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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雨是一种重要的降水现象，对空气、土壤湿

度、气温、云辐射收支日循环和生态环境的形成等均

有着潜在的重大作用[1]。夜雨出现在全球的许多地
方，中国青藏高原及周围地区夜雨较多，其中，四川

盆地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具有特殊的气候性

质，是我国夜雨量最大的地区。

四川盆地位于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

渡地带（即第二级阶梯地形区），是世界上地形最复

杂的区域之一，有山地、丘陵、平原、盆地、高原五大

地形。大部分研究认为夜雨的形成主要是特殊的地

形条件所致 [2-4]，青藏高原东部和四川盆地西缘为
地形等高线的密集点，从东至西形成陡峭的上升山

势，是探讨降雨对海拔高度依赖性的绝佳区域 [5]。
在季风环流和陡峭地形的相互作用下，四川盆

地的区域降水特性特别明显，如经常出现局地强降

水，夜间降水异常频繁[6-11]。周春花等[12]统计了 21世
纪以来四川的强降水区域分布特征，发现盆地降水

比高原多，夜晚多过白天。范江琳等[13]得出四川盆地
夜雨强度呈经向偶极型空间分布，夜雨高频区位于

盆地西南部和南部，低频区位于盆地东北部和中部。

薛羽君等[14]分析了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地区的降水分
布规律，得到盆地周边西南山地的降水峰值由夜间

雨量和频率共同影响，东北山地主要由午前频率与

后半夜雨量贡献。近年来，许多学者针对四川盆地及

其周边地区夜间降水和海拔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Zhu 等[15]分析得出夜雨主要分布于峡谷地区、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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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四川省 2010—2019年 2 165个国家及区域气象站逐小时降水资料，分区统计
了四川暖季（5—9月）暴雨日夜间降水占日降水量的比例、夜间暴雨频次和夜间平均暴雨强度的
基本特征，并通过趋势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等统计方法，分析了其空间分布及其与海拔高度的关

系，得出：（1）四川暴雨日夜间降水占日降水量比例呈现自南向北递减的趋势，以海拔 2 800 m为
分界，表现为随海拔高度升高呈先增大、后减小的垂直分布特征，川西南山地与其他山地区域整

体上升的变化趋势明显不同。（2）夜间暴雨频次较多的测站沿川西与川西南山地陡峭地形呈线性
分布，夜间暴雨频次随海拔高度升高总体呈减小的特征，川西山地和川西南山地的频次最大值分

别出现在海拔 800和 500 m。（3）四川夜间平均暴雨强度整体随海拔的升高而减小，大值区主要位
于川西山地和川东北山地，海拔 700 m处的峰值强度主要由川西山地贡献。（4）川西山地夜间暴
雨次数较多且强度大，川西南山地夜间暴雨次数多但单次降水量较小，而川东北夜间暴雨的强度

较大但次数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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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坡上以及附近的平原地带，沿大地形陡坡，夜雨区

降水峰值呈由山区至平地的明显滞后特性。针对四

川盆地的短时强降水，周秋雪等[16耀17]研究认为，频次
以及雨强极值均随海拔高度的增加而下降；在增加

测站数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当海拔跃1 200 m时，
暴雨日迅速减少。

对于四川盆地夜间降水的研究较多 [18-22]，但对
山地夜间暴雨精细特征的研究较少，四川山地指四

川盆地周边海拔 500 m以上起伏大、多呈脉状分布
的高地，以往研究少有对四川山地及其暴雨进行明

确界定和分区统计，且所用的气象测站数较少，尤其

在山区分布较为稀疏，代表性不强，不利于对山地夜

间暴雨的精细化研究。因此本文以四川西部山地、西

南部山地和东北部山地为主要研究区域，重点统计

分析 2010—2019年暖季（5—9月）降水量级达到暴
雨及以上的事件，利用 4 841个加密自动气象站（简
称“加密站”）资料和 165 个国家基准气象站（简称
“国家站”）资料，以期探究包括暴雨日夜间降水占日

