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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近５０年寒潮特征及变化趋势
王英，胡国玲，李春娥
（咸阳市气象局，陕西咸阳７１２０００）

摘要：利用咸阳市１１个代表站１９６０—２００９年逐日平均和最低气温资料，分析了咸阳寒潮的气
候及气候变化特点。结果表明：咸阳寒潮天气呈北多南少分布；寒潮主要生在１０月下旬至５月中
旬，以初春和初秋最多：５月寒潮降温幅度最大，１月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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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潮天气是一种大规模的强冷空气活动，寒
潮天气发生时气温将急剧下降并伴有雨雪、大风
等天气过程，大雪、冰冻天气给交通运输、电力、
农林业部门带来严重损失。选取咸阳所属１１站
１９６０—２００９年地面气象观测资料，对本地寒潮天
气爆发的频次、区域分布，降温幅度、发生季节
及变化趋势进行探讨，旨在为寒潮的预报预测、防
灾减灾、农业果业的生产计划及开拓专业气象服
务领域提供依据。
寒潮标准和分析方法

根据陕西省天气气候特征和中国气象局寒潮
定义，陕西气象业务规定的寒潮标准为：受强冷
空气影响，当地日平均气温２４ｈ内降低≥８ｏＣ或
４８ｈ降低≥１０ｏＣ，同时最低气温≤５ｏＣ时，即为
一次寒潮天气过程［１］。咸阳市地处关中平原中部，
地势北高南低，选取南部六县区（秦都、泾阳、武
功、兴平、礼泉、乾县）和北五县（永寿、淳化、
彬县、旬邑、长武）１１站１９６０年—２００９年地面
气象观测资料，对咸阳市寒潮天气进行统计分析。
规定只要有一个测站达到寒潮标准，即统计为全
区１次寒潮天气过程。区域内连续两天或以上达
到寒潮标准，只作为一次寒潮过程。
寒潮天气的气候特征

１９６０—２００９年咸阳共出现寒潮１３４次，年平
均２７次。最多年份为１９６９年，共出现６次寒潮；

１９９５年最少，无寒潮发生。１９６０年以来，１１站中
只有１站达到寒潮标准的有３０次，占寒潮总次数
的２２％；２站或３站达到寒潮标准的有１９次，各
占１４％；４～７站达到寒潮标准的有３１次，占
２３％；８～１１站达到寒潮标准的有３７次，占２８％。

寒潮发生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寒潮发生次数
及年频次北多南少（表１）。南部各县区秦都、兴
平、武功、泾阳四站，寒潮年发生频次不足一次，
礼泉、乾县年频次有所增加（１２次燉ａ）。北五县
复杂，其中永寿、旬邑频次最高，为１７～１８次
燉ａ；淳化、长武次之，分别为１５次燉ａ和１４次
燉ａ；彬县频次最低（０９次燉ａ）。

５０ａ中１１站全部达到寒潮标准共有１５次，
占寒潮总次数的１１％；北五县均达到寒潮标准的
有３０次，占２２％；南部县均达到寒潮标准的有１９
次，占１４％。有５８次寒潮只在北部县发生，占
４３％；而仅在南部发生的寒潮次数为１０次，仅占
７％。

寒潮２４ｈ和４８ｈ平均气温降幅分别为９４
ｏＣ和１１６ｏＣ，北五县较平均降温幅度超过南部
县，其中２４ｈ北五县比南部县多０６ｏＣ，４８ｈ多
０３ｏＣ。最大降温幅度出现在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２日
的旬邑站，４８ｈ降温幅度达１８３ｏＣ，而造成此次
寒潮的强冷空气，也刷新了北５县最强降温的记
录。分析表明，当冷空气侵入咸阳地区时，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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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咸阳各站寒潮统计特征

