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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作物生长季冰雹灾害变化特征及影响

张永红,葛徽衍
(渭南市气象局,陕西渭南 714000)

摘 要:采用1961—2008年陕西关中40个气象站的气象资料,运用线性趋势分析法,基于GIS技

术分析了陕西关中冰雹气候变化特征及趋势,结果表明:关中北部多冰雹,南部最少;主要梯度方向

呈明显的北—南走向。铜川市和渭南、咸阳北部要积极防御夏秋季的冰雹危害。夏粮、秋粮生长季

冰雹灾害年出现频次总体呈下降趋势,对粮食安全的影响逐渐降低。关中中北部和西部冰雹灾害呈

减少趋势,铜川等冰雹多发地区的冰雹灾害气候变化呈减少趋势,对当地秋粮作物的灾害程度相对

减轻。夏粮生长季冰雹灾害的范围和强度大于秋粮生长季,要重视5月冰雹灾害的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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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雹灾害主要发生在农作物生长季节,是影

响农作物产量和品质的主要灾害。国内外关于冰

雹灾害的研究较多,主要集中在冰雹云的识别和

灾害防御上[1-2]。在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方面,代

立芹[3]分析了气候变暖背景下河北省冬小麦冻害

变化,王雅琼[4]分析了中国区域农业适应气候变

化技术选择,张明捷[5]分析了濮阳冬小麦生育期

气候变化及其对小麦产量的影响。分析近5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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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对流云回波顶高小于11km
(图5d),此时在陇县出现1h大于90mm的强降

水。可见,对流云回波顶高可以较好的指示强雷

暴、大风及强降水的区别。

5 小结

5.1 此次强对流天气是在中高层呈前倾槽的结构

下发生,但500hPa槽线与700hPa、850hPa切

变线在水平方向上相距较远,容易忽视。

5.2 位势不稳定特征为强对流天气的发生提供了

有利的结构和动力条件,但是由于局地性、历时

短的特征,现有时效资料无法捕捉强对流天气发

生的迹象。

5.3 对流云团沿东北—西南方向移动,但云团主

体移出关中西部以后,新生成的小尺度对流云团

自西南—东北方向移动,这种移向变化增加了短

时预报的难度。

5.4 雷达回波强度能揭示强对流系统的演变,对

短时预报有较大的帮助,雷暴、大风出现在回波

顶高值较大的阶段,强降水出现在回波顶高值相

对减小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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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夏粮和秋粮生长季节冰雹灾害变化特征,为

产业布局提供依据,为农作物和经济林果增收做

好气象保障。

1 资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于陕西省气象局档案馆,为1961—

2008年关中宝鸡、咸阳、西安、渭南、铜川五市

40个气象站气象资料。

采用线性倾向率趋势分析法,分析冰雹灾害

的时空变化情况。在ARCGIS平台上形成空间分

布图。夏粮生长季为当年9月—次年5月,以冬

小麦、油菜、果树为主。秋粮生长季为6—9月,

以夏玉米和果树为主。

2 冰雹时空分布特征

2.1 空间分布

关中夏粮和秋粮生长季节冰雹空间分布走势

基本一致 (图1、图2)。关中北部多冰雹,南部

最少。主要梯度方向呈明显的北—南走向。夏粮

生长季冰雹日最多的区域在铜川和咸阳东北部,

冰雹出现频次为0.5~0.7次/a,次大中心在宝鸡

东南部,出现的频次为0.4~0.5次/a;冰雹最少

的区域在关中东南部,包括渭南中南部、西安和

咸阳中南部区域,此区域冰雹出现频次为0.4×
10-3~0.1次/a。秋粮生长季冰雹出现频率高的区

域包括渭南西北部、铜川和咸阳东北部,冰雹出

现频次为1.2~1.9次/a;频次最小的区域包括西

安市、渭南中南部、咸阳中南部和宝鸡东南部地

区,冰雹出现频次为0.01~0.2次/a。由此可见,

铜川市和渭南、咸阳北部是防御冰雹危害的重点

区域。

2.2 年际变化特征

关中夏粮生长季节冰雹的年际变化特征是波

动性缓慢下降 (图3),冰雹灾害从20世纪60年

代最多的1次/a减少到21世纪初的0.1次/a。秋

粮生长季节,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为上

升阶段 (图4),1975年到21世纪初为缓慢下降

阶段,冰雹灾害从最多的1970年的0.68次/a减

少到21世纪初的低于0.3次/a。夏粮、秋粮生长

季冰雹灾害年出现频次分别呈下降和缓慢下降趋

势,对粮食作物的影响逐渐减轻,对粮食安全的

影响逐渐降低。

图1 关中夏粮生长季冰雹出现频次        图2 关中秋粮生长季冰雹出现频次

2.3 气候变化趋势

夏粮生长季关中地区冰雹灾害变化趋势的分

布比较零散 (图5),总体上呈中北部增加,东北

部和西部减少,中南部大部地区基本无变化的态

势。冰雹增加或减少幅度最大的区域呈散点分布,

增加的有宜君、铜川、旬邑、长武、永寿、礼泉、

泾阳、武功和凤县,增加幅度为0.7~2.0d/10a;

减少的有陇县、千阳、太白、咸阳、富平、彬县

和合阳,幅度为-0.7~-2.0d/10a;宝鸡大部

和渭南东北部春季的冰雹减少,对夏粮作物的危

害相对减轻。

秋粮生长季节关中中北部和西部的冰雹灾害

呈减少趋势 (图6),西安市、咸阳西南部、宝鸡

东部、渭南西南部以及澄城县基本保持平稳,变

化不大,增减的幅度为-0.3~0.3d/10a;冰雹

日减少最明显的区域在铜川北部,幅度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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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关中夏粮生长季冰雹年际变化         图4 关中秋粮生长季冰雹年际变化

图5 关中夏粮生长季冰雹灾害变化趋势      图6 关中秋粮生长季冰雹灾害变化趋势

~-3.1d/10a,铜川等冰雹多发地区的冰雹灾

害气候变化呈减少趋势,对当地秋粮作物的灾害

程度相对减轻。

3 结论

3.1 关中北部多冰雹,南部最少。主要梯度方

向呈明显的北—南走向。关中北部的冰雹灾害重

于南部地区,铜川市和渭南、咸阳北部要积极防

御夏秋季的冰雹危害。

3.2 夏粮、秋粮生长季冰雹灾害年出现频次总

体呈下降趋势,对粮食安全的影响逐渐降低。关

中中北部和西部冰雹灾害呈减少趋势,中南部地

区基本保持平稳。铜川等冰雹多发地区的冰雹灾

害气候变化呈减少的趋势,对当地秋粮作物的灾

害程度相对减轻。

3.3 夏粮生长季冰雹灾害的范围和强度大于秋

粮生长季,要重视5月份冰雹灾害的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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