降水量的比例、夜间暴雨频次、夜间平均暴雨强度等

在内的四川山地夜间暴雨灾害的详细特点，为政府

准确预测、精细防治山区气象灾害及其衍生灾害，以

及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和方法

本文基于四川省 165 个国家站（图 1）以及
4 841个四川省加密气象站的逐时降水数据，时段
为 2010—2019年的暖季 5—9月。为保证数据的可
靠性，对降水数据进行了质量控制，剔除了在研究

时段内缺测时次跃20%的测站，最终筛选2 165个
测站的逐时降水量作为本文研究使用的基础数据。

在近 10年山地暴雨事件[23]的研究基础上，本文
选取 3个区域即四川西部、西南部和东北部海拔
500~3 000 m的山区作为主要研究区域。四川西部
山区范围是 102毅耀105毅E，30毅耀33毅N，西南部山区范
围是 102毅耀105毅E，28毅耀30毅N，东北部山区为 105毅耀
108.5毅E，30毅耀33毅N，其中川西山区拥有 28个国家站
与 334个加密站，川西南山区拥有 9 个国家站与
217个加密站，川东北山区拥有 7个国家站与 296
个加密站。

本研究的四川山地夜间暴雨指 20：00（北京
时，下同）—次日 08：00，四川山地出现 1 h 累计雨
量逸20 mm且 3 h累计雨量逸50 mm的强降水。但
对于盆周西部（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坝两州，雨量标

准减半（即 1 h累计雨量逸10 mm，且 3 h累计雨

量逸25 mm）[24]。一般以 20：00—次日 08：00降水量
作为夜间降水量，以 20：00—次日 20：00降水量作
为日降水量。本文暴雨日夜间降水占日降水量的比

例=暴雨日的夜间降水量/暴雨日的日降水量伊
100%，夜间暴雨频次为出现夜间暴雨的次数，夜间
平均暴雨强度=夜间暴雨雨量/12 h，单位：mm/h。

本文主要应用了趋势分析方法 [25]和地理加权
回归（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GWR）模
型[26]。其中，各特征量随海拔高度变化的趋势采用了
滑动平均分析和线性趋势分析，并对各相关系数进

行了显著性水平检验。通过使用 GWR模型，可以计
算每个测站的暴雨特征量与海拔高度的关系，其公

式如下：

Pi=c0（xi，yi）+c1（xi，yi）hi+着i ， i=1，2，…，n （1）
式中：（xi，yi）代表测站 i的经度和纬度，n为测站数，
Pi为暴雨特征量（暴雨特征量具体指暴雨日夜间降

水占日降水量的比例、夜间暴雨频次和夜间平均暴

雨强度），hi为地形高度，c0为海平面高度处的暴雨
特征量，c1为本研究所关注的降水与地形高度的回
归系数，着i为误差项。

利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得到测站 i的回归系数
的估计值，其公式为：

觬（xi，yi）=（hTW（xi，yi）h）-1hTW（xi，yi）P，i=1，2，…，n
（2）

式中：觬（xi，yi）=[觬（xi，yi），觬（x2，y2），…，觬（xn，yn）]T是测

站 i的回归系数矢量，h=[h1，h2，…，hn]T是测站 i的自
变量矢量，W（xi，yi）=Diag[W i1，W i2，…，W in]是测站 i的
n伊n对角权重矩阵，P为因变量的 n伊1矢量。

参与测站 i计算的样本 j 可以根据自身与测站

图 1 四川省地理及 165个国家站分布
（红色矩形框代表川西山区，蓝色矩形框代表川西南山区，

绿色矩形框代表川东北山区）

周芳弛等：四川山地暖季夜间暴雨的空间分布以及对海拔高度的依赖性

79



研究论文研究论文

沙 漠 与 绿 洲 气 象
Desert and Oasis Meteorology

第 17卷 第 4期

2023年 8月

i的距离进行权重分配，距离越近，分配的权重越
大。选用 Gauss函数法表示权重与距离之间的关系，
函数形式如下：

W ij=exp - 12
dij
b蓸 蔀 2蓸 蔀 . （3）

式中：W ij 为权重，dij 为站点 i、j 之间的距离，b 为带
宽，控制每个站点进行回归计算时的权重大小，本文

运用校正的 Akaike 信息标准（Corrected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c）法 [27]来估计权重函数带
宽参数。

