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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苹果基地县９—１０月连阴雨气候特征分析
刘璐，李艳丽

（陕西省经济作物气象服务台，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根据陕西省连阴雨定义，利用陕西省２９个苹果生产基地县１９６１—２００８年９—１０月降水
资料，从连阴雨次数、日数和强度方面分析陕西省苹果基地县９—１０连阴雨气候特征。研究发现
３项气候特征的分布次序从小（少）到大（多）均为延安果区、渭北东部果区、渭北西部果区和关
中西部果区；各果区３项连阴雨气候特征总体呈减少趋势，其中连阴雨日数呈显著减少趋势，连
阴雨发生次数和降水强度的减少趋势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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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苹果种植区位于渭北黄土高原，平均每
年有２～４次连阴雨天气过程，并以秋季多发［１］。
这段时间恰逢苹果着色和成熟采摘期，长时间阴
雨、低温、寡照天气严重影响苹果品质，降低果
农和当地政府的经济收益［２］。分析陕西省２９个苹
果基地县９—１０月连阴雨气候特征，掌握其变化
规律，以期为天气预报、气候评价、灾害评估等
提供背景依据。
资料来源与统计标准
１１资料来源

利用陕西省２９个苹果生产基地县１９６１—
２００８年９—１０月降水资料统计分析（安塞、宝鸡
县、合阳、延川、耀县数据从建站年开始计算）。

将基地县分为４个果区。
１２统计标准

陕西省连阴雨天气标准为：测站连续４ｄ及
以上日降水量大于或等于０１ｍｍ，且测站过程
降水大于２０ｍｍ的降水天气；连阴雨期间允许有
１ｄ的微量降水或无降水间隔，但过程的持续时
间必须在５ｄ或以上；测站连续２ｄ无大于等于
０１ｍｍ的降水，则认为连阴雨天气结束。
连阴雨气候特征
２１连阴雨次数分布及变化

由表１可见，北部和东部果区每年９—１０月
连阴雨次数明显少于西部果区。其中延安果区连
阴雨次数最少，平均每年１０～１４次；其次是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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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正涡度区域的中心位置就是大槽未来的位
置；由于横槽东西两端正涡度区强度和位置的变
化，使槽两端的移动速度出现快慢不同的变化，从
而使横槽出现南压或转竖的现象。
６４锋后冷空气的绝热上升也使得冷空气在移
动过程中不断加强；高空槽的不断加深和高空锋
的锋生也使得冷空气不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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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东部果区，平均每年１２～１６次；渭北西部果
区平均每年１５～１８次，而关中西部果区最多，
平均每年１５～２０次。可见陕西省苹果果区平均
每年９—１０月都有１～２次连阴雨天气过程。延川
县连阴雨次数最少，为１０次；凤翔县连阴雨次
数最多，达２０次。

统计各果区苹果基地县９—１０月连阴雨每

１０ａ发生次数［３］，如图１所示，延安、渭北东部和
西部果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发生连阴雨次数最多，
９０年代最少，２０００年后又有所回升；关中西部果
区同样是６０年代连阴雨次数最多，但在经历７０
至８０年代先减后增的波动后，一直处于减少趋
势。总体上陕西苹果果区过去４８ａ中９—１０月连
阴雨次数呈减少趋势。

表陕西各苹果基地县—月平均连阴雨次数 次
果区 果业县 连阴雨次数 果业县 连阴雨次数 果业县 连阴雨次数 果业县 连阴雨次数
延安 安塞 １２ 延川 １０ 延安 １１ 延长 １１
果区 富县 １２ 洛川 １４ 宜川 １２
渭北 韩城 １２ 合阳 １４ 澄城 １３ 白水 １３
东部 铜川 １５ 耀县 １６ 富平 １５ 蒲城 １４
渭北 旬邑 １５ 长武 １６ 彬县 １６ 永寿 １６
西部 千阳 １８ 陇县 １５ 宜君 １６ 淳化 １６
关中 宝鸡县 １８ 凤翔 ２０ 岐山 １７ 扶风 １６
西部 礼泉 １５ 乾县 １５

