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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２００９年气候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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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气候中心，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２００９年陕西年平均气温全省大部偏高，年降水总量大部偏多，年日照时数大部偏少。２００８
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９年２月遭遇３０ａ一遇严重干旱，冬春连旱长达９７ｄ。１１月９—１６日出现历史罕见
暴雪和强降温灾害性天气过程，全省平均过程降水量超过历年同期极值，陕北为６０ａ一遇，部分
地区百年一遇。２００９年气象及其衍生灾害造成４０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６４６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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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气候概况
１１气温

２００９年陕西省年平均气温１２８ｏＣ，较常年
偏高０７ｏＣ。
１１１年平均气温陕北北部９～１０ｏＣ，陕北南
部、渭北西部１０～１２ｏＣ，渭北东部、关中大部１３
～１５ｏＣ，陕南１４～１６ｏＣ。与常年同期比较，陕北
偏高０４～１３ｏＣ，关中、陕南大部偏高０～１ｏＣ，
陕南东南部、陕南南部部分地方偏低０２ｏＣ左右。
１１２冬季（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００９年２月）平均
气温陕北－４～－１ｏＣ，关中－１～３ｏＣ，陕南２
～６ｏＣ。与常年同期相比，陕北偏高１～３ｏＣ，关
中、陕南偏高０６～２ｏＣ。冬季各月平均气温与常
年同期相比：１２月全省偏高０～２ｏＣ；１月全省大
部偏高０～２ｏＣ；２月全省偏高２～６ｏＣ。
１１３春季（３—５月）平均气温陕北１１～１３
ｏＣ，关中１２～１６ｏＣ，陕南１３～１６ｏＣ。与常年同期
相比，陕北、关中偏高１～２ｏＣ，陕南偏高０１～
１ｏＣ。春季各月平均气温与常年同期相比：３月全
省偏高１～４ｏＣ；４月陕北、关中偏高２～３ｏＣ，陕
南大部偏高０２～１ｏＣ；５月，大部接近常年同期，
陕南东南部偏低０５ｏＣ左右。
１１４夏季（６—８月）平均气温陕北２１～２３

ｏＣ，关中北部和西部２１～２４ｏＣ，关中中东部和陕
南２３～２６ｏＣ。与常年同期相比，陕北偏高０３～
１ｏＣ，关中大部接近常年同期，陕南偏低０２～１
ｏＣ。夏季各月平均气温与常年同期相比：６月全省
大部偏高１～２ｏＣ，陕南中西部偏低０２～０４ｏＣ；
７月全省大部偏高０１～１５ｏＣ，陕南中东部偏低
０２～１ｏＣ；８月全省普遍偏低０５～２ｏＣ。
１１５秋季（９—１１月）平均气温陕北７～１０
ｏＣ，关中１０～１２ｏＣ，陕南１１～１５ｏＣ。与常年同期
相比，陕北偏高０～１ｏＣ，关中、陕南大部接近常
年同期，陕南东部偏低０５～１ｏＣ。秋季各月平均
气温与常年同期相比：９月全省大部正常略偏高；
１０月陕北偏高２～３ｏＣ，关中大部、陕南偏高１～
２ｏＣ；１１月全省偏低１～３ｏＣ。
１２降水

２００９年陕西全省平均降水量６７２３ｍｍ，较
常年偏多１０９％，属正常略偏多年份。
１２１年降水量陕北３７０～６５０ｍｍ，关中、陕
南大部５００～１０００ｍｍ，陕南西部１０００～１３００
ｍｍ。与常年同期相比，全省大部偏多一到四成，
陕北和陕南部分地方偏少一到二成。
１２２冬季前期和中期大部无降水，仅陕南局
部有降水，后期降水偏多。冬季降水总量：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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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１～１０ｍｍ，陕北南部、关中、陕南大部１０～
４０ｍｍ。与常年同期相比，陕北偏少一到六成，关
中中西部偏少一到三成，关中东部偏多二到三成，
陕南偏少一到七成。
１２３春季降水量陕北北部３０～５０ｍｍ，陕
北南部７０～１４０ｍｍ，关中１１０～２２０ｍｍ，陕南西
部１５０～２５０ｍｍ，陕南东南部２００～４２０ｍｍ。与
常年同期相比，陕北北部偏少一到五成，关中西
部及陕南西部局地偏少一到二成，省内其余地区
偏多一成到一倍。
１２４夏季汛雨始于７月７日，较常年同期偏
晚８ｄ。前期和中期降水较少，后期降水偏多。降
水总量：陕北２００～４３０ｍｍ，关中大部２００～４６０
ｍｍ，陕南大部３００～６００ｍｍ，陕南中南部的部分
地区６００～６５０ｍｍ。与常年同期相比：陕北南部、
陕南西部偏少一到三成，省内其余各地属正常或
偏多一到六成。
１２５秋季降水总量陕北北部４５～２００ｍｍ，
陕北南部１００～１５０ｍｍ，关中、陕南东部１５０～
２２０ｍｍ，陕南中西部２００～４２０ｍｍ。与常年同期
相比，陕北北部偏多一成到一倍，陕北南部、关
中、陕南大部偏少一到二成，陕南西部、陕南东
部局地偏多一到五成。
１３日照