2 四川暖季夜间暴雨各特征量的空间分布特征

四川地形结构复杂，夜雨特征明显，暴雨日夜

间降水占日降水量的比例（图 2a）存在明显的区域
差异。从总体上看，暴雨日夜间降水占比呈现自南

向北逐渐下降的趋势。盆地内和攀西大部分地区的

占比高于 60豫，其中，高于 80%的大值区位于川西
南山地、攀西地区以及海拔 500 m以下的成都平原
南部，而川西高原海拔 3 000 m以上的部分为低值
区，暴雨日夜间降水占比高于 60%的测站仅占
36.4%。

四川暖季的 2010—2019年平均夜间暴雨频次
（图 2b）同样具有显著的区域性差异，大值区沿山地
陡峭地形呈线性分布。3 000 m以上川西高原和攀
西地区北部大部分测站未发生夜间暴雨，500 m以
下的成都平原区域平均夜间暴雨频次约 1次，2次
及以上的夜间暴雨大部分集中在川西与川西南山

地区域，其中川西山地在广元—绵竹—都江堰一

带，有 1个站（安县千佛镇站）出现 3 次夜间暴
雨。川西南山地在雅安—峨眉山一带，有 3个站出
现 3次夜间暴雨，与“雅安天漏”相符，原因为沿山
地形抬升及山谷风效应使得该区夜间暴雨频次

较多 [28-29]。
由图 2c可知，四川夜间平均暴雨强度主要集中

在 5耀8 mm/h，占所有测站的 71.2%。夜间平均暴雨
强度较大的测站主要聚集在川西山地、川东北山

地、遂宁以及四川盆地南部。龙门山呈东北西南走

向，对偏东气流有明显的强迫抬升作用，川西山地

的强度大值测站几乎沿着龙门山走向呈带状分布，

有9个站达到了 10 mm/h以上强度，其中松潘小河
乡达到 14.8 mm/h。川东北山地的夜间平均暴雨强
度较高，其中青川县有 3个站达到了 10 mm/h以上
强度。

结合四川暖季夜间暴雨频次和强度多年平均空

间分布来看，川西山地夜间暴雨特征是次数较多且

强度大，川西南山地夜间暴雨特征为次数多，但单次

降水量较小，川东北夜间暴雨特征是强度较大但频

次较少。

图 2 2010—2019年平均的四川暖季暴雨日夜
间降水占日降水量的比例（a）、夜间暴雨
频次（b，单位：次）、夜间平均暴雨强度
（c，单位：mm/h）的空间分布

（黑色细实线表示 500和 3 000 m等高线，蓝色圆框内
为夜间平均暴雨强度较大的区域）

80



图 3 2010—2019年 5—9月三类山地暴雨日夜间
降水占日降水量的比例随海拔高度的垂直分布

（a为川西山地，b为川西南山地，c为川东北山地）

3 四川暖季山地夜间暴雨随海拔高度的变化特征

3.1 暴雨日夜间降水占日降水量的比例随海拔高

度的变化

为了认识四川暖季暴雨日夜间降水占日降水量

的比例随海拔高度的变化规律，按照 2 165个测站
所在的海拔高度，以 100 m的间隔分别计算暖季平
均暴雨日夜间降水占日降水量的比例。暴雨日夜间

降水占比随海拔高度的增加，以 2 800 m（山地地形
海拔末段）为界，表现出明显的“低—高—低”分段转

折变化规律。对其进行分段线性拟合，前半段随海拔

升高而增大的趋势明显，海拔每升高 100 m，暴雨日
夜间降水占比平均增大 0.54豫；后半段随海拔升高
呈急剧下降的变化趋势，海拔每升高 100 m，暴雨日
夜间降水占比平均减小 5.84豫，都通过了 0.01的显
著性水平检验。

图 3给出了四川三类山地暖季暴雨日夜间降水
占日降水量的比例随海拔高度的垂直分布情况，海

拔每上升 100 m，川西与川东北山地平均增加
0.67%和 0.84%，均通过了 0.05的显著性检验。仅川
西南山地的暴雨日夜间降水占比与四川整体 500耀
3 000 m趋势不同，以海拔 1 600 m（山地地形海拔
中段）为分界，随着海拔高度升高，先增大、后减小的

