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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20481—2006《气象干旱等级》,与GB/T20481—2006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在引言部分,增加原标准需要修订的理由,说明从哪几个方面进行了修订,并对修订效果进行

了简要说明。
———增加“规范性引用文件”一章(见第2章)。
———删除了“降水量”“气温”等常用术语和定义(见2006年版的2.1~2.5)。
———增加了“标准化降水指数”“标准化降水蒸散指数”“帕默尔干旱指数”“气象干旱综合指数”等术

语和定义(见3.7~3.10)。
———修改了“降水距平百分率”“潜在蒸散量”“相对湿润度指数”“气象干旱”“气象干旱指数”“气象

干旱等级”等术语的定义(见3.4~3.6、3.1~3.3,2006年版的2.20、2.6、2.10、2.12~2.14)。
———将“降水量距平百分率”“相对湿润度指数”“标准化降水指数”“帕默尔干旱指数”“气象干旱综

合指数”独立成节(见第4章~第6章,第8章~第9章,2006年版的3.1~3.3、3.5、第4章)。
———增加“标准化降水蒸散指数”一节(见第7章)。
———每一节包括概述、干旱等级和计算方法三部分(见第4章~第9章)。
———将“综合气象干旱指数(CI)”改为“气象干旱综合指数(MCI)”(见第9章,2006年版的第4

章)。
———将“综合气象干旱等级”改为“气象干旱综合指数等级”,对等级划分标准和干旱影响程度的表

述内容进行了修订(见9.2,2006年版的4.1)。
———将“综合气象干旱指数的计算方法”改为“气象干旱综合指数计算方法”,给出了新的计算公式

和系数说明(见9.3,2006年版的4.2)。
———将“干旱过程的确定和评价”和“气象干旱等级监测年报表”内容删除(见2006年版的4.3、附录

A)。
———将常用指数的计算方法放在附录A~附录G中,增加附录 H“季节调节系数Ka的取值方法”

(见附录A~附录H)。
本标准由中国气象局提出。
由全国气候与气候变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40)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气候中心、中国气象局预报与网络司、中国气象局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存杰、刘海波、宋艳玲、廖要明、段居琦、蔡雯悦、王素萍。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2048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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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干旱问题十分复杂,涉及的面也很广,一般可分为气象干旱、农业干旱、水文干旱以及经济社会干旱

等,气象干旱是其他类型干旱的起因和监测评估的基础。2006年发布的国标(GB/T20481—2006)中
提出综合气象干旱指数(CI),该指数近年来在全国干旱监测业务服务中得到应用和检验,较好地反映

了我国不同地区干旱频率分布和年内不同等级干旱的季节分布特征。但在近几年几次重大干旱事件的

监测服务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一是对降水过程反应太灵敏,干旱发展过程出现不合理的跳跃现象;
二是对重大干旱过程反映偏轻,特别对降水偏少持续超过90天的干旱过程反应不明显。针对CI指标

存在的问题,项目组开展了大量的调研和对比检验,发展了新的气象干旱综合监测指数 MCI,自2012年

以来在国家级和省级干旱监测业务中进行了试运行和对比检验,结果表明 MCI指数的监测效果好于

CI指数。
相对于 CI指标,MCI指标主要在如下几方面进行了改进:一是引进了标准化权重降水指数

SPIW60,使干旱发展过程的不合理跳跃现象得到明显减少;二是考虑了更长时间降水的影响(150天标

准化降水指数SPI150),干旱发展的累积效应更加突出,重大干旱事件反映更明显;三是引进了季节调

节系数Ka,根据不同区域和不同季节对经验系数进行调整,使干旱监测服务更有针对性。
另外,新增加了标准化降水蒸散指数(SPEI),丰富了气象干旱监测指数的内容,供不同的用户

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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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干旱等级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气象干旱指数的计算方法、等级划分标准以及干旱过程的确定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气象、农业、水文等相关领域的干旱监测、评估业务与科研。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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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2135 区域旱情等级

GB/T32136 农业干旱等级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气象干旱 meteorologicaldrought
某时段内,由于蒸散量和降水量的收支不平衡,水分支出大于水分收入而造成地表水分短缺的

现象。

3.2
气象干旱指数 meteorologicaldroughtindex
根据气象干旱形成的原理,构建由降水量、蒸散量等要素组成的综合指标,用于监测或评价某区域

某时间段内由于天气气候异常引起的地表水分短缺的程度。

3.3
气象干旱等级 gradesofmeteorologicaldrought
描述气象干旱程度的级别。

3.4
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precipitationanomalyinpercentage;PA
某时段的降水量与同期气候平均降水量之差除以同期气候平均降水量的百分比,单位用百分率

(%)表示。

3.5
潜在蒸散量 potentialevapotranspiration;PET
在下垫面足够湿润条件下,水分保持充分供应的蒸散量,单位用毫米(mm)表示。

3.6
相对湿润度指数 relativemoistureindex;MI
某时段的降水量与同期潜在蒸散量之差除以同期潜在蒸散量的值。

3.7
标准化降水指数 standardizedprecipitationindex;SPI
假设某时间段降水量服从Γ概率分布,对其经过正态标准化处理得到的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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