２００９年陕西省全省平均日照时数１９３５ｈ，
较常年偏少１５６ｈ，属正常略偏少年份。
１３１年日照时数陕北２３００～２７５０ｈ，关中
北部１９００～２２００ｈ，关中南部、陕南中东部
１３００～１９００ｈ，陕南西部１０００～１４００ｈ。与常
年相比，陕北北部偏少１００～４００ｈ，陕北南部偏
多１０～１００ｈ，关中、陕南大部偏少１００～５００ｈ。
１３２冬季日照时数陕北５００～６８０ｈ，关中
３４０～６００ｈ，陕南２００～４４０ｈ。与常年同期相比，
陕北北部部分偏少１０～８０ｈ，陕北大部、关中北
部偏多５～７０ｈ，关中南部、陕南偏少１０～６０ｈ。
１３３春季日照时数陕北７００～８００ｈ，关中
４００～７３０ｈ，陕南３３０～５３０ｈ。与常年同期相比，
陕北北部部分区域偏少５～４５ｈ，陕北大部、关中
偏多１０～１２０ｈ，陕南偏少６０～１１０ｈ。
１３４夏季日照时数陕北６００～７００ｈ，关中

３６０～７００ｈ，陕南３３０～６００ｈ。与常年同期相比，
全省偏少７～３００ｈ。
１３５秋季日照时数陕北４７０～６１０ｈ，关中
２８０～５２０ｈ，陕南１８０～３５０ｈ。与常年同期相比，
关中西部偏多１０～６０ｈ，全省其余地区偏少１０～
１７０ｈ。
主要天气气候事件
２１暖冬

２００９年冬季偏暖，全省大部分地区月平均气
温持续偏高，季平均气温１３ｏＣ，与常年同期相比
偏高１４ｏＣ，其中２００９年２月全省平均气温４７
ｏＣ，较常年偏高３４ｏＣ，仅次于２００７年，与２００２
年持平，为１９６１年以来第２异常偏暖年。
２２干旱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００９年２月全省遭遇３０ａ
一遇严重干旱，冬春连旱长达９７ｄ，多数地区干
旱程度接近Ⅱ级严重干旱级别，对城乡人民生活
和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旱灾致使全省累计
１１４８２万人、３７３３万头大牲畜临时饮水困难或
受影响，造成粮食作物减收１００８７万ｔ，经济作
物损失１３９８亿元，林木受旱６９万ｈｍ２，水产养
殖减产７１４５ｔ，水力发电量减少５８９万ｋＷ·ｈ，
直接经济损失达３６４１亿元，其中农业经济损失
３１亿元。
２３暴雨

２００９年全省共出现３６个暴雨日，１１８站次暴
雨，其中，大暴雨１站次，暴雨日数和站次数均
较常年同期偏多。暴雨呈现历时短、强度大、局
地性强，个别站日最大降水量突破建站以来历史
极值的特点。受暴雨洪涝影响，全省死亡２５人，
农作物受灾面积６１万ｈｍ２，绝收面积１万ｈｍ２，
损坏房屋６３万间，倒塌房屋１８万间，造成直
接经济损失６６亿元。

８月２８－２９日，全省出现一次明显降水天气
过程，强降水主要出现在关中南部和陕南中东部，
共出现２２站暴雨。强降水时段相对集中，造成局
部滑坡、山洪和城市内涝等灾害。８月２９日凌晨，
汉阴县因暴雨引发山洪，导致黄龙金矿尾矿库排
洪涵洞发生断裂，致使８０００余立方矿渣泄漏，流
入下游青泥河，造成汉阴城区水源地观音河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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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污染，次日全县停水一天。
２４冰雹