“低—高—低”的起伏特征。川西南山地所表现出的

与盆地整体不同的分段点与此处复杂地形与南支环

流系统、水汽输送及其相互作用有关[4]，有待深入研
究。

3.2 夜间暴雨频次随海拔高度的变化

四川夜间暴雨频次随海拔高度的升高呈现

“低—高—低”的特征，最大值出现在海拔 800 m，整
体随海拔的升高呈波动下降趋势，且一元线性回归

方程为：y=-0.163h+6.669，单位：（100 m）-1，即海拔
每增加 100 m，夜间暴雨频次平均减小 16.3豫。以
800 m为界对该比例进行分段线性拟合，第一段随
海拔升高而增大的趋势明显，海拔每增加 100 m，频
次平均增大 71.5豫；第二段随海拔升高而减小，两段
均通过了 0.01的显著性检验。

四川三类山地暖季夜间暴雨频次随海拔高度的

垂直分布（图 4）均随海拔升高呈下降趋势，川西山
地的最大值出现在海拔 800 m，海拔每增加 100 m，
夜间暴雨频次平均减小 39豫，通过了 0.01的显著性
检验。川西南山地频次最大值出现在 500耀600 m（山
地地形海拔最低处），海拔每增加 100 m，夜间暴雨
频次平均减小 34.2豫，通过了 0.01的显著性检验。
3.3 夜间平均暴雨强度随海拔高度的变化

四川夜间平均暴雨强度随海拔高度的变化与暴

雨日夜间降水占日降水量的比例和频次的变化趋势

不同，整体随海拔的升高呈波动下降的趋势，且一元

线性回归方程为：y=-0.139h+8.224，单位：（100 m）-1，
即海拔每增加 100 m，夜间平均暴雨强度平均减小
0.14 mm/h，通过了 0.01的显著性检验。最大值出现
在海拔 700 m，达 7.68 mm/h，海拔 1 700 m 还存在
一个较弱峰值，达 7.03 mm/h。

从四川三类山地暖季夜间平均暴雨强度随海拔

高度的垂直分布情况（图 5）可知，川西山地海拔每
增加 100 m，夜间平均暴雨强度平均减小 0.25 mm/h，

周芳弛等：四川山地暖季夜间暴雨的空间分布以及对海拔高度的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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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0—2019年 5—9月三类山地夜间暴雨
频次随海拔高度的垂直分布

（a为川西山地，b为川西南山地，c为川东北山地）

通过了 0.01的显著性检验。川西南山地夜间平均暴
雨强度在海拔 2 000 m达到最大值（8.32 mm/h）。川
东北山地夜间平均暴雨强度整体随海拔的升高呈上

升趋势。结合四川整体夜间平均暴雨强度，海拔

700 m的峰值强度主要由川西山地贡献。
3.4 夜间暴雨与海拔高度关系的空间分布特征

为了解四川暖季夜间暴雨与海拔高度关系的空

间分布特征，采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系统分
析四川暖季暴雨与海拔高度的关系，图 6给出了四
川暖季各暴雨特征量与海拔高度的回归系数空间分

布及概率密度分布（PDF）柱形图。测站的颜色对应
不同回归系数的大小，正（负）回归系数表示特征量

随海拔高度升高而增加（减小），而回归系数的绝对

值越大则表明特征量随海拔高度升高而增加（减小）

得越多。

如图 6a所示，暴雨日夜间降水占日降水量的比
例随海拔升高而增加幅度较大的测站主要位于川西

山地与 500 m以下成都平原的交界区，其中金牛区
测站回归系数最大，为 0.52伊10-3 m-1，反之随海拔升
高而减小较多的测站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中部。观