站名寒潮次数
燉次

年平均
燉次

最早
初日

最晚
终日

２４ｈ平均降
温幅度燉ｏＣ

４８ｈ平均降
温幅度燉ｏＣ

最大降温幅度燉ｏＣ
（出现日期）

长武 ６８ １４ １９６１－１０－１１ １９６０－０５－１８ ９８ １２０ １７３（２００６－０４－１２）
旬邑 ８８ １８ ２００７－１０－０７ １９９０－０５－１６ ９７ １２０ １８３（２００６－０４－１２）
彬县 ４７ ０９ １９６１－１０－１１ １９７２－０５－１４ ９７ １１５ １５９（２００６－０４－１２）
淳化 ７５ １５ １９７６－１０－２３ １９６０－０５－１８ ９７ １１８ １５９（２００６－０４－１２）
永寿 ８３ １７ １９６１－１０－１１ １９７２－０５－１４ ９４ １１９ １５８（２００６－０４－１２）
乾县 ６１ １２ １９８７－１０－３１ １９６０－０５－０６ ９３ １１７ １５７（１９９４－０４－０９）
礼泉 ５９ １２ １９９１－１０－２７ １９６０－０５－０６ ９０ １１５ １６４（１９９４－０４－０９）
秦都 ４２ ０８ １９９１－１０－２７ １９８０－０４－２４ ９３ １１５ １５６（１９９４－０４－０９）
武功 ４５ ０９ １９９７－１０－２５ １９６０－０５－０６ ９１ １１５ １５７（１９６０－０５－０６）
兴平 ３６ ０７ １９９１－１０－２７ １９８０－０４－２４ ９０ １１２ １４２（１９９４－０４－０９）
泾阳 ４０ ０８ １９９７－１０－２５ １９６０－０５－０６ ８９ １１４ １６０（１９６０－０５－０６）

的地形地貌造成南北降温差异明显，尤其是北部
的梁卯沟壑地形易造成冷空气堆积和滞留，造成
北部降温明显，而从北往南倾斜的阶梯地形，使
冷空气南下过程中下沉增温明显［２］，造成各地寒
潮发生次数有明显差异。根据统计，１９６０—２００９
年咸阳全区出现９４０站次寒潮过程，其中７３％伴
有降水。
寒潮天气的季节特征

咸阳寒潮初终期差异明显，初始日期北部基
本出现在１０月上中旬，南部在１０下旬；终期南
部在４月下旬到５月上旬，北部基本上出现在５
月中旬。表明咸阳寒潮天气北部出现早，结束晚；
南部出现晚，结束早；平均北部比南部初期早１４
ｄ，终期晚１３ｄ，尤其是北部秋季寒潮开始时间明
显偏早。咸阳市寒潮出现在１０月到翌年５月的８
个月中，各月的寒潮次数有显著差异（表２），其
中４月最多，为３３次，占总寒潮次数的２５％；３
月次之，为２５次，占１９％；５月最少为８次，占
６％。初春（３—４月）和秋末（１１月）季节寒潮
出现概率最大。

表咸阳市各月寒潮次数及降温幅度
月份 １ ２ ３ ４ ５１０１１１２

寒潮次数
燉次 １３１１２７３３８１０１９１４

降温幅度
燉ｏＣ１０２１０５１０７１１６１２３１０６１０９１０３

统计各月平均降温幅度发现，咸阳寒潮各月
平均降温幅度为１０９ｏＣ，其中５月降温幅度最

大，平均达到１２３ｏＣ；其次４月为１１６ｏＣ；１月
降温幅度最小，为１０２ｏＣ。

分析也表明，初春和秋末季节，冷暖气团交
汇频繁，易造成气温变幅较大，达到寒潮标准。尤
其是初春季节，地面气温回升明显，而高空冷空
气仍比较强，一旦强冷空气大举来袭，降温幅度
非常明显，极易达到寒潮标准［３４］。而隆冬季节天
气形势相对稳定，冷气团占据绝对优势，降温幅
度很难达到寒潮标准。
小结
４１咸阳寒潮年发生频率为２７次，寒潮出现年
变化率较大，最少全年无寒潮天气，最多年发生
６次。
４２受地形影响，寒潮发生频率北多南少，且北
部开始早，结束晚，南部开始迟，结束早。
４３寒潮多发生在１０月上旬至５月中旬，４月
最多，５月最少，降温幅度５月最大，１月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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