２００９年全省出现７个冰雹日，共８站次。
５月１６日，渭南的蒲城、白水、澄城等５县

市及礼泉、宜川等地先后遭受大风冰雹灾害袭击。
风力８级左右，冰雹直径最大达２０ｍｍ，持续时
间最长达２０ｍｉｎ。受灾地区苹果、花椒等经济作
物受损严重，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１６亿元。６月
４日下午，勉县青羊驿镇遭受冰雹大风袭击，冰雹
大风持续３０ｍｉｎ左右，最大冰雹直径３５ｍｍ。造
成该县３４万人受灾，农作物受损较重。同日下
午，宁强县遭受冰雹灾害袭击，冰雹最大直径４０
～６０ｍｍ，降雹持续时间最长达２０ｍｉｎ，地面积
冰雹厚度５０～１００ｍｍ。灾害造成６个乡镇１５个
村不同程度受灾。７月２６日商洛市柞水县出现冰
雹、大风天气，致使４３ｈｍ２烤烟受灾，其中重灾
４０ｈｍ２，绝收１７ｈｍ２，另有７间房屋受损。８月
１４日，榆林市榆阳区青云乡色草湾壕界村遭受冰
雹袭击，受害农作约１８ｈｍ２。８月１５日下午，宝
鸡市麟游县丈八乡、河西乡和天堂镇共计９个村、
３１个村民小组遭受暴雨、冰雹和大风袭击。玉米
受灾面积２５７５ｈｍ２，绝收４０ｈｍ２；烤烟受灾面
积１７８５ｈｍ２，绝收１１０６ｈｍ２；豆类、蔬菜受灾
面积１１２ｈｍ２。
２５沙尘暴

２００９年春季全省共出现沙尘暴日５个，８站
次，均在陕北北部。３月２０日定边，４月２３—２４
日神木、横山与榆林，４月３０日榆林、神木与定
边，５月１日神木分别出现沙尘暴。区域性（≥３
站）沙尘暴天气过程２次，出现在４月２３—２４日
和３０日。５８个指标站出现沙尘暴日和站次接近
２００４年（沙尘暴日４个，７站次），高于２００８年
（沙尘暴日３个，２站次），与近５ａ平均值持平。
春季沙尘天气过程全省出现扬沙１１１站次，浮尘
５４站次。
２６高温

２００９年全省共出现４４个高温日，其中６月
２３—２６日，７月１—８日，１６—２５日，８月１２—１５
日出现大范围的持续高温天气，主要分布于陕北
黄河沿线、关中及陕南东部地区。

２７低温阴雨
２００９年全省出现２次连阴雨天气过程。５月

８—１５日持续８ｄ的连阴雨过程，为历史同期罕
见，有４个暴雨日，陕南出现５站暴雨，过程平
均降雨量是１９６１年以来仅次于１９６３年的年份，
属２０ａ一遇极端天气事件。
２８降雪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９—１２日、１５—１７日、２６—２９
日分别出现全省性降雪天气过程。其中，９—１２日
全省６８站出现暴雪，平均过程降水量超过历年同
期极值，陕北为６０ａ一遇，部分地区为百年一遇，
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１０５亿元。
专题气候影响评价
３１气候对冬小麦的影响

２００８燉２００９年冬季气温偏高，有利于冬小麦
安全越冬。冬季前期全省大部地区无降水，陕北、
关中有轻到中旱，陕南有轻旱。２月全省出现降水
过程，陕北南部、渭北西部旱情缓解，关中大部
旱情解除，利于冬小麦返青。３月降水分布较均
匀，冬麦区降水量较多，墒情大部增加，利于冬
小麦的起身和拔节。陕北和渭北东部降水量较少，
旱情持续。４月全省降水普遍偏少，除陕南中部５０
～９０ｍｍ外，全省大部降水量在６０ｍｍ以下。气
温高，降水少，各地土壤湿度有不同程度下降。而
月内降水时空分布较均匀，水分利用率较高，光
温适宜，土壤墒情较好，对冬小麦的抽穗灌浆有
利。但长时间的持续高温，陕北局部有中旱，陕
北大部、关中局部有轻旱，对冬小麦的拔节孕穗
有一定影响。５月全省气温偏低，降水偏多。降水
增加土壤含水量，陕北大部、关中旱情解除，榆
林局部旱情缓解。降水时空分布较均匀，利于陕
北南部、关中冬小麦灌浆。但上旬前期的持续干
旱不利于陕北南部、关中的冬小麦抽穗。中旬８ｄ
的连阴雨天气，对陕南局部冬小麦成熟期生长不
利。６月上中旬以晴朗天气为主，小麦后期成熟及
收割晾晒进展顺利。综观冬小麦全生育期，气象
条件属较适宜年份。
３２气候对夏玉米的影响