察二者之间的回归系数分布（图 6b）可知，整体上负
回归系数略多于正回归系数，概率密度峰值对应的

回归系数范围为（-0.1~0）伊10-3 m-1。回归系数正负大
值区全部集中在四川盆地中部且分布较为密集，由

此可知，暴雨日夜间降水占日降水量的比例与海拔

高度的正负相关性在四川盆地中部存在显著差异。

图 5 2010—2019年 5—9月三类山地夜间平均
暴雨强度随海拔高度的垂直分布

（a为川西山地，b为川西南山地，c为川东北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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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四川暖季平均暴雨日夜间降水占日降水量的比例（a、b，单位：10-3 m-1）、夜间暴雨频次
（c、d，单位：10-2 m-1）、夜间平均暴雨强度（e、f，单位：10-2 mm·（h·m）-1）与海拔高度的回归系数
空间分布（a、c、e实心圆点表示通过 0.05的显著性检验的测站；右上角的数字为通过显著性

水平检验的测站数）及概率密度分布（b、d、f）柱状图

通过观察暖季夜间暴雨频次与海拔高度的回归

系数空间分布（图 6c）可知，夜间暴雨频次随海拔升
高而增加幅度较大的测站主要位于川西山地一带。

川西南山地的负回归系数较小，最小的为新添站，

为-0.96伊10-2 m-1。从二者之间的回归系数分布（图6d）
可知，概率密度峰值范围为（-0.2~0）伊10-2 m-1，64%
以上的测站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四川大部分地区

暖季夜间暴雨频次呈现出随海拔高度升高而减小的

特点。而正回归系数的测站数量较少且概率密度分

布较广，此现象表明虽然暖季夜间暴雨频次随海拔

高度升高而增加的测站较少，但增加幅度较大，这与

夜间暴雨频次与海拔高度变化（图 7）的前半段趋势
相符。

暖季夜间平均暴雨强度与海拔高度的回归系数

空间分布如图 6e所示，随海拔升高而增加的测站集
中分布在四川山地区域以及攀西地区，其中增加较

大的测站主要位于川西山地，绵阳站回归系数最大，

达到 0.48伊10-2 mm·（h·m）-1。根据二者之间的回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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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四川山地与平原交界区中段海拔（填色）、夜间暴雨雨量（实心圆）分布（a，单位：mm·a-1）以及各子区域
所有测站夜间暴雨雨量（b）、夜间暴雨频次（c）和夜间平均暴雨强度（d）的盒须图统计
（盒体表示 25%耀75%，盒体内横线表示中位数，星号表示均值，灰色点线为各子区域的平均海拔）

数分布（图 6f）可知，（0~0.1）伊10-2 mm·（h·m）-1出现
概率最大，这类测站主要集中在攀西地区。从较密集

的概率密度分布可知，暖季夜间平均暴雨强度随海

拔高度的变化较弱，说明其可能受其他地形因素和

水汽的影响较大。

各类夜间暴雨特征量与海拔高度关系的空间分

布表明回归系数的正负、大小在四川不同地区存在

显著差异。

四川山地与平原的交界区存在一个与海拔高度

相关性明显变化的夜间暴雨带。图 7 选取了川西
山地与川西南山地交界处（29毅耀30.5毅N，102.5毅耀
104.6毅E），基本沿地形梯度方向，自西向东划分了 6
个区域，观察各个区域的夜间暴雨雨量、频次和强

度随地形的分布特征。其中 1区（1 861.1 m）和 2区
（1 497 m）为山地区，3区（932.4 m）和 4区（498.6 m）
为交界区，5区（447.2 m）和 6区（437.4 m）属于地形
起伏度较小的平原地区。每个分区内所有测站夜间