图１陕西各果区各时段连阴雨次数分布图

２２连阴雨日数分布及变化
连阴雨日数即每年连阴雨天气过程日数之

和。如表２所示，陕西省苹果果区９—１０月平均
连阴雨日数与次数分布情况一致，即北部和东部
果区少于西部果区。连阴雨日数由少到多依次是
延安果区、渭北东部果区、渭北西部果区和关中
西部果区。安塞和延川的年平均连阴雨日数最少，
为１０ｄ；凤翔最多，为１７ｄ。

表陕西各苹果基地县—月平均连阴雨日数 ｄ
果区 果业县 连阴雨日数 果业县 连阴雨日数 果业县 连阴雨日数 果业县 连阴雨日数
延安 安塞 １０ 延川 １０ 延安 １１ 延长 １１
果区 富县 １２ 洛川 １３ 宜川 １２
渭北 韩城 １２ 合阳 １２ 澄城 １２ 白水 １２
东部 铜川 １４ 耀县 １３ 富平 １３ 蒲城 １３
渭北 旬邑 １４ 长武 １４ 彬县 １３ 永寿 １５
西部 千阳 １７ 陇县 １５ 宜君 １３ 淳化 １３
关中 宝鸡县 １５ 凤翔 １７ 岐山 １５ 扶风 １５
西部 礼泉 １４ 乾县 １３

分析各果区１９６１—２００８年连阴雨日数变化
（图２）发现，陕西苹果果区９—１０月连阴雨日数
总体为减少趋势，延安、渭北西部、关中西部果
区线性趋势系数分别为－０１０６８、－０１６３０、

－０１６９７，均通过显著性水平为０１０的检验，渭
北东部果区的线性趋势系数为－０１１４２，未通过
显著性水平为０１０的检验。总体上，关中西部果
区连阴雨日数减少幅度最大，延安果区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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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９６１—２００８年陕西各果区９—１０月连阴雨日数

２３连阴雨强度分布及变化
连阴雨强度即连阴雨过程降水量与过程日数

之比。由表３可见，连阴雨强度由小到大依次为
延安果区、渭北东部果区、渭北西部果区和关中
西部果区。连阴雨强度延川最小，为４３ｍｍ燉ｄ；

乾县和宜君最大，为８３ｍｍ燉ｄ。分析各果区
１９６１—２００８年连阴雨强度变化（图略），延安、渭
北东部、渭北西部和关中西部果区线性趋势系数
分别为－００４０４、００２８３、００１８７和００１６２，
均未通过显著性水平为０１０的检验，说明各果区

表陕西各基地县苹果成熟期连阴雨强度 ｍｍ燉ｄ
果区 果业县 连阴雨强度 果业县 连阴雨强度 果业县 连阴雨强度 果业县 连阴雨强度
延安 安塞 ６８ 延川 ４３ 延安 ６８ 延长 ６５
果区 富县 ６２ 洛川 ７４ 宜川 ５９
渭北 韩城 ７６ 合阳 ７１ 澄城 ６９ 白水 ６８
东部 铜川 ７２ 耀县 ７８ 富平 ７８ 蒲城 ７０
渭北 旬邑 ７５ 长武 ７７ 彬县 ７６ 永寿 ７５
西部 千阳 ７５ 陇县 ６８ 宜君 ８３ 淳化 ８０
关中 宝鸡县 ８２ 凤翔 ７３ 岐山 ８０ 扶风 ７４
西部 礼泉 ７３ 乾县 ８３

连阴雨强度变化不明显。
结论与讨论
３１陕西省苹果果区９—１０月连阴雨次数、日数
和强度分布次序从小（少）到大（多）均为延安
果区、渭北东部果区、渭北西部果区和关中西部
果区，延川县最小（少），凤翔县连阴雨次数和日
数最多，乾县和宜君县连阴雨强度最大。
３２连阴雨日数呈显著减少趋势，减少的程度从
小到大依次是延安果区、渭北东部果区、渭北西
部果区和关中西部果区。连阴雨发生次数和降水
强度的减少趋势不明显。
３３连阴雨次数和日数的减少趋势，将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各果区在苹果成熟期遭受连阴雨影响的
机率和程度，对提高苹果品质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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