６月上旬中后期和中旬末出现两次大范围降
水过程，增加了土壤水分，为夏玉米播种及出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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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良好墒情。下旬夏玉米处三叶期，降水偏少、
气温偏高，对处在蹲苗的夏玉米影响不大。７月全
省气温偏高，日照偏少，降水正常略偏多，降水
次数较多，对夏玉米拔节正常生长有利。８月上
旬，关中夏玉米抽穗开花。全省普遍有降水，气
温偏低，日照偏少，对农作物生长发育有利。中
下旬，关中夏玉米吐丝—灌浆，晴朗天气较少，光
照不足，温度持续偏低，夏玉米生长受到影响。９
月，夏玉米乳熟—成熟，全省平均气温普遍偏高，
部分地区持平或略偏低，日照偏少，降水大部偏
少，月内无大范围气象灾害，对夏玉米成熟收获
有利。综观夏玉米全生育期，气象条件属较适宜
年份。
３３气候对棉花的影响

２００９年陕西棉花生长期气象条件不利于棉
花高产和优质。棉花播种期气温偏高，降水偏少，
渭北干旱严重，影响棉花适期播种。现蕾期出现
高温热害，棉花生长发育受到一定影响。花铃期
温水适宜，利于棉花结铃开花。吐絮期、收获期
阴雨寡照，不利于棉花吐絮及正常采收与晾晒，棉
花产量比去年有所减少。
３４气候对油菜的影响

油菜播种期降水偏多，播种移栽推迟６～８ｄ。
苗期降水异常偏少、气温偏高，土壤湿度低，旱
象露头，油菜苗期生长受到影响。２月中旬降水及
时，旱象得到明显缓解，气温偏高，光照充足，油
菜长势好转。收获期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油菜收
获、碾打顺利。综合分析表明，油菜播种、生长、
收获期气象条件适宜。
３５气候对果业的影响

２００９年苹果生育期光照充足，气温正常略偏
高，降水较丰沛，未出现高温热害和伏旱等灾害
性天气，花期冻害、冰雹灾害和病虫害相对较轻，
有利于苹果高产和优质。苹果萌芽开花期暖春气

候特征明显，气温回升迅速，温度偏高，日照充
足，降水正常，有利于果树萌芽开花。５月８—１５
日出现的连阴雨天气过程，为幼果膨大积蓄了丰
富的土壤水分。加之光、温条件适宜，气象条件
有利于幼果膨大。苹果果实膨大期（６—８月）主
要果区降水量除渭北东部偏少外，其余基本接近
常年，加之高温热害轻，范围小，伏旱不明显等，
果实膨大期气象条件总体利多弊少。９月总体气
温偏高，降水偏少。上、中旬果区普遍出现１０ｄ
左右的连阴雨天气，不利于苹果果实着色，部分
果区有果锈和病虫害发生。９月下旬—１０月上旬
降水偏少，光照充足，气温适宜，有利于苹果着
色成熟。１０月大部果区气温普遍偏高１～３ｏＣ，降
水偏少五到八成，日照时数偏多。气象条件有利
于晚熟苹果着色、收获和贮藏。２００９年全省苹果
产量增加，是苹果生产少有的“风调雨顺”年。
３６气候对交通运输的影响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的低温雨雪天气，造成沪陕高
速秦岭段、连霍高速及西铜高速等多条国、省主
要公路干线运输几度中断，１６组铁路运输列车停
运，咸阳国际机场两天多次关闭，累计滞留旅客
３０多万人。１２月７日晚，咸阳机场遭遇大雾天气，
取消航班８０余班次，约２７００名旅客滞留。１２月
１８日上午，一辆客车因遇到团雾，撞上涵洞，致
１８名乘客受伤。
３７气候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

２００９年全省生态质量气象评价综合指数２０
～５６。除太白和宁陕的综合评价指数高于５５，生
态质量评价为良，全省大部分地区综合评价指数
４０～５０，为“一般”水平。总体来说，全省生态
质量综合评价指数较２００８年有所上升，陕北地区
变化显著，全省整体生态质量达到一般的地区增
多，这与本年度湿润度指数增大有很大关系。但
生态环境问题仍是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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