暴雨雨量、夜间暴雨频次和夜间平均暴雨强度的统

计以盒须图显示。雨量和频次的峰值位于 2区，强度
峰值位于 3区（图 7）。夜间暴雨雨量和频次在不同
区域间的变化幅度明显大于夜间平均暴雨强度，且

在出现峰值之后的区域，各特征量与地形高度呈正

相关。

4 结论与讨论

利用四川省 2010—2019年 2 165个气象站逐
小时降水资料，分区统计了四川暖季（5—9月）暴雨
日夜间降水占日降水量的比例、夜间暴雨频次和夜

间平均暴雨强度的空间分布以及随海拔高度的变化

特征，得到以下结论：

（1）四川夜雨特征明显，暴雨日夜间降水占日降
水量的比例具有显著的区域性差异，呈现自南向北

递减的趋势。大值区位于川西南山地、攀西地区以及

海拔 500 m以下的成都平原南部，川东北山地以及
川西高原为明显的低值区。

（2）四川暴雨日夜间降水占日降水量的比例以
海拔 2 800 m为分界，前段随海拔高度的升高而增
加，后段减小趋势明显。川西南山地暴雨日夜间降水

占日降水量的比例以海拔 1 600 m 为分界呈先增
大、后减小的“低—高—低”的垂直分布特征，与其他

山地区域整体上升的变化趋势不同。

（3）夜间暴雨频次较多的测站沿川西与川西南
山地陡峭地形呈线性分布，川西山地和川西南山地

夜间暴雨频次最大值分别出现在海拔 800 m 和山
地地形海拔最低处（500耀600 m）。虽然暖季夜间暴
雨频次随海拔高度升高而增加的测站较少，但增加

幅度较大。

（4）四川夜间平均暴雨强度随海拔的升高而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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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海拔每增加 100 m，夜间平均暴雨强度平均减小
0.14 mm/h，海拔 700 m的峰值强度主要由川西山地
贡献，夜间平均暴雨强度随海拔高度升高而增加幅

度较大的测站主要位于川西山地低海拔一带。

（5）川西山地夜间暴雨次数较多且每次强度大，
川西南山地夜间暴雨次数多但单次降水量较小，川

东北夜间暴雨强度较大但次数较少。四川山地与平

原的交界区存在一个与海拔高度相关性明显变化的

夜间暴雨带，自西向东基本沿地形梯度方向划分 6
个区域，雨量和频次的峰值位于平均海拔 1 500 m
的区域，而强度峰值位于平均海拔 1 000 m的区域。

由于四川地形、地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加之对

不同方向进入盆地气流的作用差异，山地夜间暴雨

各特征量在水平分布和垂直变化上呈现明显差别。

本文虽初步揭示了盆周山地不同区域夜间暴雨的分

布特征以及与海拔高度的关系，但尚未对其形成机

制进行分析。此外，山区的迎风面容易出现强降水，

这种地形的影响与地形尺度以及空间分布（地形类

型）有关，不能完全用海拔高度解释。因此，后续对山

地夜间暴雨进行数值模拟和诊断分析，进而揭示四

川山地不同区域夜间暴雨形成机理以及随海拔高度

变化的物理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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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ighttime Rainstorms in Warm Season in Sichuan
Mountains and the Dependence on Altitude

ZHOU Fangchi1，LI Guoping1，HUANG Chuhui2

（1.School of Atmospheric Sciences，Chengdu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Chengdu 610225，China；
2.Sichuan Meteorological Observatory，Chengdu 610072，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hourly precipitation data of 2 165 national and regional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in
Sichuan province from 2010 to 2019，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atio of nighttime precipitation to
daily precipitation on rainstorm days，nighttime rainstorm frequency and average nighttime rainstorm
intensity in the warm season（from May to September）in Sichuan were calculated by region.Through
statistical methods such as trend analysis and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its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altitude were analyz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1）The ratio of
nighttime precipitation to daily precipitation on rainstorm days in Sichuan showed a decreasing trend
from south to north，with an altitude of 2 800 m as the boundary，showing a vertic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of increasing first and then decreasing with the increase of altitude.The trend of
southwestern Sichuan mountains was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e overall rising trend of other
mountains.（2）Stations with more frequent rainstorms at night were linearly distributed along the steep
terrain of western and southwestern Sichuan mountains.The frequency of nighttime rainstorm generally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altitude.The maximum frequency of the western and southwestern
Sichuan mountains respectively occurred at 800 m and 500 m above sea level.（3）Average nighttime
rainstorm intensity in Sichuan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altitude，and the high-intensity area was
mainly located in the 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mountains of Sichuan.The peak intensity at the altitude
of 700 m was mainly contributed by western Sichuan mountains.（4）The nighttime rainstorms in
western Sichuan mountains were characterized by more frequent and strong intensity each time.There
were many heavy rainstorms at night in southwestern Sichuan mountains，but the single precipitation
was small.The nighttime rainstorms in northeast Sichuan mountains were strong but less frequent.
Key words nighttime rainstorm；frequency and intensity；spatial distribution；altitude；Sichuan
mountains

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