenceyears
matcheswellwithactualdisaster.Thehighriskareaofautumncontinuousrainingincludesthesouth-
westpartofHenan(suchasLuanchuan,Xixia),thewestofHubei(suchasFangxian,thewestof
Yichang,theEnshiarea),andthewestmostpartandsoutheastpartofHunan(suchasChenzhou).Some
correspondingmeasuressuchasriskavoidanceandriskshiftingetalareproposedforhighriskareas.

Keywords threeprovincesofCentralChina;autumncontinuousraining;temporalandspatialfea-
ture;disasterrisk;riskavoidance;riskshif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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